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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
么
大
學
，
中
文
來
叫
叫
技
哭
、
，

…
莊
子
「
超
禮
遊
道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;

李
正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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莊
子
之
學
，

是
老
子
思
想
的

一
大
發
展
。

其
與
老
子
雖
皆
以
形
上

之
「
道
」
為
其
恩
想
基
礎
，
然
如
何
體
現
此

一
形
上
之
道
的
方
式
則
大

有
不
同

。

老
子
個
人
體
現
形
上
之
道
，
似
乎
特
別
側
重
在
道
之

「
反

」
的

一

函
，
而
以
「

反
者
道
之
動
」

(
四
十
章
)
為
其
哲
學
的
中
心
原
則
，
強

調
宇
宙
萬
物
循
環
變
化
中
「
歸
根
復
命
」
的

一
面
，
故
其
所
抉
擇
的
人

生
態
度
為
「
守
柔
不
爭
」
。

莊
子
體
現
形
上
之
道
的
方
式
為

「
遊
」
﹒

得
到
自
由
解
放
的
精
神
狀
態
，
莊
子
稱
之
為
「
遊
」
'
這
是
生
命
的

一

種
虛
靈
的
藝
術
境
界

。

人
的
生
命
的
自
我
超
縛
，
莊
子
有
其

一
套
破
除

情
執
知
障
的
理
論
，
詳
於
老
子
，
而
在
與
道
合

一
之
境
上
，

莊
予
更
無

「
守
柔
不
爭
」
的
人
生
態
度
，
而
唯
與
道
相
適
相
蝕
，
遊
心
於
天
地
萬

物
之
中
，
順
運
乘
化
，
以
見
其
逍
遙

。
〈莊
子
﹒

天
下
〉篇
謂
其

「
獨
與

天
地
精
神
往
來
，
而
不
放
倪
於
萬
物
，
不
譴
是
非
，
以
與
世
俗
處
」
'

這
顯
然
是
體
道
境
界
的

一
大
發
揮
，
為
老
子
思
想
所
未
詳
論

。

在
〈道

家
之
起
原
與
原
始
型

態
〉
一文
中
，
唐
君
毅
曾
指
出
老
莊
的
不
同

云.. 

「
莊
子
之
道
非
如
老
子
之
自
退

一
步
以

居
處
靜

，
以
知
觀
物
勢
，
自
居

柔
弱
，
以
曲
道
自
全
為
始
。

而
要
在
既
化
人
生
命
之
心
知
為
神
明
，
以

往
向
于
此
天
地
萬
物
之
轉
易
變
化
於
前
者
，
即
更
遊
心
於
其
中

，
亦
更

超
越
於
其
外
，
昭
臨
於
其
上
，
以
成
神
明
之
無
所
不

往
，

見
『天
地
與

我
並
生
，
萬
物
與
我
為

一
』'
為
其
根
本
。

故
其
神
明
之
運
，
自
始
為

開
展
的
、
放
遠
的
，
六
通
四
闕
，
而
無
所
不
通
、
無
所
不
往

。

」
(
註

李
正
治

莊
子

「超
禮
歸
道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1

)
一
處
處
收
斂
其
精
神
以
靜
處
，
以
成
其
「

反
」
、
其
「
復
」
'

一

處
處
暢
運
其
精
神
以
逍
遙

﹒
以
成
其
「
遊
」
、
其
「
化
」
'
所
以
其
禮

樂
思
索
亦
由
此
顯
其
不
間
，

一
為
「
超
權
歸
道

」
型
，

一
為
「
超
禮
遊

道
」
型
。

在
探
討
莊
子
禮
樂
思
索
的
型
態
前
，
有
關
其
書
不
屬
莊
子

一
人
之

作
的
問
題
須
先
提
出

。
〈莊
子
〉
一番
分
內
、
外
、
雜

篇
，

一
般
認
為
內

為
代
表
莊
子
本
人
的
思
想
，
外
、
雜
篇

則
為
道
家
後
學
發
揮
老
子
或
莊

子
思
想
的
作
品
，
因
此
在
探
討
上
應

分
開
而
論
。

本
文
在
探
討
莊
子
的

禮
樂
思
索
內
容
時
，
只
以
內

七
為
為
基
本
材
料
，

至
於
外
、
雜
篇

則
另

外
探
討
，
但
不
再
進
行
各
篇
思
想
之
間
的
細
部
分
辨

。

內
篇
與
外
、

…雜

篇
的
禮
樂
思
索
，
從
大
的
分
野
上
說
，

仍
是
「
超
禮
遊
道
」
和
「
超
禮

歸
道
」
兩
型
的
不
同
。

內
篇
資
料
不
曲
目
抨
擊
仁
義
禮
樂
，
或
表
現
其
深

惡
痛
絕
之
惰
，
外
、
雜
窮
則
常
以
仁
義
禮
樂
與
性
命
之
情
決
裂
對

立
，

而
主
張
超
越
仁
義
禮
樂
而
回
歸
性
命
之
惰
，
故
可
統
之
於
「
超
禮
歸
道

」
型
下
。

第
一
節

莊
子
思
想
的
基
源
問
題
及
根
本
理

念

莊
子
之
學

，
源
生
於
對
生
命
的
「
倒
懸

」
之
狀
恆
為
深
沈
的
悲
情

(
註
2

)
，

這一

可
以
說
是
他
在
戰
國
劇
變
之
世
，
對
人
的
異
化
、
疏
離

問
題
所
觸
發
的

一
種
極
深
徽
的
體
會
與
照
察

。

對
此
，
徐
復
觀
亦
有
類

似
的
看
法
，
他
說
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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鵝
湖
月
刊
第
一
七
卷
第
一

期
總
號
一
九

莊
子
認
為
在
戰
國
時
代
的
人
生
，
受
各
種
束
縛
壓
迫
的
情
形
，

有
如
用
繩
子
吊
起
來

(
懸
)
，
或
用
枷
鎖
鎖
起
來

一
樣
。

因
為

是
懸
'
是
枷
鎖
，
便
很
迫
切
地
要
求
「
解
懸
」
'
去
「
枷
鎖
」

。

所
以
〈養
生
主
〉便
說
「
古
者
謂
是
帝
之
懸
解
」
'

〈大
宗
師
〉

便
說.. 

「
此
古
之
所
謂
懸
解
也
」
'

〈德
充
符
〉便
說
「
解
其
在

給
」
。

由
此
可
以
了
解
莊
子
對
不
自
由
的
情
形
，
感
受
到
如
何

痛
切

。
(
註
3

)

由
此
照
察
，

莊
子
所
揭
露
的
生
命
情
狀
，
即
是
在
情
執
和
知
障
的

糾
纏
中
不
能
透
脫
的
生
命
，
莊
子
稱
之
為
「

芒
」
'
「
芒
」
即
盲
味
之

意
，
〈齊
物
論
〉
中
表
達
了
對
這
一
種
人
生
之
芒
的
深
刻
悲
情
.. 

一
受
其
成
形
，
不
亡
以
待
盡
，
與
物
相
刃
相
靡
，
其
行
盡
如
馳

，

而
莫
之
能
止
，
不
亦
悲
乎
!
終
身
役
役
，
而
不
見
其
成
功
;

葡
然
疲
役
，
而
不
知
其
所
歸
，
可
不
衷
邪
!
人
謂
之
不
死
，
案

益
?
其
形
化
，
其
心
與
之
然
，
可
不
謂
大
哀
乎
!

人
之
生
也
，

固
若
是
芒
乎
!
其
我
獨
芒
，
而
人
亦
有
不
芒
者
乎
!

這
一
段
話
所
顯
示
的
生
命
照
察
，
是
揭
露
人
生
行
程
中
生
命
的
外
馳

性
傾
向
，
此

一
傾
向
在
人
受
命
成
形
、
與
物
相
接
之
後
，
即
顯
示
於
形

為
心

(
成
心

)
役
，

莫
知
其
所
歸
的
生
命
狀
態
中

，
其

一
生
茫
然
外
馳

，
因
而
不
返
，
使
生
命
永
遠
在

一
種
下
墮
性
的
情
識
束
縛
糾
纏
之
中
，

不
得
超
轉
與
自
由
，
這
真
是

生
命
最
大
的
盲
睞
。

莊
子
進

一
步
探
討
造

成
此

一
人
生
之
芒
的
總
根
源
，
認
為
是
由
「
成
心
」
作

祟
而
起
(
註
4

)
。

成
心
即
心
靈
在
情
執
知
障
困
限
下
的
有
執
狀
態
，
這
是
生
命
深
層

的
根
源
之
芒
，
生
命
的
倒
懸
之
局
，
根
棍
即
為
「
成
心
」
所
播
弄
、
所

導
演
。處

在
戰
國
之
際
世
變
日
亟
的
現
象
中

，

莊
子
卻
深
刻
的
透
視
到
如

此
內
在
而
普
遍
的
生
命
問
題
，
放
其
恩
怨
的
基
源
問
題
，
即
由
如
何
解

脫
成
心
執
縛
而
生
，
其

書
開
宗
明
義
吉
逍
遙
之
遊

'
亦
即
顯
示
對
於
解

脫
成
心
執
縛
之
精
神
自
由
境
界
的
嚮

往
，
故
其
基
源
問
題
可
表
之
如
下

.. 

「
人
如
何
得
以
逍
遙
?

」

逍
遙
二
字
的
字
面
意
義
為
何

，
明
末
學
者
王
船
山
曾
分
釋
之
云
﹒
.

「
逍
者
，
響
於
消
也
，
過
而
忘
也
。

遙
者
，
引
而
遠
也
，
不
局
限
於
心

知
之
靈
也
。

」
(
註
5
)
亦
即
以
「
逍
」
為
消
解
，
化
除
心
知
情
誠
的

有
執
有
為
，
過
而
即
忘

。

進
g
m高
蹈
遠
引
，
不
局
限
於
心
知
的
狹
隘
範

限
，
精
神
遊
於
無
窮
。

作
為
合
義
複
辭
而
觀
，
則
表
示
精
神
不
為
情
執

知
障
所
束
縛
的
高
度
自
由
狀
態
，
郭
慶
海

一玄.. 

「
義
取
開
放
不
拘
'
恰

適
自
得
。

」
(
註
6

)
亦
得
其
義
。

就
內
七
篇
而
言
，
逍
遙
可
說
是
貫
串
其
間
的
根
本
理
念

。

王
船
山

即
一
百.. 

「
(
逍
遙

)
故
物
論
可
齊
，
生
主
可
養
，
形
可
志
而
德
充
，
世

可
人
而
害
遠
，
帝
王
可
應
而
天
下
治

。

」
(
註
7

)
莊
子
所
標
出
之
逍

遙
絕
待
的
理
想
人
型
為
「
至
人
無
己

，
神
人
無
功
，
聖
人
無
名
」
'
亦

是
實
串
各
篇
之
義

。

至
人
、
神
人
、
聖
人
並
非

三
種
人
，
而
只
是
同

一

層
境
的
理
想
人
型
自
不
同
角
度
杜
撰
的
名
辭

(
註
8

)
，
就
其
無
己
而

言
為
至
人
，
就
其
無
功
而
言
口
為
神
人

，

就
其
無
名
而
士

一口
為
聖
人
，

其
實

一
也
。

晉
支
遁
〈逍
遙
論
〉
云.. 
「
逍
遙
者
，
明
至
人
之
心
也

。

」
(
註

9
)

可
知
莊
子
說
至
人
處
即
是
說
逍
遙
處

。

唐
君
毅
謂
內
七
篇
有

一
系

統
關
聯
的
義
理
存
在
其
中
，

即
內
七
篇
各
在
說
明
「
人
如
何
成
為
理
想

之
人
」
的
問
題

(
註
叩
)
，
我
們
也
可
換
句
話
說
，

乃
是
在
說
明
「
人

如
何
逍
遙
」
的
中
心
問
題
。

如
何
逍
遙
?
根
據
莊
子
的
理
論
，
有
兩
個
工
夫
值
得
注
意
，

一
是

亡
心
，一
是
化
。

忘
表
示
消
除
心
靈
執
著
，
忘
卻

一
切
物
的
分
別
相
的
工

夫
，
用
莊
子
談
「
坐
忘
」
的
語
士
一日
表
示
，
即
「
離
形
去
知
，
同
於
大
通

」
。

「
大
通
」
即
道
，
顯
示
超
轉
上
來
的
精
神
四
通
八
達
、
無
所
拘
擬

的
狀
態
，
而
工
夫
的
根
本
所
在
即
「
離
形
去
知
」

0

「
形
」
為
形
軀
，

但
莊
子
其
實
特
指
對
於
形
軀
之
我
的
執
著
，
這
一
種
執
著
顯
示
於
生
死
對

立
及
物
我
對
立
上
，
故
莊
子
有
破
生
死
、
齊
物
我
之
論
，
以
死
生
為

一

條
，
通
物
我
為

一
體
。

知
為
心
知
，
莊
子
亦
特
指
對
於
心
知
之
我
的
執

著
，
這
一
種
執
著
顯
示
於
是
非
之
辯
上
，
整
個〈齊
物
論
〉便
是
以
浪
除
是

非
為
其
主
要
論
題

。

是
非
都
是
論
者
在
其
成
心
成
見
之
下
而
有
的
偏
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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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假
使
解
除
成
心
的
自
我
封
閉
性
而
超
越
地
觀
看
道
之
大
金
，
則
是
非

之
辯
均
無
意
義

。

如
此
離
形
去
知
之
後
，
形
軀
顯
現
其
為

宇
宙
變
化
流

轉
中
的
形
軀
，
而
任
其
生
死
;
知
亦
顯
現
其
焉
知
道
之
「
真
知
」

(
大

宗
師

)
，
整
體
地
了
解
經
驗
的
封
限
及
道
之
整
全
。

忘
的
工
夫
，
莊
子

談
「
無
己
」
、
「
喪
我
」
、
「
心
齋
」
、
「
坐
忘
」
等
均
有
涉
及
。

由
忘
經
驗
界
的
我
而
解
除

經
驗
界
情
誠
、

心
知
的
執
縛
，
如
此
得

來
的
是
超
越
的
精
神
絕
對
自
由
的
境
界
，
這
種
忘
我
的
精
神
境
界
，
在

面
對
宇
宙
人
生
變
化
之
場
，
究
應
如
何
?
莊
子
在
此
談
化
的

工
夫
。

「
化
」
是
隨
宇
宙
人
生
之
場
的
變

化
(
註
口

)
而
相
與
變
化
，
不

因
形
軀
及
認
知
之
執
而
有
哀
樂
傷
情
與
是
非
激
辯

。

形
軀
本
屬
萬
化
流

轉
中
的

一
物
，
是
故
形
軀
的
生
死
之
化
為
自
然
之
變
，
不
必
傷
化
，
莊

子
謂
「
無
但
化
」

(
大
宗
師

)
之
義
在
此
。

生
死
之
化
輪
到
自
己
，
則

化
為
任
何

其
物
亦
是
萬
化
流
縛
的
自
然
之
變
，
不
必
傷
惰

，

這
即
是
「

物
化

」
(
齊
物
論
)
之
隨
物
變
化
之
義
。

人
生
的
變
化
之
場
亦
如
此
，

窮
達
、
得
失
、
貧
富
、
毀
譽
、
是
非
以
及

一
切
人
事
變
化
，
均
不
必
心

生
抗
拒
，
精
神
出
人
這
些
變
化
而
不
受
滑
動
，
常
保
其
和

(
〈德
充
符
〉

所
謂
「
不
足
以
滑
和
」

)
，
則
窮
通
得
失
不
足
以
繫
心
，
精
神
四
通
八

達
於

一
切
變
化
而
無
所
拘
礙
。

但
化
的
工
夫
是
在
忘
的
工
夫
之
後
的

一

階
段
，
不
忘
則
不
能
化
，
能
忘
則
能
化

。

由
忘
到
化
，
呈
顯
的
就
是
逍
遙
境
界
，
乘
物
遊
心
，
與
物
變
化
而

無
所
終
窮
。

這
一
種
境
界
即
是
與
道
合

一
的
境
界
，
形
上
之
道
被
收
歸
到

內
在
超
越
的
精
神
境
界
以
體
現
，

這
是
莊
子
有
進
於
老
子
之
處
，
也
是

莊
子
認
為
生
命
問
題
解
決
的

一
個
最
高
的
生
命
境
界
。

內
七
篇
「
超
禮
遊
道
」
的
型
態

第
二
節莊

子
的
根
本
理
念
為
「
逍
遙
」
之
道
，
故
在
處
世
應
物
上
只
有
「

如
何
逍
遙
」
的
問
題
。

其
對
待
禮
樂
亦
然
。

禮
樂
為
世
俗
依
循
的
行
為

規
範
'
是
人
生
之
場
的
外
在
之
物
，
如
何
處
之
，
+
刀
不
至
使
禮
樂
形
成

對
人
生
命
的

一
種
種
措
?
首
先
莊
子
針
對
儒
家
的
禮
樂
主
張
之
執
而
談

李
正
治

莊
子

「超
禮
歸
道
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「
忘
禮
樂
」
。

這
裡
顯
現
出
道
與
禮
樂
的
對
揚

。

顏
回
日

﹒

「
回
說
矣
!

」

仲
尼
日
.. 

「
何
謂
也
?
」

日.. 

「
回
忘
仁
義
矣
!

」

日.. 

「
可
矣
!
猶
未
也
。

」
他
日
復
見
，

日.. 

「
回
益
矣
!
」

日.. 

「
何
謂
也
?
」

日.. 

「
回
坐
忘
矣
!

」

仲
尼
楚
然
日
.. 

「
何
謂
坐
忘
?
」

顏
四
日
.. 

「
墮
枝
(
肢
)
體
，
則
聰
明
，
離
形
去
知
，
同
於
大

通
，
此
謂
坐
志
。

」

仲
尼
日
.. 

「
同
則
無
好
也
，

化
則
無
常
也
，
而
果
其
賢
乎
丘
也

，
請
從
而
後
也
。

」
(
大
宗
師
)

禮
樂
及
仁
義
為
儒
家
的
救
世
主
張
，
莊
子
藉
有
關
儒
家
的
寓

于
一百談

忘
禮
樂
及
忘
仁
義
，
其
根
本
意
圖
在
化
解
儒
家
之
執

。

儒
墨
間
的
是
非

之
辯
，
儒
家
便
是
持
仁
義
禮
樂
的
論
點
以
成
其
是
非

。

但
就
莊
子
而
盲

，
此
中
質
有
心
知
之
執
在
，
故
必
須
由
「
心
齋
」
、
「
坐
忘
」
的
工
夫

以
去
其
軌
，
才
能
達
到
精
神
絕
對
自
由
之
境

。

藉
由
顏
固
、
仲
尼
構
造

此
-
i宙
空=
間
，
而
不
透
過
老
子
來
教
訓

二
人
，
顯
示
莊
子
並
禾
落
在
儒
道

之
事
上
，
亦
並
無
反
對
禮
樂
之
意

。

這
種
態
度
，
在
內
篇
極
為

一
致
，

與
外
、
雜
篤
異

。

由
逍
遙
境
界
看
禮
樂
主
張
，
禮
樂
與
仁
義
俱
為
外
在
而
束
縛
人
類

生
命
的
執
著
之
物
，
放
必
須
忘

。

忘
的
改
序
在
文
中
可
能
顛
倒
，
王
叔

峨
據
〈准
南
子
﹒

道
應
篇
〉仁
義
與
禮
樂

二
語
位
置
互
銬
，
已
正
其
談

(

註
比
)
。
因
為
仁
義
、
禮
樂
雖
同
被
道
家
視
為
外
在
，
然
相
互
比
較，

仍
有
內
外
之
別

。

仁
義
屬
內
，
是
心
靈
的
表
現
;
禮
樂
屬
外
，
有
其
外

在
儀
文
器
物
的
表
現
，

這
是

一
般
的
共
識
。

由
外
而
內
，
先
遺
外
而
忘

肉
，
此
為
精
神
超
轉
的
工
夫
順
序
才
對
，
本
文
即
依
王
氏
所
校
的
工
夫

順
序
而
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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鵝
湖
月
刊
第
一
七
卷
第
一

期
總
號
一
九

莊
子
忘
的
工
夫
在
於
「
墮
肢
體
，
則
聰
明
，
離
形
去
知
」
﹒
即
表

示
禮
樂
仁
義
主
張
中
所
關
涉
的
是
非
、
物
我
、
生
死
等
等
對
待
的
執
著

皆
須
消
除
，
乃
至
形
軀
、
心
知
本
身
之
執
亦
須
澈
底
化
解
，
如
此
才
能

「
同
肝
、
大
通
」
。

「
大
通
」
是
「
道
」
之
由
空
間
角
度

而
來
的
表
示
訝

，

消
解

一
切
執
著
而
達
致
精
神
與
道

一
樣
四
通
無
礙
的
燒
界
，

此
即
莊

子
所
謂
「
坐
忘
」
。

莊
子
在
此
寓
言
中
，
以
顏
因
為
坐
忘
之
境
的
逍
遙

真
人
，
顯
示
莊
子
實
非
否
定
禮
樂
，
而
是
超
越
地
指
出
對
待
禮
樂
的
最

高
精
神
境
界
，
即
不
為
禮
樂
外
縛
、
仁
義
﹒
內
縛
的
精
神
自
由
境
界
。

這

種
境
界
是
與
物

一
體
(
同

)
、
隨
物
變
化
(
化
)
的
境
界

，
故
曰.. 

「

同
則
無
好
也
，
化
則
無
常
也
。

」
成
玄
英
疏
云.. 

「
即
同
肝
、
大
道
，
則

無
是
非
好
惡.• 

冥
於
變
化
，
故
不
執

滯
守
常
也
。

」
(
註
昀
)
由
坐
忘

，
莊
子
點
一
本
超越
禮
樂
而
上
達
逍
遙
之
境
的
工
夫
歷
程

。

在
逍
遙
之
境
，
至
人
不
拘
拘
於
世
俗
之
禮
，
其
對
於
禮
樂
所
把
握

的
是
其
精
神
，
亦
即
「
禮
意
」
。

有
關
「
禮
意
」

一
語
，

在
〈莊
子
〉中

是
頗
難
解
釋
的
。

子
桑
戶
、

孟
子
反
、

子
琴
張
三
人
相
與
友
，
日
﹒
「
孰
能
相
與

於
無
相
與

，
相
為
於
無
相
為
n
r

孰
能
登
天
遊
霧
，

撓
挑
(
成
疏

.. 

猶
宛
轉
也
)
無
極
，
相
忘
以

生
，
無
所
終
窮
?

」
三
人
相
視

而
笑
，
莫
逆
於
心
，
遂
相
與
為

友
。

莫
然
有
開

而
子
桑
戶
死
，

未
葬
。

孔
子
問
之
，
使
子
貢
往
侍
事

焉
。

或
編
曲
，
或
鼓
琴
，
相
和
而
歌
日
﹒

﹒

「
時
啥
來
桑
戶
乎!
而

已
反
其
真
，
而
我
猶
為
人
椅
!

」
子
貢
趨
而
進
日.. 

「
敢
問
臨

尸
而
歌
，
禮
乎
?
」
二
人
相
視
而
笑
日
.. 

「
是
惡
知
禮
意
!

」

子
貫
反
，
以
告
孔
子
，

日
「
彼

何
人
者
邪
?
修
行
無
有
，
而

外
其
形
傲
，

顏
色
不
變
，
無
以
命
之
，

彼
何
人
者
邪
?
」
孔
子

曰.. 

「
彼
遊
方
之
外
者
也
，
而
丘
遊
芳
之
內
者
也

。

外
內
不
相

及
，
而
丘
使
女
往
弔
之
，

丘
則
陋
矣
!

彼
芳
且
與
造
物
者
為
人

，
而
遊
乎
天
地
之

一
氣
。

彼
以
生
為
附
贅
懸
疵

，

以
死
為
決

前

潰
痺
，

夫
若
然
者
，
又
惡
知
死
生
先
後
之
所
在

1
.
假
於
異
物
，

託
於
同
體
，
忘
其
肝
膽
，
遺
其
耳
目
，
反
覆
始
終
，
不
知
端
倪

，

芒
然
徬
徨
乎
塵
垢
之
外

，
逍
遙
乎
無
為
之
業
。

彼
又
惡
能
憤

憤
然

(
成
疏.. 

煩
亂
也

)
為
世
俗
之
擾

，
以
觀
眾
人
之
耳
目

哉
!

(
大
宗
師

)

這
是
以
喪
禮
對
顯
世
俗
之
攪
和
禮
意
的

一
則
寓
盲

，
顯
見
逍
遙
境

界
和
世
俗
禮
樂
的
對
揚
，
但
仍
無
反
對
世
俗
之
禮

的
用
意
，
而
是
表
示

有
超
而
上
之
的
「
機
意
」
。

子
桑
戶
、

孟
子
反
、

子
琴
張
均
為
寓

言
化
的
道
家
至
人

，
對
於
他

們
體
道
境
界
的
描
述

，
可
見
出
他
們
「
達
於
死
生
、
冥
於
變
化
」
的
逍

遙
，
故
寓
言
目中
孔
子
說
他
們
遺
忘
形
軀
的
存
在
，
以
死
生
存
亡
為

一
種

，
無
為
乘
化
而
逍
遙
。

子
桑
戶
死
，
其
他
二
人
臨
尸
而
歌
，
毫
無
衷
情
，
這
是
因
為
他
們

以
形
軀
為
萬
化
流
轉
中
之

一
物
，

形
軀
的
死
亡
只
是
回
歸
於
萬

化
流
轉

之
中
，
無
足
以

哀
。

「
外
其
形
骸
」
「
假
於
異
物
，
託
於
同
體
」
'
正

表
示
他
們
對
形
軀
的
觀
點
。

若
以

一
般
世
俗
之
眼
而
觀
，

戀
生
惡
死
為

人
情
之
常

，
臨
尸
哀
慟
也
是
人
情
之
常
，

但
哀
樂
即
因
之
內
傷
其
身
，

使
精
神
不
能
得
其
絕
對
自
由
，
這
是
生
死
未
達
的

一
般
表
現
。

臨
尸
而

歌
，

並
非
世
俗
之
禮

，
但
表
達
二
人
對
朋
友
的
形
軀
復
歸
造
化
流
轉
的

真
誠
讚
歎

，
從
禮
而
育
，

這
是
他
們
對
形
軀
物
化
的

一
種
超
越
的
禮
節

，
也
是
通
達
於
道
的

一
種
不
拘
俗
禮
的
禮
節
。

以
至
人
對
至
人
，

這
種

禮
節
並
無
不
宜
。

子
貢
完
全
不
曉
此
理
，
由
世
俗
之
禮
的
眼
光
惶
怪
而

間
，

二
人
答
以

「
惡
知
禮
意
」
，
即
顯
示
禮
還
有
其
更
高

的
層
次
，
不

能
由
世
俗
眼
光
來
看

。

遊
方
之
外
的
至
人
深
知
禮
之
真
義
不
在
外
在
死

板
的
儀
文
規
定
，
亦
不
在
哀
樂
傷
惰
的
臨
尸
之
悲
，
而
在
送
其
形
骸
歸

返
造
化
的
達
道
之
情
上
，
亦
即
，
「
意
」
指
達
道
之
惰
，

「
禮
」
指
遠

道
之
情
隨
機
而
表
的
任
何
禮
節
。

這一

種
模
節
本
於
達
道
之
情
而
發

，

毫

無
規
範
的
定
性
，
所
以
這

一
種
禮
不
是
做
給
世
俗

之
人
觀
看
的
，
故
日
.. 

「
彼
又
惡
能
償
憤
然
為

世
俗
之
懂
，
以
觀
眾
人
之
耳
目

哉
!

」

臨
尸
而
歌

，
也
是

一
種
超
越
世
俗
之
權
的
禮
節
，
所
謂
「
安
排

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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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
，
率
性
任
真
」

(
成
疏
詛
阿)
，
這
一
種
說
法
必
須
從
了
解
禮
意
之
後
而

觀
。

因
其
沒
有
規
範
的
定
性
，
故
不
會
發
生
眾
人
遵
循
規
範
以
至
生
命

外
在
化

，
或
禮
樂
徒
成
浮
文
無
質
的

問
題
。

但
人
都
是
社
會

中
的
存
在

，
至
人
亦
不
能
敵
軍
而
索
居
。

至
人
雖
不
拘
於

世
俗
之
禮
，
但
畢
竟
有

處
於
人
問
世
，
如
何
對
待
世
俗
禮
樂
的
問
題

。

「
樓
意
」
的
寓
干一日
並
未

針
對
這

一
問
題
，
莊
子
在
〈大
宗
師
〉開
頭
描
述
「
真
人
」
的

一
段
話
捏

，
表
達
了
有
關
此

一
問
題
的
看
法
.. 

古
之
真
人....
. 

以
刑
為
館
，
以
禮
為
翼
，
以
知
為
時
，
以
德
為
循

。

以
刑
為
體
者
，

綽
乎
其
殺
也
;
以
禮
為
翼
者
，
所
以
行
於
世
也

;
以
知
為
時
者
，
不
得
已
為
世
也
;
以
德
為
循
者
，
吉
日
其
與
有
足

者
至
於
丘
也
，
而
人
真
以
為
勤
行
者
也
。.....

. 
其

一
與
天
為
徒
，

其
不

一
與
人
為
徒
，
天
與
人
不
相
勝
，
是
之
謂
真
人

。

真
人
雖
「
與
天
為
徒
」
，

有
其
通
遠
是
非

、
物
我
、
死
生
的
高
度

精
神
自
由
，
但
處
在
社
會
中
亦
不
能

去
刑
、
禮
、
知
、
德
，
否
則
便
不

能
「
與
人
為
徒
」
，
而
將
與
世
相
涯
。

故
真
人
遊
於
人
間
，
亦
能
「
以

禮
為
翼
」
，
如
此
才
能
行
於
人
間
，
與
人
間
保
持
和
諧
，
這
是
隨
變

化

而
變
化
的

「
化
」
的
態
度
，
否
則
即
是
「
執
而
不

化
」
(
人
問
世
)
。

遊
於
人
世
，
必
須
「
以
樓
為
其
」
'
這
是
莊

子
對
於
機
樂
的
態
度

。

在

此
，
真
人
的
至
道
或
逍
遙
境
界
顯
然
不
與
禮
樂
構
成
對
反
關
係
'
而

是

隨
順
世
俗
而
運
用
禮
樂

。

因
此
由
「
忘
禮
樂
」
、
「
搜
意
」
到
「
以
禮

為
翼
」
﹒
莊
子
是
以
逍
遙
之
遊
為
主
，

而
以
樓
樂
之
執
的
超
轉
反
過
來

順
俗
行
禮
，
如
此
的
禮
樂
思
索
型
態
當
為
「
超
禮
遊
道
」
型

，

不
能
誤

為
積
僅
肯
定
禮
樂
價
值
的
型
態

。

第
三
節

外
、

雜
篇
「
超
禮
歸
道
」
的
型
態

外
、
輪
軸
篤
屬
老
莊
後
學
的
思
想
，
在
對
禮
樂
的
態
度
上
與
內
結
有

異
。

雖
然
外
、
雜
篇
中
亦

互
有
異
同
，
但
大
悠

而
士
一間，
均
有
「
抑
儒
揚

道
」
或
「
抑
孔
揚
老
」
的
痕
跡
，

最
可
見
山
山
老
莊
後
學
的
禮
樂
批
判
。

老
莊
後
學
之
「
抑
儒
揚
道
」
，
其
最
喜
杜
撰
的
寓
吉
為

孔
老
會
談

李
正
治

莊
子
「
超
禮
歸
道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。

外
、
雜
篇
中
的
孔
老
會
談
，

大
率
都
以

「
抑
孔
揚
老

」
的
芳
式
展
闕

，

不
是
孔
子
請
教
老
子
，

就
是
老
子
教
訓
孔
子
(
註
M
)
，
可
知
是
儒

道
相
爭
下
的
產
物

(
註
已
)
。
孔
子
是
持
仁
義
禮
樂
以
修
身
治
國
的
儒

者
系
列
的
代
表
，
因

此
「
抑
孔

」
之
說
，

不
僅
是
貶
抑

孔
子

一
人
，
而

且
是
貶
抑
整
個
儒
家
。

外
、
雜
篇
對
於
孔
子

一
系
人
物
的
描
繪
相
當

一

致
，
其
學
的
經
典
為
詩
書
禮
樂
或
六
經

，

治
國
理
論
則
離
不
開
仁
義
禮

樂
等
人
倫
道
德
的
主
張
。

子
責
日
.. 
孔
氏
者

，
性
服
忠
信
，
身
行
仁
義

，
飾
禮
樂

，
選
人

倫
，
上
以
忠
肝
、
世
主
，
下
以
化
肝
、
齊
民
，
將
以
利
天
下

，
此
孔

氏
之
所
治
也
。
(
漁
父

)

丘
治
詩
、
書
、

禮
、

樂
、
易
、
春
秋
六
經
，
自
以
為
久
矣

。
(

天
運

)

儒
以
詩
禮
發
家
。
(
外
物

)

老
莊
後
學
以
老
子
為
體
道
之
至
人
、
其
人
，
故
從
老
子
的
道
德
觀

點
批
判
孔
子
，
則
孔
子
只
是
尚
未
得
道
而
「
以
物
易
性
」

(
註
昀
)
之

儒
聖
。

仁
義
禮
樂
被
道
家
視
為
外
在
之
物

，

而
非
通
於
道
德
的
性
命
本

然
之
真

，
故
提
倡
仁
義
禮
樂
以
修
身
治
圈
，
對
老
莊
後
學
而
盲
，

實
即

「
外
立
其
德
」
'

疏
離
本
真
而
「
失
其
性
命
之
情
」
(
註
口

)
。
因
此

，
在
抑
孔
揚
老
中
清
楚
地
顯
現
「
仁
義
禮
樂
」
和
「
性
命
之
情」的
對

揚
﹒

而
且
可
看
出
對
禮
樂
的
強
烈
抨
擊

。

這
種
態
度
顯
與
內
篇
有
所
不

同
。

其
強
烈
抨
擊
之
處
如
.. 

屈
折
禮
樂
，
昀
爾
仁
義

，
以
慰
天
下
之
心
者

，
此
失
其
常
然
也

。
(
耕
拇
)

及
至
聖
人
，
心
定
位
為
仁
，

提
跤
為
義
，
而
天

下
始
疑
矣
!

迫
漫

為
樂
，

摘
僻
為
嫂
，
而
天
下
始
分
矣

!

(
馬
蹄
)

及
至
聖
人
，

屈
折
禮
樂
，
以
匡
天
下
之
形
，
懸
跛
仁
義
，
以
慰

天
下
之
心

，
而
民
乃
始
提
跤
好
知
，
爭
歸
於

利
，
不
可
止
也
，

此
亦
聖
人
之
過
也
。
(
馬
蹄
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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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乎
道
，
合
乎
德
，
退
仁
義
，
賓
禮
樂
，
至
人
之
心
有
所
定
矣

。
(
天
道
)

禮
樂
偏
行
，
則
天
下
亂
矣

。
(
繕
性
)

儒
家
提
倡
仁
義
禮
樂
的
目
的
本
在
平
治
天
下
，
在
老
莊
後
學
看
來

卻
成
為
大
亂
始
因
，
其
亂
因
所
伏
的
關
鍵
之
處
就
在
違
反
與
道
相
通
之

「
性
命
之
情
」
的
自
然
狀
態
。

「
性
命
之
情
」
在
外
、
雜
篇
中
有
許
多

同

一
層
次
而
可
五
通
的
詞
語
，
如
常
然
、
道
德
、
真
性
、
常
性
、
同
德

、
素
樸
、
天
、
天
德
、
玄
德
、
一
混
冥
、
虛
靜
、
恬
淡
等
，
其
義
指
受
之

於
天
的
自
然
真
性
，
這
是
人
的
真
實
本
性
，

〈漁
父
〉篇
謂.. 
「
真
者
，

精
誠
之
至
也
。..... 

真
者
所
以
受
於
天
也
，
自
然
不
可
易
也

。

」
這
種

真
性
的
理
解
，
與
孟
子
從
道
德
心
說
性
善
不
同
，
與
苟
子
從
動
物
本
能

之
欲
求
無
節
說
性
惡
亦
不
同
，
其
「
真
」
乃
由
心
知
欲
求
不
向
外
馳
逐

，
而
保
持
在
「
無
知
無
欲
(
無
乃
作
用
地
無
，
如
消
除
機
心
造
作

)
」

的
狀
態
而
說
。

老
莊
後
學
認
為
儒
家
既
離
其
真
實
本
性
，
而
強
以
外
在

的
仁
義
禮
樂
在
捨
天
下
人
的
真
性
，
則
將
使
天
下
人
都
不
能
「
安
其
性

命
之
情
」
'
這
一
實
是
天
下
莫
大
的
亂
因。
〈天
運
〉篇
中
老
朋
正
道
出

此

中
亂
因.. 

「
夫
仁
義
情
然
，
乃
憤
吾
心
，
亂
莫
大
罵
。

吾
子
使
天
下
無

失
其
樸
'
吾
子
亦
放
風
而
動

，

總
德
而
立
矣
。

」

由
仁
義
禮
樂
和
性
命
之
惰
的
對
反
，
似
乎
可
成

立
「
以
道
反
禮
」

的
禮
樂
思
想
型
態

。

這
種
型
態
的
意
義
，
可
籍
梁
啟
超
的
話
作

一
參
考

性
的
了
解
﹒
.

質
言
之
，
吾
儕
所
謂
文
明
或
文
化
者
，
道
家

一
切
悉
認
為
罪
惡

之
源
泉
。

故
文
字
，
罪
惡
也
;
智
識
，
罪
惡
也
;
藝
術
'
罪
惡

也
;
禮
俗
，
罪
惡
也
;

法
律
，
罪
惡
也
;
政
府
，
罪
惡
也

。

乃

至
道
德
條
件
，
皆
罪
惡
也
。
(
註
凹
)

若
老
莊
後
學
只
是
以
道
反
樓
，
則
禮
樂
所
屬
的
整

個
文
明
或
文
化

確
都
成
毫
無
意
義
與
價
值
的
存
在
，
故
相
對
於
道
而

吉日
，
可
說
其
為
泊

亂
真
性
的
「
罪
惡
」
。

這
種
反
對
關
係
，
表
示
兩
個
觀
點
之
間
不
可
化

解
的
衝
突
，
也
顯
示
儒
道
相
爭
下
的

一
種
偏
激
，
但
值
得
深
究
的
是

.. 

。
。

外
、
雜
篇
的
禮
樂
批
判
是
否
止
肝
、
如
此
?
3

答
案
是
否
定
的
。

以
道
反
禮
，
正
如
老
子
在
道
的
淪
降
中
抨
擊
禮

為
「
忠
信
之
薄
而
亂
之
首

」
'
這
種
反
對
是
有
其
特
殊
限
定

的
，
亦
即

所
反
對
的
是
在
離
棄
道
德
、
泊
沒
真
性
下
有
執
有
為
的
禮
樂

，

因
為
此

時
的
禮
樂
只
是
生
命
外
在
的
虛
文
與
欲
望
的
享
受
而
已
，
以
此
修
身
治

圈
，
只
是
更
從
外
在
加
力
扭
曲
人
類
的
真
性
，
控
措
人
類
的
生
命
，
故

〈知
北
遊
〉云.. 

一 。

禮
相
偽
也
」
'
〈列
禦
寇
〉云.. 

「
今
使
民
離
實
學
偽

，
非
所
以
視
民
也
。

」
老
莊
後
學
之
反
對
禮
樂
，
從
此
特
殊
限
定
而

言

是
道
家
普
遍
具
有
的

一
義
。

是
故
毫
無
限
定
地
說
道
家
是
「
文
化
否
定

論
者
」
'
並
不
中
肯
。
一
般
人
浮
觀
外
、
雜
篇
強
烈
的
抨
擊
仁
義
禮
樂

之
語
，
往
往
會
輕
率
地
得
到
否
定
文
化
的
論
斷

。

由
道
與
禮
的
對
反
，
老
莊
後
學
提
出
「
任
其
性
命
之
情
」

(
研
拇

)
「
安
其
性
命
之
情
」
(
在
看
、
天
道

)
「
反
其
性
情
而
復
其
初
」
(

繕
性

)
之
說

，
亦
即
如
老
子
所
謂
「
歸
根
復
命
」
、
「
歸
真
返
樸
」
'

歸
復
於
與
道
為

一
的
自
然
狀
態
。

「
初
」
即
指
此

一
狀
態
。

反
其
性
惰

，
則
生
命
即
從

一
切
外
在
化
之
心
知
情
誠
的
執
為
造
作
回
歸
自
身

。

從

此
無
執
無
為
的
自
然
真
性
而
育
，
禮
樂
與
之
卻
是
不
相
逢
的

。

至
人
的

自
然
稟
性
為
主
，
禮
樂
為
從
，
處
世
應
物
，
而
不
以
物
易
性

，
故
世
俗

禮
樂
可
以
應
之
、
行
之
，
而
不
害
其
性
命
之
真

。

行
之
以
禮
義

，
建
之
以
太
清
。
(
天
運
)

節
而
不
可
不
積
者
，
禮
也
(
成
疏
.. 

外
示
折
旋
，
內
敦
積
厚
，

此
真
禮
也

)
。....
.. 
應
於
禮
而
不
諱

。
(
在
有

)

「
建
之
以
太
清
」
，
即
以
道
為
本
，
依
道
而
行
禮
，
則
精
神

生
命

仍
保
持
其
絕
對
自
由
，
而
不
凝
滯
於
禮
上

。

既
然
至
人
仍
行
禮
義
、
應

禮
無
達
，
可
見
老
莊
後
學
並
非

如
其
表
面
抨
擊
禮
樂

一
樣
，
真
要
辦
棄

禮
樂
等
典
章
制
度
或
風
俗
習
慣

。

而
是
爭
在
能
否
以
道
為
本
，
保
其
玄

德
，
安
其
性
命
之
情

。
(在
有
〉篇
云.. 

說
明
邪
，
是
淫
於
色
也
.• 

說
聰
邪
，
是
淫
於
聲
也
，
說
仁
邪
，

是
亂
於
德
也
;
說
義
邪
，

是
俘
於
理
也
;
說
禮
邪
，
是
相
於
技



也
;
說
樂
邪
，
是
相
於
淫
也
;
說
娶
邪
，
是
相
於
藝
也
;
說
知

邪
、
是
相
挑
疵
也
。

天
下
將
安
其
性
命
之
惰
，
之
八
者
存
可
也

，
亡
可
也
。

天
下
將
不
安
其
性
命
之
惰
，
之
八
者
乃
始
蝴
問
卷
論

囊
(
成
疏
.. 

遞
之
貌
也

)
而
亂
天
下
也
。

不
能
安
其
性
命
之
惰
，
禮
樂
即
為
亂
天
下
;
安
其
性
命
之
惰
，
禮

樂
則
可
有
可
無
。

就
「
存
可
也
，

亡
可
也
」
'
顯
示
老
莊
後
學
即
使
在

道
境
之
上
吉
禮
樂
，
仍
非
積
極
的
肯
定
其
價
值
，
其
行
之
、
應
之
乃
是

使
禮
樂

(
乃
至
仁
義

)
繫
屬
於
自
然
無
執
的
真
誠
表
現
，
是
故
.. 

至
禮
有
不
人
，
至
義
不
物

，

至
知
不
諜
，

至
仁
無
親
，

至
倩
辟

金
。

徹
志
之
勃
，
解
心
之
謬
，
去
德
之
累
，
遠
道
之
塞

。
(
庚

桑
楚
)

夫
德
，
和
也
;

道
，
理
也
。

德
無
不
容
，
仁
也
;
道
無
不
理
，

義
也
;
義
明
而
物
親
，
忠
也
;
中
純
實
而
反
乎
惰
，
樂
也
;
信

行
容
體
而
順
乎
文
，
權
也
。

禮
樂
編
行
，
則
天
下
亂
矣

。

彼
正

而
蒙
已
德
，
德
則
不
冒
﹒
冒
則
物
必
失
其
性
也

。
(
繕
性
)

在
「
徹
志
之
勃
，
解
心
之
謬
，
去
德
之
累
，
達
道
之
塞
」
的
體
道

境
界
，
可
±
一
口發
諸
性
命
之
惰
的
至
纜
、
至
樂
，
可
見
老
莊
後
學
所
談
的

禮
樂
，
乃
是
超
越
世
俗
禮
樂
的
至
禮
、
至
樂
，
而
至
禮
、
至
樂
必
須
歸

復
至
道
玄
德
而
後
見
，
故
外
、
雜
篇
的
禮
樂
思
索
可
定
為
「
超
禮
歸
道

」
的
型
態

。

總
上
所
述
，
莊
子
將
形
上
之
道
收
歸
內
在
超
越
的
精
神
境
界
，
以

絕
對
自
由
的
精
神
遊
於
宇
宙
人
生
的
變
化
之
場
，
故
其
超
越
世
俗
禮
樂

所
顯
的
型
態
為
「
超
禮
遊
道
」
型
。

外
、
雜
篇
則
對
世
俗
禮
樂
大
加
抨

擊
，
凸
顯
生
命
與
道
合

一
的
「
性
命
之
情
」
'
欲
人
拾
禮
歸
道
，
復
由

體
道
境
界
自
然
的
表
現
禮
，
不
過
禮
樂
的
存
在
對
其
而
吉
可
有
可
無
，

這
種
型
態
可
稱
之
為
「
超
禮
歸
道
」
型
，
較
接
近
老
子

。

M
M
+
工
﹒

"
她n
v
'
-
-

•• 
nH 

註
1
.. 

唐
君
毅
〈中
國
哲
學
原
論

﹒

原
道
篇
﹒

卷

-
v'
頁
二
八
五
，
學

李
正
治

莊
子

「超
禮
歸
道
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生
番
周
。

註
2
•• 

莊
子
〈養
生
主
〉與
〈大
宗
師
〉均
有
「
懸
解
」
一
詞
，
表
示
人
的

存
在
不
累
於
情
誠
的
自
由
解
脫
狀
態

。

作
者
相
對
杜
撰
「
倒
懸

」
一
語
，

表
示
人
的
存
在
受
情
執
知
障
羈
纏
束
縛
、
不
得
自
由

的
狀
態
，
取
象
生
命
之
倒
吊
懸
空
，
不
知
解
放
之
狀

。

相
似
的

詞
語
在

〈繪
性
〉為
已
被
運
用
，

〈繕
性
〉云.. 

「
喪
己
於
物
，
失

性
於
俗
者
，
謂
之
倒
置
之
民

。

」
「
倒
置
」
與
「
倒
懸
」
質
為

同
義
。

位
3

.

徐
復
觀
〈中
國
人
性
論
史
〉
'
頁
三
八
九
，
商
務
印
書
館
。

註
4
.. 

「
成
心
」

一
詞
見
〈
齊物
論
〉
，
原
用
以
指
物
論
喧
勝
之
下
論
者

心
靈
離
道
自
限
的
封
閉
狀
態
﹒
此

一
心
靈
狀
態
為
論
者
「
與
接

為
惰
，
日
以
心
門
」
的
總
機
構
，
非
心
靈
的
本
然
狀
態

。

註
5
.. 

王
船
山

〈莊
子
解

〉
'
頁

一
，
河
洛
出
版
社
。

註
6
•• 
郭
慶
藩
〈莊
子
集
解

〉
'

頁
二
，
河
洛
出
版
社
。

註
7
.. 

〈莊
子
解
V
'

頁
一
。

註
8
.. 

三
種
人
是
否

一
種
人
，
應
視
其
行
文
的
上
下
脈
絡
而
定
，

〈德

充
符
〉叔
山
無
趾
鍾
見
仲
尼

一
段
，
以
孔
子
為
未
達
至
人
之
境

，
應
另
外
看
。

至
肝
、
道
家
之
徒
以
儒
家
聖
人
置
於
道
家
至
人
、

真
人
之
下

，
此

一
行
文
脈
絡
不
可
與

〈逍
遙
遊
〉
本文
混
同
。

又

「
聖
人
」

一
詞
，

在
〈莊
子
〉中
並
非
專
指
儒
家
修
養
的
最
高
層

位
，

〈大
宗
師
〉
、

〈漁
父
〉
、

〈天
下
〉諸
篇
中
「
聖
人
」

一
詞
的

用
法
，
均
不
指
儒
家
聖
人
而
盲

。

註
9
.. 

〈世
說
新
語
〉文
學
類
第
三
十
二
條
注
，
見
〈世
說
新
語
校
簧
〉
'

頁
一
七

0
，
明
倫
出
版
社

。

註
叩

•
• 

參
見
〈中
國
哲
學
原
論
﹒

原
道
篇
﹒

卷
一
γ
頁
三
四
八
。

註
口
.. 

宇
宙
人
生
的
變
化
之
場
，
即

〈德
充
符
〉所
謂.. 

「
死
生
、
存
亡

、
窮
達
、
貧
富
、
賢
與
不
尚
、
毀
譽
、
飢
渴
、
寒
暑
，
是
事
之

變
、
命
之
行
也
，
日
夜
相
代
乎
前

。

」
這
些
都
屬
於
精
神
自
由

之
主
體
所
觀
煦
的
變
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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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總
號
一
九

三

註
也
•• 

〈惟
南
子
﹒

道
應
篇
〉有
坐
忘

一
跤
，
先

「
忘
禮
樂
」
'
後
「
忘

仁
義
」
'

王
叔
峨
據
此
及
〈老
子
〉
三十
八
章
云

「
失
道
而
後

德
，

失
德
而
後
仁
，
失
仁
而
後
義
，
失
義
而
後
禮

。

」
〈准
南

子
﹒

本
經
篇
〉云
﹒
「
知
道
德
，
然
後
知
仁

義
之
不
足
行
也
。

知
仁
義
然
後
知
禮
樂
之
不
足
倚
也

。

」
互
證
，
校
正
莊
子
傳
本

之
誤
。

兒
〈莊
子
校
釋

〉上
肘
，
卷

一
，

頁
六
二
，
國
風
出
版
社

。

又
見
〈莊
子
校
詮

V上
珊
，

頁
二
六
八

，
史
語
所
專
刊
之
八
十

1
、
、

''
, 

註
口

.

. 

〈莊
子
集
釋
v
'

頁
二
八
五
。

註
M.. 
如
〈天
地
〉為
有
「
夫
子
問
于
老
開
日
」

一
則
，

〈天
道
〉篇
有
「

孔
子
西
藏
書
於
周
室
」
一
則
。

〈天
運
〉篇
有
「
孔
子
行
年
五
十

有
一
而
不
問
道
，
乃
南
之
沛
見
老
朋
」
、

「
孔
子
見
老
吶
而
語

仁
義
」
及
「
孔
子
謂
老
州
日
」
三
則

。
〈田
子
芳
〉篇
有
「
孔
子

見
老
關
」
一
則

。
〈知
北
遊
〉篇
有
「
孔
子
問
於
老
科
日
」
一
則

。
〈外
物
〉篇
有
「
老
萊
子
之
弟
子
出
薪

，
過
仲
尼
」

一
則
。

〈漁
父
〉篇
有
「
孔
子
拜
見
漁
父
」

一
則
，
漁
父
其
實
即
老
子

一

流
的
人
物
。

註
昀.. 

先
秦
儒
學
盛
行
，
其
勢
不

衰
，
使
老
莊
後
學
深
深
感
受
到
恩
想

上
的
危
機
，
於
是
出
現
儒
道
相
爭

。

這
是
繼
儒
還
相
爭
之
後
的

恩
想
論
事
，
較
墨
之
非
儒
更
具
有
思
想
性
，
其
抑
儒
之
處
，
大

體
是
從
儒
者
心
態
及
仁
義
禮
樂
的

主
張
上
與
「
性
命
之
情
」
的

疏
離
落
±

一間
，

可
算
是
對
於
儒
家
之
高
層
吹
的
批
判
，
與

墨
之
檢

拘
拘
小
儒
而
非
之
，
並
且
完

全
不
解
儒
學
精
義
所
在
的
狀
況
不

閉
門。

註
M
m
.
-「以
物
見
性
」

一
語
見
〈騏
拇
〉篇.. 

「
自

三
代
以
下
，
天
下
莫

不
以
物
易
其
性
矣

。

」
又
以
仁
義
禮
樂
為
外
在
之
物
，
而

云

「
是
非
以
仁
義
易
其
性
與
!
」

註
口
.. 

「
外
立
其
德
」

一
語
見
〈在
有
〉篇
，
謂
仁
義
聖
知
之
類
皆
是
在

性
命
之
德
的
自
然
狀
態
之
外

更
立
其
德

，
使
德
成
外
在
，
不

合

天
道
。

「
失
其
性
命
之
情
」

一
語
則
見
〈騏
拇
〉篇.. 

「
彼
正
正

者
，

不
失
其
性
命
之
情
。

」

誰
叫
凶•• 

梁
啟
超
〈先
秦
政
治
思
想
史
〉
'
頁

一

40 

一
九
，
東
大
圖
書
公
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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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者 發 之五一 為求心山
。特 展讀鉅百常其靈林

洽 價全之者冊 八 ， 全之初 「 一「

詢 優套學十吾貌所拓鵝 鵝
電 待合者並布期人者凝不湖

話 八訂 ，謹面衷 亦漸聚期月 :胡
折本 願以燙集恐多 ， 然刊 月

一
。 訂以提金成其 ' 時而」

干U製價作供精套久尤代 蔚創
一

量新為 給裝 ， 而以精為刊
一 L一一
一 唯台案 所 ， 以散海神可至

八 五幣頭有推十落外之觀今 ..6.. 

。 E司• 八 十二之 闖 出二也圖 冊 ，已 言T
四 套 萬參懷市期，書示 凡閱

。 ， 元考當面為是館現此十 本
欲 整 。 代 ，一 將及 。 ，五 問
購 ， 中用冊 前研近莫 年

者本 國答 ，十 究來非餘 世
請刊 哲惠都五單 ， 文 ，

從讀 學愛 十 年位需化由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