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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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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
秋
戰
國
的
禮
壞
樂
崩
，
孔
子
是
第
一
個
作
出
回
應
的
思
想
家
。
其
父
，
亂
臣
賊
子
不
絕
跡
，
而
貴
族
階
級
之
自
身
從
此
大
亂
。
因

對
於
這
個
時
代
的
大
問
題
，
孔
子
採
取
的
是
正
面
的
解
決
方
式
。
他
抉
貴
族
階
級
之
擾
亂
，
而
平
民
受
其
決
禍
。
(
註

1

〉

發
出
禮
樂
的
精
神
基
礎
，
深
化
拓
展
封
建
道
德
中
的
「
仁
」
為
人
生
命
孔
子
早
年
與
志
於
學

.• 

對
於
周
文
之
制
均
所
曉
習
，
睡
處
此
一
禮

內
在
的
道
揮
動
源
，
由
此
進
行
禮
樂
現
象
的
大
批
判
，
試
圖
重
建
禮
樂
樂
不
興
、
天
下
無
道
之
世
，
感
慨
貴
族
的
腐
化
，
而
一
五

.. 

「
禮
云
禮

的
新
秩
序
。
其
禮
樂
思
想
有
「
禮
本
於
仁
」
之
一
義
，
但
歸
宿
於
「
以
云
，
玉
吊
云
乎
哉
!
樂
云
樂
云
，
鐘
鼓
云
乎
哉
!
L
(
陽
貨
)
又
見
政

仁
貴
禮
L
的
型
態
。
治
權
力
的
下
陵
上
替
，
而
云

•• 

「
天
下
有
道
，
禮
樂
征
伐
白
天
子
出

.• 

天
下
無
道
，
禮
樂
征
伐
自
諸
侯
山
山
，
自
諸
侯
出
，
蓋
十
世
希
不
失
矣
﹒
.

街
m
n→
輔
w

自
大
夫
山
山
，
五
世
希
不
失
矣

.• 

陪
臣
執
國
命
，
三
世
希
不
失
矣
。
天
下

有
道
，
則
政
不
在
大
夫
。
天
下
有
道
，
則
庶
人
不
議
。
L
(
季
氏
)
於

是
慨
然
有
志
，
思
有
以
挽
價
值
失
序
的
狂
瀾
季
世
，
使
其
在
「
君
君
、

臣
臣
、
父
父
、
于
子
」
的
禮
分
下
息
奢
止
樁
，
並
且
在
道
德
精
神
的
參

與
中
，
重
新
建
立
禮
樂
的
新
秩
序
。
故
其
基
源
問
題
蓓
在

•. 

「
如
何
建

立
正
當
的
生
活
秩
序
?
」
孔
子
以
「
仁
L
為
中
心
的
思
想
就
為
解
決
這

個
問
題
而
生
。

孔
子
之
學
，
世
稱
「
仁
學
」

o

孔
子
曾
云

.. 

「
五
口
道
一
以
貫
之
」

(
旦
仁
)
，
此
所
謂
「
一
」
，
即
「
仁
」
。
孔
子
之
「
仁
」
'
乃
自
封

建
社
會
的
道
種
觀
念
中
抉
發
其
統
一
的
精
神
基
礎
而
來
。
這
是
周
文
之

道
德
精
神
的
自
覺
，
也
是
孔
子
深
化
其
思
想
之
統
一
性
的
要
求
。

封
建
社
會
的
道
德
，
仁
只
是
一
個
與
其
他
德
行
並
列
的
德
日
，
其

初
大
拉
是
就
親
親
之
愛
的
表
現
說
，
放
仁
都
涵
有
「
愛
L
義
。
就
孔
子

之
前
的
文
獻
所
出
現
的
「
仁
」
而
言
，
通
常
是
意
指
「
仁
愛
」
之
德

0

公
恤
佑
彼
制
關
閉
山

2
個
山
山-
S退一
恥
個.• 

仁
字
始
見
於
《
尚
書
﹒
金
略
帶
》
的
「
予
仁
若
考
」
'
〈
詩
經
〉
則

孔
主
』
思
想
的
基
語
問
題
及
棋
.
本
理
念

由
周
公
「
制
禮
作
樂
」
開
出
的
禮
樂
盛
世
，
在
春
秋
之
際
已
露
其

夕
照
餘
光
。
雖
然
春
秋
時
代
禮
樂
有
其
彬
彬
之
盛
，
顯
現
貴
族
「
重
人

道
，
講
禮
貌
，
守
信
讓
」
的
文
雅
風
流
，
但
男
工
力
面
「
非
禮
」
的
現

象
也
時
時
出
現
，
顯
現
貴
族
不
學
無
術
、
生
活
奢
靡
和
權
欲
薰
心
的
墮

落
狀
態
。
這
墮
落
的
一
面
，
漸
漸
地
蔓
衍
擴
大
，
使
整
個
封
建
禮
制
完

全
崩
毀
。孔子

生
在
春
秋
末
世
，
正
當
貴
族
腐
化
，
政
治
權
力
下
陵
上
替
之

際
。
貴
族
的
腐
化
，
使
禮
樂
盡
成
虛
文
，
雖
然
講
究
玉
自
巾
、
鐘
鼓
的
形

式
鋪
張
，
但
參
與
禮
樂
活
動
的
誠
心
敬
意
全
無
，
而
政
治
權
力
的
下
陵

上
替
，
則
顯
露
親
親
、
尊
尊
精
神
的
喪
失
，
封
建
禮
制
的
秩
序
維
繫

力
，
漸
在
「
君
不
君
、
臣
不
臣
」
的
人
為
破
壞
中
成
為
虛
架
。
錢
穆
描

吋
也
到
仙
子
所
心
處
的
川
時
阿
甘
州
北

H
E
【
且
去
﹒
.

及
至
孔
子
之
時

•• 

貴
族
階
級
已
將
次
崩
壞
|
諸
侯
土
偕
於
天
子
，

卿
大
夫
土
悟
於
諸
侯
，
陪
臣
亦
上
偕
於
卿
大
夫
，
|
蓋
貴
族
階
級

之
自
身
，
已
不
能
自
守
其
階
級
之
制
限
，
甚
至
臣
拭
其
君
，
子
試

李
正
治

孔
子
「
以
仁
賀
禮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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鵝
湖
月
刊
第
二
二
卷
第
一
期
總
號
第
二
五
三

有
「
淘
美
且
仁
」
(
鄭
風
﹒
叔
於
回
)
，
《
左
傳
》
大
約
出
現
有

三
十
個
左
右
的
仁
字
，
以
上
大
約
皆
只
作
「
仁
愛
」
、
「
仁
厚
」

解
釋
。
(
一
在
2
)

把
仁
愛
從
眾
德
中
提
煉
出
來
，
使
仁
成
為
做
人
的
最
高
準
則
，
則
自
孔

子
始
(
註

3
)
。

理
解
孔
子
所
說
的
「
仁
」
'
首
先
不
能
把
它
視
為
眾
德
中
的

一
個

德
目
，
因
為
孔
子
抉
發
封
建
道
德
的
精
神
基
礎
，
正
是
要
把
仁
愛
之
德

予
以
深
化
，
把
所
以
能
愛
人
的
精
神
根
源
顯
發
出
來
，
以
作
為
所
有
德

行
的
內
在
動
力
。
因
此
，
綜
觀
全
盟
忠
中
的
仁
，
幾
乎
涵
括
人
類
各

種
德
行
的
表
現
。
屈
萬
里
會
歸
納

全
盟
已
裡
的
材
料
，
指
出
﹒
.

「
仁
」
是
孔
子
理
想
土
做
人
的
貫
堅
向
準
則
。
對
自
己
來
說
，
要
能

謹
厚
、
識
樸
、
﹒
羽
訥
、
剛
毅
;
對
家
屬
來
說
，
要
能
孝
梯
、
慈

愛
;
對
他
人
來
說
，
要
能
恭
敬
、
禮
讓
、
寬
恕
、
信
實
.
，
對
國
家

來
說
，
要
能
忠
君
，
神
，
敬
事
(
負
責
任

V
;
對
人
類
來
說
，
要
能
博

施
濟
眾
，
已
欲
立
而
立
人
，
己
欲
途
而
遠
人
。
(
叮
叮
位

4
V

由
於
孔
子
對
於
仁
之
基
礎
性
的
深
化
，
仁
成
為
緬
括
眾
德
的
內
在

動
源
，
因
此
具
體
行
為
的
德
行
表
現
，
都
是
仁
的
部
份
實
現
，
而
且
對

於
整
體
的
仁
而
言
，
則
又
是
種
工
夫
。
即
所
謂
「
仁
之
方
」
(
雍
也
)
。

仁
之
方
，
也
即
是
某

一
層
級
的
仁
。
孔
子
教
導
學
生
，
主
要
便
是
告
訴

他
們
為
「
仁
之
方
」
(
雍
也
)
。
仁
之
方
，
也
即
是
某

一
層
級
的
仁
。

孔
子
教
導
學
生
，
主
要
便
是
告
訴
他
們
為
「
仁
之
方

」

(
註
5
)

。
而

其
教
導
方
式
，
則
又
採
取
「
因
材
施
教
」
的
方
式
，
常
針
對
每
一
學
生

的
個
性
、
程
度
等
問
題
，
就
仁
的
某
一
方
面
加
以
指
點
，
使
其
作
為
實

現
仁
的
起
步
工
夫
。
如
答
司
馬
牛
間
仁
而
說
「
仁
者
其
言
也
訪

L
(
顏

淵
)
，
答
獎
遲
間
仁
而
說
「
仁
者
先
難
而
後
獲

」
(
雍
也
)
之
類
(
註

6
)
。

這
些

一仁
的
問
答
，
因
有
高
低
層
次
的
不
同
，
基
本
上
孔
子
都
不

是
使
用
「
定
義
語
言
」
(
註

7
)

。
故
不
能
把
任
何

一
個
有
關
仁
的
問

答
視
為
仁
的
定
義
.
，
他
的
回
答
實
際
上
是
因
材
施
教
的
「
啟
發
語
言

L

(
註
8
)

，
讓
一
學
生
由
例

一本
性
的
說
明
和
自
身
的
實
踐
舉

一
反
三
，
聞

一
知
十
。
明
瞭
了
《
論
語
》

中
仁
的
問
答
的
方
式
，
在
導
向
對
於
仁
之

很
源
的
深
切
體
會
，
則
仁
的
基
礎
性
的
草
草
誓
就
不
會
受
到
掩
蔽
。

仁
就
其
爵
德
行
的
內
在
動
海
而
說
，
是
普
遍
地
存
在
每

一
個
人
的

生
命
之
中
，
只
要
人
能
自
覺
，
則
仁
心
即
發
生
作
用
，
是
以
孔
子
云
﹒
.

仁
遠
乎
哉
!
我
欲
仁
，
新
仁
至
矣
!
(
述
而
〉

仁
不
在
遠
方
，
在
何
處
?
孔
子
藉
此
要
引
出
仁
的
內
在
性
。
「
我
欲

仁
，
斯
仁
至
矣
」
的
一
欲
即
至
，
表
達
了
此
一
觀
點
。
「
欲
」
屬
「
價

值
性
的
欲
求
」
'
與
「
生
物
性
的
欲
求
」
有
別
。
價
值
性
的
欲
求
穩
涵

發
出
此

一
欲
求
的
價
值
主
體
，
此
即
仁
心
。
唯
有
生
命
中
本
有
之
物
，

才
會
一
欲
即
至
，
否
則
都
是
「
求
之
有
道
，
得
之
有
命

」
的
。
但
仁

、
心

協
內
在
，
故
每
一
個
人
自
覺
的
「
欲
仁
」
'
仁
即
呈
現
。
這
是
道
德
自

覺
的
自
「
我
」
可
以
自
我
主
宰
之
事
，
亦
即
「
求
之
在
我
」
之
事
。

關
於
仁
的
涵
義
的
各
方
面
，
蔡
仁
厚
曾
綜
括
為
五
。
一
是
道
德
之

根
，
價
值
之
源
。
二
是
全
德
之
名
。

三
固
定
真
實
生
命
。
四
是
人
格
發
展

的
重
商
境
界
。
五
是
踐
仁
不
只
表
現
主
觀
精
神
(
成
德
性
、
成
仁
者
、

成
聖
人
)
，
而
且
表
現
客
觀
精
神
(
己
立
立
人
、
己
達
達
人
、
修
己
以

安
百
姓
)
，
同
時
並
還
顯
絕
對
精
神
(
下
學
，
而
上
這
、
踐
仁
以
知
天
，

以
臻
於
天
人
合
德
、
與
物
無
對
之
境
界
)
。
(
註

9
)

且
這
五
義
確
能
涵

括
孔
子
言
仁
之
各
方
面
意
涵
，
可
謂
知
言
。

r
L
、
地
但
必
判
姆
"
站
崗
「
門
研

r
I
F
當
具
備
祖
」
的
叫
一
型
態 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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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
子
對
於
禮
樂
現
象
的
批
判
，
以
「
仁
」
的
觀
念
為
其
批
判
基

準
o

仁
既
是
生
命
內
在
的
道
德
動
源
，
故
即
為
一
切
道
德
判
斷
所
自
出

的
道
德
理
性
(
註
叩
)
，
這
是
人
人
皆
有
，
而
非
任
何

一
階
級
所
能
獨

佔
。
在
這
些
根
本
的
意
義
土
，
孔
子
首
先
發
現
封
建
體
制
的
某
些
不
合

理
因
素
，
作
了
某
些
孵
化
。
令
人
動
輒
說
孔
子
擁
護
封
建
，
卻
往
往
忽

略
這
些
轉
化
之
處
，
在
探
討
孔
子
的
禮
樂
批
判
前
，
有
需
要
先
行
提

出
，
或
可
較
正
確
的
了
解
其
禮
樂
思
想
，
並
不
致
發
生
誤
導
。

這
些
轉
化
之
處
有

.. 



一
轉
「
禮
不
下
庶
人
」
為
「
禮
下
庶
人
」
。
禮
樂
之
制
原
屬
貴
族

社
會
的
一
套
制
度
，
對
於
庶
人
採
取
刑
洽
。
孔
子
則
以
仁
的
普
遍
性
而

突
破
這
種
階
級
的
限
制
，
主
張
在
平
民
這
方
面
也
採
取
禮
治
，
使
作
為

貴
族
規
範
的
禮
樂
之
制
，
下
降
到
平
民
之
處
。
於
是
自
天
于
至
庶
人
，

都
以
禮
為
規
範
。
統
治
貴
族
如
純
以
政
、
刑
統
治
人
民
，
孔
子
均
不
認

為
是
理
想
的
統
治
方
式
。
故
答
季
康
子
問
政
而
日

.. 

「
子
為
政
，
焉
用

殺
」
(
註
刊
)
，
「
殺
」
是
刑
治
的
表
徵
，
而
孔
子
不
以
之
為
治
道
之

要
。
而
其
「
禮
下
庶
人
」
的
意
見
可
見
於

.. 

「
道
之
以
政
工
脅
之
以

刑
，
民
免
而
無
恥
.
，
道
之
以
德
，
齊
之
以
禮
，
有
恥
且
格
。
」
(
顏

淵
)
所
謂
「
道
之
以
德
，
齊
之
以
禮
」
，
即
孔
子
心
目
中
理
想
的
統
治

方
式
。
臨
「
齊
之
以
禮
」
'
則
禮
巳
突
破
宗
法
的
限
制
。
禮
樂
化
民
之

義
，
亦
可
轉
移
由
刑
治
所
導
致
的
慘
酷
。

二
、

轉
貴
族
的
治
權
壟
斷
為
「
以
德
致
位
」

o

宗
法
封
建
的
政
治
制

度
中
，
治
權
系
統
(
天
子
、
諸
侯
、
卿
、
大
夫
、
士
)
全
由
貴
族
壟

斷
，
其
中
雖
有
賢
賢
之
義
，
但
平
民
無
參
政
機
會
。
孔
子
亦
突
破
這
種

限
制
，
提
倡
「
尊
賢
之
等
」
的
賢
能
政
治
。
在
代
表
政
權
的
天
子
、
諸

侯
之
下
，
主
張
卿
、
大
夫
的
治
權
之
位
不
可
專
，
轉
宗
法
身
份
的
「
世

襲
致
位

L
為
「
以
德
致
位

L
，
使
治
權
之
位
由
才
德
決
定
，
而
不
再
由

宗
法
的
問
定
貴
族
身
份
決
定
(
註
口
)
。
這
一
轉
移
，
明
顯
見
於
「
君

子
」
與
「
小
人
」
意
義
的
轉
化
。
傳
統
的
君
子
、
小
人
之
分
，
是
統
治

貴
族
和
受
治
平
民
的
階
級
之
分
﹒
土
仕
金
聖
間
》
中
，
我
們
發
現
明
顯
的

轉
化
痕
跡
，
君
子
和
小
人
之
分
，
已
轉
化
為
體
行
意
義
上
的
分
別
，
有

德
即
為
君
子
，
無
德
就
是
小
人
。
這
就
不
是
貴
族
所
能
壟
斷
，
而
是
人

人
可
以
努
力
白
為
、
自
我
主
宰
的
。

以
這
些
轉
化
，
明
顯
地
是
立
基
於
仁
，
由
仁
所
發
的
道
德
判
斷
，

重
視
道
德
甚
於
階
級
，
遂
轉
階
級
性
的
不
同
合
理
因
素
為
道
德
判
斷
所

認
定
的
合
理
性
。
「
禮
下
庶
下
」
及
「
以
德
致
位
」
'
均
有
突
破
階
級

的
合
理
性
，
故
其
擁
護
封
建
，
不
是
盲
目
的
擁
護
，
而
是
以
仁
為
最
終

的
權
量
基
準
'
對
封
建
的
不
合
理
因
素
均
加
以
批
判
。
由
此
而
觀
孔
子

李
正
治

孔
子
「
以
仁
貫
禮
」
型
的
禮
樂
園
心
蒙

之
恢
復
周
文
秩
序
，
方
可
見
其
純
正
意
義
。
因
為
周
文
之
制
代
表
建
立

秩
序
的
一
套
制
制
度
，
此
套
制
度
有
其
文
化
上
的
意
義
與
價
值
，
較
諸
政

刑
，
有
其
出
自
道
德
的
黨
陶
感
化
之
功
。
假
若
此
套
制
度
完
全
毀
壞
，

則
天
下
將
固
定

-
片
混
亂
。
在
孔
子
之
時
，
無
人
能
意
識
周
文
之
制
外
的

新
秩
序
如
何
建
立
，
是
以
孔
子
想
恢
復
周
文
，
但
轉
棄
其
不
合
理
因

素
，
這
是
對
「
如
何
建
立
正
當
的
生
活
秩
序

?
L

一
基
源
問
題
，
所
給

予
的

一
個
具
創
見
的
解
答
。

禮
壞
樂
崩
的
現
象
，
孔
子
到
當
局
啟
自
上
層
貴
族
，
故
以
庶
人
議
政

的
新
姿
態
，
對
貴
族
展
開
嚴
厲
抨
擊
。
在
孔
子
的
分
析
中
，
禮
壞
樂
山
朋

顯
現
於
兩
方
面
的
形
式
化
，
一
是
貴
族
生
命
腐
化
，
禮
樂
淪
為
空
文
.
，

三
是
貴
族
爭
奪
權
力
，
禮
制
淪
為
虛
架
。
如
何
從
空
文
虛
架
中
，
使
生

活
秩
序
重
新
出
現
，
孔
子
認
為
必
須
訴
諸
內
在
真
實
生
命
的
自
覺
，
如

此
禮
樂
才
有
其
內
在
實
質
的
意
義
。
放
在
孔
子
的
禮
樂
思
相
試
甲
，
基
本

上
是
仁
與
禮
樂
的
對
揚
，
但
其
間
不
是
對
反
關
係
'
因
為
孔
子
肯
定
禮

樂
的
文
化
價
值
，
進
一
步
抉
發
仁
為
其
精
神
基
礎
。

就

一
個
完
整
的
禮
樂
活
動
而
言
，
應
該
具
備
「
丈
」
與
「
質
」
的

兩
部
份
。
禮
儀
的
規
定
及
禮
器
(
或
禮
物
)
的
使
用
，
屬
於
禮
之
「

丈
」
，
但
禮
樂
活
動
要
有
其
真
實
的
意
義
，
則
必
須
在
參
與
者
的
主
體

方
面
有
其
真
實
的
禮
敬
之
惰
，
亦
即
必
須
對
於
行
禮
對
象
(
不
管
是

天
、
地
、
人
、
物
)
有
真
實
的
敬
意
，
否
則
禮
樂
活
動
便
喪
失
其
內
在

的
精
神
，
這
是
禮
之
「
質
」
。
「
文
質
彬
彬
」
'
這
是
孔
子
認
為
禮
樂

的
表
現
最
佳
的
一
種
狀
態
。
但
是
當
時
風
氣
卻
把
重
心
完
全
放
在
「

文
」
的
部
份
，
競
事
鋪
排
，
專
事
繁
丈
，
充
分
表
現
生
命
的
外
在
化
和

禮
樂
的
浮
文
無
質
。
對
於
這
種
禮
樂
淪
為
空
文
的
現
象
，
孔
子
深
致
感

騙
自
〈
﹒
.

禮
云
禮
云
，
玉
會
巾
云
乎
哉
!
離
中
云
離
中
云
，
鐘
鼓
云
乎
哉
!
﹒
(
陽

晶R
V

人
而
不
仁
，
如
禮
何
?
人
而
不
仁
，
如
無
何
?
(
入
份
)

玉
白
巾
和
鐘
鼓
只
是
禮
器
(
或
禮
物
)
，
這
是
禮
之
「
文

L
，
但
時
風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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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
的
禮
，
卻
著
重
在
這
些
形
式
上
，
於
是
禮
樂
的
內
在
精
神
喪
失
了
，

不
再
具
有
真
實
的
意
義
。
這
種
禮
樂
渝
為
空
文
的
情
形
，
孔
子
根
源
性

的
指
出
是
由
於
人
的
「
不
仁
」
'
亦
即
缺
乏
真
實
生
命
的
自
覺
，
生
命

外
在
化
，
禮
樂
也
因
之
形
式
化
。
這
襄
孔
子
已
明
顯
地
點
出
「
禮
本
於

仁

」
。
對
於
禮
之
精
神
基
礎
的
注
意
，
亦
見
於
「
林
放
問
禮
之
本
」

一

血
事•. 

林
放
開
禮
之
本
。
于
曰
:
「
大
使
悶

1

.
禮
，
與
其
奢
也
，
寧
份
。

喪
，
與
其
易
也
'
字
戚
。
」
〈
入
份
)

這
是
「
禮
之
本

」

一
詞
出
現
之
處
，
應
是
了
解
孔

子
思
想
的
關
鍵
問

答
。
但
孔
子
雖
稱
許
林
所
間
的
這
一
問
題
非
常
重
要
，
而
在
回
答
上
卻

不
是
清
楚
地
從
觀
念
上
回
答
。
他
的
回
答
是
以
一
般
的
禮
和
喪
禮
為
例

示
，
以
此
啟
發
林
放
，
所
以
是
一
種
「
啟
發
語
言
」

o

林
放
之
間
，
應

是
有
感
而
發
，
朱
熹
重
惜
這
一
問
答
情
境
云

.. 

林
放
見
世
之
為
禮
者
專
事
繁
文
，
而
疑
其
本
之
不
在
是
也
，
故
以

島
悶
。
(

叮
叮
且n
v

這
是
很
能
重
構
情
境
的

一
個
體
會
。
林
放
懷
疑
「
專
事
繁
文

」
並
非
禮

的
精
神
所
在
，
才
有
此
間
。
孔
子
的
回
答
則
在
「
過
分
的
文
」
和
「

質
」
的
比
較
中
，
取
「
質
」
為
主
，
這
是
取
「
質
」
以
糾
正
「
過
分
的

文
」
之
弊

，
而
非
「
取

質
棄
文

」
之
意
。
禮
之
本
在
於

「
儉
」
、
「

戚
」
之
質
，
這
是
例
示
性
的
啟
發
，
從
觀
念
上
而
且

=
7

基
本
應
推
溯
到

「
仁
」
。

孔
子
反
省
出
「
禮
本
於
仁

L
，
其
目
的
在
重
建
禮
樂
的
生
活
秩

序
。
孔
子
在
教
育
上
採
取
「
以
禮
樂
為
教
」
'
教
導
學
生
「
博
文
約

禮
」
、
「
立
於
禮
」
(
註

M
).. 

在
政
治
土
主
張
「
以
禮
治
國

L
，
云

「
為
國
以
禮
」
(
先
進
)
、
「
齊
之
以
禮
」
(
為
政
)
，
都
是
由
仁
以

貫
到
禮
樂
秩
序
的
建
立
上
。
對
孔
子
而
言
，
禮
樂
具
有
節
制
、
文
飾
的

吋
引
如
此
，
特
以
一玄
「
蟬
末
節
惱
值
儲
東
」
(
4〈
于
耳
州
)、
「
什λ
+
ι
N
u
m擋
回
鄉
京
」(
當
思
問
問
)
。

以
禮
為
教
，
為
國
以
禮
，
都
是
要
使
人
的
生
命
在
正
當
的
禮
樂
生
活

中
，
峭
引
起
內
在
精
神
的
自
覺
，
節
制
生
命
中
的
人
欲
之
私
，
並
使
生
命

在
進
退
中
周
庭
中
有
其
合
宜
的
表
現
，
顯
現
文
人
的
教
養
。

最
能
見
山
山
「
以
仁
買
禮
」
之
意
的
，
在
「
克
己
復
禮
」
一
直
早

.. 

顏
淵
悶
仁
，
子
曰
:
「
克
己
復
禮
為
仁
。
一
日
克
己
復
禮
，
天
下

歸
仁
罵
。
為
仁
由
己
，
而
由
人
乎
我
!
」
顏
淵
曰
:
「
請
問
其

目
?
」
子
曰
:
「
非
種
勿
視
，
非
種
勿
聽
，
非
種
勿
言
，
非
禮
物

動
訓
。
」

這
章
明
固
定
「
間
仁
」
'
孔
子
的
回
答
卻
是
「
仁
、
禮
並
提
」
'
可
以
見

出
孔

子
心
目
中
的
仁
，
是
即
禮
而
展
現
的
仁
。
禮
是
整
個
社
會
的
生
活

規
範
，
通
常
人
或
喜
歡
放
縱
生
命
，
不
顧
有
禮
的
約
束
，
或
只
是
生
命

外
在
化
的
遵
插
禮
文
，
使
禮
完
全
流
為
虛
文
。
孔
子
則
以
為
仁
、
必
須
節

制
生
命
的
放
蹤
，
使
內
在
生
命
真
實
化
，
然
後
生
命
有
其
節
文
，
一
舉

一
動
，
進
退
周
旋
，
也
都
有
對
天
地
入
我
的
真
誠
虔
敬
之
情
。
「
復

禮
L
的
「
復
」
'
古
訓
為
「
反
」
(
註
昀
)
，
亦
即
使
生
命
真
實
化
而

反
歸
於
禮
上
表
現
。
生
命
未
真
實
化
，
則
違
禮
、
梓
禮
均
不
可
遊
免
，

不
必
談
「
復
禮

」
，
也
許
好

一
點
的
只
是
維
持
形
式
，
而
誠
心
敬
意

全

無
?
亦
難
以
言
真
正
的
「
復
禮
」

o

生
命
真
實
化
了
，
也
許
不
肯
定
禮

樂
文
制
的
意
義
與
價
值
，
認
為
全
是
外
在
之
物
，
而
發
生
「
重
質
輕

文
」
的
傾
向
。
所
以
孔
子
復
禮
之
「
復
」
，
其
實
意
義
重
大
。
「
復

禮
」
'
仁
、
心
的
真
實
即
貫
注
在
禮
樂
的
生
活
規
範
中
表
現
，
這
顯
示
出

仁
與
禮
之
間
的
貫
通
，
由
此
可
確
定
孔
子
這
禮
樂
思
想
為
「
以
仁
貫

禮
L
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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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
仙
辛
』
的
叫
嘴
扭
扭
攝
否
息
相
曲

孔
子
對
於
音
樂
有
很
高
的
造
詣
，
但
稽
其
欣
賞
與
批
評
的
最
高
標

準
則
在
於
「
仁
」
。
他
所
欣
賞
的
音
樂
，
除
了
音
樂
的
藝
術
之
美
外
，

最
主
要
是
要
表
現
人
的
真
實
生
命
，
而
這
類
型
的
音
樂
就
是
「
雅
樂
」

0

孔
子
之
論
樂
，
並
非
就

一
般
的
民
間
音
樂
而
言
，
而
是
就
雅
樂
而

言
。
雅
樂
是

「
禮
樂
」
之
「
樂
」
'
是
周
文
之
制
中
的
典
禮

音
樂
，
其

水
準
都
是
很
高
的
，
但
在
貴
族
腐
化
、
奢
僧
，
對
禮
樂
都
從

事
人
為
破

信
E
m
J
J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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壞
的
過
程
中
，
典
禮
音
樂
往
往
棄
雅
樂
而
不
用
，
而
使
用
「
鄭
聲

」
'

這
是

一
種
「
非
種
」
的
現
象
，
所
以
孔

子
有
巖
厲
的
批
判

.. 

尋
話
抑
聲
之
亂
雅
樂
也

。
(
陽
宵

V

放
鄭
聲
，
遠
候
人
。
鄭
聲
淫
，
候
人
殆
。
(
衛
室

m
h
v

對
於
鄭
聲
，
一
說
厭
惡
，

一
說
要
禁
止
(
放
)
，
可
見
鄭
擊
對
周
文
秩

序
形
成

一
嚴
重
威
脅
。

鄭
聲
之
亂
雅
樂
，
據
我
推
測
，
可
能
有
兩
種
情
形
同
時
在
進
行
﹒
.

一
是
貴
族
奢
僧
，

自

壞
禮
制
，
在
典
禮
中
不
瞞
你
用
雅
樂
，
而
使
用
鄭

聲
。
這
種
風
氣
，
或
者
始
於
鄭
國
。
首

先
是
鄰
國
君
臣
在
某
些
典
禮
中

採
用
較
協
耳
的
流
行
音
樂
，
漸
漸
擒
缸
取
到
其
他
碰
撞
(
尤
其
是
祭
禮
)

以
致
連
肅
穆
的
場

A
?

也
演
奏
輕
快
種
美
的
音
樂
，
影
響
行
禮
活
動
中

戶
打她
但
者
的
禮
敬
之
意
，
也
破
壞
典
禮
血
阻
止
倆
的
氣
氛
。
然
而
這
種
風
氣
，

卻
從
鄭
國
擴
及
於
其
他
國
家
(
註
旭
)
。
因
為
鄭
聲
流
行
最
廣
，
所
以

孔
子
拉
之
最
厲
。
三
固
定
有
些
樂
工
窺
知
貴
族
習
性
，
採
用
鄭
聲
的
曲

斗瓜
、
社
址
緣
仲
(
亦wm即
做
神
韓
持
的
立
目
纖
東
起
闖
一

百
口
)
當
這
闢
《
聶
詞
組
但
》
的
叫
酪
社
隔
閻
明
，
扯
帕
闖
京

輔
即
制
你
用
法
局
愉
間
情
價

立
自蟬
罪
，
峙
鬧
鬧
禱
吶
制
到
路
咕
鐵
甫
的

V
太
當
f扭
曲
肌
。

鄭
聲
和
雅
樂
的
音
樂
語
言
到
底
有
何
不
同
?
為
何
貴
族
樂
於
採

用
?
前
一
問
題
在
樂
譜
失
傳
及
古
代
音
樂
無
法
重
現
的
前
提
下
，
無
法

討
論

，
但
貴
族
之
所
以
樂
於
採
用
鄭
聲
，
除
了
鄭
聾

的
音
樂
可
能
相

當

悅
耳
之
外
(
註
口
)
，
貴
族

生
命
腐
化
，
音
樂
修
養
的
大
幅
下
降
當
有

閉
關
酷
聊
。

鄭
聲
之
亂
雅
樂
，
孔
子
為
何
如
此
憂
心
?
這
與
孔
子
的
文
化
關
懷

有
關
。
周
文
新
統
是
-
高
度
的
文
化
成
果
，
孔

子
雖
以
仁
的
基
礎
觀
念

轉
化
其
中
不
合
理
的
因
素
，
如
轉
卿
桐
大
夫
的
貴
族
獨
佔
之
局
為
「
以

德
致
的
芒
，
但
周
文
新
統
仍
是
孔
子
眼
中
的
高
度
文
化
，
其
等
級
制
的

禮
制
仍
是
孔
子
所
認
為
的
秩
序
所
在
，
尚
無
男
外

一
套
可
以
代
替
。
這

等
級
制
的
禮
制
規
定
，
在
禮
上
發
出
奢
倌
及
浮
文
無
質
的
現
象
時
，
孔

子
已
嚴
厲
地
加
以
批
判
，
典
禮
之
樂
為
禮
所
統
，
在
禮
制
中
有
詳
細
規

定
，
故
音
樂
發
生
基
亂
現
象
時
，
孔
子
的
批
判
態
度
當
然
一
致
。
這
種

李
正
治

孔
子
「
以
仁
賀
禮
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基
亂
現
象
，
可
以
想
知
，
孔
子
可
能
視
為
中
國
高
度
文
化
的
一
種
墮

落
，
周
文
新
統
的
淪
亡
之
兆
，
甚
至
視
之
為
亡
國
之
徵
。

如
果
孔
子
是
在
這
樣
的
憂
心
之
下
從
事
正
樂
的
工
作
，
使
「
殘
缺

失
次
」

的
周
樂
再
恢
復
其
正
音
(

註
的
)

，
企
圖
作
為
典
禮
之
樂
的
範

本
，
則
這
種
工
作
確
有
文
化
上
的
意
義
。
據

《
論
語
﹒
子
罕

》
篇

，
孔

子
會
考
正
雅
樂
的
歌
詞
和
樂
譜

一五.. 

「
吾
自

衛
及
魯
，
然
後
樂
正
，
雅

頌
各
得
其
所
。
」
一
一
這
一
考
正
的
實
際
情
形
，
《
史
記
﹒
孔
子
世
家
》
有

大
略
的
敘
述
﹒
.

古
者
詩
三
千
餘
篇
，
及
至
孔
子
，
去
其
重

，
取
可
施
A
r禮
義
，

上

采
契
后
稜
，
中
述
殷
周
之
盛
，
至
幽
厲
之
站
前
，
始
於
祉
席
，
故

曰
:
「
關
雅
之
亂
以
為
風
始
，
鹿

d
句
為
小
雅
始
，
文
王
為
大
雅

始
，
清
廟
為
頌
肌
呢
。
」
'
二
百
五
萬
，
孔
子
皆
弦
歌
之
，
以
求

A
P

詔
、
武
、
雅
、
頌
之
膏
。

「
孔
子
皆
弦
歌
之
，
以
求
合
韶
、
武
、
雅
、
頌
之
音
」
，
既
是
要
作
為

典
範
，
按
理
應
有
記
譜
流
傳
，
否
則
只
是
自
己
演
奏

一
遍
，
亦
無
意

義
。

如
此
種
猜
想
正
確
，
當
時
可
能
有
律
呂
語
或
宮
商
譜
之
類
的
記
譜

法
(
註
的
)
，
不
過
後
代
不
傳
。

孔
子
斥
鄭
聲
為
「
淫

L
，
後
人
大
低
認
為
「
淫

L
有
「
淫
邪
」
之

囂
，
與

「
思
無
邪
」
相
反
，
這
個
解
釋
應
無
問
題
。

「
海

」
是
-
種
價

值
判
斷
。
而
孔
子
判
斷
的
基
準
立
基
於
仁
，
若
鄭
聲
有
其
真

實
生

命
的

發
露
，
得
其
情
感
之
正
，
孔
子
斷
無
評
之
為
「
涯
」
之
理
。
鄭
聲
流

行
，
甚
亂
雅
樂
，
從
「
淫

L
方
面
看
，
其
影
響
力
是
很
可
怕
的

1
.

孔
子

要
反
鄭
聲

，
歸
雅
樂
，

由
此
而
飯

，
有
其
本

質
上
的
理
由
。

在
孔
子
的
音
樂
經
驗
中
，
有
許
多
對
於
雅
樂
的
聆
賞
和
批
評
，
可

以
見
出
他
的
高
度
音
樂
修
養
和
音
樂
觀
念
﹒
.

子
在
齊
閻
明
認
，
三
月
不
知
肉
味
，
曰
:
「
不
圖
為
學
之
至
於
斯

也
。
」
(
途
而
回

師
摯
(
魯
睡
不
師

γ
之
始
，
關
雅
之
亂
，
洋
洋
乎
盈
耳
我

1
.
(
泰

伯
)

21 



鵝
湖
月
刊
第
二
二
卷
第
一
期
總
號
第
二
五

「
訪
問」
是
舜
樂

，
其
內
容
及
音
樂
語

言
現
在
均
不
得
詳
知

，
古
人
認
為

與
表
現
舜
德
有
關
(
註
幼
)
，
應
該
可
以
成
立
。
孔
子
深
嘆
韶
樂
之

美

，
除
了
其
形
式
之

美
的
欣
賞
之
外

，

主
要
是
就
其
內
容
來
感
通
舜
德

的
氣
象
、
境
界
。
這
種
在
音
樂
中
達
到
道
德
生
命
的
相
通
了
解
，
是

一

種
極
感
動
人
的
經
驗
，
「

三
月
不
知
肉
妹

」
是
描
述
這
種
久
久
不
能
釋

懷
的
感
動
，
但
絕
不
是
不
符
事
實
的
話
張
技
巧
而
已
。
同
樣
的
，
在
聆

賞
魯
樂
師
師
摯
演
奏
「
關
雌
」
峙
，
孔
子
在
其
樂
章
收
結
感
受
到
「
洋

洋
盈
耳
」
之
美
，
這
是
實
際
的
聆
賞
經
驗
。

在
全
望
思
的
其

他
兩
處
，
我
們
可

看
到
對
於
韶
樂
和
關
稚
的

批

評
﹒
.子

謂
韶
!
盡
美
矣
，
又
盡
善
也

。
謂
﹒式
，
盡
美
矣
，
未
盡
善
也

。

(
入
份
V

關
略
略
樂
而
不
淫
，
哀
而
不
傷

。

(
入
份
)

韶
樂
為
「
美
華
口
合

一
」
'

武
樂
則
「
美
未
盡
益
丘
，
可
知

「
美
」
與

「
善

」
是
孔
子
音
樂
評
準
的
兩
端
，

-
就
音
樂
表
現
的
藝
術
層
境

言
，

一
計
笠
日
必
葦
次
明
明
的
叫
道
站
錯
仙
層
還
規
-

一
=口
。
切
問
鐵
車
的
叫
做
木
什

λ
申
衣
桐
明
(
間
旦
前
也
末
倒
捍
都
是
體

表
演
)
，
達
到
了
音
樂
藝
術
之
美
的
最
高
層
境

.. 

而
其
表
現
的

舜
德
的

氣
象
、
境
界
，
又
達
到
了
道
德
的
最
高
層
境
。
所
以
整
體
地
說
，
韶
樂

之
美
是
藝
術
境
界
和
道
德
境
界
的

A
旦
，
這
兩
者
的
合

一
，
在
聆
賞
細

細
品
味
的
美
感
經
驗
中
，
能
使
人
產
生
生
命
深
化
和
提
昇
的
至
極
感

動
。
武
樂
如
與
韶
樂
比
較
來
說
，
樂
文
表
現
也
極
盡
其
美
，
但
其
表
現

的
內
容
，
則
非
道
德
的
最
高
境
界
。
武
樂
表
現
的
內
容
所
以
非
道
德
的

最
高
境
界
，
固
定
因
其
中
含
有
聞
圓
的
殺
伐
之
象
，
即
孔
安
國
所
云
﹒
.

「
以
征
伐
取
天
下
」
(
註
訂
)
。
舜
德
則
是
以
德
化
民
，
一
片
至
德
洋

揖
國
句
已
晶
車
。

至
於

一許
「
關
能
」
為
「
樂
而
不
淫
，
哀
而
不
傷
」
'
可
見
關
稚
的

內
容
表
現
的
固
定
正
面
價
值
的
真
實
情
感
。
其
中
有
追
求
未
得
，
強
烈
思

念
的
悲
哀
，
但
不
至
於
傷
心
過
度
.
，
有
追
求
得
到
，
琴
瑟
偕
好
的
快

樂
，
但
不
至
於
放
縱
過
度
。
這
種
真
實
而
有
節
制
的
情
感
，
是
情
感
之

正
，
也
是
情
感
的
善
。
由
這
兩
則
音
樂
批
評
，
可
見
「
盡
善
盡
美

L
代
盟

表
雅
樂
的
最
高
境
界
，
而
樂
文
之
美
和
樂
情
之
善
的
表
現
，
則
是
雅
樂

的
基
本
要
求
。
這
樣
的
音
樂
，
在
聆
賞
的
經
驗
中
，
不
僅
使
人
欣
賞
其

樂
文
之
美
，
亦
深
入
到
樂
情
所
表
現
的
仁
、
心
開
展
之
不
同
層
境
，
使
人

「
萬
條
邪
穢

，
消
融

渣
浮
」

'
獲
得
生
命
的
淨
化
與
提
昇
。

在
雅
樂
中
感
受
到
的
「
美
善
合
一
」
'
是
鄭
聲
應
存
在
的
理
由
。

美
與
善
的
高
度
諧
融
，
孔
子
亦
視
為
一
種
理
相
心
的
人
生
境
界
，
而
認
為

道
德
人
格
的
極
成
，
所
展
現
的
就
是
這
種
最
高
和
諧
的
人
生
境
界
。

子
曰
:
興

A
F斗
哎
，
立
於
穗
，
成
A
r、
祟
。
(
泰
伯
)

朱
各
解
釋
「
成
於
學
己
的
境
界
，
玄

.. 

肇
中
有
五
聲
十
二
律
，
更
唱
送
和
，
以
為
歌
舞
入
者
之
節
，
可
以
養

人
之
性
情
，
而
著
游
其
邪
戳
，
消
敵
其
渣
淨
。
故
學
者
之
且
衍
，
所

以
至
於
義
精
仁
熟
，
而
自
和
順

A
F、
道
德
者
，
必
於
此
而
得
之
，
是

學
之
成
也
。

「
義
精
仁
熟

，
而
自
和
顧
於
道
德

」
'

這
是
道
德
人
格
的
極
成
之
境
，

所
謂
「
學
之
成
也
」
，
而
這

一
境
界
，
孔
子
在
雅
樂
的
聆
賞
經
驗
獲
得

了
最
高
的
啟
示
。

綜
上
所
述
，
孔
子
抉
發
周
文
的
精
神
基
礎
在
「
「
亡
，
具
有
「
禮

本
於
仁
」
之
義
。
他
復
要
求
仁
、
心
貫
注
到
禮
樂
活
動
中
，
使
禮
樂
具
有

真
實
的
意
義

﹒
'

貫
注
到
禮
樂
秩
序
中

，
使
禮
樂
恢
復
其
秩

序
的
穩
定
力

量
，
故
固
定

一
「
以
仁
賀
禮
」
的
型
態
。

註
釋

•• 

註
1

.. 
錢
穆
《
論
語
要
略
》
'
頁
五

-
7
商
務
印
書
館
。

註
2

.. 
徐
復
觀

《
中
國
人
性
論
史
》
'
頁
九

0

，
商
務
印
書
館
。

註
3
.. 

屈
萬
里
會
著
〈
仁
字
涵
義
之
史
的
觀
察

〉

，
認
為
東
周
以
來

雖
已
有
仁
字
，
把
仁
當
做
一
種
美
德
，
但
強
調
仁
字
，
使
它

涵
義
擴
大
，
包
括
人
類
全
部
的
美
德
，
並
使
它
成
為
做
人
的



最
高
準
則
，
發
展
成
一
種
學
說

，

則
自
孔
子
開
始
。
見
《
書

傭
論
學
集
》
二
貝

二
五
八
二
一
六
二
，
聯
經
出
版
公
司
。

註
4

.. 
前
引
書
，
頁
二
六
五
。

註
6

.. 

哥
拉
府
孔
子
教
學
，
主
要
是
教
導
「
仁
之
方
」
'
這
是
誰
復
觀

據
孔
子
的
仁
學
，
而
揭
出
其
教
育
的
重
點
，
此
說
在
瞭
解

《
論
語
》
中
，
仁
的
問
答
時
非
常
重
要
。
屈
萬
里
曾
說

.. 

「
我

們
打
闊
論
語

，

對
於
仁
字
的
涵
義
，
頰
使
人
有
迷
惘
之
感
。

因
為
這
樣
也
是
仁
，
那
樣
也
是
仁
﹒
'
同
時
又
這
樣
也
不
是

仁
，
那
樣
也
不
是
仁
。
」

(
4削
引
書
，
頁
二
六
二
)
屈
氏
所

說
的
這
種
困
惑
，
是
接
觸
金
聖
己
的
人
都
會
有
過
的
困

惑
。
如
果
了
解
孔
子
因
材
施
教
而
教
以
「
仁
之
方
」
的
方

式
，
則
孔
子
師
生
的
間
袋
品
恨
不
致
使
人
對
仁
的
涵
義
有
迷
惘

之
成
w
o

註
6

.• 
《
中
國
人
性
論
史
》
'
頁
九
一

註
7

.. 
亦
即
是
說
，
孔
子
的
回
答
都
不
是
為
仁
下
定
義
。
因
爵
「
定

義
語
言
」
是
對
定
義
對
象
的
基
本
特
徵
予
以
語
言
上
的
明

示
，

孔
子
對
仁
的
回
答
只
是
告
訴
學
生
實
踐
仁
的
某
方
面
的

工
+
大
。

註
8

.. 
「
啟
發
語
言
」
是
就
一
語
言
表
式
的
目
的
不
在
客
觀
的
敘

述
、
定
義
，
而
在
使
人
，
由
此
啟
悟
更
深
的
道
理
而
言
。
孔
子

即
是
因
材
施
教
，
而
且
其
教
主
要
教
人
從
事
道
德
實
踐
，
故

有
關
道
德
方
面
問
題
的
回
答
，
都
不
以
客
觀
知
識
的
建
立
為

其
走
向
，
故
是
一
種
啟
發
道
德
之
真
理
契
梧
的
語

言
。

註
9

.. 
蔡
，
仁
厚
《
孔
孟
茍
哲
學
》
'
頁
七
四
、
七
五
，
學
生
書
局
。

關
於
其
中
第
四
義

.. 
仁
是
人
絡
發
展
的
最
高
境
界
，
有
人
可

能
會
舉
出

《
論
語
﹒

雍
也

》
篇
「
何
事
於
仁
，
必
也
聖
乎
，

堯
舜
其
猶
病
諸
」
的
話
，
論
證
仁
只
能
是
聖
之
下
的

一
個
境

界
，
於
此
必
須
略
加
辨
明
。
于
貢
所
謂
的
博
施
濟
眾
，
孔
子

李
正
治

孔
子

「
以
仁
賀
禮
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說
成
是
「
聖
」
的
境
界
，
因
為
仁
基
本
上
是
從
「
修
己
」
實

現
起
，
「
安
人
」
的
功
效
自
是
仁
所
期
待
，
而
博
施
濟
眾
可

說
是
「
安
人
」
功
效
最
大
的
顯
現

，

這
種
功
效
的
實
現
，
其

實
是

一
種
理
想
，
連
堯
舜
都
無
法
完
全
實
現
這

一
理
想
，
故

讚
歎
能
達
此
境
爵

「
聖
」
。
但
此

一
理
想
慨
然
為
仁
者
「
安

人
、
立
人
、
達
人
」
的
一
面
所
包
涵
，
表
示
其
不
在
仁
者
之

心
外
，
人
並
不
能
妄
想
此
一
理
相
信
則
實
現
，
只
能
就
自
身
所

能
主
宰
的
真
誠
實
蹺
，
步
步
推
績
。
聖
並
非
別
有

一
境
界
，

而
只
是
仁
之
造
其
極
的
境
界
，
周
伯
達
即
指
出
「
仁
與
聖
絕

非
二
事
，
聖
是
仁
之
造
其
極
的
境
界
，
而
不
是
男
有
一
種
高

於
仁
的
境
界
。
」
見
《
孔
孟
仁
學
之
研
究

》
頁
七
，
周
氏
自

向
W
O

註
叩

•
• 

此
意
隱
涵
於

《
論
語

﹒

里
仁

》.• 

「
子
臼
.• 
唯
仁
者
能
好

人
，

能
惡
人
。
」
能
好
、
能
惡
不
是
情
緒
的
好
惡
，
而
是
道

德
的
判
斷
。
仁
者
自
覺
的
仁
心
，
即
此
判
斷
的
基
睡
。

《
草棚

語
》
中
的
話
，
許
多
意
義
都
是
隱
涵
的
，
不
是
明
白
論
謹

的
，
須
透
過
詮
釋
而
顯
露
其
意
涵
，
即
仁
是
道
德
的
內
在
動

源

一
義
，
亦
是
隱
涵
的
，
須
至
孟
子
方
有
較
清
楚
的
論
證
。

註
M•• 
見
〈
顏
淵

〉
篇
第

一
九
章
。

註
門
“.• 

此
點
偉
復
觀
和
蕭
公
權
均
曾
言
及
。
徐
氏
說

.. 
「
至
於
禮
乃

維
持
封
建
政
治
的
尊
卑
貴
賤
的
秩
序
而
儒
家
亦
主
張
以
禮
為

維
持
政
治
中
尊
卑
貴
賤
的
秩
序
，
好
像
儒
家
所

主

張
的
政
治

與
封
建
政
治
沒
有
分
別
，
但
大
家
忽
視
了
決
定
封
建
政
治
中

尊
卑
貴
賤
的
是
宗
法
的
身
份
制
度

，

而
儒
家
心
目
中
的
尊
卑

貴
賤
，
乃
是
由
『
尊
賢
，
便
能
，
俊
傑
在
位
』
所
構
成
的
，

了
解
此

一
本
質
的
轉
變
，
便
應
當
了
解
儒
家

主
張

以
禮
來
維

持
政
治
中
的
秩
序
，
不
應
與
封
建
政
治
混
淆
在

一
起
。
」
見

《
周
秦
漢
政
治
社
會
結
構
之
研
究
》
'
頁
九
九
，
學
生
書
幻



鵝
湖
月
刊
第
二
二
卷
第
一
期
總
號
第
二
五

局
。
蕭
氏
則
云

•. 

「
在
春
秋
之
時
，
封
建

宗
法
之

制
已
然
衰

敗
，
宗
子
世
卿
不
能
專
擅
國
政

o

權
勢
重
於
門
閥
，
實
力
可

壓
族
姓
。
況
君
子
。
(
按

.• 

此
為
宗
法
身
份
義
下
的
君
子
)

可
以
不
仁
，
貴
族
每
多
淫
侈

o

勢
替
之
由
，
半
屬
自
取

。
門

間
開4已
給
帆
泌
個
批
間
組

M
m慚m柚
炮
治
們
仲
穴
，
叫
別
論

M
m憐惜
應
站
竭
呻
瑋
拍
個
問

A

八
，
以
U
日
凶
街
時

統
之
標
準
已
歸
無
效
，
而
成
爵
嚴

重
之
問
題
。

如

一
聽
角
力

鬥
智
之
逐
鹿
，
必
至
秩
序
蕩
然
，

紛
紊
無
已
。

孔
子
殆
有
見

於
此

，
故
設
厲
以
德
致
位
之
教
，
傳
弟
予
以
治
平
之
衛

，

使

得
壹
庸
行
道

，
代
世
卿
而
執
政

o

故
孔
子
之
理
想
君
子

，

德

成
位
高

，
非
宗
子
之
徒
資
貴
蔭
，
更
非
權
臣
之
僅
憑
實
力
。

前
者
合
法
而
未
必
合
理
，
後
者
則
兼
背
理
法
。
孔
子
所
言
之

君
子
(
按
.. 

此
為
德
行
義
下
的
君
子
)
取
位
雖
不
必
合
於
宗

法
土
問
其
德
性
則
為
一
合
理
之
標
準

O

」
見
《
中
國
政
治
思

相
笛
C

頁
六
六
，
文
化
大
學
，
出
版
部
。

註
必
.. 

《
四
書
集
註
》
，
論
語
集
註
'
頁

一
三

，
世
界
書
局
。

註
M.. 

顏
淵
謂
孔
子
「
博
我
以
文

，

約
之
以
禮
」

'
見

〈
子
罕
〉

篇
。
叉
子
日

.. 

「
博
學
以
文

，
約
之
以
禮

，
亦
可
以

弗
畔
矣

失
。
」
見
〈
雍
也

〉
、

〈
顏
淵
〉
篇
。
孔
子
教
伯
魚
「
不
學

禮
，
無
以
立
」
'
見
〈
季
氏

〉
篇
。
又
云
.. 

「
不
知
禮
，
無

以
立
也
。
」
見
〈
堯
曰
〉
篇
。
「
立
於
禮
」

一
語
，
見
〈
泰

伯
〉
篇
。

註
昀
.. 

孔
安
國
訓
「
復
」
為
「
反
」
'
朱
註
的
之
。

註
的
.. 

《
禮
記
﹒
樂
記
》
篇
中
記
載
魏
文
侯
與
子
夏
關
係
於
樂
的
問

答
。
子
夏
談
到
「
鄭
音
好
濫
淫
志
，
宋
音
燕
女
溺
志
，
衛
音

趨
數
煩
志
，
齊
音
鼓
辟
喬
志
，
此
四
者
皆
淫
於
色
而
書
於

搏
，
固
定
以
祭
把
弗
用
也
」
，
雖
說
「
祭
把
弗
用

」
，
但
一
貴
族

可
能
都
採
用
為
祭
記
之
樂
。

註
口.. 

《
禮
記
﹒
樂
記

》
篇
中
提
到
魏
文
偉
厭
聞
雅
樂
，

喜
聽
鄭
衛

之
音
的
情
形
云

.• 

「
吾
端
冕
而
聽
古
樂
，
則
唯
思
臥
。
聽
鄭
川
自

衛
之
音
，
則
不
知
倦
。
」
魏
文
侯
雖
屬
戰
國
初
期
人
物
，
但

其
表
現
卻
可
作
為
春
秋
時
代
墮
落
豈
貝
族
的
寫
照
。
鄭
衛
之
音

聽
而
不
倦
，
則
其
價
耳
可
知
。

註
m
m
.
-朱
喜
…
哥拉
間
正
樂
的
原
因
是
「
周
樂
殘
缺
失
次
」

.. 

「
是
時
周

禮
在
魯
，
然
周
樂
亦
頗
殘
缺
失
次
，
孔
子
周
流
四
方
，
參
互

考
訂

，
以
知
其
說
。
晚
知
道

終
不
行

，
故
歸
正
之

。
」
但
鄭

聲
之
亂
雅
樂

，
應
是
更
為
迫
切
的
原
因
。

註
的
.. 

王
光
昕
推
測
中
國
古
代
有
「
律
呂
譜
」
和
「
宮
一
商
一
譜
」
'
前

者
是
敲
擊
樂
器
的
「
手
法
譜
」
'
後
者
是
歌
譜
。
律
呂
譜
先

出
，
宮
一
商
一
譜
較
晚
山
山
。
我
國
流
傳
下
來
的
律
呂
譜
，
現
以
朱

熹
《
儀
禮
經
傳
通
解
》
中
「
風
雅
十
二
詩
譜
」
為
最
早

o

是

《
中
國
音
樂
史
》
下
蝠

，
頁
二
起

。

註
別
.. 

如
《
孔
子
集
語
》
云

.. 

「
孔
子
日
.. 

蕭
韶
者
，
舜
之
遺
音

也
。
溫
潤
以
和
，
似
南
風
之
至
。
其
為
音
如
寒
暑
、
風
雨
之

動
物
，
如
物
之
動
人
，
雷
動
獸
禽
，
風
雨
動
魚
龍
。
」
孔
安

國
則
以
為
是
美
「
聖
樺
受
禪
」
。

註
們
“.• 

《
禮
記
﹒
樂
記

》
較
詳
細
地
談
到
武
樂
的
內
容
表
現
云

.. 

「
總
干

(
持
盾
也
)
而
山

立
，

武
王
之
事
也
。
發
揚
蹈
厲

，

太
公
之
志
也
。
武
亂
皆
坐
，
周
召
之
治
也
。
且
夫
武
始
而
北

山
山
，
再
成
而
減
商
，
三
成
而
南
，
四
成
而
南
國
是
疆
，
五
成

而
分
，
周
公
左
，
召
公
右
，
六
成
復
續
以
崇
。
天
子
夾
握
之

而
翱
伐
，
盛
威
於
中
國
也

0

分
夾
而
進
事
'
蚤
進
也

o

久
立

於
綴
，
以
待
諸
侯
之
至
也
。
」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