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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禮
根
於
心
」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孟
子

孔
子
揭
出
的
仁
的
學
方
向
，
續
予
發
揚
光
大
的
是
孟
子
。

孟
子
生
在
戰
園
中
期
的
「
處
士
橫
議
」
的
時
代
，
其
時
楊
朱
、
墨

翟
之
言
盈
天
下
，
而
慎
到
、
宋
體
之
流
，
蘇
豪
、
張
儀
之
徒
亦
各
肆
其

說
，
儒
學
此
時
已
遭
遇
敵
論
的
威
脅
，
故
孟
子
欲
宣
揚
仲
尼
之
教
，
必

廣
為
論
辯
，
以
折
百
家
。
由
此
孟
子
乃
以
保
衛
儒
學
、
駁
斥
異
說
為
己

任
。
孟
子
自
謂
「
豈
好
辯
哉
!
予
不
得
已
也

1
.

」
(
臉
文
公
下
)
正
是

指
的
這
一
思
想
界
的
背
景
。

當
時
人
性
論
辯
為
思
想
界
的
一
個
重
要
議
題
，
人
性
之
說
有
各
種

看
法
(
註

l
)

在
此
一
論
辯
的
刺
激
下
，
孟
子
思
想
的
主
要
工
作
，
便

是
為
儒
學
建
立
一
個
人
性
基
礎
，
於
是
產
生
了
道
德
主
體
性
的
心
性
之

論
。
勞
恩
光
會
言
孔
子
思
想
遺
留
下
兩
個
問
題
(
註

2
)

，
其
中
之
一

是
「
自
覺
心
」
或
「
主
宰
力
」
如
何
證
立
的
問
題
。
孔
子
雖
透
露
對
此

基
本
問
題
的
看
法
，
但
並
未
提
出
明
確
的
論
譚
。
孟
子
建
立
心
性
之

一
論
，
則
明
白
證
立
主
體
性
或
道
德
心
，
這
一
發
展
，
使
儒
學
的
理
論
內

有
所
歸
，
貢
獻
頗
大
。

孟
子
之
學
，
主
要
是
將
一
切
價
值
均
收
歸
心
性
，
故
其
對
於
禮
樂

的
反
省
亦
有
向
內
收
的
傾
向
。
孔
子
從
傳
統
的
禮
樂
的
反
省
批
判
中
，

創
發
仁
的
觀
念
，
復
以
仁
為
精
神
基
礎
而
欲
重
建
種
樂
秩
序
，
因
此
其

型
態
為
「
以
仁
貫
禮
」
型
。
孟
子
則
明
言
「
仁
義
禮
智
根
於
心
」
，
把

禮
樂
的
基
礎
都
建
立
在
心
性
之
上
(
註

3
)

，
其
型
態
則
為
「
禮
根
於

心
」
型
。
這
可
以
說
是
對
禮
樂
的
存
在
予
以
最
根
本
的
肯
定
，
故
禮
樂

對
孟
子
而
言
仍
有
其
續
存
的
價
值
。

贖
回F
-鋪
w

孟
子
思
想
的
基
頓
問
題
及
基
本
理
念

子
又
稱
為
「
本
心
」
、
「
良
心

」
和
「
仁
義
之
心
」

(註
4
)

本
、
心有
一
種

作
用
，
就
是
「
恩
一
。
此

「
思
一

不
指
認
知
心
的
外

向
思
考
，
而
是
指
道
德
心
的
內
在
反
思
(
註

5
)

。
人
的
耳
目
口
鼻
等

感
官
之
欲
，
常
掩
蔽
仁
義
禮
智
諸
善
端
，
故
孟
子
特
別
強
調
「
恩

」
的

重
要
性
。
仁
義
禮
智
的
內
在
性
及
普
遍
性
，
只
有
透
過
道
德
心
的
反
省

才
會
發
現
。
故
孟
子
云

.. 

耳
目
之
官
不
忍
，
而
敲
於
物

。

物
交
物
，
則
引
之
而
已
矣

。

心
之

官
則
思
，
思
則
得
之
(
指
仁
是
禮
智
諸
德
的
內
在
普
遍
，
為
人
之

大
體
)
，
不
忍
則
不
得
也
。
此
夭
之
所
與
我
者

。
(
告
子
上

)

耳
目
口
鼻
等
感
官
為
人
之
小
體
，
其
本
身
有
其
動
物
性
本
能
，
如

口
之
於
昧
，
目
之
於
色
，
耳
之
於
聲
，
鼻
之
於
臭
，
四
肢
之
於
安
候
，

都
是
順
其
生
理
欲
望

而
向
外
追

求
。
這
些
感
官
並
無
道
德
的
自
覺
、
反

省
作
用
，
是
故
容
易
為
所
追
求
的
外
物
所
遮
蔽
。
人
注
目
於
耳
目
口
鼻

之
欲
，
自
然
也
掩
蔽

7

生
命
本
有
的
各
種
德
性
，
而
本
、
心
的
一
專
職
就
是

一
念
自
覺
之
下
，
使
生
命
本
有
的
德
性
呈
現
出
來
。

本
、
心
既
合
各
種
道
德
價
值
，
為
道
德
之
源
，
孟
子
更
指
出
這
樣
的

心
是
「
天
之
所
自

己

，
具
有
其
超
越
性
，
孟
子
即
由
此
處
「
即
心
-

-百

扯
川
口
。君

子
所
性
，
仁
義
禮
智
根
於
心
。
(
盡
心
上
)

日
之

於
味
也
，
耳
之
於
聲
也
，
鼻
之
於
央

也
，
四
肢
之

於
安
伙

也
，
性
也
，
有
命
焉
，
君
子
不
謂
性
也
。
仁
之
於
父
子
也
，
義
之

於
君
臣
也
，
禮
之
於
賓
主

也

，
智
之
於
B
R者
也
，
聖
人
之
於
天
這

也
，
命
也
，
有
性
為
，
君
子
不
請
命
也

。
(
鑫
心

7
)

、
心
與
性
本
是
兩
個
不
同
的
概
念

。
性
是
天
之
所
笠
，
稟
受
於
天

，

所
以
一
般
人
都
從
生
物
本
能
說
性
，
故
耳
目

口

鼻
等
感
官
之
欲
，
即
為

一
般
所
謂
的

「
性
」
'
告
子
所
謂

「
生
之
謂
性
」
'
犬
羊
之
性
與
人
性

相
間
的
「
性
」
(
註

6
)

，
都
是
從
此
一
路
說
。
孟
子
則
不
從
此
路

說
，
所
以
對
於
耳
目
之
欲
等
不
謂
之
性
，
而
特
就
人
的
本
心
固
有
仁
義

禮
智
諸
德
以
說
性
，
這
是
對
性
的
內
容
給
予
一
種
新
的
限
定
。
經
由
這

本
f
f
L沾
岫

孟
子

「
禮
根
於
心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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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
子
思
想
的
基
源
問
題
為

•• 

「
如
何
充
分
實
現
人
的
善
端
?
」
其

心
性
論
及
存
養
擴
充
的
工
夫
，
甚
至
仁
政
思
想
的
提
出
，
都
是
環
繞
這

一
問
題
的
解
答
。

善
端
是
人
生
命
之
道
德
價
值
的
表
露
，
在
現
實
生
活
中
隨
處
可

見
。
孟
子
常
就
仁
義
禮
智
諸
德
說
明
人
的
善
端

•• 

側
甜
晦
之
心
，
仁
之
端
也
;
羞
惡
之
心
，
義
之
端
也

•• 

辭
讓
之
心
，

禮
之
端
也

;

是
非
之
心
，
智
之
端
也
。
人
之
有
比
四
端
也
，
猶
其

有
四
種
也
。
(
公
孫
丑
上
)

人
在
生
活
中
常
會
表
現

出
側
隱
、
羞
惡
、
辭
讓
、
是
非
之
心
等
著

的
端
緒
，
仁
義
禮
智
道
德
價
值
便
顯
露
在
這
些
端
緒
之
中
。
但
這
些
端

緒
是
因
為
進
循
外
在
規
範
而
發
生
呢
?
還
是
人
的
生
命
本
來
就
含
有
道

德
價
值
，
而
表
露
於
這
些
端
緒
呢
?
還
是
思
想
上
極
不
易
決
定
的
問

題
目
孟
子
以
其
道
德
的
睿
見
，
指
出
這
些
善
端
的
發
生
根
源
於
心
性
的

基
礎
。側

隱
之
心
，
人
皆
有
之
;
羞
惡
之
心
，
人
皆
有
之

•• 

恭
敬
之
心
，

人
皆
有
之
;
是
非
之
心
，
人
皆
有
之
。
側
隱
之
心
，
仁
也
;
羞
惡

之
心
，
義
也

•• 

恭
敬
之
心
，
禮
也

•• 

是
非
之
心
，
知
也
。
仁
義
禮

智
，
非
由
外
練
氣
也
，
我
因
﹒
有
之
也
'
弗
忠
耳
矣
。
(
告
子
土
)

仁
義
禮
智
諸
德
一
般
被
視
為
是
外
在
的
，
孟
子
卻
說

•• 

「
我
固
有

之
」
'
具
有
內
在
性
。
既
然
內
在
於
心
，
發
露
為
四
端
之
心
，
也
是

「
人
皆
有
之
」
'
具
有
普
遍
性

。
孟
子
於
此
為
世
人
抉
發

出
「
心
」
的

重
要
性
，
以
之
為
道
德
價
值
的
恨
源

。
這
是
越
孔
子
提
出

「
我
欲
仁
，

斯
仁
至
矣

」
的
仁
、
心
自
我
的
主
宰
姓
後
，
孟
子
更
以
此
心
車
間
真
、
默
德

的
道
德
主
體
，
為
一
切
道
德
實
踐
所
以
可
能
的
領
據
。
這
樣
的

、心
，
孟

樣
的
「
即
、
心
言
性
」
:
心
位
二
者
遇
而
為
-

。

了
解
這
」
點
，
當
可
知

道
為
何
孟
子
「
道
性
善
」
(
註

7
)

，
卻
都
以
心
的
四
端
之
善
作
為
解

釋
(
註

8
)

孟
子

「
即
心
言
性
」
'
建
立
其
「
性
善
」
之
說
。
「
性
善
」
之

「
善
」
乃
是
絕
對
的
善
，
並
非
經
驗
界
善
惡
相
對

的
善
，
孟
子
藉
此
使

其
人
性
之
說
更
為
顯
豁
'
以
免
與
一
般
言
性
之
說
互
相
混
淆
。
、
心
與
性

問
為
孟
子
思
想
的
根
本
理
念
，
兩
者
是

一
。
孟
子
亦
由
心
性
之

地
說
明

人
與
禽
獸
的
不
崗
。

人
之
所
以
其
於
禽
獸
者
，
幾
希
。
庶
民
去
之
，
君
子
存
之
。
(
離

委
下
)

人
禽
之
辨
，
不
在
耳
目
口
鼻
之
欲
，
而
在
於
心
性
。
耳
目
口
鼻
之

欲
的
生
物
本
能
，
是
人
禽
所
問
，
心
性
則
是
人
之
所
以
為
人
的
特
性
。

只
是
一
般
人
都
隨
順
耳
目
口
鼻
之
欲
，
不
能
自
心
性
上
自
作
主
宰
，
只

有
有
道
德
的
君
子
能
存
養
這
異
於
禽
獸
的
幾
希
，
並
且
盡
心
盡
性
地
充

分
實
現
其
價
值
。

孟
子
的
心
性
之
論
，
既
為
人
類
的
善
端
建
立
價
值
之
源
，
其
目
的

不
在
明
心
見
性
而
己
，
而
在
充
分
地
實
現
心
性
固
有
的
價
值
。
如
何
充

分
地
實
現
之
?
孟
子
則
說
存
養
擴
充
的
工
夫
。
「
存
」
是
透
過
本
心
的

自
覺
、
反
省
，
使
本
心
從
耳
目
口
鼻
之
欲
的
掩
蔽
中
朗
現
出
來
，
自
作

主
宰
。

「
養

」
則
是
不
隨
順

生
理
、
心
理
的
欲
望
，
使

本
心
隨
時
呈
露

於
生
活
行
為
之
中
。

故
有
符
其
養
，
無
物
不
長
;
苟
失
其
揍
，
無
物
不
消
，
孔
子
曰
:

操
則
存
，
合
則
亡
;
出
入
無
時
，
美
知
其
鄉
，
惟
心
之
請
與
。

(
告
子
上

)

也
付
其
心
，
養
其
性
，
所
以
享
天
也
。
(
盡
心
上
)

發
心
美
善
於
寡
欲
。
其
為
人
也
寡
欲
，
雖
有
不
存
焉
者
寡
矣

。

其

為
人
也
多
欲
，
雖
有
存
為
者
寡
矣
。
(
盡
心
下
)

本
、心
如
能
存
養
，
則
四
端
之
善
端
將
如
草
木

一
樣
地
暢
遂
生
長
，

孟
子
又
在
此
處
言
「
擴
充

」
之
義

。

「
擴
充
」
固
定
把
心
性
的
固
有
善
端
日



鵝
湖
月
刊
第
二
二
卷
第
八
期
總
號
第
二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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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禮
根
於
心
」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孟
子

孔
子
揭
出
的
仁
的
學
方
向
，
續
予
發
揚
光
大
的
是
孟
子
。

孟
子
生
在
戰
園
中
期
的
「
處
士
橫
議
」
的
時
代
，
其
時
楊
朱
、
墨

翟
之
言
盈
天
下
，
而
慎
到
、
宋
體
之
流
，
蘇
豪
、
張
儀
之
徒
亦
各
肆
其

說
，
儒
學
此
時
已
遭
遇
敵
論
的
威
脅
，
故
孟
子
欲
宣
揚
仲
尼
之
教
，
必

廣
為
論
辯
，
以
折
百
家
。
由
此
孟
子
乃
以
保
衛
儒
學
、
駁
斥
異
說
為
己

任
。
孟
子
自
謂
「
豈
好
辯
哉
!
予
不
得
已
也

1
.

」
(
臉
文
公
下
)
正
是

指
的
這
一
思
想
界
的
背
景
。

當
時
人
性
論
辯
為
思
想
界
的
一
個
重
要
議
題
，
人
性
之
說
有
各
種

看
法
(
註

l
)

在
此
一
論
辯
的
刺
激
下
，
孟
子
思
想
的
主
要
工
作
，
便

是
為
儒
學
建
立
一
個
人
性
基
礎
，
於
是
產
生
了
道
德
主
體
性
的
心
性
之

論
。
勞
恩
光
會
言
孔
子
思
想
遺
留
下
兩
個
問
題
(
註

2
)

，
其
中
之
一

是
「
自
覺
心
」
或
「
主
宰
力
」
如
何
證
立
的
問
題
。
孔
子
雖
透
露
對
此

基
本
問
題
的
看
法
，
但
並
未
提
出
明
確
的
論
譚
。
孟
子
建
立
心
性
之

一
論
，
則
明
白
證
立
主
體
性
或
道
德
心
，
這
一
發
展
，
使
儒
學
的
理
論
內

有
所
歸
，
貢
獻
頗
大
。

孟
子
之
學
，
主
要
是
將
一
切
價
值
均
收
歸
心
性
，
故
其
對
於
禮
樂

的
反
省
亦
有
向
內
收
的
傾
向
。
孔
子
從
傳
統
的
禮
樂
的
反
省
批
判
中
，

創
發
仁
的
觀
念
，
復
以
仁
為
精
神
基
礎
而
欲
重
建
種
樂
秩
序
，
因
此
其

型
態
為
「
以
仁
貫
禮
」
型
。
孟
子
則
明
言
「
仁
義
禮
智
根
於
心
」
，
把

禮
樂
的
基
礎
都
建
立
在
心
性
之
上
(
註

3
)

，
其
型
態
則
為
「
禮
根
於

心
」
型
。
這
可
以
說
是
對
禮
樂
的
存
在
予
以
最
根
本
的
肯
定
，
故
禮
樂

對
孟
子
而
言
仍
有
其
續
存
的
價
值
。

贖
回F
-鋪
w

孟
子
思
想
的
基
頓
問
題
及
基
本
理
念

子
又
稱
為
「
本
心
」
、
「
良
心

」
和
「
仁
義
之
心
」

(註
4
)

本
、
心有
一
種

作
用
，
就
是
「
恩
一
。
此

「
思
一

不
指
認
知
心
的
外

向
思
考
，
而
是
指
道
德
心
的
內
在
反
思
(
註

5
)

。
人
的
耳
目
口
鼻
等

感
官
之
欲
，
常
掩
蔽
仁
義
禮
智
諸
善
端
，
故
孟
子
特
別
強
調
「
恩

」
的

重
要
性
。
仁
義
禮
智
的
內
在
性
及
普
遍
性
，
只
有
透
過
道
德
心
的
反
省

才
會
發
現
。
故
孟
子
云

.. 

耳
目
之
官
不
忍
，
而
敲
於
物

。

物
交
物
，
則
引
之
而
已
矣

。

心
之

官
則
思
，
思
則
得
之
(
指
仁
是
禮
智
諸
德
的
內
在
普
遍
，
為
人
之

大
體
)
，
不
忍
則
不
得
也
。
此
夭
之
所
與
我
者

。
(
告
子
上

)

耳
目
口
鼻
等
感
官
為
人
之
小
體
，
其
本
身
有
其
動
物
性
本
能
，
如

口
之
於
昧
，
目
之
於
色
，
耳
之
於
聲
，
鼻
之
於
臭
，
四
肢
之
於
安
候
，

都
是
順
其
生
理
欲
望

而
向
外
追

求
。
這
些
感
官
並
無
道
德
的
自
覺
、
反

省
作
用
，
是
故
容
易
為
所
追
求
的
外
物
所
遮
蔽
。
人
注
目
於
耳
目
口
鼻

之
欲
，
自
然
也
掩
蔽

7

生
命
本
有
的
各
種
德
性
，
而
本
、
心
的
一
專
職
就
是

一
念
自
覺
之
下
，
使
生
命
本
有
的
德
性
呈
現
出
來
。

本
、
心
既
合
各
種
道
德
價
值
，
為
道
德
之
源
，
孟
子
更
指
出
這
樣
的

心
是
「
天
之
所
自

己

，
具
有
其
超
越
性
，
孟
子
即
由
此
處
「
即
心
-

-百

扯
川
口
。君

子
所
性
，
仁
義
禮
智
根
於
心
。
(
盡
心
上
)

日
之

於
味
也
，
耳
之
於
聲
也
，
鼻
之
於
央

也
，
四
肢
之

於
安
伙

也
，
性
也
，
有
命
焉
，
君
子
不
謂
性
也
。
仁
之
於
父
子
也
，
義
之

於
君
臣
也
，
禮
之
於
賓
主

也

，
智
之
於
B
R者
也
，
聖
人
之
於
天
這

也
，
命
也
，
有
性
為
，
君
子
不
請
命
也

。
(
鑫
心

7
)

、
心
與
性
本
是
兩
個
不
同
的
概
念

。
性
是
天
之
所
笠
，
稟
受
於
天

，

所
以
一
般
人
都
從
生
物
本
能
說
性
，
故
耳
目

口

鼻
等
感
官
之
欲
，
即
為

一
般
所
謂
的

「
性
」
'
告
子
所
謂

「
生
之
謂
性
」
'
犬
羊
之
性
與
人
性

相
間
的
「
性
」
(
註

6
)

，
都
是
從
此
一
路
說
。
孟
子
則
不
從
此
路

說
，
所
以
對
於
耳
目
之
欲
等
不
謂
之
性
，
而
特
就
人
的
本
心
固
有
仁
義

禮
智
諸
德
以
說
性
，
這
是
對
性
的
內
容
給
予
一
種
新
的
限
定
。
經
由
這

本
f
f
L沾
岫

孟
子

「
禮
根
於
心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南
吋
掌
管
理
學
院
文
學
所
教
授

李
正
治

12 

孟
子
思
想
的
基
源
問
題
為

•• 

「
如
何
充
分
實
現
人
的
善
端
?
」
其

心
性
論
及
存
養
擴
充
的
工
夫
，
甚
至
仁
政
思
想
的
提
出
，
都
是
環
繞
這

一
問
題
的
解
答
。

善
端
是
人
生
命
之
道
德
價
值
的
表
露
，
在
現
實
生
活
中
隨
處
可

見
。
孟
子
常
就
仁
義
禮
智
諸
德
說
明
人
的
善
端

•• 

側
甜
晦
之
心
，
仁
之
端
也
;
羞
惡
之
心
，
義
之
端
也

•• 

辭
讓
之
心
，

禮
之
端
也

;

是
非
之
心
，
智
之
端
也
。
人
之
有
比
四
端
也
，
猶
其

有
四
種
也
。
(
公
孫
丑
上
)

人
在
生
活
中
常
會
表
現

出
側
隱
、
羞
惡
、
辭
讓
、
是
非
之
心
等
著

的
端
緒
，
仁
義
禮
智
道
德
價
值
便
顯
露
在
這
些
端
緒
之
中
。
但
這
些
端

緒
是
因
為
進
循
外
在
規
範
而
發
生
呢
?
還
是
人
的
生
命
本
來
就
含
有
道

德
價
值
，
而
表
露
於
這
些
端
緒
呢
?
還
是
思
想
上
極
不
易
決
定
的
問

題
目
孟
子
以
其
道
德
的
睿
見
，
指
出
這
些
善
端
的
發
生
根
源
於
心
性
的

基
礎
。側

隱
之
心
，
人
皆
有
之
;
羞
惡
之
心
，
人
皆
有
之

•• 

恭
敬
之
心
，

人
皆
有
之
;
是
非
之
心
，
人
皆
有
之
。
側
隱
之
心
，
仁
也
;
羞
惡

之
心
，
義
也

•• 

恭
敬
之
心
，
禮
也

•• 

是
非
之
心
，
知
也
。
仁
義
禮

智
，
非
由
外
練
氣
也
，
我
因
﹒
有
之
也
'
弗
忠
耳
矣
。
(
告
子
土
)

仁
義
禮
智
諸
德
一
般
被
視
為
是
外
在
的
，
孟
子
卻
說

•• 

「
我
固
有

之
」
'
具
有
內
在
性
。
既
然
內
在
於
心
，
發
露
為
四
端
之
心
，
也
是

「
人
皆
有
之
」
'
具
有
普
遍
性

。
孟
子
於
此
為
世
人
抉
發

出
「
心
」
的

重
要
性
，
以
之
為
道
德
價
值
的
恨
源

。
這
是
越
孔
子
提
出

「
我
欲
仁
，

斯
仁
至
矣

」
的
仁
、
心
自
我
的
主
宰
姓
後
，
孟
子
更
以
此
心
車
間
真
、
默
德

的
道
德
主
體
，
為
一
切
道
德
實
踐
所
以
可
能
的
領
據
。
這
樣
的

、心
，
孟

樣
的
「
即
、
心
言
性
」
:
心
位
二
者
遇
而
為
-

。

了
解
這
」
點
，
當
可
知

道
為
何
孟
子
「
道
性
善
」
(
註

7
)

，
卻
都
以
心
的
四
端
之
善
作
為
解

釋
(
註

8
)

孟
子

「
即
心
言
性
」
'
建
立
其
「
性
善
」
之
說
。
「
性
善
」
之

「
善
」
乃
是
絕
對
的
善
，
並
非
經
驗
界
善
惡
相
對

的
善
，
孟
子
藉
此
使

其
人
性
之
說
更
為
顯
豁
'
以
免
與
一
般
言
性
之
說
互
相
混
淆
。
、
心
與
性

問
為
孟
子
思
想
的
根
本
理
念
，
兩
者
是

一
。
孟
子
亦
由
心
性
之

地
說
明

人
與
禽
獸
的
不
崗
。

人
之
所
以
其
於
禽
獸
者
，
幾
希
。
庶
民
去
之
，
君
子
存
之
。
(
離

委
下
)

人
禽
之
辨
，
不
在
耳
目
口
鼻
之
欲
，
而
在
於
心
性
。
耳
目
口
鼻
之

欲
的
生
物
本
能
，
是
人
禽
所
問
，
心
性
則
是
人
之
所
以
為
人
的
特
性
。

只
是
一
般
人
都
隨
順
耳
目
口
鼻
之
欲
，
不
能
自
心
性
上
自
作
主
宰
，
只

有
有
道
德
的
君
子
能
存
養
這
異
於
禽
獸
的
幾
希
，
並
且
盡
心
盡
性
地
充

分
實
現
其
價
值
。

孟
子
的
心
性
之
論
，
既
為
人
類
的
善
端
建
立
價
值
之
源
，
其
目
的

不
在
明
心
見
性
而
己
，
而
在
充
分
地
實
現
心
性
固
有
的
價
值
。
如
何
充

分
地
實
現
之
?
孟
子
則
說
存
養
擴
充
的
工
夫
。
「
存
」
是
透
過
本
心
的

自
覺
、
反
省
，
使
本
心
從
耳
目
口
鼻
之
欲
的
掩
蔽
中
朗
現
出
來
，
自
作

主
宰
。

「
養

」
則
是
不
隨
順

生
理
、
心
理
的
欲
望
，
使

本
心
隨
時
呈
露

於
生
活
行
為
之
中
。

故
有
符
其
養
，
無
物
不
長
;
苟
失
其
揍
，
無
物
不
消
，
孔
子
曰
:

操
則
存
，
合
則
亡
;
出
入
無
時
，
美
知
其
鄉
，
惟
心
之
請
與
。

(
告
子
上

)

也
付
其
心
，
養
其
性
，
所
以
享
天
也
。
(
盡
心
上
)

發
心
美
善
於
寡
欲
。
其
為
人
也
寡
欲
，
雖
有
不
存
焉
者
寡
矣

。

其

為
人
也
多
欲
，
雖
有
存
為
者
寡
矣
。
(
盡
心
下
)

本
、心
如
能
存
養
，
則
四
端
之
善
端
將
如
草
木

一
樣
地
暢
遂
生
長
，

孟
子
又
在
此
處
言
「
擴
充

」
之
義

。

「
擴
充
」
固
定
把
心
性
的
固
有
善
端
日



鵝
湖
月
刊
第
二
二
卷
第
八
期
總
號
第
三
六

。

推
擴
充
達
到
人
的
存
在
的
每
三
方
面
，
以
充
分
地
實
現
其
心
性
的
價

1曲
阻
。

凡
有
四
端
於
我
者
，
知
皆
擴
而
充
之
矣
。
若
火
之
始
燃
，
泉
之
始

述
。
苟
能
元
之
，
足
以
保
四
海
;
有
不
充
之
，
不
足
以
事
父
母
。

(
公
雞
丑
上
)

自
存
養
而
作
不
斷
地
擴
充
，
擴
充
至
其
極
，
孟
子
稱
之
為
「
盡

心
」
。
「
盡
心
」
其
實
也
就
是
「
盡
性
」
'
能
盡
心
盡
性
便
是
完
美
的

道
德
人
格
。
而
在
盡
心
盡
性
的
精
神
境
界
中
，
心
性
的
真
實
光
明
、
無

愧
天
地
，
此
中
實
有
無
限
的
悅
樂
之
感
，
故
(
盡
心
上
了
五

•• 

「
反
身

而
誠
，
樂
莫
大
焉
。
」

整
體
地
看
孟
子
的
心
性
之
論
，
一
方
面
為
道
德
立
極
，
一
方
面
則

求
盡
心
盡
性
，
以
建
立
道
德
的
人
格
與
道
德
的
人
間
，
既
通
之
於
內
，

又
達
之
於
外
，
這
兩
方
面
見
其
有
本
有
原
，
本
末
一
賞
。

第
二
節

心
、
禮
對
楊
與
「
禮
根
於
心
」
的
型
態

孟
子
建
構
其
心
性
理
論
，
乃
為
儒
學
奠
定
道
德
主
體
的
基
礎
。
禮

樂
為
儒
學
的
治
國
之
道
，
在
此
一
理
論
下
遂
向
內
通
於
心
性
的
價
值
之

源
。

孟
子
明
言
「
仁
義
禮
智
根
於
心
」
(
盡
心
上
)
，
為
人
所
固
有
，

故
其
禮
樂
思
想
的
型
態
為
「
禮
根
於
心
」
型
。
所
謂

1

根
於
心
」
'
即

是
以
「
心
」
為
其
「
根
本
」
'
亦
即
「
內
在
於
心
」
的
意
思
，
換
句
話

說
，
禮
的
價
值
就
內
具
於
本
心
之
中
，
這
是
由
人
的
心
性
之
地
肯
定
禮

樂
的
價
值
，
是
個
有
原
有
本
的
看
法
。

對
孟
子
而
言
，
禮
就
表
現
在
辭
讓
和
恭
敬
之
心
上
。
故
云

•• 

「
辭

讓
之
心
，
禮
之
端
也

。

」
(
公
孫
丑
上
)
又
云

•. 

「
恭
敬
之
心
，
禮

也
。
」
(
告
子
上
)
人
對
生
活
中
所
接
觸
的
事
物
，
有
應
得
與
不
應
得

的
辨
別
，
非
自
己
所
應
得
即
表
現
不
應
該
的
一
種
態
度
，
這
就
是
「
辭

讓
之
心
)
。
而
在
一
切
禮
儀
活
動
中
，
對
於
任
何
行
禮
的
對
象
(
人
或

神
)
抱
持
-
種
真
誠
的
恭
敬
之
惰
，
這
就
是
「
恭
敬
之
心
」
。
這
兩
者

由
此
可
知
，
「
禮
根
於
、
心
」
的
肯
定
，
目
的
在
為
禮
的
實
現
建
立

價
值
根
據
，
並
無
重
內
輕
外
的
傾
向

。

「
禮
根
於

、
心
」
"
同
時
也
涵
有

孔
子
的

一
以
仁
貴
禮
」
之
意
‘
因
為
孟

子
的
本
心
制
間
也
提
仁
義
之

心
，
由
這
根
源
充
分
的
實
現
禮
，
正
見
其
由
本
貫
末

。

有
些
人
認
為
孟

子
重
視
心
性
之
論
，
故
日
疋
孔
子
禮
樂
思
想
的
向
內
轉
進
，
代
表
儒
學
的

一
大
偏
向
，
彷
若
孟
子
毫
不
重
視
客
觀
的
禮
(
芷

9
)

，
這
種
批
評
，

對
孟
子
並
不
太
中
肯
，
因
為
這
只
是
由
其
心
性
之
論
而
形
成
的
印
象
，

其
實
孟
子
卻
是
由
心
性
的
實
現
貫
通
到
生
活
和
政
治
社
會
的
禮
樂
秩

{
序
。由

、
心
性
之
源
重
建
禮
樂
秩
序
，
這
可
以
說
是
孟
子
禮
樂
之
說
的
一

個
理
想
。
不
過
其
所
設
想
的
禮
樂
秩
序
，
並
非
「
天
下
有
道
，
禮
樂
征

伐
白
天
下
山
山
」
的
封
建
秩
序
，
而
是
一
統
新
王
之
王
道
新
政
下
的
禮
樂

秩
序
(
註
間
)
。
蕭
公
權
云
:
「
孔
子
欲
存
姬
周
以
復
興
封
建
，
孟
子

則
圖
謀
於
移
朝
易
姓
之
後
，
重
見
『
禮
樂
征
伐
白
天
子
出
』
之
盛

世
。

」
(
註

H
)

對
孟
子
言
，
周
天
子
的
領
導
地
位
的
存
在
與
否
，
並

非
禮
樂
秩
序
的
重
要
問
題
，
天
下
問
題
的
解
決
在
於
新
王
的
出
現
，
而

新
王
決
非
武
力
上
以
力
服
人
的
新
王
，
而
是
擴
充
其
四
端
之
心
以
德
服

人
的
新
王
，
故
禮
樂
仍
是
新
王
治
國
的
社
會
規
範
'
不
可
棄
之
。

在
先
秦
儒
學
的
發
展
中
，
孟
子
這
一
套
「
禮
根
於
心
」
的
型
態
，

並
不
違
孔
子
仁
學
的
方
向
，
但
與
苟
子
卻
有
很
大
的
不
悶
。
苟
子
的
思

想
以
禮
為
中
心
，
對
於
禮
的
價
值
特
別
重
視
，
對
於
禮
的
起
源
、
效

用
、
意
義
亦
論
列
最
多
，
但
他
所
言
的
「
以
禮
治
性
」
和
「
禮
義
之

統
」
，
都
不
是
孟
子
所
曾
言
。
以
禮
治
性
，
化
性
起
偽
，
是
不
以
性
為

價
值
之
源
，
故
性
淪
為
所
治
。
苟
子
主
「
性
惡
」
之
論
，
批
駁
孟
子
的

「
性
善
」
'
是
孟
苟
人
性
論
的
分
野
，
也
囡
此
孟
子
以
禮
的
價
值
內
在

於
心
，
苟
子
則
以
禮
的
價
值
在
外
，
須
由
「
心
能
知
道
」
的
認
知
慮
擇

之
心
識
取
，
同
時
特
別
強
調
整
個
祭
然
明
備
的
禮
樂
典
章
制
度

，

有
其

成
統
成
類
之
理
，
識
此
統
類
之
理
，
才
是
真
正
了
解
禮
樂
的
大
儒
(
註

口
)
。
同
是
承
認
禮
的
價
值
，
而
且
都
想
重
建
禮
樂
秩
序
，
但
孔
孟
是

本
f
f止
品
個

孟
于
「
禮
根
於
心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都
是
禮
的
實
質
，
並
非
禮
的
外
在
儀
文
表
現
。
孟
子
當
然
不
廢
外
在
的

4

儀
文
表
現
，
但
認
為
要
由
內
在
的
實
質
通
達
外
在
，
如
此
禮
方
成
其
為

禮
，
這
顯
示
出
一
個
心
性
論
者
對
於
禮
的
注
意
力
。
(
離
宴
上
)
云

•• 

「
恭
儉
，
豈
可
以
聲
音
笑
貌
為
哉
!
」
即
是
指
出
在
「
聲
音
笑
貌
」
的

外
在
俯
仰
周
旋
外

，

更
重
要
的
是
內
心
對
天
地
人
物
的
一
種
敬
意
。

這
種
由
心
性
之
地
對
於
禮
的
肯
定
，
故
特
別
重
視
禮
之
內
在
實
質

的
存
在
，
不
能
誤
為
孟
子
只
重
肉
、
不
重
外
，
其
實
孟
子
是
由
內
達

外
，
內
外
並
重
。
(
盡
心
下
)
云
:
「
動
容
周
庭
中
禮
者
，
盛
德
之
至

也
。
」
正
可
以
清
除
某
些
人
對
孟
子
禮
思
想
的
誤
解
。
「
動
容
周
旋
」

當
然
是
禮
的
外
在
表
現
，
「
中
禮
」
則
包
涵
兩
方
面
而
言
之
，
一
是
具

有
禮
的
內
在
實
質
，
亦
即
心
中
充
滿
對
於
天
地
人
物
的
恭
敬
之
意
;
一

是
精
熟
於
禮
樂
儀
節
，
故
一
舉
一
動
從
容
中
禮
。
合
這
兩
方
面
而
言

之
，
可
見
「
動
容
周
旋
中
禮
」
實
是
在
盡
心
盡
性
的
過
程
中
，
把
禮
發

揮
到
極
致
的
表
現
，
這
種
表
現
，
只
有
聖
人
方
能
達
到
，
故
贊
歎
其

「
盛
德
之
至
」
'
同
時
也
標
示
出
禮
的
表
現
的
最
高
典
範
。

在
許
多
方
面
，
孟
子
強
調
禮
在
修
身
上
的
必
要
性
。
(
萬
章
下
)

云
:
「
夫
義
，
路
也
;
禮
，
門
也
。
唯
君
子
能
由
是
路
，
出
入
是
門

也
。
」
(
離
宴
下
)
云

•• 

「
非
仁
無
為
也
，
非
禮
無
行
也
。
」
又
云

•. 

「
非
禮
之
禮
，
非
義
之
義
，
大
人
弗
為
。

L
均
可
見
禮
為
修
身
成
德
所

不
可
缺
。
以
「
門
」
喻
禮
，
強
調
禮
是
每
天
出
入
必
須
通
過
之
處
，
而

且
說
「
非
禮
無
行
」
'
進
退
都
必
以
禮
，
這
明
顯
看
出
孟
子
肯
定
禮
以

你
蛇
口
自
封
的
叫
摺
間
伯
阻
。

間
樣
的
，
孟
子
在
人
間
秩
序
和
治
國
之
道
上
，
亦
肯
定
禮
的
價

值

。

(
離
宴
上
)
云

.• 

「
上
無
禮
，
下
無
學
，
賊
民
興
，
喪
無
日

矣
!
」
(
盡
心
下
了
五

•• 

「
無
禮
義
，
則
上
下
亂
。
」
(
際
文
公
上
)

云
•• 

「
固
定
故
賢
君
以
恭
儉
禮
下
，
取
於
民
有
制
。
」
承
認
禮
為
人
間
秩

序
的
綱
紀
，
技
如
果
上
下
皆
無
禮
為
規
範
'
則
將
導
致
社
會
大
亂
、
國

家
淪
亡
的
惡
果
。
是
故
在
治
國
之
道
上
，
恭
儉
禮
下
，
實
施
禮
樂
教
化

(
即
「
下
無
學
」
之
「
學
」

U
'

仍
是
孟
子
韌
您
的
極
為
重
要
之
事
﹒

相
承
，
苟
子
則
是
另
-
路
的
發
展
。

樂
行
仁
義
的
道
德
之
樂

第
三
節孟

子
既
以
「
禮
根
於
心
」
'
則
其
談
論
音
樂
的
部
份
，
從
思
想
的

邏
輯
說
，
亦
應
向
「
樂
根
於
心
」
而
趨
。
但
在
《
孟
子
》
書
中
談
論
音

樂
的
言
論
極
為
稀
少
，
對
於
禮
樂
之
「
樂
」
，
他
並
非
從
音
樂
的
角
度

來
談
，
而
是
從
「
道
德
之
樂
」
來
談
，
這
是
一
個
極
為
特
殊
的
講
法
，

因
此
必
須
特
別
加
以
解
說
。

(
離
宴
上
了
五
•• 

仁
之
實
，
事
親
是
也
。
義
之
實
，
從
凡
是
也
。
智
之
實
，
知
斯
二

者
，
弗
去
是
也
。
禮
之
實
。
節

、文
斯
二
者
是
也
。
樂
之
實
，
樂
斯

二
者
，
樂
則
生
矣
，
生
則
惡
可
已
也
，
惡
可
己
，
則
不
知
足
之
蹈

、
之
，
手
之
舞
之
。

這
里
所
謂
三
五
芒
，
乃
指
「
事
親
」
和
「
從
兄
」
而
且
百

•• 

「
事

親
」
和
「
從
兄
」
固
定
人
倫
之
始
，
正
如
(
盡
心
上
)
云

•• 

「
孩
提
之

童
，
無
不
知
愛
其
親
也
;
及
其
長
也
，
無
不
知
敬
其
兄
也
。
」
這
兩
者

雖
是
家
庭
之
私
，
但
在
血
親
之
愛
中
有
天
理
存
焉
。
親
親
即
是
仁
，
敬

長
即
是
義
，
故
仁
義
就
在
人
人
皆
有
的
家
庭
倫
常
中
皆
可
有
所
表
現
。

事
親
之
孝
即
是
仁
的
真
體
表
現
，
而
從
兄
之
梯
則
是
義
的
具
體
表
現
。

在
家
庭
中
能
以
這
兩
者
的
實
踐
為
「
樂
」
'
顯
然
這
種
「
樂
」
是
極
根

本
的
一
種
悅
樂
。
不
過
這
章
之
中
有
兩
個
「
樂
」
{
子
，
其
「
樂
」
的
意

義
卻
有
不
同
。
「
樂
斯
三
者
」
的
樂
是
道
德
自
發
性
的
悅
樂
，
不
是
由

道
德
實
踐
的
結
果
所
獲
得
的
感
受
，
猶
如
「
安
貧
樂
道
」
的
「
儲
空
，

乃
由
道
德
本
心
所
發
，
以
自
我
主
宰
地
從
事
道
德
實
踐
為
最
高
悅
樂
。

「
樂
則
生
怠
己
的
樂
，
則
是
由
「
事
親
」
、
「
從
兄
」
的
實
踐
結
果
所

產
生
的
悅
樂
之
感
。
前
者
是
道
德
本
有
之
樂
，
後
者
則
為
道
德
結
果
之

樂
，
孟
子
同
時
用
這
兩
種
樂
來
解
釋
「
禮
樂
」
之
「
樂
」
，
便
把
音
樂

的
外
在
表
現
完
全
化
為
內
在
的
「
道
德
之
樂
」
。

這
種
用
內
心
的
悅
樂
解
釋
音
樂
的
方
式
，
孟
子
之
外
還
有
茍
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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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
擴
充
達
到
人
的
存
在
的
每
三
方
面
，
以
充
分
地
實
現
其
心
性
的
價

1曲
阻
。

凡
有
四
端
於
我
者
，
知
皆
擴
而
充
之
矣
。
若
火
之
始
燃
，
泉
之
始

述
。
苟
能
元
之
，
足
以
保
四
海
;
有
不
充
之
，
不
足
以
事
父
母
。

(
公
雞
丑
上
)

自
存
養
而
作
不
斷
地
擴
充
，
擴
充
至
其
極
，
孟
子
稱
之
為
「
盡

心
」
。
「
盡
心
」
其
實
也
就
是
「
盡
性
」
'
能
盡
心
盡
性
便
是
完
美
的

道
德
人
格
。
而
在
盡
心
盡
性
的
精
神
境
界
中
，
心
性
的
真
實
光
明
、
無

愧
天
地
，
此
中
實
有
無
限
的
悅
樂
之
感
，
故
(
盡
心
上
了
五

•• 

「
反
身

而
誠
，
樂
莫
大
焉
。
」

整
體
地
看
孟
子
的
心
性
之
論
，
一
方
面
為
道
德
立
極
，
一
方
面
則

求
盡
心
盡
性
，
以
建
立
道
德
的
人
格
與
道
德
的
人
間
，
既
通
之
於
內
，

又
達
之
於
外
，
這
兩
方
面
見
其
有
本
有
原
，
本
末
一
賞
。

第
二
節

心
、
禮
對
楊
與
「
禮
根
於
心
」
的
型
態

孟
子
建
構
其
心
性
理
論
，
乃
為
儒
學
奠
定
道
德
主
體
的
基
礎
。
禮

樂
為
儒
學
的
治
國
之
道
，
在
此
一
理
論
下
遂
向
內
通
於
心
性
的
價
值
之

源
。

孟
子
明
言
「
仁
義
禮
智
根
於
心
」
(
盡
心
上
)
，
為
人
所
固
有
，

故
其
禮
樂
思
想
的
型
態
為
「
禮
根
於
心
」
型
。
所
謂

1

根
於
心
」
'
即

是
以
「
心
」
為
其
「
根
本
」
'
亦
即
「
內
在
於
心
」
的
意
思
，
換
句
話

說
，
禮
的
價
值
就
內
具
於
本
心
之
中
，
這
是
由
人
的
心
性
之
地
肯
定
禮

樂
的
價
值
，
是
個
有
原
有
本
的
看
法
。

對
孟
子
而
言
，
禮
就
表
現
在
辭
讓
和
恭
敬
之
心
上
。
故
云

•• 

「
辭

讓
之
心
，
禮
之
端
也

。

」
(
公
孫
丑
上
)
又
云

•. 

「
恭
敬
之
心
，
禮

也
。
」
(
告
子
上
)
人
對
生
活
中
所
接
觸
的
事
物
，
有
應
得
與
不
應
得

的
辨
別
，
非
自
己
所
應
得
即
表
現
不
應
該
的
一
種
態
度
，
這
就
是
「
辭

讓
之
心
)
。
而
在
一
切
禮
儀
活
動
中
，
對
於
任
何
行
禮
的
對
象
(
人
或

神
)
抱
持
-
種
真
誠
的
恭
敬
之
惰
，
這
就
是
「
恭
敬
之
心
」
。
這
兩
者

由
此
可
知
，
「
禮
根
於
、
心
」
的
肯
定
，
目
的
在
為
禮
的
實
現
建
立

價
值
根
據
，
並
無
重
內
輕
外
的
傾
向

。

「
禮
根
於

、
心
」
"
同
時
也
涵
有

孔
子
的

一
以
仁
貴
禮
」
之
意
‘
因
為
孟

子
的
本
心
制
間
也
提
仁
義
之

心
，
由
這
根
源
充
分
的
實
現
禮
，
正
見
其
由
本
貫
末

。

有
些
人
認
為
孟

子
重
視
心
性
之
論
，
故
日
疋
孔
子
禮
樂
思
想
的
向
內
轉
進
，
代
表
儒
學
的

一
大
偏
向
，
彷
若
孟
子
毫
不
重
視
客
觀
的
禮
(
芷

9
)

，
這
種
批
評
，

對
孟
子
並
不
太
中
肯
，
因
為
這
只
是
由
其
心
性
之
論
而
形
成
的
印
象
，

其
實
孟
子
卻
是
由
心
性
的
實
現
貫
通
到
生
活
和
政
治
社
會
的
禮
樂
秩

{
序
。由

、
心
性
之
源
重
建
禮
樂
秩
序
，
這
可
以
說
是
孟
子
禮
樂
之
說
的
一

個
理
想
。
不
過
其
所
設
想
的
禮
樂
秩
序
，
並
非
「
天
下
有
道
，
禮
樂
征

伐
白
天
下
山
山
」
的
封
建
秩
序
，
而
是
一
統
新
王
之
王
道
新
政
下
的
禮
樂

秩
序
(
註
間
)
。
蕭
公
權
云
:
「
孔
子
欲
存
姬
周
以
復
興
封
建
，
孟
子

則
圖
謀
於
移
朝
易
姓
之
後
，
重
見
『
禮
樂
征
伐
白
天
子
出
』
之
盛

世
。

」
(
註

H
)

對
孟
子
言
，
周
天
子
的
領
導
地
位
的
存
在
與
否
，
並

非
禮
樂
秩
序
的
重
要
問
題
，
天
下
問
題
的
解
決
在
於
新
王
的
出
現
，
而

新
王
決
非
武
力
上
以
力
服
人
的
新
王
，
而
是
擴
充
其
四
端
之
心
以
德
服

人
的
新
王
，
故
禮
樂
仍
是
新
王
治
國
的
社
會
規
範
'
不
可
棄
之
。

在
先
秦
儒
學
的
發
展
中
，
孟
子
這
一
套
「
禮
根
於
心
」
的
型
態
，

並
不
違
孔
子
仁
學
的
方
向
，
但
與
苟
子
卻
有
很
大
的
不
悶
。
苟
子
的
思

想
以
禮
為
中
心
，
對
於
禮
的
價
值
特
別
重
視
，
對
於
禮
的
起
源
、
效

用
、
意
義
亦
論
列
最
多
，
但
他
所
言
的
「
以
禮
治
性
」
和
「
禮
義
之

統
」
，
都
不
是
孟
子
所
曾
言
。
以
禮
治
性
，
化
性
起
偽
，
是
不
以
性
為

價
值
之
源
，
故
性
淪
為
所
治
。
苟
子
主
「
性
惡
」
之
論
，
批
駁
孟
子
的

「
性
善
」
'
是
孟
苟
人
性
論
的
分
野
，
也
囡
此
孟
子
以
禮
的
價
值
內
在

於
心
，
苟
子
則
以
禮
的
價
值
在
外
，
須
由
「
心
能
知
道
」
的
認
知
慮
擇

之
心
識
取
，
同
時
特
別
強
調
整
個
祭
然
明
備
的
禮
樂
典
章
制
度

，

有
其

成
統
成
類
之
理
，
識
此
統
類
之
理
，
才
是
真
正
了
解
禮
樂
的
大
儒
(
註

口
)
。
同
是
承
認
禮
的
價
值
，
而
且
都
想
重
建
禮
樂
秩
序
，
但
孔
孟
是

本
f
f止
品
個

孟
于
「
禮
根
於
心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都
是
禮
的
實
質
，
並
非
禮
的
外
在
儀
文
表
現
。
孟
子
當
然
不
廢
外
在
的

4

儀
文
表
現
，
但
認
為
要
由
內
在
的
實
質
通
達
外
在
，
如
此
禮
方
成
其
為

禮
，
這
顯
示
出
一
個
心
性
論
者
對
於
禮
的
注
意
力
。
(
離
宴
上
)
云

•• 

「
恭
儉
，
豈
可
以
聲
音
笑
貌
為
哉
!
」
即
是
指
出
在
「
聲
音
笑
貌
」
的

外
在
俯
仰
周
旋
外

，

更
重
要
的
是
內
心
對
天
地
人
物
的
一
種
敬
意
。

這
種
由
心
性
之
地
對
於
禮
的
肯
定
，
故
特
別
重
視
禮
之
內
在
實
質

的
存
在
，
不
能
誤
為
孟
子
只
重
肉
、
不
重
外
，
其
實
孟
子
是
由
內
達

外
，
內
外
並
重
。
(
盡
心
下
)
云
:
「
動
容
周
庭
中
禮
者
，
盛
德
之
至

也
。
」
正
可
以
清
除
某
些
人
對
孟
子
禮
思
想
的
誤
解
。
「
動
容
周
旋
」

當
然
是
禮
的
外
在
表
現
，
「
中
禮
」
則
包
涵
兩
方
面
而
言
之
，
一
是
具

有
禮
的
內
在
實
質
，
亦
即
心
中
充
滿
對
於
天
地
人
物
的
恭
敬
之
意
;
一

是
精
熟
於
禮
樂
儀
節
，
故
一
舉
一
動
從
容
中
禮
。
合
這
兩
方
面
而
言

之
，
可
見
「
動
容
周
旋
中
禮
」
實
是
在
盡
心
盡
性
的
過
程
中
，
把
禮
發

揮
到
極
致
的
表
現
，
這
種
表
現
，
只
有
聖
人
方
能
達
到
，
故
贊
歎
其

「
盛
德
之
至
」
'
同
時
也
標
示
出
禮
的
表
現
的
最
高
典
範
。

在
許
多
方
面
，
孟
子
強
調
禮
在
修
身
上
的
必
要
性
。
(
萬
章
下
)

云
:
「
夫
義
，
路
也
;
禮
，
門
也
。
唯
君
子
能
由
是
路
，
出
入
是
門

也
。
」
(
離
宴
下
)
云

•• 

「
非
仁
無
為
也
，
非
禮
無
行
也
。
」
又
云

•. 

「
非
禮
之
禮
，
非
義
之
義
，
大
人
弗
為
。

L
均
可
見
禮
為
修
身
成
德
所

不
可
缺
。
以
「
門
」
喻
禮
，
強
調
禮
是
每
天
出
入
必
須
通
過
之
處
，
而

且
說
「
非
禮
無
行
」
'
進
退
都
必
以
禮
，
這
明
顯
看
出
孟
子
肯
定
禮
以

你
蛇
口
自
封
的
叫
摺
間
伯
阻
。

間
樣
的
，
孟
子
在
人
間
秩
序
和
治
國
之
道
上
，
亦
肯
定
禮
的
價

值

。

(
離
宴
上
)
云

.• 

「
上
無
禮
，
下
無
學
，
賊
民
興
，
喪
無
日

矣
!
」
(
盡
心
下
了
五

•• 

「
無
禮
義
，
則
上
下
亂
。
」
(
際
文
公
上
)

云
•• 

「
固
定
故
賢
君
以
恭
儉
禮
下
，
取
於
民
有
制
。
」
承
認
禮
為
人
間
秩

序
的
綱
紀
，
技
如
果
上
下
皆
無
禮
為
規
範
'
則
將
導
致
社
會
大
亂
、
國

家
淪
亡
的
惡
果
。
是
故
在
治
國
之
道
上
，
恭
儉
禮
下
，
實
施
禮
樂
教
化

(
即
「
下
無
學
」
之
「
學
」

U
'

仍
是
孟
子
韌
您
的
極
為
重
要
之
事
﹒

相
承
，
苟
子
則
是
另
-
路
的
發
展
。

樂
行
仁
義
的
道
德
之
樂

第
三
節孟

子
既
以
「
禮
根
於
心
」
'
則
其
談
論
音
樂
的
部
份
，
從
思
想
的

邏
輯
說
，
亦
應
向
「
樂
根
於
心
」
而
趨
。
但
在
《
孟
子
》
書
中
談
論
音

樂
的
言
論
極
為
稀
少
，
對
於
禮
樂
之
「
樂
」
，
他
並
非
從
音
樂
的
角
度

來
談
，
而
是
從
「
道
德
之
樂
」
來
談
，
這
是
一
個
極
為
特
殊
的
講
法
，

因
此
必
須
特
別
加
以
解
說
。

(
離
宴
上
了
五
•• 

仁
之
實
，
事
親
是
也
。
義
之
實
，
從
凡
是
也
。
智
之
實
，
知
斯
二

者
，
弗
去
是
也
。
禮
之
實
。
節

、文
斯
二
者
是
也
。
樂
之
實
，
樂
斯

二
者
，
樂
則
生
矣
，
生
則
惡
可
已
也
，
惡
可
己
，
則
不
知
足
之
蹈

、
之
，
手
之
舞
之
。

這
里
所
謂
三
五
芒
，
乃
指
「
事
親
」
和
「
從
兄
」
而
且
百

•• 

「
事

親
」
和
「
從
兄
」
固
定
人
倫
之
始
，
正
如
(
盡
心
上
)
云

•• 

「
孩
提
之

童
，
無
不
知
愛
其
親
也
;
及
其
長
也
，
無
不
知
敬
其
兄
也
。
」
這
兩
者

雖
是
家
庭
之
私
，
但
在
血
親
之
愛
中
有
天
理
存
焉
。
親
親
即
是
仁
，
敬

長
即
是
義
，
故
仁
義
就
在
人
人
皆
有
的
家
庭
倫
常
中
皆
可
有
所
表
現
。

事
親
之
孝
即
是
仁
的
真
體
表
現
，
而
從
兄
之
梯
則
是
義
的
具
體
表
現
。

在
家
庭
中
能
以
這
兩
者
的
實
踐
為
「
樂
」
'
顯
然
這
種
「
樂
」
是
極
根

本
的
一
種
悅
樂
。
不
過
這
章
之
中
有
兩
個
「
樂
」
{
子
，
其
「
樂
」
的
意

義
卻
有
不
同
。
「
樂
斯
三
者
」
的
樂
是
道
德
自
發
性
的
悅
樂
，
不
是
由

道
德
實
踐
的
結
果
所
獲
得
的
感
受
，
猶
如
「
安
貧
樂
道
」
的
「
儲
空
，

乃
由
道
德
本
心
所
發
，
以
自
我
主
宰
地
從
事
道
德
實
踐
為
最
高
悅
樂
。

「
樂
則
生
怠
己
的
樂
，
則
是
由
「
事
親
」
、
「
從
兄
」
的
實
踐
結
果
所

產
生
的
悅
樂
之
感
。
前
者
是
道
德
本
有
之
樂
，
後
者
則
為
道
德
結
果
之

樂
，
孟
子
同
時
用
這
兩
種
樂
來
解
釋
「
禮
樂
」
之
「
樂
」
，
便
把
音
樂

的
外
在
表
現
完
全
化
為
內
在
的
「
道
德
之
樂
」
。

這
種
用
內
心
的
悅
樂
解
釋
音
樂
的
方
式
，
孟
子
之
外
還
有
茍
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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苟
子
以
內
心
的
悅
樂
為
音
樂
的
起
源
，
故
(
樂
論
)
云

•• 

「
樂
者
樂

也
。
」
然
其
所
謂
的
悅
樂
，
大
低
屬
於
感
性
欲
望
的
滿
足
，
所
謂
「
小

人
樂
得
其
欲
」
的
惰
性
之
樂
，
因
此
有
待
於
聖
人
制
禮
作
樂
的
疏
導
，

使
其
樂
轉
化
為
「
君
子
樂
得
其
道
」
之
樂
，
然
孟
子
的
道
德
之
樂
，
本

質
上
即
非
感
性
欲
望
的
滿
足
，
而
是
類
似
康
德
所
說
的
「
道
德
情

感
」
。
關
於
這
一
「
樂
」
的
性
質
的
分
辨
，
我
們
可
藉
康
德
之
說
而
獲

得
清
楚
的
辨
明

。

藉
此
，
我
們
也
可
以

7

解
孟
子
闡
釋
禮
樂
之
「
樂
」

所
具
有
的
深
刻
涵
義
。
康
德
在
(
道
德
學
底
形
上
成
素
之
序
論
)
中

時
1.. 

道
德
情
感
是
對
於
快
樂
，
或
不
快
樂
的
感
受
，
快
樂
久
不
快
樂
是
只

從
「
我
們
的
行
為
之
符
合
於
或
不
符
合
於
義
務
之
法
則
」
之
意
識

而
說
者
。
現
在
，
選
擇
的
意
志
(
有
選
擇
權
的
意
志
)
之
每
一
決

定
皆
從
可
能
行
為
之
觀
念
，
通
過
在
感
興
趣
於
這
行
為
或
這
行
為

之
結
果
中
的
苦
樂
之
情
，
而
進
到
行
事
;
而
在
這
車
，
這
感
受
的

狀
態
(
內
部
感
性
作
用
之
感
應
)
或
是
一
惑
性
的
情
感
'
，
或
是


道
德
的
情
感
。
前
者
是
這
種
情
感
，
即
「
先
於
法
則
之
理
念
」
的

那
種
情
感
，
而
後
者
則
是
「
隨
法
則
之
理
念
而
來
」
的
那
種
情

感

。
(
‘
紅
口
)

康
德
所
說
的
「
感
性
的
情
感
」
(
生
理
享
受
的
情
感
)
和
「
道
德

情
感

」
之
刑
，
在
於
是
否
「
隨
法
則
之
理
念
」
而
來
。
假
如
自
由
選
擇

的
意
志
是
從
義
務
的
法
則
而
來
，
則
我
們
便
會
有
一
種
純
淨
的
快
樂
之

感
，
這
便
是
「
道
德
情
感
」
。
假
如
自
由
選
擇
的
意
志
並
非
由
義
務
的

法
則
所
椎
動
，
則
由
此
而
生
的
苦
樂
之
情
便
只
是

「
感
性
的
情
感
」

。

孟
子
所
說
的
「
樂
則
生
矣

」
之
「
樂

」

'
顯
然
其
產
生
是
由
實
踐
仁
義

而
來
，
仁
義
當
然
是
道
稽
義
務
的
法
則
，
仁
義
之
行
亦
「
符
合
於
義
務

之
法
則
」
'
故
由
此
所
產
生
的
情
感
為

「
道
德
情
感
」

e
f旬
子
所
說
的

「
樂
者
樂
也
一
之

「
樂

一
則
不
同
，

它
是
有
手

所
講
的
「
惰
性
一
上
的

快
樂
，
有
待
於
「

化
性
起
偽
」
。

「
惰
性

」
並
非
實
踐
理
性
的
道
德
法

則
，
而
丹
「
先
於
法
則
之
理
念
」
'
由
此
所
產
生
的
快
樂
之
惰
，
當
然

悅
樂
是
無
窮
的
悅
樂
，
「
生
則
惡
可
巴
也
」
，
以
至
於
「
不
知
是
之
蹈

之
，
手
之
舞
之
」
，
因
為
這
里
透
露
出
踐
證
天
理
之
道
德
的
自
由
，
這

是

「
禮
樂
」

之
「
樂

」
的
最
高
悅
樂

，
也
是
其
中
的
甚
深
密
旨
。

在
其
他
地
方
，
孟
子
也
講
到
這
種
最
高
的
道
德
之
樂

。
(
盡

心

上
)
云
:
「
仰
不
愧
於
天
，
俯
不
作
於
人
，
二
樂
也
。
」
這
是
君
子
三

樂
中
的
第
二
樂
，
明
顯
地
就
是
道
德
之
樂
發
言

。
人
的
行
事
，
統
由
一

誠
所
發
，
無
愧
於
天
地
人
我
，
此
時
之
樂
誠
如
(
盡
心
上
)
另
一
處
所

昔
日•• 

「
反
身
而
誠
，
樂
莫
大
焉
。

」
這
種
樂
白
不
是
感
性
欲
望
的
滿

足
，
而
是
精
神
性
的
「
大
樂
」
，
在
這
種
精
神
性
的
「
大
樂
」
之
中
，

實
洋
溢
著
道
德
的
自
由
之
感
。
然
作
為
這
精
神
性
之
大
樂
的
中
心
，
則

在
於
「
誠
」
'
亦
即
此
心
的
真
實
光
明
，
真
實
光
明
，
則
無
愧
天
人
，

此
時
所
生
的
道
德
情
感
是
最
高
的
悅
樂
之
惰
，
這
也
是
實
現
其
本
心
善

性
的
悅
樂
之
惰
。

理
解
了
孟
子
解
釋
「
禮
樂
」
之
「
樂

」
的
道
德
之
樂
，
現
在
要

問
•• 

孟
子
如
此
解
釋
，
與
音
樂
有
何
相
干
呢
?
從
純
粹
的
音
樂
美
學
來

說
，
ι目
不
相
干
。
但
我
們
不
要
忘
了
「
禮
樂
」
之
「
樂
」
並
非

一
般
音

樂
，
而
是
周
文
之
制
中
有
教
化
作
用
的
雅
樂

。

雅
樂
在
貴
族
社
會
的
效

用
，
無
非
要
增
進
家
族
成
員
間
的
感
情
與
和
諧
，
使
家
族
群
體
更
加
團

結
。
即
使
禮
下
庶
人
，
雅
樂
依
然
在
平
民
家
族
中
，
具
有
如
此
的
效
用
。

由
聆
賞
雅
樂
所
產
生
的
悅
樂
之
惰
，
基
本
上
是
流
動
著
家
族
感
情
與
和

諧
氣
氛
的
悅
樂
之
情
。
孟
子
更
把
這
種
悅
樂
之
情
收
歸
於
本
心
善
性
的

實
踐
家
庭
倫
理
之
上
，
由
本
心
善
性
的
自
發
性
實
踐
之
樂
和
實
踐
所
生

的
道
德
情
感
，
重
新
詮
釋
雅
樂
引
發
之
惰
。
如
此
，
我
們
可
以
發
現
孟

子
以
道
德
之
樂
解
釋
雅
樂
的

一
個
接
通
點
，
那
就
是
說
樂
之
惰
，
只
不

過
透
過
孟
子
的
解
釋
，
這
悅
樂
完
全
收
歸
到
本
心
上
來
，
變
成
「
樂
根

於
心
」
的
型
態

。

綜
上
所
述
，
可
知
孟
子
的
禮
樂
思
索
為
「
禮
根
於
心
」
型
，
其
音

樂
之
一
論
雖
然
奇
特
，
但
不
遵
這
一
型
態
。

本
于4品
品
相

孟
子
「
禮
根
於
心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只
能
屬
於
「
感
性
的
情
感
」

。

孟
子
的

「
道
德
之
樂
」
既
非
苟
子
的

「
惰
性
之
樂
」
'
與
康
德
所

說
的
「
道
德
情
感
」
亦
稍
有
別
。
對
孟
子
而
言
，
「
自
由
選
擇
的
意

志
」
和
「
道
德
法
則

」
兩
者
在
本
心
上
是
合

一
的
，
故
仁
義
禮
智
諸
道

德
法
則
乃
恨
於
心
，
此
心
便
是
仁
義
之
心
，
其
自
由
選
擇
只
有
道
德
的

白
發
自
主
性
，
無
所
謂
符
合
或
不
符
合
於
義
務
之
法
則
。
康
德
則
分
之

為
二
，
故
其
所
論
的
「
道
德
情
成
立
，
只
有
法
則
作
用
於
心
靈
上
所
引

起
的
結
果
一
面
，
而
不
能
進
至
「
樂
斯
二
者
」
的
道
德
本
有
之
樂

。

然

孟
子
所
謂
「
樂
斯

二
者
」
之
樂
，
不
必
從
結
果
決
定
，
可
以
說
是
心
之

「
本
情
」
'
亦
即
本
心
所

具
有
的
形

上
成
素
。
本
心
之
樂
於
實
踐

仁
義

(
或
說
為
善
)
，
是
本
心
自
身
具
有
的
自
發
性
情
感
，
只
要
本
心
操
而

存
之
，
這
種
自
發
性
的
情
感
便
會
發
出
。
這
固
定
康
德
所
未
論
及
之
處
，

而
這
也
是
孟
子
睿
見
獨
具
之
處
。

本
心
自
發
地
樂
於
實
踐
事
親
、
從
兄
的
孝
佛
之
行
，
這
里
面
所
產

生
的
「
道
德
情
感
」
固
定
無
窮
的
悅
樂
。
依
孟
子
之
說
，
這
無
窮
的
悅
樂

是
由
「
樂
斯

二
者
」
而
來
，
「
則
」
字
表
其
因
果
關
係

。

這
種
樂
因
由

本
心
的
白
發
性
實
踐
而
來
，
故
不
是
受
外
在
條
件
決
定
的
。
(
告
子

上
了
五

•• 

「
仁
義
忠
信
，
樂
善
不
倦
，
此
天
爵
也

0

公
卿
大
夫
，
此
人

爵
也
。
古
之
人
修
其
天
爵
，
而
人
爵
從
之
;
今
之
人
修
其
天
爵
'
以
要

人
爵
，
既
得
人
爵
，
而
棄
其
天
爵
。
」
對
於
道
德
情
感
是
否
受
外
在
條

件
決
定
，
正
可
提
供
一
個
說
明
，
孟
子
所
說
的
「
天
爵
」
'
是
由
「
樂

善
不
倦
」
所
規
定
者
，
其
「
樂

L
相
當
於
「
樂
斯
二
者
」
的
「
樂
」
'

這
是
完
全
屬
於
道
德
自
覺
方
面
的
事
，
與
公
卿
大
夫
的
「
人
爵
」
勢
位

本
質
上
並
不
相
干
，
因
此
不
受
這
些
外
在
條
件
的
決
定

。

但
令
人
以

「
天
爵
」
為
手
段
以
追
求
「
人
爵
」
'
則
其
「
樂
益
己
已
夾
雜
著
人

欲
，
其
樂
自
不
再
是
由
本
心
而
發
，
至
其
實
踐
仁
義
忠
信
的
快
樂
之

惰
，
更
是
受
其
所
求
的
人
爵
之
得
失
影
響

c

孟
子
所
要
指
出
的
是
，
道

德
實
踐
不
能
淪
為
手
段
，
其
本
身
就
是
目
的
，
既
是
目
的
，
自
不
是
外

在
條
件
所
可
決
定
。
從
此
而
言
，
當
可
明
白
為
倚
在
自
發
性
，

m
縫
中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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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
註
1•• 
參
見

(
告
子
上
)
公
都
子
與
孟
子
有
關
人
性
的
問
答
，
其
中
公

都
子
提
到
人
性
的
四
種
說
法
，
一
是
「
性
無
善
無
不
善
」

(
主
口

子
所
主
張
)
，
二
固
定
「
性
可
以
為
善
，
可
以
為
不
善
」
三
二
是

「
有
性
善
，
有
性
不
善
」
'
四
是
「
性

善
」
(
孟
子
所
主

張
)

註
2•• 

孔
子
思
想
遺
留
下
的
兩
個
問
題
，
一
為
自
覺
心
如
何
證
立
的
問

題
二

一是
政
權
轉
移
的
問
題
，
見
勞
思
光
《
中
國
哲
學
史
》
，

第
一
卷
註
'
頁
九

0

，
香
港
中
大
崇
基
學
院
。

註
3
.. 

孟
子
對
於
禮
樂
之
「
樂
」
的
解
釋
極
為
特
殊
，
但
與
「
禮
根
於

心
」

-
致
，
可
說
是
「
樂
根
於
心

」
'
見
本
章
第
三
節

。

註
4•• 

「
本
心
」
等
詞
均
見
(
虹
口
子
上
)
。
一
見
第
十
章•• 

「
此
之
謂

失
其
本
、
心
。

」
一
見
第
八
章

•• 

「
雖
存
乎
人
者
，
豈
無
仁
義
之

心
哉
?
其
所
以
放
其
良
心
者
，
亦
猶
斧
斤
之
於
木
也
。
」
本
、
心

所
指
，
是
心
未
受
欲
望
干
擾
時
的
本
來
之
心
;
良
心
所
指
，
固
定

郎
、心
的
本
質
之
良
善
說
其
為
良
心

•• 

仁
義
之
心
，
則
就
心
之
本

具
仁
義
禮
智
諸
德
說
其
為
仁
義
之
心

。

註
5•• 

「
思
」
的
意
義
，
徐
復
觀
認
為
包
含
反
省
和
思
考
兩
重
意
思
，

但
在
孟
子
則
特
別
重
在
反
省
這
一
方
面
。
仁
義
為
人
心
所
固

有
，
一
念
的
反
省

、

自
覺
，
便
當
下
呈
現
出
來
，
所
以
說
「
思

則
得
之
」

o

見
《
中
國
人
性
論
史
》
'
頁
一
七
一
，
商
務
印
書

鋪
開。

註
6
•• 

見
(
告
子
上
)
第
三
章
。
又
第
四
章
含
子
曰
:
「
食
色
性

也
。

」
均
從
生
物
本
能
而
說

。

註
7•• 
性
善
為
孟
子
思
想
體
系
的
基
礎
。
故
(
勝
文
公
上
)
云

•• 

「
孟

子
道
性
善
，
言
必
稱
堯
舜
。
L

註
8•• 

公
都
子
惑
於
人
性
諸
說
，
以
此
問
題
請
教
孟
子
，
孟
子
的
回
答

不
就
性
說
，
而
只
就
四
端
之
心
為
人
普
遍
具
有
，
仁
義
禮
智
內17 



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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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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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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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號
第
二
六

O

苟
子
以
內
心
的
悅
樂
為
音
樂
的
起
源
，
故
(
樂
論
)
云

•• 

「
樂
者
樂

也
。
」
然
其
所
謂
的
悅
樂
，
大
低
屬
於
感
性
欲
望
的
滿
足
，
所
謂
「
小

人
樂
得
其
欲
」
的
惰
性
之
樂
，
因
此
有
待
於
聖
人
制
禮
作
樂
的
疏
導
，

使
其
樂
轉
化
為
「
君
子
樂
得
其
道
」
之
樂
，
然
孟
子
的
道
德
之
樂
，
本

質
上
即
非
感
性
欲
望
的
滿
足
，
而
是
類
似
康
德
所
說
的
「
道
德
情

感
」
。
關
於
這
一
「
樂
」
的
性
質
的
分
辨
，
我
們
可
藉
康
德
之
說
而
獲

得
清
楚
的
辨
明

。

藉
此
，
我
們
也
可
以

7

解
孟
子
闡
釋
禮
樂
之
「
樂
」

所
具
有
的
深
刻
涵
義
。
康
德
在
(
道
德
學
底
形
上
成
素
之
序
論
)
中

時
1.. 

道
德
情
感
是
對
於
快
樂
，
或
不
快
樂
的
感
受
，
快
樂
久
不
快
樂
是
只

從
「
我
們
的
行
為
之
符
合
於
或
不
符
合
於
義
務
之
法
則
」
之
意
識

而
說
者
。
現
在
，
選
擇
的
意
志
(
有
選
擇
權
的
意
志
)
之
每
一
決

定
皆
從
可
能
行
為
之
觀
念
，
通
過
在
感
興
趣
於
這
行
為
或
這
行
為

之
結
果
中
的
苦
樂
之
情
，
而
進
到
行
事
;
而
在
這
車
，
這
感
受
的

狀
態
(
內
部
感
性
作
用
之
感
應
)
或
是
一
惑
性
的
情
感
'
，
或
是


道
德
的
情
感
。
前
者
是
這
種
情
感
，
即
「
先
於
法
則
之
理
念
」
的

那
種
情
感
，
而
後
者
則
是
「
隨
法
則
之
理
念
而
來
」
的
那
種
情

感

。
(
‘
紅
口
)

康
德
所
說
的
「
感
性
的
情
感
」
(
生
理
享
受
的
情
感
)
和
「
道
德

情
感

」
之
刑
，
在
於
是
否
「
隨
法
則
之
理
念
」
而
來
。
假
如
自
由
選
擇

的
意
志
是
從
義
務
的
法
則
而
來
，
則
我
們
便
會
有
一
種
純
淨
的
快
樂
之

感
，
這
便
是
「
道
德
情
感
」
。
假
如
自
由
選
擇
的
意
志
並
非
由
義
務
的

法
則
所
椎
動
，
則
由
此
而
生
的
苦
樂
之
情
便
只
是

「
感
性
的
情
感
」

。

孟
子
所
說
的
「
樂
則
生
矣

」
之
「
樂

」

'
顯
然
其
產
生
是
由
實
踐
仁
義

而
來
，
仁
義
當
然
是
道
稽
義
務
的
法
則
，
仁
義
之
行
亦
「
符
合
於
義
務

之
法
則
」
'
故
由
此
所
產
生
的
情
感
為

「
道
德
情
感
」

e
f旬
子
所
說
的

「
樂
者
樂
也
一
之

「
樂

一
則
不
同
，

它
是
有
手

所
講
的
「
惰
性
一
上
的

快
樂
，
有
待
於
「

化
性
起
偽
」
。

「
惰
性

」
並
非
實
踐
理
性
的
道
德
法

則
，
而
丹
「
先
於
法
則
之
理
念
」
'
由
此
所
產
生
的
快
樂
之
惰
，
當
然

悅
樂
是
無
窮
的
悅
樂
，
「
生
則
惡
可
巴
也
」
，
以
至
於
「
不
知
是
之
蹈

之
，
手
之
舞
之
」
，
因
為
這
里
透
露
出
踐
證
天
理
之
道
德
的
自
由
，
這

是

「
禮
樂
」

之
「
樂

」
的
最
高
悅
樂

，
也
是
其
中
的
甚
深
密
旨
。

在
其
他
地
方
，
孟
子
也
講
到
這
種
最
高
的
道
德
之
樂

。
(
盡

心

上
)
云
:
「
仰
不
愧
於
天
，
俯
不
作
於
人
，
二
樂
也
。
」
這
是
君
子
三

樂
中
的
第
二
樂
，
明
顯
地
就
是
道
德
之
樂
發
言

。
人
的
行
事
，
統
由
一

誠
所
發
，
無
愧
於
天
地
人
我
，
此
時
之
樂
誠
如
(
盡
心
上
)
另
一
處
所

昔
日•• 

「
反
身
而
誠
，
樂
莫
大
焉
。

」
這
種
樂
白
不
是
感
性
欲
望
的
滿

足
，
而
是
精
神
性
的
「
大
樂
」
，
在
這
種
精
神
性
的
「
大
樂
」
之
中
，

實
洋
溢
著
道
德
的
自
由
之
感
。
然
作
為
這
精
神
性
之
大
樂
的
中
心
，
則

在
於
「
誠
」
'
亦
即
此
心
的
真
實
光
明
，
真
實
光
明
，
則
無
愧
天
人
，

此
時
所
生
的
道
德
情
感
是
最
高
的
悅
樂
之
惰
，
這
也
是
實
現
其
本
心
善

性
的
悅
樂
之
惰
。

理
解
了
孟
子
解
釋
「
禮
樂
」
之
「
樂

」
的
道
德
之
樂
，
現
在
要

問
•• 

孟
子
如
此
解
釋
，
與
音
樂
有
何
相
干
呢
?
從
純
粹
的
音
樂
美
學
來

說
，
ι目
不
相
干
。
但
我
們
不
要
忘
了
「
禮
樂
」
之
「
樂
」
並
非

一
般
音

樂
，
而
是
周
文
之
制
中
有
教
化
作
用
的
雅
樂

。

雅
樂
在
貴
族
社
會
的
效

用
，
無
非
要
增
進
家
族
成
員
間
的
感
情
與
和
諧
，
使
家
族
群
體
更
加
團

結
。
即
使
禮
下
庶
人
，
雅
樂
依
然
在
平
民
家
族
中
，
具
有
如
此
的
效
用
。

由
聆
賞
雅
樂
所
產
生
的
悅
樂
之
惰
，
基
本
上
是
流
動
著
家
族
感
情
與
和

諧
氣
氛
的
悅
樂
之
情
。
孟
子
更
把
這
種
悅
樂
之
情
收
歸
於
本
心
善
性
的

實
踐
家
庭
倫
理
之
上
，
由
本
心
善
性
的
自
發
性
實
踐
之
樂
和
實
踐
所
生

的
道
德
情
感
，
重
新
詮
釋
雅
樂
引
發
之
惰
。
如
此
，
我
們
可
以
發
現
孟

子
以
道
德
之
樂
解
釋
雅
樂
的

一
個
接
通
點
，
那
就
是
說
樂
之
惰
，
只
不

過
透
過
孟
子
的
解
釋
，
這
悅
樂
完
全
收
歸
到
本
心
上
來
，
變
成
「
樂
根

於
心
」
的
型
態

。

綜
上
所
述
，
可
知
孟
子
的
禮
樂
思
索
為
「
禮
根
於
心
」
型
，
其
音

樂
之
一
論
雖
然
奇
特
，
但
不
遵
這
一
型
態
。

本
于4品
品
相

孟
子
「
禮
根
於
心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只
能
屬
於
「
感
性
的
情
感
」

。

孟
子
的

「
道
德
之
樂
」
既
非
苟
子
的

「
惰
性
之
樂
」
'
與
康
德
所

說
的
「
道
德
情
感
」
亦
稍
有
別
。
對
孟
子
而
言
，
「
自
由
選
擇
的
意

志
」
和
「
道
德
法
則

」
兩
者
在
本
心
上
是
合

一
的
，
故
仁
義
禮
智
諸
道

德
法
則
乃
恨
於
心
，
此
心
便
是
仁
義
之
心
，
其
自
由
選
擇
只
有
道
德
的

白
發
自
主
性
，
無
所
謂
符
合
或
不
符
合
於
義
務
之
法
則
。
康
德
則
分
之

為
二
，
故
其
所
論
的
「
道
德
情
成
立
，
只
有
法
則
作
用
於
心
靈
上
所
引

起
的
結
果
一
面
，
而
不
能
進
至
「
樂
斯
二
者
」
的
道
德
本
有
之
樂

。

然

孟
子
所
謂
「
樂
斯

二
者
」
之
樂
，
不
必
從
結
果
決
定
，
可
以
說
是
心
之

「
本
情
」
'
亦
即
本
心
所

具
有
的
形

上
成
素
。
本
心
之
樂
於
實
踐

仁
義

(
或
說
為
善
)
，
是
本
心
自
身
具
有
的
自
發
性
情
感
，
只
要
本
心
操
而

存
之
，
這
種
自
發
性
的
情
感
便
會
發
出
。
這
固
定
康
德
所
未
論
及
之
處
，

而
這
也
是
孟
子
睿
見
獨
具
之
處
。

本
心
自
發
地
樂
於
實
踐
事
親
、
從
兄
的
孝
佛
之
行
，
這
里
面
所
產

生
的
「
道
德
情
感
」
固
定
無
窮
的
悅
樂
。
依
孟
子
之
說
，
這
無
窮
的
悅
樂

是
由
「
樂
斯

二
者
」
而
來
，
「
則
」
字
表
其
因
果
關
係

。

這
種
樂
因
由

本
心
的
白
發
性
實
踐
而
來
，
故
不
是
受
外
在
條
件
決
定
的
。
(
告
子

上
了
五

•• 

「
仁
義
忠
信
，
樂
善
不
倦
，
此
天
爵
也

0

公
卿
大
夫
，
此
人

爵
也
。
古
之
人
修
其
天
爵
，
而
人
爵
從
之
;
今
之
人
修
其
天
爵
'
以
要

人
爵
，
既
得
人
爵
，
而
棄
其
天
爵
。
」
對
於
道
德
情
感
是
否
受
外
在
條

件
決
定
，
正
可
提
供
一
個
說
明
，
孟
子
所
說
的
「
天
爵
」
'
是
由
「
樂

善
不
倦
」
所
規
定
者
，
其
「
樂

L
相
當
於
「
樂
斯
二
者
」
的
「
樂
」
'

這
是
完
全
屬
於
道
德
自
覺
方
面
的
事
，
與
公
卿
大
夫
的
「
人
爵
」
勢
位

本
質
上
並
不
相
干
，
因
此
不
受
這
些
外
在
條
件
的
決
定

。

但
令
人
以

「
天
爵
」
為
手
段
以
追
求
「
人
爵
」
'
則
其
「
樂
益
己
已
夾
雜
著
人

欲
，
其
樂
自
不
再
是
由
本
心
而
發
，
至
其
實
踐
仁
義
忠
信
的
快
樂
之

惰
，
更
是
受
其
所
求
的
人
爵
之
得
失
影
響

c

孟
子
所
要
指
出
的
是
，
道

德
實
踐
不
能
淪
為
手
段
，
其
本
身
就
是
目
的
，
既
是
目
的
，
自
不
是
外

在
條
件
所
可
決
定
。
從
此
而
言
，
當
可
明
白
為
倚
在
自
發
性
，

m
縫
中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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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註

註
1•• 
參
見

(
告
子
上
)
公
都
子
與
孟
子
有
關
人
性
的
問
答
，
其
中
公

都
子
提
到
人
性
的
四
種
說
法
，
一
是
「
性
無
善
無
不
善
」

(
主
口

子
所
主
張
)
，
二
固
定
「
性
可
以
為
善
，
可
以
為
不
善
」
三
二
是

「
有
性
善
，
有
性
不
善
」
'
四
是
「
性

善
」
(
孟
子
所
主

張
)

註
2•• 

孔
子
思
想
遺
留
下
的
兩
個
問
題
，
一
為
自
覺
心
如
何
證
立
的
問

題
二

一是
政
權
轉
移
的
問
題
，
見
勞
思
光
《
中
國
哲
學
史
》
，

第
一
卷
註
'
頁
九

0

，
香
港
中
大
崇
基
學
院
。

註
3
.. 

孟
子
對
於
禮
樂
之
「
樂
」
的
解
釋
極
為
特
殊
，
但
與
「
禮
根
於

心
」

-
致
，
可
說
是
「
樂
根
於
心

」
'
見
本
章
第
三
節

。

註
4•• 

「
本
心
」
等
詞
均
見
(
虹
口
子
上
)
。
一
見
第
十
章•• 

「
此
之
謂

失
其
本
、
心
。

」
一
見
第
八
章

•• 

「
雖
存
乎
人
者
，
豈
無
仁
義
之

心
哉
?
其
所
以
放
其
良
心
者
，
亦
猶
斧
斤
之
於
木
也
。
」
本
、
心

所
指
，
是
心
未
受
欲
望
干
擾
時
的
本
來
之
心
;
良
心
所
指
，
固
定

郎
、心
的
本
質
之
良
善
說
其
為
良
心

•• 

仁
義
之
心
，
則
就
心
之
本

具
仁
義
禮
智
諸
德
說
其
為
仁
義
之
心

。

註
5•• 

「
思
」
的
意
義
，
徐
復
觀
認
為
包
含
反
省
和
思
考
兩
重
意
思
，

但
在
孟
子
則
特
別
重
在
反
省
這
一
方
面
。
仁
義
為
人
心
所
固

有
，
一
念
的
反
省

、

自
覺
，
便
當
下
呈
現
出
來
，
所
以
說
「
思

則
得
之
」

o

見
《
中
國
人
性
論
史
》
'
頁
一
七
一
，
商
務
印
書

鋪
開。

註
6
•• 

見
(
告
子
上
)
第
三
章
。
又
第
四
章
含
子
曰
:
「
食
色
性

也
。

」
均
從
生
物
本
能
而
說

。

註
7•• 
性
善
為
孟
子
思
想
體
系
的
基
礎
。
故
(
勝
文
公
上
)
云

•• 

「
孟

子
道
性
善
，
言
必
稱
堯
舜
。
L

註
8•• 

公
都
子
惑
於
人
性
諸
說
，
以
此
問
題
請
教
孟
子
，
孟
子
的
回
答

不
就
性
說
，
而
只
就
四
端
之
心
為
人
普
遍
具
有
，
仁
義
禮
智
內17 



鵝
湖
月
刊
第
二
二
卷
第
八
期
總
號
第
二
六
。

具
於
心
說
性
為
善
。
明
是
以
心
合
眾
德
說
性
善
。
最
後
引
詩

「
天
生
蒸
民
，
有
物
有
則
，
民
之
秉
舞
，
好
是
懿
德
」
一
段
，

則
是
以
心
、
性
之
善
為
天
生
之
則
，
人
普
遍
具
有
這
心
性
之

善
，
故
一
切
道
德
實
踐
因
此
成
為
可
能
。

註
9

•• 
如
韋
政
通
云

•• 

「
孔
子
由
周
文
悟
得
的
仁
，
不
僅
是
要
成
就
生

活
的
合
理
，
且
是
要
為
個
體
的
生
命
與
客
觀
的
法
度
之
間
，
提

供
一
貫
通
諧
和
之
基
礎
，
這
是
孔
子
自
覺
地
建
立
人
文
思
想
的

初
衷
。
要
完
成
孔
子
的
初
衷
，
向
內
轉
的
一
面
固
甚
重
要
，
但

不
能
止
於
此
，
若
止
於
此
，
就
不
兔
內
偏
一
面
;
孟
子
之
發

展
，
就
正
代
表
這
一
偏
向
。
這
一
偏
向
只
承
襲
了
孔
子
建
立
人

文
思
想
意
義
的
一
半
。
」
吾
人
既
認
為
孟
子
並
非
重
內
經
外
，

其
心
性
基
礎
的
抉
發
也
如
孔
子
一
樣
，
「
不
僅
是
要
成
就
生
活

的
合
理
，
且
是
要
為
個
體
的
生
命
與
客
觀
的
法
度
之
間
，
提
供

一
貫
通
諧
和
之
基
礎
」
'
並
無
向
內
轉
的
「
偏
向
」
。
不
能
因

為
與
苟
子
對
照
，
即
謂
孟
子
代
表
向
內
轉
的
偏
向
。
其
實
就
理

論
言
之
，
孔
孟
乃
相
承
，
苟
子
是
另
一
路
。
韋
說
見
《
苟
子
與

古
代
哲
學

v
'
頁
三
、
四
，
商
務
印
書
館
。

註
m•• 
戰
國
攻
伐
兼
并
日
烈
，
百
姓
流
離
轉
徙
，
難
以
為
生
，
故
普
遍

地
產
生
天
下
一
統
的
要
求
，
孟
子
於
此
言
「
天
下
烏
乎
定
?
定

於
一
」
(
梁
惠
王
上
)
。
然
一
統
須
以
王
道
為
主
，
孟
子
又
有

尊
王
點
霸
之
說
，
謂
「
以
力
假
仁
者
霸
，
霸
必
有
大
國
;
以
德

行
仁
者
王
，
王
不
待
大
」
(
公
孫
丑
上
)
。
一
統
新
王
與
玉
道

之
說
，
乃
因
時
世
與
孔
子
異
，
故
由
周
天
子
領
導
的
秩
序
非
孟

子
所
重
，
但
非
認
為
禮
樂
可
廢
也
。

註
H

•• 

蔡
公
權
《
中
國
政
治
思
想
史
》
'
頁
九
五
，
文
化
大
學
出
版

部
。

註
口
•• 

筍
子
的
禮
樂
思
想
見
本
文
第
宜
章
。

註
曰
:
《
康
德
的
道
德
哲
學
》
附
錄
一
，
牟
宗
三
譯
，
頁
四
三
八
，
學

生
書
局
。
﹒

崔
長
三
←
t
E
堅
圓
圓
E
盟
B

a
s
-
E
E
-
-
-
'

，
，
.
圖
，
E
E
I
E訓
，
Z

重
回

牟
宗
三
先
生
，
是
做
叫
什
級
的
大
哲
學
家
，
亦
是
當
代
新
儒

家
領
果
你
存
最
後
謝
世
的
大
師
。
其
年
譜
自
當
以
學
術
忠
心
為

土
綱
。
牟
先
生
七
十
哲
誕
之
時
，
本
首
作
者
特
以
民
文
論
敘

「
缸
，
先
生
的
學
位
服
和
典
著
作
」

'
V
A採
偏
年
方
式
照
述
「
牟

先
生
學
行
新
述
紀
要
」
。
十
餘
年
來
，
途
有
增
划
，
何
經
牟
先

生
親
自
過
日
印
呵
，

本
年
叫
鴨
山
以
『
學
行
紀
要
』
六
卷
‘
「
削
乎
也
時
位
』
六
階
段
，

與
『
著
作
出
版
年
次
去
」
合
為
一
帥
，
並
以
「
學
行
車
路
、
喪

紀
‘
全
集
制
日
初
扭
扭
」
為
仰
的
神
﹒
統
而
觀
之
，
一
代
大
哲
之
間
+

州
心
師
恍
如
日
山
、
革

h
H你
仲
.
晶
宮
國
固
、
間
心
相
心
川
…
品
加

m
N
M
M
U
N
m
仕
午
摳
，
市

f
v岫
帥
、
師
剛
甘
此
間
H
A八

等
，
甘
已
作
了
信
貫
之
記
述
、
的
準
之
設
釋
與
恰
如
其
分
之
誠

向
固
有
仇
斗
入
商
女

甲
、
學
衍
紀
要

卷
一
、
出
生
之
年
至
四
十
歲
己
也
D
D
I
S
V

卷
二
、
四
十
一
歲
至
六
十
歲
已
由
此
也

l
g
v

卷
三
、
六
十
一
歲
至
七
十
歲
己
咀

g
i
a
v

卷
四
、
七
十
一
歲
至
七
十
六
歲
己
也
已

i
g

卷
五
、
七
十
七
歲
至
八
十
二
歲
己
申

g
i
g

》

卷
六
、
八
十
三
歲
至
八
十
七
歲
己
也
E
I
S
V

乙
、
學
息
時
程

封
閉
一
點
個
叫
成
吉
且
揖
見
的
叫
岫
阱
伍
山

當
卅
一
一
點
間
的
刊
的
加
軍
雄
冊
的
山
回
也
椒
們

當
卅
一
一
一
酷
阻
師
成
中
甘
甜
間
的
叫
非
心
祖
個
師
問
日
封
岫
阻
的
叫
做
肝
祖
個

第
四
階
段
舊
學
一
商
量
加
遼
密

第
五
階
段
新
知
培
養
轉
深
沉

第
六
階
段
學
恩
的
團
成
七
十
以
後
的
學
息
與
著
作

"
、
著
作
仙
服
年
次
表

附
錄
付
學
行
由
于
盼
、
付
費
紀
、
的
令
車
繭
H

初
提

學
生
書
局
出
版
，
全
書
三
四

0

頁
，
定
價
平
裝
-
二

0

元
，
此
間

裝
，
于
七

0

元
，
請
以
電
話

=
-
A
H三
1
l

四
-
五
六
垮
詢
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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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前
言

胡
適
是
二
十
世
紀
中
國
學
術
思
想
史
上
的
一
位
中
心
人
物
，
從
一

九
一
七
年
因
提
出
文
學
革
命
的
綱
領
而
「
暴
得
大
名
」
，
經
歷
了
四
十

多
年
「
譽
滿
天
下
，
謗
亦
隨
之
」
的
一
生
(
註

l
)

。
不
管
是
譽
是

謗
，
胡
適
是
與
近
代
整
個
學
術
文
化
相
結
合
的
，
反
映
出
當
時
社
會
變

遷
下
某
一
類
知
識
分
子
的
意
識
形
態
與
理
想
志
業
，
且
帶
動
出
新
的
文

化
運
動
與
改
革
風
潮
。
當
然
，
在
這
個
浪
頭
上
，
胡
適
也
成
為
一
個
頗

具
爭
議
的
人
物
。
不
僅
中
共
當
局
於
一
九
五
。
|
五
一
年
間
動
員
其
兒

子
與
學
者
痛
斥
胡
適
為
「
反
動
派
的
忠
實
官
吏
及
人
民
的
公
敵
」
(
註

2
)

。
在
臺
灣
因
一
九
六
一
年
二
月
的
一
篇
有
關
對
傳
統
文
化
的
批

判
演
說
，
竟
招
來
了
又
一
次
的
「
圍
剿
」
(
註

3
)

，
引
發
出
一
場
對

胡
適
評
價
的
論
戰
有
了
「
捧
胡
」
、
「
罵
胡
」
間
的
對
立
與
衝
突
(
註

4) 

其
實
像
胡
適
這
樣
的
人
物
，
其
歷
史
的
功
過
評
價
並
不
是
很
重

要
，
歷
史
本
來
就
只
是
一
面
鏡
子
，
把
人
物
一
切
的
因
緣
聚
會
都
投
射

出
來
，
還
給
他
一
個
真
實
存
在
的
歷
史
命
運
。
這
也
正
是
胡
適
所
主
張

的
社
會
不
朽
論
，
形
成
了
其
獨
特
的
宗
教
觀
念
，
其
二
百
一
動
都
與
當

時
文
化
的
走
向
，
有
了
「
共
命
」
的
交
涉
關
係
，
其
「
暴
得
大
名
」
的

如
押L
苦
心
闡
明
胡
圳
站
吧
的
叫
L
F
F
F
錯
咱
們
祖
吼
(
L
A
)

背
後
，
實
際
上
反
映
的
是
一
股
祖
釀
已
久
一
觸
即
發
的
文
化
勢
力
(
註

3
)

，
胡
適
只
是
盡
其
一
身
的
努
力
，
來
推
動
時
代
的
轉
變
而
已
，
用

胡
適
自
己
的
話
來
說
，
是
以
「
小
我
」
的
功
德
罪
惡
，
一
一
地
留
下
來

影
響
在
那
個
社
會
「
大
我
」
之
中
，
一
一
都
與
永
遠
不
朽
的
「
大
我
」

一
間
永
遠
不
朽
(
註

6
)

。
這
是
胡
適
自
己
設
定
的
宗
教
觀
念
，
也
可

以
用
來
作
為
胡
適
評
價
的
準
則
，
不
必
對
胡
適
有
太
大
的
期
待
或
斥

責
，
胡
適
就
是
胡
適
，
留
下
了
後
人
可
以
批
判
的
「
德
、
功
、
王
一
口
」

如
此
，
胡
適
就
可
以
不
朽
了
。

本
文
企
圖
從
宗
教
觀
念
的
立
場
，
來
重
新
說
明
胡
適
與
近
代
中
國

間
的
互
動
關
係
。
胡
適
的
「
無
神
論
」
也
可
以
說
是
整
個
大
時
代
的
產

物
，
交
雜
了
新
舊
文
化
問
矛
盾
與
對
立
，
形
成
了
一
股
新
的
宗
教
改
革

運
動
，
進
而
影
嚮
到
今
日
兩
岸
的
宗
教
政
策
，
這
也
不
是
當
時
胡
適
所

能
意
料
得
到
的
事
，
這
或
許
也
是
一
種
歷
史
的
宿
命
罷
，
在
傳
統
的
神

滅
論
與
西
方
進
化
論
相
互
衝
擊
下
的
必
然
產
物
，
經
過
這
樣
一
個
階
段

才
能
讓
東
方
社
會
真
實
地
面
對
宗
教
這
一
個
課
題
。
很
遺
憾
的
是
，
中

國
大
陸
仍
然
無
法
完
全
擺
脫
馬
克
斯
「
無
神
論
」
的
陰
影
，
對
宗
教
還

是
有
不
少
的
顧
忌
，
交
織
著
更
多
的
糾
纏
。
從
這
樣
的
文
化
氣
氛
下
來

面
對
胡
適
的
宗
教
觀
念
，
難
免
也
有
一
些
盲
點
，
如
蕭
萬
源
的
〈
持
無

鬼
論
不
信
上
帝
的
胡
適
〉
一
文
，
完
全
基
於
無
神
論
的
立
場
，
贊
美
胡
限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