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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，
仍
人
道
，
因
聖
以
立
功
，
敗
以
成
聖
罰
，
假
日
月
以
定
歷
數

，
“
精
期
時
以
正
禮
樂

.• 

有
所
袋
諱
貶
損
。
(
社

l
)

此
一
「
史
官
有
法
」
顯
示
了
在
孔
子
作
春
秋
之
前
，
「
褒
諱
貶

損
」
的
史
法
存
在
，
乃

一
事
實
，
孔
子
所
以
成
為
私
人
撰
史
的
種
觴
，

無
疑
地
也
是
以
保
存
、
延
續
此
一
史
官
傳
統
的
用
心
，
何
以
盛
稱
「
董

狐
古
之
良
史
也
，
書
法
不
隱
。
」
也
即
是
肯
定
這
份
秉
筆
直
書
，
保
存

史
事
真
相
的
精
神
所
在
;
由
固
定
進

一
步
透
過
春
秋
之
義
例
發
凡
，
中
國

歷
史
哲
學
的
基
本
思
考
亦
有
初
步
的
起
點
。
集
中
國
傳
統
史
學
大
成
的

《
文
史
通
義
》
'
既
以
《
春
秋
》
的
筆
削
之
義
和
《
史
記
》
成

一
家
之

言
的
理
想
，
肯
認
了
《
春
秋
》
在
歷
史
哲
學
思
考
，
上
的
價
值

.. 

史
之
大
原
本
乎
春
秋
，
春
秋
之
義
昭
乎
筆
削
;
華
削
之
義
不
僅
事

具
始
末
，
‘
文
成
規
矩
已
也
。
以
夫
子
義
則
竊
取
之
冒
視
之
，
因
將

綱
記
夭
文
、
推
明
大
道
，
所
以
通
古
今
之
變
而
成
-
家
之
言
者
，

必
有
詳
人
所
咚
，
異
人
之
所
同
，
重
人
之
所
輕
而
忽
人
之
所
謹
;

繩
墨
之
所
不
可
得
而
狗
，
翱
翔
例
之
所
不
可
得
而
泥
。
而
後
微
茫
秒

忽
之
際
有
以
獨
斷
於
-
心
。
及
其
害
之
成
也
，
自
然
可
以
春
天
地

而
質
鬼
神
，
契
前
修
而
俟
後
笠
，
比
家
學
之
所
以
可
貴
也
。
(
.
在

史
家
在
面
對
史
料
、
史
實
之
際
，
除
了
，
既
有
體
例
，
前
人
權
威
之

論
，
以
及
種
種
客
觀
條
件
之
制
約
外
，
是
否
仍
能
有
其
一
定
的
洞
見
或

哲
思
的
「
所
見
」
，
以
幅
發
於
史
料
的
底
蘊
?
因
此
史
料
、
事
件
的
解

釋
、
批
斷

，

即
惰
成

了

史
學
研
究
的
目
的
和
要
務
，
也
惟
有
透
過
此

一

意
向
還
原
的
工
作
，
史
學
的
思
考
，
才
能
卓
然
自
立
;
余
英
時
更
進
工
步

、
歷
史
哲
學
的
反
省

中
國
的
史
學
研
究
，
向
來
有
著
相
當
深
厚
的
人
文
傳
統
，
因
此
反

映
在
整
個
史
學
史
的
特
色
，
約
而
言
之
，
概
有
三
個
前

，問
，
亦
即
人
物

傳
記
的
眾
多
，
其
二
則
是
特
重
褒
貶
的
評
價
。
前
者
致
中
國
史
學
呈
現

著
以
人
為
中
心
的
記
錄
和
表
達
，
因
此
整
個
歷
史
的
發
展
進
程
，
正
配

合
著
人
物
活
動
的

一
切
，
這
和
中
國
文
化
，
著
重
歷
史

書

、
史
官
地
位

的
維
繫
有
關
;
而
後
者
顯
然
承
繼
了
孔
子
作
《
春
秋
》
之
幽
隱
志
趣
，

企
圖
藉
由
史
學
，
展
現
道
德
意
識
的
批
判
與
評
價
，
這
層
歷
史
的
道
德

意
識
，
無
疑
的
形
成
了
一
套
價
值
方
略
，
啟
引
了
史
家
在
歷
史
判
斷
中

的
決
定
性
因
素
，

左
右
了
中
國
人
文
發
展
中
的

「
知
史
」
觀
念
(
包
含

著
君
臣
、
士
人
民
間
角
色
的
定
位
及
價
值
取
決
，
以
及
政
權
的
隆
污
興

替
之
後
設
性
思
考
)
，
但
這
層
因
素
多
少
也
有
違
於
歷
史
的
客
觀
性
。

柯
靈
鳥
的
名
言
「
一
切
歷
史
都
是
思
想
的
歷
史

L

，
很
能
真
顯
歷

史
的
研
究
，
並
不
純
然
地
側
重
外
緣
條
件
的
片
面
思
考
，
也
不
似
西
方

歷
史
主
義
或
實
證
論
者
之
於
歷
史
研
究
的
板
滯
(
即
偏
科
學
史
學
，
並

納
入
社
會
學
研
究
之
應
用
)
，
其
強
調
的
歷
史
學
乃
為

一
獨
立
自
主
性

的
思
考
，
特
別
是
在
魏
晉
之
前
，
經
史
不
分
的
階
段
，
史
學
的
性
格
並

非
狹
義
的
史
料
記
述
、
考
定
、
排
性
工
作
，
而
是
蘊
含
著
一
定
層
次
的

「
經
世
」
思
想
，
而
春
秋
義
例
，
更
是
此
一
義
蘊
的
顯
發
，
《
漢
書
》

中
有
很
好
的
說
明

•. 

周
室
既
微
，
載
甜
甜
品
問
紋
，
仲
尼
忠
存
前
堂
之
業

.. 

以
魯
用
公
之

國
﹒
禮
主
備
物
，
史
官
有
法
，
故
與
左
丘
明
觀
其
史
記
﹒
據
行



以
柯
靈
鳥
《
歷
史
的
理
念
》
中
，
強
調
史
學
研
究
的

三
原

素
•• 

4叫
史
料
的
取
捨

尸
」歷
史
建
設

日
歷
史
批
評
(
註

3
)

作
為
史
學
思
想
的
自
主
性
，
也
唯
有
透
過
這
層
史
學
研
究
的
基
本

理
解
，
才
不
會
將
史
學
研
究
落
入
片
面
的
「
史
學

」
、

「
史
考
」
偏

端
，
如
何
透
過
這
三
個
基
點
，
使
得
史
學
誠
如
章
學
誠
理
想
中
的

「
抉

擇
去
取
」
有
其
則
，
「
圓
神
方
智

L
達
其
境
，
這
將
是
歷
史
哲
學
的
反

省
與
進
路

.• 
本
文
乃
剋
就
《
春
秋
》
經
中
本
已
具
備
的
經
史
性
質
、
體

例
，
以
及
透
過
公
羊
學
之
發
揮
義
疆
，
構
作
「
書
法
」
(
註

4

)

，
以

迴
應
前
述
史
學
研
究
的
哲
思
面
向
，
並
以
董
仲
舒
《
春
秋
繁
露
》
引
為

參
證
的
對
象
，
以
為
當
代
公
羊
學
後
設
性
思
考
的
初
步
實
踐

。

二
、
春
秋
和
公
羊
家
中
的
歷
史
哲
學

春
秋
時
代
在
思
想
史
的
界
說
上
，
若
根
據
勞
思
光
的
「
基
源
問
題

研
究
法
」
而
言
，
其
基
源
問
題
當
是

•• 

「
周
文
疲
弊
，
先
秦
諸
子
率
以

質
救
文
。
」
在
面
對
此
一
天
下
失
序
、
君
臣
乃
致
人
倫
解
體
的
大
時
代

裡
，
個
人
價
值
的
安
立
、
出
處
進
退
的
理
由
，
遂
為
孔
子
所
關
注
的
盲

點
，
《
春
秋
》
的
刪
述
遂
為
其
理
想
的
重
構
與
顯
發
，
進
言
其
寫
作
動

機
隅R
N
m
抽Hm回
川•• 

夫
『
春
秋
』
上
明
三
五
之
道
，
下
辨
人
事
之
紀
，
別
嫌
疑
，
明
是

非
，
定
猶
豫
，
善
善

、

昌
、
苦
心
、
賢
賢
、
賤
不
齊
、
存
亡
國
、
繼
絕

世
、
精
敝
起
由
殿
，
王
道
之
大
者
也
。

(
川紅
b

)

因
是
春
秋
之
制
作
，
不
全
然
據
魯
史
而
為
記
述
之
功
，
其
間
必
有

一
套
價
值

判
斷
，
提
供
裁
量
史
事

、
人
物
的
「
應
然
」
問
題
，
以
及
剋

就
時
代
亂
象
的
「
實
然
」
間
題
，
再
者
春
秋
本
文
畢
竟

文
約

意
隱
，
春

秋
三
傳
之
快
幽
去
晦
，
各
有
其
詮
釋
的
入
路
及
側
重
的
問
題
面
，
肉
，
尤

以
公
羊
傳
之
解
經
至
為
特
殊

.. 

又
公
羊
傳
視
春
秋
為
歷
史
，
更
是
歷
史
哲
學
;
即
春
秋
不
單
為
史

隨
叫叫單
λ
Lg心

《
秦
晉
訕
仇
敵
魚
雷
呵
呵
》
由
1

的
叫
鳳
山wa入
析
。
學
干
白
血

R
S曹
峰
抽
閥
門
甜
甜
呵

實
之
記
載
，
更
為
道
德
理
想
之
表
現
者
，
因
此
公
手
不
以
吏
，
本

身
為
對
象
，
而
自
然
產
生
著
重
闡
發
理
想
之
態
度
。
(

“
誰6

)

爪
自t
f捕
時
區M非
什+
往
描
問刪仰
雷且
由
此
由
民
冉
，

ι銷
酬
鉗
制
，EN帆
布
仙
本
刊
戶
酋
且

咱
看
單
絨但什λ
的
U
E賀
帶
小

下
，
以
孔
子
「
筆
削
春
秋
」
為
大
前
提
，
亦
即
孔
子
論
次
史
記
舊
間
，

對
當
時
之
典

事
、
人

物
、
事
例
，

率
有
其

一
已
自
期
的
價
值
判
準
「

筆

則
筆
、
削
則
削
」
'
此
即
涉
及
了
歷
史
評
價
的
主
觀
問
題
，
而
春
秋
之

義
薇
，
殆
盡
萃
於
斯
，
公
羊
傳
之
發
揚
推
閣
，
更
是
進
互
少
地
完
成
其

一
系
列
之
歷
史
哲
學
構
作
。

前
文
曾
提
及
春
秋
的
人
文
性
絡
乃
「
經
史
不
分
」
之
階
段
，
因
此

既
有
經
之
提
綱
絮
領
，
經
綸
人
世
，
又
復
有
史
之
通
變
特
性
，
章
學
誠

m
w
tt
=口
﹒
.

事
變
之
出
於
後
者
，
六
經
不
能
言
。

(
.在
7
)

經
「
常
」
史
「
通
」
的
雙
重
性
格
之
下

，

春
秋
之
本
身
就
具
有
「

禮
用
常
變
」
的
義
理
規
模
，
並
可
進
一
層
地
涉
及
了
所
謂

「
書
法
」
的

問
題
，
亦
即
史
家
修
史
體
例

.. 

「
材
料
處
理
、
史
事
評
論
、
人
物
褒
貶

」
三
大
方
面
;
所
謂

「
春
秋
筆
法
」
之
「
微

而
顯

、
志
如
晦
、
燒
而
成

章
」
的
特
色
，
正
是
由
此
外
延
的
結
果
。
公
羊
「
傳
義
不
傳
事

」
之
理

念
，
遂
以
被
明
春
秋
大
義
為
端
緒
，
逐
步
建

立
其
鮮
明
的
義
理
規
模
。

總
的
來
說
，
公
羊
傳
針
對
亂
世
之
現
實
與
天
下
一
統
的
理
想
，
為
其
春

秋
義
法
的
兩
個
面
向
，
因
之

一
方
面
承
繼
孔
子
恢
復
周

文
的
理
念
，
秩

序
的
重
建
及
確
立
，
遂
為
其
「
大
一
統
」
的
主
張

。

此
一
大
一
統
的
基

甘
心T加
京
鑄
隅
，
當
早
#
官
貓
叫
前
帆
他

m
m
H
政
料
也
因
心
些
可
的
叫
倚
門
瞎
氓
，
件
作
一
間
間
僻
肝
，
甜
血
泊
吼
闊
的
“

•
. 

此
一
圖
解
事
實
上
在
於
說
明

「
一
統
」
的
理
據
和
現
實
的
考
量
問

題
，
亦
即
公
羊
家

工
刀
面
以
恢
復
孔

子
的
理
想
為
職
志
，
再
者
亦
需
兼

及
現
實
的
處
境
，
順
是
化
約
為
時
、

空
二

翰
，
旨
在
說
明
王
者
以
居

至

尊
之
位
(
即
中
心
正
位
)
，
諸
侯
皆
繫
統
於
王
，
再
者
並
配
以
親
親
之

道
的

「
宗
法
」
理
則
，
以
及
上
下
之
義
的

「
君
臣
」
關
係
，
由
是
構
成

時
間
軸

一
側
面
;
第
二
側
面
所
備
成
的
，
乃
是
關
注
於
先
王
之
道
的
關

係
，
亦
是
孔
子
的
理
想
所
在

。

誠
如
公
羊
傳
所

-
一
百•. 

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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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
子
身
為
春
秋
?
撥
亂
世
反
諸
正
，
美
近
諸
春
秋

。

則
未
知
其
為

是
與
?
其
諸
君
于
樂
道
堯
舜
之
道
與

9•. 
4本
不
亦
樂
乎
堯
舜
之
知
君

于
也

。

制
春
秋
之
義
，
以
俟
后
笠
，
以
君
子
之
為
，
亦
有
樂
于
此

也
。
(
叮
叮
峙8
)

此
繼
其
后

公
羊
的
學
派
，

每
言
孔
于
為
「
萬
世
制
法
」
的
脈
絡
所
在

，
蓋
藉
以
先
王
望
道
，
以
為
立
象
盡
意
所
在

。

再
者
，
就
空
間
軸
線
而

言

，
春
秋
既
據
魯
史
而
來
，
遂
以
王
為
中
心
，
據
魯
為
內
環
，
依

序
由

內
而
外
為
諸
夏
、
夷
狄
之
別
，
此
即

公
羊
的
學
每
每
標
示

「
夷
夏
之
防

」

的
緣
由
，
亦
即
王
道
之
推
廓
，
不
僅
在
時
間
級
序
上
，
有
宗
法
之
親
疏

，
君
臣
之
上
下
，
就
空
間
而

言

，
亦
有
正
統
和
遠
近
差
等
的
疏
別
;
而

空
間
軸
的
建
立
，

在

一
定
層

次
上
，
也
反
映

了

春
秋
剋
就
現
實
處
境
下

二
個
權
衡
所
在
，
因
此
價
值
的
完
成
，
遂
必
與

「
具
體
理
分

」
之
完
成

與
否
有
闕
，
此

一

「
具
體
理
分

L
則
表
現
於
「
正
名

」
的
前
提
，
進
而

就
其

事
例
乖
違
或
實
踐
，

作
兩
面
考
察

，
由
是
構
成
了

公
羊

學
在
據
史

實

，

彰
義
法
的
多
重

判
準
'
歸
納
而

言

，
遂
有

「
二
一科
九

旨

」
阱
，
綜

說
。

「
三
科
九
旨

」
之
說
，
乃
公

羊
學
家
在
春
秋
內
涵
義
理
的
剖
析
上

，

漸
次
推
演
稱
作
的
思
想
體
系
，

每
成
為
公
羊
家

歷
史
思
考
的
核
心
所

在
;
代
表
性
的
論
點
，
可
以
何
休
(
註
刊

)

、
宋
翔
鳳

{
註
H

)
一
一家

比
較
之
，
李
新
霖
乃
據

此
二
家
之
論
據
，
歸
納
作
為
表
解

.. 

(
註
口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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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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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 以 4月 故 存
眷

秋

dUO - 一

新
往 玉 周 宋 統

開 所 所 所 f長
見 開 傳聞
異 其 ;: 

辭 辭 異 一

來
辭

世

一 ( 內 內 異
夷 諸 其

統 狄 夏 國
進

而 而

於
內 諸

夏 夷 諸
) 狄 夏 內

李
新
霖
認
為

二
家
之
論
點
相
仿
，
唯
何
氏
納

九
旨
在
三
科
之
內
，

宋
氏
列
於

三
科
之
外
，
且
何
氏
第

一
科
和
宋
氏
「
存

三
統
」
相
當
，
第

二
科
與
其

「
張
三
世
」
相
當
、
第

三
科
和
其
「
與
內
外

」
相
當
;
此
間

正
如
宋
氏
所

-T-
7

至
少
涉
及
了
「
詳
略
」
、
「
親
疏
」
、

「
輕
重
」
的

三
種
筆
法
問
題
，
若
能
叩
契
前
述
「
大

一
統
」
之
結
階
而
言

，

是
則
公

羊
家
所
企
圖
建

立
的
春
秋
書
法
、
筆
削
架
構
，
大
致
吻
合
前
述
史
家
修

史
體
例
的
內
涵
-

-

H
材
料
處
理
﹒
即
時
代
遠
近
、
詳
略
問
題
。

日
史
事
評

論.• 
即
學
件
在
大

一
統
全
局
中
的
親
疏
、
內
外
問
題

。

曰
人
物
褒
貶

.. 

即
人
物
在
大

一
統
制
約
中
的
上
下
，
具
體
理
分
問

題
。

復
次
，
正
如
前
章
我
們
論
及
了
柯
霾
鳥
論
史
學
研
究
的

三
原
素
，

即
「
史
料
的
取
捨

」

、
「
歷
史
建
設
」
、

「
歷
史
批
判

」
的
三
大
環
節

二
眷
秋
公

羊
學
不
論
是
否
有
其
為

「
後
世
立
法
」
的
意
圈
，
至
少
在
其

書
法
中
顯
然
有
宜

二

套
歷
史
哲
學
的
理
念
和
實
際
方
法
判
準
，
以
作
為

其
筆
削

、
定
奪
的
憑
據
，
而
這
正
是
春
秋
所
以
有
其
成

一
家
之

言
用
心

，

以
及

「
別
識
、
U
裁
」
‘

「
微
茫
秒
忽
之
際
有
以
獨
斷
於

一
心

」
的
理

據
所
在
，
並
進
而
推
廊
而
有
公
羊
學
的
整
體
義
理
規
模

•• 

「
正
統
論
、

華
夷
觀
、
內
外
議
、
復
餓
論
、
經
權
說

」

(註
U

)

，
在
具
體
實
踐
方

面
，
公

羊
學
之
於
春
秋
中
所
涵
括
的
史
事
、
人
物

等
現
象
，
乃
企
圖

-



“
咱
油
用
閏
月
吋
呵
信

-
m
二
，

-
-
a
唔•• 

m
二
借
用
曲
句
她
現
僧
，
二
、

dh
t
J
H
H

方
向
還
原
其
意
向
(

動
機
，

行
為
立
問
既
存
的
關
係
)
，
以

結
合
實
際

，史
料
之
概
括
，
最
後
根
據
其
判
準
'
予
以
決
斷
去
取
，
而
有
褒
貶
抑
揚

的
筆
法
，
甚
且
在

「
文
字

」
施
用
上
，
又
有
微
妙
之
意
旨
，
此
點
將
在

後
文
詳
述
，
中
國

「
貴
文

」
的
傳
統
(
即
以
雅
文
為

主
流
，
文
字
的
多

義
性
，
在
不
悶

脈
絡

、
情
境
中
，

有
不
同
的
所
指
和
喊
否
特
色

)
，

在

春
秋
公
萃
的
學
中
，

呈
現
了
繁
複

、
關
閉
設
的
多
重色
彩
。

《
春
秋
繁
露
》

中
的

書
法
問
題

《
春
秋
繁
露
》
是
漢
代
公
羊
學
之
代
表
性
著
作
，
董
仲
舒
試
圖
在

「
復
古
更
化

」
的
前
提
下
，
建
立
一
「
超
越
理
性
」
(
即
王
道
之
端
和

天
道
之
端
相
應
之
天
下
關
係
)
以
彰
題
一
「
超
越
理
想

L
(
即
任
德
不

任
刑
之
政
教
合

二
(

註
M

)

，
而
其
《
春
秋
繁
露

V

一
作
，
即
鮮
明

地
表
現
其
春
秋
學

要
義
，
如

大

一
統
、

三
正
三
統
與
質
文
遞
鏈
，

春
秋

三
等
(
眷
秋
分

十

二
世
以
為
三
等

，
有
見

、

有
閩
、
有
傳
聞

)
、
周
君

從
天
、
天
人
感
應
等

.. 

若
詳
究

其
書
中
，
關
於
春
秋
書
法

(或
云
義
法

)
的
論
點
甚
夥

'

主
要
集
要
在
發
揮
春
秋
的
「
微

言
大
義
」
(
註
的
)

，
因
此
筆
者

試
圖
藉
由
前

二
章
初
步
探
討
之
春
秋
中
歷
史
哲
學
的
價
概

，

嚐
試
透
過
方
法
意
識
的
自
覺
、
歸
納
出
公
羊
書
法
的
基
本
架
構
;
此

一
架
構
的
來
源
，
即
關
涉
了
前
文
論
及
傳
統
史
學
上
史
家
的
修
史
條
例

前
提
，
復
以
柯
靈
鳥
、
章
學
誠
二
氏
之
於
歷
史
哲
學
之
思
考
，
並
據
春

秋
大
一
統
之
結
構
圖
式
以
及
「
三
科
九
旨

L
的
比
照
、
參
證
，
歸
納
而

為
下
，
文
將
分
別
表
述
的
春
秋
公
羊
書
法
架
橋
，
而
在
比
較
參
證
上
，
則

以
《
春
秋
繁
露
》
中
的
實
例
，
作
為
驗
譚
來
源

。
今
就
前
文
的
線
索

、

來
源

，
在
理
論
稱
作
上
，
簡
表
如

下
;

並
分
節
敘
述
之

•• 

門
史
料
的
取
捨
問
題

史
料
的
取
捨
'
即
針
對
材
料
本
身
的
來
源
、
質
性
、
問
題
，
作

一

初
步
的
疏
鑑
，
以
求
進

一
步
尋
繹
其
所
涉
及
之
脈
絡

和
史

學
範
疇
，
因

此
材
料

中
呈

現
的
現
象
;

本
身
務
必
反

映
著
若
干
的
問
題
面

向
.• 

史
家

的
工
作
並
非
一
昧
地
自
限
於
材
料
之
考
辨
，
綜
輯
等
平
面
工
作
，
而
是

隨
吽
回
文
士
心

《春
秋
繁
露

》
中
的
歷

史
哲
學
與
書
法
問

題

1
月
傳
是
不
博
事

!
材
料
是

|
|
|

|

事
件
本
身

一

(史
料
取
捨

)

「
借
歷
史
事
件
作
評

斷
」
實
微
重
始

T
貴
志

L

質
文

人物
評

定

「一「
位{實
序值
等完
級成

」
貴
賤

L

君
臣
、

民
元

、
天

家毒
害秋

法公

羊

歷 吉克

史 且興
建義
iEi 

天
道

諭

「一I
君天
權志

U
|說
玉

1 
時

代
~J
緣

「一I
時內

室外

夷
夏

之

防

1
.

實
際
筆
法
義

1
l

隱
顯
|

內
外
、
述

近
、
輕
重
、
避
諱

(廣
史
批
判

)
「

2

褒
貶
|
嘉

、
磯
、
蚓
、
誅
、
滅
、
絕
、
戒
、
“
民
、
賤

試
圖
還
原
其
中
的
思
想
意
向
，
特
別
是
孔
子
作
春
秋
時
的
過
程
:

故
西
觀
周
室
，
論
史
記
舊
聞

..... 

約
其
辭
﹒
叉
，
去
其
煩
重
以
制
義

法

。
(
註
M
)

亦
如
柯
靈
烏
所
言

•• 

「
史
學
思
想
的
自
主
性
最
初
見
於
史
料
取
捨

工
作
的
最
簡
單
形
式
之
中
。
」
順
是
公
羊
家
在
處
理
春
秋
中
涉
及
的
史

料
和
史
實
問
題
之
前
，
基
本
上
已
有
了
初
步
的
刪
定
工
作

(即
志
在
刪

述
的
孔
子

)

，
於
是
即
有
「
傳
義
不
傳
事

」
之
特
色
，
而
此

「
義
」
之

所
在
，

一
則
牽
涉
在
後
節
將
綜
述
的
設
準
問
題
，

一
則
呈
現
了

公
羊
家

在
正
視
歷
史
事
件
時
，
所
偏
重
的
盲
點
，
可
以
《
春
秋
繁
露
〉
中
論
志

、
責
微
重
胎
的
觀
點
示
例

.. 

春
秋
譏
文
公
以
喪
取

....

. 
緣
此
以
論
禮
，
禮
之
所
重
者
，
在
其
志

.. 
志
為
質
，
物
為
主

.••.

.. 
然

則
春
秋
之
序
進
也
，
先
質
而
後
﹒
叉

，
右
志
而
左
物

。
(
.在
口

)
5

「
可
》



鵝
湖
月
刊
第
二
三
卷
第
四
期
總
號
第
二
六
八

春
秋
之
好
徵
典
，
其
貴
志
也
，
春
秋
修
本
末
之
義
，
速
變
故
之
應

，
通
生
死
之
志
，
逗
人
道
之
極
者
也
。
(
註
間

)

春
秋
之
聽
獄
也
，
必
本
其
事
而
原
其
志
。
志
邪
者
，
不
待
成
;
冒

惡
者
，
界
性
吋
重
;
本
直
者
，
其
論
輕
。
〈
‘
紅
凹
)

原
「
士
心
L
之
所
之
，
亦
即
可
還
原
歷
史
現
象
的
所
以
然
之
理
，
也

可
以
進

一
步
反
省
形
制
、
典
章
推
行

之
緣
由
，
於
是
歷
史
事
件
的
材
料

取
決
，
已
不
是
純
就
表
象
、
輿
論

予
以
定
奪
，
而
是
必

須
作

一
初
步
的

反
省
工

作
，
因
果
關
係
的

一灰
溯
，
更
進

而
強
調

「
慎
微
」
的
觀
念

•. 

春
秋
記
天
下
之
得
失
，
而
見
所
以
然
之
故
，
甚
曲
而
明
，
，
且
一

A傳
而

著
，
不
可
不
察
也

。

失
泰
山
之
為
大
，
弗
察
弗
見
，
而
況
微
妙
者

手
1
.
故
按
春
秋
而
通
往
事
，
窮
其
端
而
視
其
故

。
(
﹒
紅
別
〉

春
秋
至
意
有
二
坊
，
不
本
二
端
之
所
從
匙
，
亦
未
可
輿
論
栽
異
也

，
小
大
微
著
之
分
也
，
夫
覽
求
微
細
於
無
端
之
處
，
誠
知
小
之
將

為
大
也
，
微
之
將
為
善
也
，
吉
凶
未
彤
，
聖
人
所
獨
立
也
，
雖
欲

從
之
;
木
曲
也

已
，
此

之
謂
也
.••... 

是
小
者
不
得
大
，
微
者
不
得

著
，
雖
甚
末
，
亦
一
鴿
，
孔
子
以
此
效
之
，
吾
所
以
貴
微
重
始
是

也
。
(
注
訂
)

借
史
事
作
評
斷
，
所
倍
資
者
即
在
於
史
事
中
現
象
的
剖
析
、
還
原

，

因
此
公

羊
家

特
重
人
物
情
志
的
表
現
和
其

具
體
理
分
，
其
來
源
正
奠

基
於
出
史
料
取
捨
所
在
，
亦
即
希
望
透
過
事
件
本
身
(
如
災
異
、
亂

象
、
外
交
、
戰
爭
)
的
如
是
表
述
，
隱
含
有
其

一
定
的
意
圈
，
或
內
在

於
人
物
的
情
志
，
或
見
乎
事
件
之
端
緒

.. 

因
惡
失
推
災
異
之
車
於
前
，
然
後
國
安
危
禍
亂
於
後
者
，
非
春
秋

之
所
甚
貴
也
，
然
而
春
秋
舉
之
以
為
一
端
者
，
亦
欲
其
省
天
建
，

而
畏
夭
戚

，

內
動
於
心
志
，
外
見
於
事
情
，
修
身
審
已
，
明
善
心

以
反
述
者
也
，
豈
非
貴
微
重
始
，
慎
終
拉
效
者
必
氓

。

(
刊
注
明μ)

透
過
此
一
一
收
拾
過
程
，
史
料
不
再
是
一
堆
平
面
的
展
示
，
而
約
化

為
人
的
情
志
，
和
事
件
的
發
端

，
如
此

方
能
進
主
少
地
論
及
歷
史
思
考

的

「
自
主
性
」
所
在
，
並
且
尋
究
史
料
取
拾
的
標
準
和
判
斷
問
題

。

叫
史
料
的
歷
史
建
設
問
題

抬

史
料
的
取
捨
，
不
僅
在
於
「
事
具
始
末
、
文
成
規
矩

L
'
誠
如
前

文
章
學
誠
之
於
孔
子
筆
削
之
義
的
體
認

•• 

「
所
以
通
古
今
之
變
而
成

一

家
之
言
者
，
必
有
詳
人
所
略
、
異
人
之
所
同
，
重
人
之
所
輕
而
忽
人
之

所
謹
;
繩
墨
之
所
不
可
得
而
拘
，
類
例
之
所
不
可
得
而
泥
。
而
後
微
茫

秒
忽
之
際
有
以
獨
斷
於
一
心
。

」
此

一
別
識
心
裁
的
議
斷
，
勢
必
和
時

代
，
真
理
有
其
辯
證
關
係
'
誠
如
柯
霾
烏
所
言
的
「
歷
史
建
設
問

題
」
:他

對
他
的
研
究
主
題
所
描
繪
的
全
景
，
其
中
綽
有
一
部
分
陳
述
係

直
接
採
自
以
往
的
權
威
，
但
還
有
-
部
分
陳
述
則
是
他
根
據
自
己

的
樣
準
'
方
法
和
價
值
系
統
而
推
論
得
之
，
而
且
麼
史
家
的
史
才

愈
高
則
其
後
一
部
份
在
全
景
中
所
佑
的
分
量
也
愈
多
。
(
註
羽
)

由
此
一
申
述
即
能
聽
到
叫
到
「
設
準
」
的
存
在
，
實
為
歷
史
建
設
時

的
憑
據
，
而
設
準
之
決
定
，
亦
反
映

了
史
家

在
歷
史
律
則
中
以
及

一
巴

的
存
在
感
受
的
深
刻
程
度

，
並
且
用
以
對
應
於
當
代
抑
或
過
往
事
象
之

學
肌
分
理
。
春
秋
所
謂
的
義
法
，
筆
削
的
問
題
，
即
是
這
套
歷
史
建
設

設
準
的
問
題
，
反
映
著
史
觀
、
史
識
的
稱
作
及
自
覺
，
因
此
表
現
於
公

羊
家
的
鞏
固
法

，
其
側
重
人
物
的
評
定
即
以
「
位
序
等
級

」
(
如
在

宗
法

或
政
治
上
的
位
階
，
角
色
)
以
及
「
價
值
完
成

」
'

(即
名
實
相
符
，

質
文
兼
稱
的
具
體
行
為
)
的
結
合
考
察
為
主
脈
，
並
依
前
述
大
一
統
架

憐
的
制
約
，
以
時

空

，
內
外
為
配
景
，
作
為
進

一
步
判
準
的
依
據

。

倘

若
在
董

仲
舒
《
春
秋
繁
露
》
系
統
下
，
此

二
大
端
緒

(
人
物
評
定
、

時

代
外
錄
)
，
最
後
仍
須
契
屬
於
其
天
道
論
的
義
理
問
架
，
而
為
圍
成
;

復
次
結
合
上
述
的
設
準
依
據
，
禹

作
進

一
步
地
按
核
事
件
本
身
，
則
歷

由
扎
的
川
叫
們
臨
倒

寸4
申
兀的
帆。

人
物
評
定
方
面
若
論
位
序
等
級
關
係
，
勢
必
結
合
天
道
論
中
的

「

夭
志

」
根
源
，
而
為
一
套
秩
序
的
要
求
，
而
有
「
元
」
、
「
天
」
、
「

君
臣
」

、

「
民
」
、

「
責
駿
」
、
「
差
等
」

的
上
下
層
關
係
，
其

「
價

值
的
完

成
」
問
題
，
即
以
此

為
設
準
所
在
﹒



是
以
春
秋
變

一
個
哩
之
元
，

一兀
猶
原
也
，
其
義
以
隨
天
地
終
始
也

。

春
秋
之
法

•• 

以
人
隨
君
，
以
君
隨
夭

.... 

故
屈
民
而
仲
君

、

反
君

而
介
天
，
春
秋
之
大
義
也

。

(
﹒
証
自
)

春
秋
之
法
、
卿
不
憂
諸
候
，
政
不
在
大
夫

.... 

:
且
春
秋
之
義
，
臣

有
惡
擅
名
美
，
故
忠
臣
不
顯
培
坤
，
欲
其
由
君
出
也

。

(
、
在
前)

春
秋
立
義
，
天
子
祭
天
地
，
諸
侯
祭
社

m慌
，
諸
山
川
不
在
封
內
不

券
。

有
夭
子
在
，
諸
侯
不
得
事
池
，
不
得
車

﹒
封
，
不
得
專
執
天
子

之
大
夫
，
不
得
舞
天
子
之
祭
，
下
得
致
天
于
之
斌
，
不
得
過
天
于

之
貴
。
(
註
訂
)

由
此
一
封
建
機
制
下
的
位
時
秩
序
原
理
，
稱
成
一
基
本
設
準
，
進

而
剋
就
具
體
史
事
加
以
評
斷

，
人
物
之
價
值
完
成
與
否
的
問
題
，
春
秋
即

有
其
或
隱
或
顯
的
識
斷
，
寓
藏
其
中

.. 

春
秋
之
辭
多
所
況
，
是
文
約
而
法
胡
也

。

(
.
在
詞)

故
貫
比
而
論
，
是
非
難
難
悉
待
，
其
義
一
也

﹒

﹒
以
比
言
之
、
法

論
也
，

h
a
z
u
比
而
，
處
之
，
訟
辭
也

•..... 

鑄
筱
比
類
，
以
發
其
端
，
卒

無
妄
言
，
而
得
應
於
侍
者

。

(
註
羽
)

辭
已
喻
矣
，
故
日
、
正
義
以
明
導
卑
之
分
，
強
幹
弱
枝
，
以
明
大
小

之
戰
•• 
別
嫌
疑
之
行
，
以
明
正
世
之
義

.• 

采
.被
託
意
，
以
矯
失
站
住

•• 

善
無
小
而
不
舉
，
惡
無
小
而
不
去
。
(
註
油

)

春
秋
，
大
義
之
所
本
耶
!
六
者
之
科
，
六
者
之
指
之
謂
也

.... 

故

志
得
失
之
所
從
生
，
而
後
差
貴
賤
之
所
始
矣
，
論
罪
源
深
淺
定
法

誅
，
然
後
絕
單
獨
之
分
別
矣
!
正
義
定
尊
卑
、
之
序
，
而
後
君
臣
之
職

明
矣
.....
. 
故
可
施
用
於
人
，
而
不
悸
其
倫
矣

。

是
必
明
其
統
"
於
施

之
宜
。

(
川
在
別)

在
此
一
設
準
之
下
，
結
合
事
例
，
或
比
況
，
或
絡
按
比
類
，
莫
不

考
索
其
行
車
是
否
相
應
於
位
序
、
理
分
，
此
一
殊
別
不
分
，
差
等
不
立

，
始
為
枉
失
統
緒
，
春
秋
不
得
不
無
削
之
義

。

因
是
在
人
物
事
件
之
裁

斷
、
定
奪
，
則
有
其
判
準
的
前
提
，
所
以
「
春
秋
之
義
，
臣
不
討
賤
，

隨
m
g文
士
心

《
春
秋
繁
露
》
中
的
歷
史
哲
學
與
書
法
問
題

u 

非
臣
也
，
子
不
復
仇
，
非
乎
也
;
故
誅
趙
盾
，
隊
不
抖
的
者
，
不
香
葬

，

臣

子
之
誅
也
;
許

世
子
止
不

嚐
欒

，
而
誅

為
狀
夫

」
等
(
註

招

)

，
必

有
其
名
實
不
稱
，
理
分
未
盡
之
理
由
，
而
宋
伯
姬
疑
禮
而
死
於
火
，
齊

桓
公
疑
信
而
虧
其
地
，
相
對
的
，
亦
得
到
了
肯
認
贊
揚
。
親
親
之
道
，

君
臣
之
義
，
其
理
即
貫
注
其
中

。

復
次
藉
由
前
述
設
準
，
再
結
合
時
代
外
緣
的
標
準

(即
上
下
、
內

外
、
親
疏
、
遠
近
關
係
)
，
而
有
法
先
玉
、
遠
近

、

內
外
別
，
常
變
之

道
的
判
斷
，
茲
先
就
常
變
而

且
一曲•. 

春
秋
之
於
世
事
也
，
善
復
古
，
譏
易
常
，
欲
其
法
先
玉
也

.... 

今

所
謂
新
王
必
改
制
者
，
非
改
其
道
，
非
變
其
理

。

(
註
犯
)

春
秋
之
道
，
固
有
常
有
變
，
變
用
於
變
，
常
用
於
常
，
各
止
其
科

，
非
相
妨
也

。

〈川紅
M

)

春
秋
有
經
禮
、
有
變
禮
，
為

1
空
女
性
平
必
者
，
經
禮
也
;
至
有
於

性
雖
不
安
，
於
心
雖
不
平
，
於
道
無
以
易
之
，
此
變
禮
也

.••

... 

明

秋
經
變
之
事
，
然
後
，
知
輕
重
之
分
，
可
與
過
榷
矣

。

(
川
在
泊
)

此

一
常
變
之
理
，
即
涉
及
了
公
羊
學
中
的
「
經
權
之
說
」
，
因
之

而
有
其
權

立
之
價
值
設
準
'
復
需
按
核
外
緣
事
象
的
時
間
、
質
性
、
因

故
、
理
分
等
多

重
考
量
，
而
為
其
適
當
的
定
位
或
筆
削

•. 

春
秋
分
十
二
世
，
以
為
三
等
;
有
見
、
有
閥
、
有
傳
聞
、

•.•.

.. 

於

所
見
，
微
其
詳
，
於
所
閥
、
痛
其
禍
、
於
傳
聞

，

教
其
忍
，
與
情

俱
也

因.••.• 

吾
以
其
近
近
而
遠
遠
，
親
親
而
疏
疏
也
，
亦
知
其
責
貴

而
賤
賤
，
重
重
而
輕
輕
也

•..

.. 
是
故
於
外
，
道
而
不
顯
，
於
內
諱
而

不
隱
，
於
尊
亦
然
，
於
賢
、
亦
然
，
比
別
內
外
，
差
腎
不
肯
，
而
等

尊
卑
也
.
... 

故
違
者
以
義
諱

，

近
者
以
智
喪
、
畏
與
義
兼
，
則
世

愈
近
，
而
言
逾
謹
矣

。
(
九証
指

)

春
秋
既
以
義
法
筆
削
，
試
圖
撥
亂
反
正
，
恢
復
周
文
制
作
的
倫
常

紐
帶
，
因
此
近
詳
遠
略
，
錄
肉
略
外
，
興
滅
國
、
繼
絕
世
、
使
亂
臣
賊

子
懼
，
此
大
體
為
孔
子
入
世
志
業
之
所
在
，
自
春
秋
義
法
的
歷
史
建
議

，

一
者
不
僅
可
還
原
史
實
的
理
線
、
價
值
判
準
，
更
可
以
體
映
公
羊
家
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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藉
此
為
後
世
「
立
法
」
之
用
心
，
其
中
雖
不
兔
滲
入
太
多
主
觀
為
用
，

附
會
與
後
設
成
分
(
如
災
異
、
工
人
志
之
說
)
，
其
大
一
統
圖
象
之
建
構

和
史
觀
，
卻
可
從
中
得
其
便
慨
。

同
歷
史
的
批
判
問
題

章
學
誠
所
以
盛
稱
春
秋
乃
為
中
國
史
學
之
肇
基
，
正
肯
認
了
他
的

筆
削
義
法
，
與
別
識
心
裁
的
所
在
，
此
一
結
合
，
方
能
在
抉
擇
去
取
、

考
索
與
獨
斷
中
，
成
就
一
家
之
言
的
史
學
價
值

.• 

透
過
前
述
的
「
設
準

」
問
題
的
建
立
，
不
僅
可
以
解
決
史
料
的
取
捨
，
更
能
進
一
步
完
成
歷

史
的
解
釋
和
批
判
問
題
。
此
則
為
春
秋
中
「
微
言
大
義
」
的
所
在
，
亦

正
是
春
秋
裁
量
人
事
之
中
，
實
際
的
筆
法
問
題
;
我
們
自
前
述
論
理
分

、
實
踐
的
概
括
性
探
討
，
約
略
可
知
春
秋
中
的
理
想
層
境
是
為
「
價
值

乃
是
具
體
理
分
的
完
成
」
'
依
此
要
求
，
那
麼
春
秋
一
書
中
所
載
二
百

多
年
的
史
事
，
就
有
了
正
反
殊
異
的
評
價
問
題
，
此
則
表
現
在
用
語
、

筆
法
上
的
「
隱
顯
」
、
「
褒
貶
」
的
態
度
。

「
穩
顯
」
的
態
度
，
仍
叩
繫
前
述
春
秋
公
羊
家
，
之
於
內
外
、
遠

近
、
輕
重
的
前
提
，
而
有
差
別
性
之
評
價
，
此
乃
力
求
兼
顧
客
觀
外
緣

條
件
之
限
制
，
以
及
事
象
之
殊
別
性
的
要
求

•. 

然
則
春
秋
義
之
大
者
也
，
得
一
端
而
博
遠
之
，
觀
其
是
非
，
可
以

得
其
正
法
，
視
其
溫
辭
，
可
以
知
其
塞
怨
，
是
故
於
外
道
而
不
顯

，
於
內
諱
而
不
甜
瓜
。
(
.
在
2
)

春
秋
之
道
，
視
人
所
惑
，
為
立
說
以
大
明
之

••.•

•• 
故
因
其
所
賢
，

而
加
之
大
惡
，
繫
之
重
貴
，
使
人
湛
忍
，
而
自
省
悟
以
反
，
進

...

. 

是
故
重
累
貴
之
，
以
矯
拉
世
而
直
之
，
矯
者
不
過
其
正
弗
能
直
，

知
此
而
義
畢
矣
。
(
註
油
)

春
秋
慎
辭
，
謹
於
、
名
倫
等
物
者
世
。
是
故
小
責
言
伐
而
不
得
言
戰

，
大
突
吉
戰
而
不
得
言
獲
，
中
國
言
獲
而
不
得
言
執
，
各
有
辭
也

•.
.... 
是
故
大
小
不
輸
等
，
貴
錢
如
其
倫
，
義
之
正
也
。
(
‘
証
的
)

春
秋
之
書
事
，
時
詭
其
實
，
以
有
避
也
;
其
書
人
，
時
易
其
名
，

以
有
諱
也

•...

•• 
然
則
說
春
秋
者
，
入
則
詭
辭
，
隨
其
委
曲
，
而
後

門
口

得
之
。
(
註
帥
刊

)
3

筆
法
、
立
論
的
或
隱
或
顯
，
實
有
其
「
因
人
、
因
時
、
困
地
則
宜

L
的
考
慮
，
而
義
法
之
所
在
，
正
透
過
文
字
的
褒
貶
，
以
總
結
歷
史
批

判
的
結
果
，
後
世
亦
能
根
據
這
些
或
隱
或
顯
、
或
正
或
反
的
「
詭
詞
」

'
試
圖
還
原
其
意
向
之
實
指
所
在
，
春
秋
中
表
現
書
法
的
正
反
評
價
用

語
，
約
有
數
種
，
即
宣
布
、
正
貴
、
善
、
賢
、
仁
、
尊
以
表
肯
定
，
譏
、

判
、
誅
、
滅
、
戒
、
貶
、
賤
等
表
否
定
，
例
如

•• 

魯
隱
之
代
桓
立
，
祭
仲
之
出
忽
立
突
，
仇
牧
、
孔
父
、
商
息
之
死

節
，
公
子
自
夷
不
與
楚
圓
，
比
皆
執
權
有
圈
，
行
正
世
之
義
，
守

倦
倦
之
心
，
春
秋
嘉
氣
義
為
，
故
皆
見
之
，
復
正
之
謂
也
。
(
.
在

是
故
君
殺
賊
討
，
則
善
而
書
其
誅
，
若
莫
之
討
，
則
君
不
書
葬
，

而
賊
不
復
見
矣
。
不
書
葬
，
以
為
無
巨
子
也
，
賊
不
復
見
，
以
其

宜
滅
絕
也
。
(
、
立
的
怔
)

天
玉
使
宰
喧
來
歸
怠
公
仲
子
之
媚
，
刺
不
及
事
也
;
天
五
代
鄭
'

譏
親
也
.• 

會
王
世
于
，
譏
微
也

.. 

祭
公
朱
逆
王
後
，
譏
失
禮
也
，

刺
家
父
求
車
，
武
氏
毛
伯
求
將
金

.•••.. 

(
註
的
)

春
秋
之
辭
，
有
所
謂
賤
者
，
有
賤
乎
賤
者
，
夫
有
賤
乎
賤
者
，
則

亦
有
責
乎
賞
者
矣
。
(
註

H
刊
)

位
叫
愈
自
賢
，
周
發
兵

.• 

不
期
會
於
孟
津
者
，
八
百
諸
侯
，
共
詠
付

，
大
亡
天
下
，
春
秋
以
為
戒
，
日
消
社
災
。
(
“
証
的
)

這
種
或
詭
、
或
微
言
的
辭
鋒
，
表
現
於
批
判
則
有
「
誅
意
不
誅
辭

」
、
「
書
或
不
書
」
、
「
文
與
而
實
不
自
己
的
論
點
，
反
映
了
春
秋
公

羊
書
法
，
在
處
理
全
面
判
斷
問
題
時
，
此
一
以
「
辭
意

L
為
中
心
的
判

準
，
至
少
需
兼
重
「
文
句
脈
絡
」
和
「
歷
史
事
件
的
脈
絡
」
'
語
詞
的

「
能
指
」
和
「
所
指
」
問
題
遂
形
成
一
套
辯
證
關
係
，
最
後
之
判
準
仍

需
回
叩
前
文
論
及
的
整
個
春
秋
書
法
的
大
一
統
結
惰
，
為
其
依
歸
;
也

開
啟
了
春
秋
語
義
、
書
法
研
究
的
微
妙
所
在
，
而
在
此
仍
需
作
一
疏
解

的
，
即
是
《
春
秋
繁
露
》
之
作
，
乃
董
子
一
己
為
漢
「
復
古
更
化
」
之



張
本
，
其
中
顯
示
的
義
法
問
題
板
是
大
略
為
公
羊
書
法
之
概
括
，
未
為

全
貌
，
筆
者
紙
能
純
就
其
中
反
映
的
線
索
，
意
向
所
在

，
作

一
後
設
性

的
思
考
和
判
斷
，
並
由
此
呈
現
春
秋
公
羊
學
研
究
的
一
個
問
題
面
向
以

及
遺
留
問
題
。

四
、
遺
留
問
題
及
歷
史
哲
學
的
反
思

春
秋
公
羊
學
「
書
法

」
的
問
題
研
究
，
基
本
上
是
透
過
歷
史
哲
學

的
思
考
進
路
，
作
為
詮
釋
的
取
運
所
在
，
也
在
一
定
層
次
上
，
反
映
了

〈
春
秋
〉
這
部
著
作
的
特
殊

，

豐
富
的
文
化
性
格
。
尤
其
是
其

「
經
史

」
兼
具
的
特
色
，
其
後
不
僅
列
為
經
典
，
其
傳
注
之
書
(
左
傳
、
公
羊

、
穀
梁
)
也
同
列
為
十

三
經
之
中
，
且
各
異
詮
釋
上
側
重
的
面
向
及
方

法
問
題
。
再
者
自
其
底
通
體
映
了
史
學
研
究
的
人
文
患
者
，
問
題
;
亦
即

合
著
中
國
向
來
「
知
人
論
世
」
的
特
點
，
進
而
完
成
了
中
國
歷
史
哲
學

的
基
礎
性
(
特
別
是
近
乎
柯
霾
鳥
的
人
文
歷
史
哲
學
領
)
，
可
惜
在
魏

晉
分
判
經
、
史
、
子
，
集
四
部
之
學
後
，
經
史
分
立
的
結
果
、
經
、
史

之
間
的
關
聯
性
遂
各
自
發
展
，
下
迄
乾
嘉
學
風
，
史
學
之
消
沈
'
淪
為

經
學
獨
盛
的
局
面

，
誠
如
錢
大
昕
之
浩
嘆

:

「
嘗
論
自
惠
(
棟
)
戴
(

震
)
之
學
盛
行
於
世
，
天
下
學
者
但
治
古
經
，
略
涉
三
史
，
三
史
以
下

，

茫
然
不
知
，
得
謂
之
通
儒
乎
?
」
(
註
村
)
，
直
至
章
學
誠
《
文
史

通
義
V

一
山
山
，
抗
懷
當
代
、
逆
流
而
上
，
經
史
之
匯
合
、
綜
理
，
中
國

歷
史
哲
學
之
思
考
，
體
系
，
於
焉
有
完
整
之
架
構
。

再
者
，
正
如
前
節
所
捷
，
春
秋
由
，

「
一
字
褒
貶
」
的
義
法
筆
削
，

呈
現
並
主
導
者
中
國
人
文
傳
統
中
，
以
文
字
為
中
心
典
範
'
為
絕
對
判

準
的
思
維
模
式
，
也
涉
及
了
西
方
符
號
學
之
於
符
號
指
示
作
用
的
論
題

，
若
能
據
此
作
進

一
步
的
尋
釋
、
情
作
，
當
有
助
於

「
文
化
符
號
學
」

的
思
考

。
(
註
訂

)

史
學
研
究
當
有
其
獨
立
自
主
性
所
在
，
而
經
史
之
間
的
關
係
性
的

比
較
性
思
考
，
更
是
中
國
歷
史
哲
學
探
索
的
起
點
，
「
筆
削
之
義
，
成

一
家
之
言
」
的
境
界
，
自
有
其

「
別
識
心
裁
」
的
判
準
依
據
，
唯
有
如

此
，
以

人
為
中
心
的
史
學
思
想
研
究
，
方
能
擺

脫
實
證
主
義
，
抑
或
歷

隨
仲e
文
士
心

《
春
秋
繁
露
》
中
的
歷
史
哲
學
與
書
法
問
題

史
決
定
論
的
陰
遍
。
《
春
秋
》
公
羊
學
的
當
代
性
思
考
研
究
，
固
然
在

整
個
中
國
「
經
世
思
想

」
研
究
中
，
有
其
沈
潛
、
開
展
，
影
響
的
歷
程

，
例
董
仲
舒
為
漢
立
法
，
而
有
「
三
等
」
之
說
，
何
體
之
有
三

-
M
←
」

之
見
，
以
史
觀
義
為
主
。
迄
清
儒
劉
逢
祿
，
宋
翔
鳳
以
後
，
特
重
三
世

中
之
政
治
義
，
而
康
有
為
於

「
三
世
進
化
」
之
說
，
演
為
清
末
新
公
羊

之
大
行
及
衝
擊
，
因
此
公
羊
學
之
思
想
研
究
，
不
僅
提
供
中
國
經
學
史

一
個
新
的
理
解
，
也
有
助
於
歷
史
哲
學
的
重
新
稱
作
圖
象
所
在
，
亦
如

何
靈
烏
所
強
調
歷
史
建
設
和
此
評
之
依
據
乃
為
一
「
先
驗
的
想
像

」
'

此
誠
未
濟
的
後
續
工
作
，
略
及
於
斯

.. 

觀
古
今
於
須
哭
，
無
四
海
於
一
瞬

籠
天
地
於
形
內
，
挫
萬
物
於
筆
端

註

釋

註
l

•• 

《
漢
書
》
藝
文
志
春
秋
條

下
。

註
2

•• 
章
學
誠
《
文
史
通
義
》
卷
五
答
客
間
上
。

註
1

.. 
余
英
時
「
掌
寶
齋
與
柯
鑫
鳥
的
歷
史
思
想
」

一
文
，
收
於
氏
著

「
歷
史
與
思
想
」
一
書
，
頁
一
九
四
，
聯
經
出
版
。

註
4

•. 

「
書
法
」
'
見
中
國
文
化
史
大
詞
典
，
頁
四
二
六
「
春
秋
」
一

條
，
遠
流
出
版

a

註
5

•• 

《
史
記
》
卷
三
二

0
。

註
6

•. 

李
新
霖
《
春
秋
公
羊
傳
要
義
》
一
書
，
頁

二
三
、
三
四
，
文
津

山
山
阿
佩。

註
7

•. 

《
文
史
通
義
》
原
道
瀉
。

註
8

.. 

《
公
羊
傳
》
哀
公

一
四
年

。

註
m•• 
何
休
文
論
例
云

.. 

「
三
科
九
旨
者
.. 

新
周
、
故
宋
﹒
以
春
秋
當
新
王
，
此
一
科
三

旨
也
，
又
云
所
見
異
辭
，
所
開
異
辭
、
所
傳
聞
異
、
-

一科
六
旨

也
。
又
內
其
國
而
外
諸
夏
，
內
諸
夏
而
外
夷
狄
。
是
三
科
九
旨

也
o

」
到



鵝
湖
月
刊
第
二
三
卷
第
四
期
總
號
第
二
六
八

註
H
:

宋
翔
鳳
注
春
秋
﹒

「
一
二
科
者
﹒
一
日
張
三
世
，
二
日
存
三
統
，
三
日
異
內
外
，
是

三
科
也
，
九
旨
者

.. 

一
日
時
、

二
日
月
、
三
日
日
、
四
日
王
、

五
日
天
王
、
六
日
天
子
、
七
日
譏
、
八
日
貶
、
九
日
絕
、
時
與

日
月
，
詳
略

之
旨

也

。
王
與
天
王
，
天
子
，
是
錄
遠
近
親
疏
之

旨
也
。
譏
與
貶
絕
，
則
輕
重
之
旨
也

。

註
口
.. 

《
春
秋
公
羊
傳
要
義
》
'
頁
二

三
四
。

註
U

﹒
詳
見

《
春
秋
公
羊
傳
要
義
〉

-
h
Z目
結
岫
惘。

註
M

•• 
蔡
仁
厚
《

中
國
哲
學
史

大
綱
V
'

頁
八

-
、
八
二
'

的
學
生
出

版
。

註
U
M
-
-

賴
炎
元
《
春
秋
繁
露
今
註
今
譯

》
'
自
序
，
頁
四
，
商
務
山
山

版
。

註
“
.. 

《
史
記
》
一
二
諸
侯
年
表
。

註
口
.. 

《
春
秋
繁
露
》
玉
杯
第
二
，
據
賴
炎
一
兀
今
註
今
譯
本
，
頁

一

可
昌
、
、
自

',J 

註
m•. 

《
春
秋
繁
露
》
(
如
下
簡
稱
繁
露
，
運
標
頁
數
)
玉
杯
第

二
，

育
且
一一半
]
。

註
的
•. 

《
繁
露
》
精
華
第
五

，
頁
七
九
。

註
加
.. 

《
繁
露
》
竹
林
第
三
丁
頁
四
二

。

註
別
.. 

《
繁
露
》
二
端
第
十
五
，

頁

一
四
五
、

一
四
六

。

註
n.. 
《
繁
露
》

二
端
第
十
五
，
頁

一
四
六
。

註
n.. 
柯
靈
烏
《
歷
史
的
理

A忌

，

頁
二
三

七
。

註
H
.• 

《
繁
露
》
玉
英
第
四
，
一
具
五
四

。

註
也
.. 

《
繁
露
》
玉
杯
第
二
，

r堅
三
二
三
。

註
泌
.. 

《
繁
露
》
竹
林
第
三
，
頁
三
八
、
三
九

。

誰
U
.. 
《
繁
露
》
王
道
第
六
二
貝
九
八
。

註
n.. 
《
繁
露
》
楚
莊
王
第

一
，

頁

一

註
咽
。.. 

《
繁
露
》
玉
杯
第

二

，
頁
二
七

。

註
m.. 
《
繁
露
》
盟
會
第
十

，

頁

-
一
二一-
7

註
別
.. 

《
繁
露
》
正
貫
第
十
一
，
頁
三
二
四
。

註
泣
﹒
《
繁

露
》
王
道
第
六
，
頁
九
九

。

註
羽
﹒
《
繁
露
》
楚
莊
王
第
一
，
頁
一

一

註
M
•• 

《
繁
露
》
竹
林
第

三

，
頁
三
九
。

註
話
.. 

《
繁
露
》
玉
英
第
凹

，

頁
五
九
。

註
泊
.. 

《
繁
露
》
楚
莊
王
第

一
，
頁
八
。

註
幻

•
• 

同
上
。

註
神
神.. 

《
繁
露
》
玉
杯
第

二
，
頁
二
八
、

一
一九
。

註
必
.. 

《
繁
露
》
精
華
第
五
，
一
貝
七
二

。

註
M
刊
﹒
《
繁
露
》
玉
英
第
凹
，
頁
六
八

。

註
叫
.. 

《
繁
露
》
王
道
第
六
，
頁
一

O
一

註
紹
:
《
繁
露
》
玉
杯
第
二
三
貝
二
七
。

註
的
.. 

《
繁
露
》
王
道
第
六
，
頁
九
四
。

註
“
.. 

《
繁
露
》
竹
林
第
三
，
頁
三
九
。

註
的
.. 

《
繁
露
〉
王
道
第
六
，
頁
九

O
o

註
“
.. 

江
藩
《
漢
學

師
承
記
》
卷

三
「
錢
大

昕
傳

」
。

註
打
.. 

感
想
來
源
為
贊
鵬
程
《
文
化
符
號
怨
芋
，
論
及
中
國
文
學
典
範

之
形

成
|

開
展
，
乃
致
五
四
新
文
化
運
動
之
「
與
範
轉
移
革
命

」
的
歷
程
，
甚
具
規
模
及
建
惰
性
，
學
生
出
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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