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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詞

句
也
豆
豆
豆
豆

3
3
3

rE

忽
事

Z
E
F
Z
E
E
E
E
E
Z
Z
Z
Z
E

租
車
也
喜
俗
話
也
寫

…
從
〈
種
運
〉
篇
探
索
孔
子
是
四
海
工
商
酹
恥
(
如…

的
恥
的
祖

犯
的
甜
的
祖
犯
的
甜
的
祖
紅
白
的
祖
泡
泡
的
抽
取
俗
的
制
也
般
的
祖
般
的
恥
的
祖
袍
的
削
弱
娟
的
租
借
自
秘
的
恥
的
甜
的
制
的
甜
的
恥
的
甜
的
袖
的
制
的
恥
的
怕
的
甜
的
甜
的
則
如
犯
的
制
留
抱
起
如
犯
的
恥
抱
抱
起
如
般
的
幅
“
舵
的
闖
紅
犯
的
祖
犯
犯
的
祖
抱
抱
的
制
的
袖
的
恥
的
祖
榴
紅
的
恥
袍
的
制
也
弱
的
制

種
運
、
大
同
、
小
康

論
文
摘
要

《
小
戴
禮
記

﹒

禮
道

》
位
朋
首
大
同
拿
一
，
向
受
到
學
者
重
視
，
但
是

常
被
孤
立
地
探
討
，
並
常
被
懷
疑
非
孔
子
之
言
，
亦
非
儒
家
思

想
，
本
文
除
將
對
此
現
象
略
作
澄
清
，
另
主
張
「
大
同
」
與
「
小

康
」
須
當
做
一
整
體
來
看
待
，
且
配
合

〈種
運
〉
全
文
去
掌
握
其

思
想
。
本
文
共
五
段
，
第
一
段
先
舉
這
說
明
大
同
，
小
康
係
明
裕

地
表
達
儒
家
思
想
，
且
應
為
孔
子
思
想
所
涵
，
與
〈
禮
這

〉
全
文

合
為
一
有
機
體

。

其
次
說
明
話
題
的
由
來
，
係
因
孔
子
概
歎
魯
君

帶
用
天
子
的
兩
翻
慌
，
乃
引
發
對
二
帝
、
三
五
時
期
，
大
同
、
小
康

之
世
的
嚮
往
，
立
志
要
實
現
此
理
想
治
世

。

第
二
段

4月
大
同

、
小

康
的
思
想
內
容
加
以
分
析
、
比
較
，
說
明
二
者
相
為
表
裳
，
互
有

抑
揚
，
強
調
小
康
是
速
致
大
同
的
唯
一
途
經
，
又
引
用
玉
船
山
、

唐
君
毅
二
先
生
的
見
解
作
為
參
證

。

第
三
段
說
明
小
康
之
世
以
禮

治
圈
，
端
在
承
天
之
道
、
治
人
之
情

。

而
教
化
人
民
的
諸
禮
儀

中
，
以
祭
種
最
為
重
要
，
在
致
敬
鬼
神
時

，

得
以
澈
通
生
死
幽
明

的
限
隔

。

第
四
段
說
明
三
代
禮
儀
遂
有
因
萃
，
背
後
則
始
終
有
種

意
貫
串
其
閥
，
此
則
仁
心
義
賀
!
良
心
善
性
。
由
是
溯
禮
之
源
於

大
肉
之
世
，
從
此

「
禮
」
即

運
行
於
歷
史
之
中
，
與
文
明
俱
在

。

第

五
段
則
4月
全
文
論
述
作
-

總
結
。

闖
關
崎
帥
"
。
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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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大
岡
、
小
康
為
懦
家
思
想

心U大
岡
小
康
合
為
一
體
，
並
呼
應
禮
運
全
文

《
小
戴
禮
記

﹒
禮
運
》
篇
歷
來
備
受
重
視
，
尤
以
首
段
提
出
「
大

同
」
的
理
想
社
會
藍
圖
，
在
二
千
年
來
時
局
動
盪
頻
仍
、
太
平
難
期
的

境
況
下
，
益
加
令
人
神
往
。
不
過
從
宋
代
以
來
就
有
不
少
的
思
想
家
，

對
於
「
大
同
」
章
是
否
為
孔
子
思
想
提
出
貿
疑
(

註
l
)

，
本
文
即
針

對
此
點
試
作
澄
清
，
說
明
「
大
同
」
章
應
運
歸

〈禮
運
〉
原
文
脈
絡
，

作
通
盤
性
地

7
解
(
註
2

)
，
經
略
為
疏
通
其
義
後
，
仍
可

看
出
「
大

同
」
章
應
為
孔
子
思
想
所
涵
，
實
不
宜
聽
取

一
、
二
字

詞
，
割
裂
片
段

文
旬
，

武
斷
地
判
別
其
思
想
歸
屬

。

首
先
，
「
大
同

」
必
須
配
合
「
小
康

」
，

二
者
交
養
互
動
，
相
輔

相
成
，
不
宜
分
看
(
註

3
)

，
而
且
「
小
康
」
的
重
要
性
不
下
於
「

大

同
」
，
其
以
禮
義
治
天
下
國
家
的
內
容
，
是
實
現
「
大
岡
」
理
想
的
唯

一
具
體
可
行
的
辦
法
。
衡
諸
〈
禮
運
〉
後
段
文
字
幾
乎
全
在
探
討
禮
義

之
道
可
知

。
(
註
4
)
何
況
堯
、
舜

二
帝
的
「
大
同
」
階
段
，
雖
備

受

孔
子
稱
道
，
不
過

，
「
小
康
」
之
世
的
禹
帝
也
受
到
孔
子
贊
嘆
說
「

吾

無
間
然
矣
」
(
泰
伯
)
，
而

「
郁
郁
乎
周
文
，
吾
從
周
」
(
八
份
)

「
久
矣
吾
不
復
夢

見
周
公
」
(
述
而
)
等
語
，
更
前
，
證
明
「
小
康
」
之

世
禮
樂
之
泊
的
重
要
，
不
宣
妄
加
貶

抑

。

甘
主
們
吭
，
「
牛

八
日
門
」
苦
學
恥
的
圓
心
曲
也
值
川
而
這
時
氓
、
南
恥
吧m責
制
判
語
咱
是
J
仇
叫
亂
影
妞
，
，
無
蚓
、



而
記
對

h
'
m
-咽，
此
神

仙
m
m
m
間
﹒
唔
，

他
帽
"
區
四
•• 
牢
個
博
M
u
z
-
-
2
1

平
』
闖
闖
帽
細
注
的
祖H
Z
A
Z刀
向
間
，

進

-
步
充
盡
發
展
及
完
成

。
〈
註

p
b

〉
此
在
〈
禮
運
〉
篇
所
展
現
的
系

統
規
模
，
與
《
禮
記
》
中
的
〈
中
庸
〉
、
〈
樂
記
〉
、
〈
大
學
〉
等
文

，
具
有
同
等
的
地
位
價
值

。
受
諸
子
影
響
部
分
、
例
如
「
大
同
」
二
字

首
見
於

《莊
子
﹒
在
有
》.. 

「
大
同
乎
浮
淇

」
'
「
合

乎
大
同
，
大
同

而
無
己
，
無
己
，
惡
乎
得
有
有

。

」

《
墨
子
》
說
﹒
「
尚
同
」
，
可

見

「
大
同
」
或
「
同
」
字
，
並
非
一
家
一
派
所
專
用
，
反
而
是
孔
子
說
:

「
君
子
和
而
不
同
，
小
人
同
而
不
和

。

」
(
子
路
)
視
「
和
」
為
比
「

同
」
更
高
的
觀

念

，
「
同
」
固
定
個
貶
義
詞
。

「
選
賢
學
能

」
的
觀

念
應

是
《
墨
子
﹒
尚
同
》

.. 

「
選
天
下
之
賢
可
者
，
立
以
為
天
子
」
，
不
同

於
儒
家
說
「
尊
賢
」

。

但
就
「
大
同
」
章
所
描
述
的
思
想
，
內
容
而
言

仍
是
孔
孟
思
想
所
涵
，
因
孔
子
本
就
志
在
「
天
下
有
道

」
'
「

老
者
安

之
，
朋
友
信
之
，
少
者
懷
之
。
」
(
公
冶
長
)
孟
子
也
說
:
「
老
吾
老

以
及
人
之
老
，
幼
吾
幼
以
及
人
之
幼

。

」
(
梁
惠
王
)
因
此
，
〈
禮
運

〉
篇
的
作
者
被
判
定
是
在
戰
國
末
年
到
漢
初
之
間
的
孔
門
高
弟
(
註

6

)
，
也
許
和

《莊
子
﹒
天
下
》
的
創
作
者
相
去
不
連

。

因
為
在
思
想
史

上
必
須
回
應
道
、
墨
、
法
、
雜
、
農
等
諸
子
的
挑
戰
及
間
難
，
就
從
儒

家
立
場
，
紹
繼
周
文
的

「
禮
義
之
道

」
所
作
一
總
括
式
的
說
明

。
全
文

組
織
嚴
謹
，
內
容
詳
擒
，
充
分
完
整
地
融
攝
孔
、
孟
、
筍
以
來
所
堅
持

的
儒
家
立
場
及
理
想
色
彩
，
並
清
楚
地
闡
述
了
為
達
成
理
想
目
標
，
所

須
注
意
的
實
現
方
法
及
途
徑
，
具
有
完
整
的
理
論
建
構
及
思
桶
語
系
。

開
孔
子
嘆
魯
之
情
禮
及
中
窮
大
道

〈禮
運

〉
起
首
便
記
載
.. 

「
昔
者
仲
尼
與
於
蠟
賓
，
事
畢
，
山
山
避

於
觀
之
上

，
晴
然
而
嘆
。
仲
尼
之
噢
，
蓋
嘆
魯
也

。

」
追
敘
事
由
，
談

到
孔
子
參
與
蠟
祭
之
後
，
山
山
遊
觀
上
，
因
天

子
才
有
兩
觀
，
魯
君
卻
僧

設
之
，
不
禁
唷
然
歎
息
，
其
意
謂
魯
國
徒
具
外
在
禮
文
，
昧
於
了
解
禮

的
實
質

。

這
種
慨
歎
頗
為
常
見
，
例
如

《
論
語
》
載
孔
子
曰

:

「
補
自

隨
吽
扭
扭
干
但
叫

叫

從
〈
禮
運
〉
篇
探
索
孔
子
思
想

區
M
m謹
慎
r
m
H
位
S
宮
，
主
旦
小
呻
恥
圍
觀
勾

ι
e
w
p
l
'』

T
A
甜
"
J
d
m
H
S
P
4
d
m
v
d
揮
卓
戶
手
a
b
1

能
與
行
的
大
祭
之
禮
，
周
成
王
曾
因
周
公
旦
幼
勸
莫
大
，

特
許
他
舉
行

掃
禮
，
可
是
後
來
的
魯
君
仍
沿
此
慣
例
，
信
用
周
禮
，
頗
令
重
視
三
止

名
」
思
想
的
孔
子
不
以
為

然
。

〈禮
運

〉
又
載
.. 

「
言
但
在
側
，
曰
:
『
君
子
何
噢
?
』
孔
子

日
﹒
『
大
道
之
行
也
，
與
三
代
之
英
，
丘
末
之
逮
也
，
而
有
志

焉
。

』
」
其
中
「
有
志

焉
」

三
字
頗
值
得
注
意
，
孔
子
曾
說
:

「
志
於

道
」
、
「
志
於
學
」

(
分
見
述
而

、
為
政
)
，
理
想
世
界
的
實
現
，
端

在
吾
人
當
下
有
此
一
念
去
實
現
「
小
康
」
，
就
可
逐
步
求
達
於

「
大

同
」
之
世

。

孔
子
曾
說
:
「
仁
遠
乎
哉
?
我
欲
仁
，
斯
仁
至
矣
!
」

(
述
而
)
由
此
一
念
自
覺
的
當
下
呈
現
，
其
實
即
可
判
斷
大
同
章
為
儒

家
思
想
無
疑

。
〈
禮
運
〉
後
文
記
載
「
大
同
」
、
「
小
康
」
的
內

容
，

於
下
段
試
作
分
析
。

二
、

大
同
、
小
康
的
思
想
內
涵

付
大
岡
、
小
康
的
內
容
特
點

大
道
之
行
也
，
天
下
為
公
，
選
賢
與
能
，
講
信
倚
膛

。

故
人
不
獨

親
其
說
，
不
獨
于
其
子
，
使
老
有
所
終
，
壯
有
所
用
，
幼
有
所

長
，
矜
、
寡
、
孤
、
獨
、
廢
、
疾
者
皆
有
所
養
，
另
有
分
，
女
有

締
。

貨
惡
其
棄
於
地
也
，
不
必
戴
於
己
;
力
，
惡
其
不
出
於
身

也
，
不
必
為
已

。

是
故
謀
間
而
不
興
，
盜
竊
亂
賊
而
不
作
，
故
外

戶
而
不
阱

。

是
謂
大
同

。

今
大
道
既
隱
，
天
下
為
家
，
各
親
其

親
，
各
子
其
子
，
貨
力
為
己
，
大
人
世
及
以
為
禮
，
城
郭
溝
池
以

為
固
，
且
仗
義
以
為
紀
。

以
正
君
臣
，
以
篤
父
子
，
以
睦
兄
弟
，
以

和
夫
婦

，

以
設
制
度
，
以
立
田
里
，
以
賢
勇
、
知
，
以
功
為
己

。

故
謀
用
是
作
，
而
兵
由
此
匙

。

禹
、
湯
、
文
、
武
、
成
玉

、

周

公
，
由
此
其
遠
也

。

此
六
君
子
者
，
未
有
不
謹
於
禮
者
也

。

以
著

33 



鵝
湖
月
刊
第
二

六

卷
第
四
期
總
號
第
三

O
四

其
義
，
以
考
其
信
，
若
有
過
，
刑
仁
講
讓
'
，
示
民
有
常
。

L
帶
有
不

由
此
者
，
在
勢
者
去
，
眾
以
為
殃
。
是
請
小
康
。

大
同
世
界
屬
於
禪
讓
政
治
，
講
信
修
睦
，
人
人
各
得
其
所
，
民
物
土
宜

各
得
其
安
，
沒
有
爭
奪
相
殺
的
情
事
，
不
須
法
令
刑
法
。
此
中
所
描
述

的
美
好
社
會
景
況
，
只
是
儒
者
託
古
立
象
，
不
必
真
有
其
事
。
(
註

7
)
美
中
不
足
的
是
缺
乏
具
體
實
踐
步
驟
，
純
粹
只
是
一
幅
空
想
的
美

麗
圖
景
，
這
可
看
做
是
戰
國
時
代
亂
世
人
心
的
共
悶
憧
憬
，
促
使
思
想

家
們
將
「
大
問
」
設
定
為
共
同
標
的
。
因
此
更
重
要
的
是
必
須
根
據
接

續
在
「
大
同
」
之
後
的
「
小
康
」
的
描
寫
，
才
有
可
能
真
正
實
現
大
向

之
治
。
從
中
可
明
確
地
看
出
儒
家
的
思
想
特
點
，
並
不
似
其
他
思
想
家

只
是
空
想
一
美
好
世
界
，
而
是
必
須
提
出
具
體
方
法
步
驗
，
剋
就
眼
前

的
政
治
社
會
人
倫
，
從
己
身
出
發
，
積
極
參
與
投
入
人
文
世
界
的
創

造
。

所
以
唐
君
毅
先
生
說
:
「
大
同
揚
中
有
抑
，
小
康
仰
中
有
揚
。
」

(
註
8
)
此
當
是
有
本
於
王
船
山
之
言

.• 

「
大
道
之
行
，
三
代
之
英
，

相
為
表
裹
，
所
以
齊
天
下
而
共
由
於
道
，
其
繼
起
為
功
而
不
可
廢
者
有

如
此
，
禮
喪
而
亂
，
文
具
徒
設
，
則
大
道
之
精
意
俱
氓
，
聖
人
之
所
由

歎
也
。

」
(
註

9
)
可
見
大
間
，
小
康
二
者
相
為
表
里
，

E
有
抑
揚
，

前
者
提
出
理
想
，
後
者
照
應
現
實
，
二
者
會
同
才
能
表
達
儒
學
精
義
。

小
康
之
世
若
具
體
分
析
其
特
點
，
約
有
數
端
，
敘
述
如
下

.. 

叫
採

用
世
襲
制
度
移
轉
政
權
，
配
合
深
池
高
城
作
合
理
防
護
措
施
，
再
用
禮

義
作
為
治
權
的
紀
綱
。
山
端
正
人
倫
，
安
排
每
個
人
的
份
位
;
設
立
制

度
，
以
功
名
單
稿
有
勇
有
知
的
賢
才
晉
用
，
此
中
兼
含
主
觀
道
德
生
活

的
踐
履
及
客
觀
道
德
事
業
的
創
建

。
心
小
康
之
世
所
秉
持
的
道
德
原
則

是
:
「
著
其
義
，
考
其
信
，
著
有
過
，
刑
仁
講
讓
，
示
民
有
常

。

」
藉

以
揭
示
客
觀
的
道
德
標
準
，
使
人
民
知
所
遵
循

。

船
山
解
曰
:
「
表
著

其
所
以
然
之
理

，

而
顯
之
於
事
，
使
民
喻
之
也

。

」

可
供
參
考

。

「
車
拉
』
單
純
「
值
限

于
心
略
研
費
品
」

'
t
r
m
w
「
T
L
M
-肉
面
祖
，
站
恤
恥
伽
卅
于
軒
巾
恥

W
M
汁
，

N
M
m擋
回

讓
作
為
治
政
原
則
。
《
論
語
》
中
記
載
孔
子
說
:
「
君
子
義
以
為
質
，

禮
以
行
之
，
孫
以
山
山
之
，
信
以
成
之
。
君
子
哉
!
」

(衛
靈
公
)
，
與

小
康
所
言
道
德
原
則
意
旨
相
間
，
可
以
清
楚
地
對
照
。
山
末
二
句
說
到

有
不
服
小
康
禮
義
之
治
者
「
在
勢
者
去
，
眾
以
為
殃
」
，
則
是
兼
採
刑

政
作
為
禮
樂
之
輔
，
本
末
相
資
，
恩
威
並
用

。
《
論
遐
思
載
孔
子
曰
:

「
道
之
以
政
，
齊
之
以
刑
，
民
兔
而
無
恥
;
道
之
以
德
，
齊
之
以
禮
，

有
恥
且
格

。

」

(
為
攻
)
以
對
比
說
法
強
調
以
德
、
禮
治
政
的
優
先

性
，
而
「
小
康
」
之
說
刑
政
，
顯
然

，已
融
燭
7
戰
國
時
法
家
的
觀
點
，

時
代
應
較
晚
出

。

閻
王
樹
山
、
唐
君
毅
先
生
的
深
入
詮
釋

王
船
山
於
《
禮
記
章
旬
﹒
禮
運
》
中
比
較
大
同
、
小
康
二
者
的
差

異
時
說
:
「
大
道
之
行
，
民
淳
則
政
可
筒
，
為

之
上
者
恭
己
無
為
，
而

忠
信
親
峰
之
道
自
竿
於
下
土

。

三
代
以
降
，
時
移
俗
異
，
民
流
於
薄
而

精
意
不
足
以
喻
，
故
王
者
敷
至
道
之
精
華
制
為
典
禮
，
使
人
得
釋
回
增

美
而
與
於
道
，
蓋
其
術
之
不
悶
，
由
世
之
升
降
，
而
非
帝
王
之
有
隆
污

也
。
能
遺
夫

三
代
之
英
，
則
大
道
之
行
不
遠
矣
，
故
夫
子
之
志
一

也
。

』
(
註
間

)
文
中
認
為
大
同
、
小
康
的
差
異
在
於
凡
民
，
而
不
在

王
者
，
只
是
時
移
世
異
的
因
應
措
施
，
大
同
之
時
民
心
淳
厚
，
小
康
之

時
流
俗
蔽
固
，
好
惡
私
、
風
俗
薄

。

船
山
後
文
會
學
「
禹
欲
授
益
而
百

姓
不
歸
」
及
「
周
公
總
己
而
四
國
流
言
」
二
例
加
以
證
明
，
是
故
王
者

乃
須
因
應
人
情
加
以
對
治

。
公
天

下
雖
已
不
可
能
直
接
實
現
，
但
仍
可

藉
由
三
代
小
康
之
世
的
禮
治
措
施
，
逐
步
實
現
而
上
達
於

大
同
之
境

地
，
而
若
捨
棄
小
康
之
治
也
不
可
能
達
到
大
同

。

此
根
據

〈
禮
運
〉
後

文
所
論
都
屬
禮
義
之
道
，
以
及
《
論
語
》
中
孔
子
所
說
「
郁
郁
乎
周

文
，
吾
從
周

。

」
(
八
份
)
稱
美
堯
舜
之
外
，
也
對
禹
、
文
、
武
多
有

贊
美
之
詞
，
足
可
讀
明
小
康
憑
藉
禮
樂
則
政
的
具
體
實
現
歷
程
，
才
是

制
圳
海
也
4
人
閉
門
田
間
品
憫
心
，
也
m
kl
A
l
a
叫
犯
台
惋
惜
Z
n
n
u用
航
叫
E
r
、

于
拉
拉
開
川
a
I

F
J
R
M
訓
μ
趴
咱
山
叫
守
主
k
n
A
M
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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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去

2

次
之
J

之
士
已
~
」

?

I
H
卅
用1

「

士
心
」
{
于
自
足
了
個
肝
+八
日
門
、

小
ι

晶
服
甜的
揖
岫
宮
那
因心

想
的
關
鍵
，
呼
應
前
文
孔
子
所
言
「
大
道
之
行
也
，
與
三
代
之
英
，
丘

末
之
逮
也
，
而
有
志
焉

。

」
《
論
革
開
》
中
載
孔
子
曰
:
「
志
於
道
」

(
述
而
)
，
及
自
言
其
志
曰
:

「
老
者
安
之
，
朋
友
信
之
，
少
者
懷

之
。

」

(
公
冶
長
)
當
可
肯
定
「
大

同
」

為
孔
子
思
想
所
涵
無
疑
，
即

使

《禮
運
》
的
作
者
可
能
是
戰
國
末
期
的
儒
者
亦
無
妨

。

是
以
唐
君
毅

先
生
乃
發
揮
船
山
之
義
說

.. 

「
禮
運
全

文
之

旨
，
乃
在
說
此
大
同
之

志
，
今
唯
存
於
吾

人
之
志
顧
之
中

。

.... 

必
本
此
志

，

而
更

立
禮
義
于

此
天
下
為
家
之
世
界
，
以
次
第
實
現

此
志

，
以
小
之
康
，
表
現
此
志
之

大
，
然
後

此
志

之
大
，
方
得
落
實
，
乃
不
致
虛
大

而
不
切

。

」
(
註

刊
)
於
《
禮
記
章
侃
，
》
中
船
山
又
釋
「
大
同
」
之
義
為
「
上
下
同
於
禮

意
」
，
而
「
康
」
為
「
安
」
義
，
「
小
康
」
意
謂
「
民
不
能
康
而
上
康

之
」
，
二
者
合
釋
臼

.. 

「
大
道
之
行
，
三
代
之
英
，
相
為
表
里
，
所
以

齊
天
下
而
共
由
於
道
也
。
」
總
之
，
大
同
、
小
康
二
者
都
是
王
者
因
應

民
情
之
厚
簿
，
而
因
勢
利
導
的

不
同
措
施
。
當
然
，

「
大
同
」
之
世
並

不
符
合
歷
史
進
化
的
觀
點
，
應
非
歷
史
實
景
，
純
粹
只
是
儒
者
「
記
古

立
象
」
之
作
法
，
用
來
象
徵
人
類
對
未
來
生
活
的
美
好
顧
望

。

三
、
禮
以
承
天
之
道
，
治
人
之
情

在
聽
完
孔
子
所
述
對
大
同
、
小
康
的
嚮
住
，
及
志
在
實
現
此
二

帝
、
三
王
之
治
之
後
，
〈
禮
運

〉
又
記
載
.. 

言
僵
持
性
問
曰
:

「
如
此
乎
禮
之
急
也
?
」
孔
子
曰
:
「
夫
禮
，
先

五
以
承
天
之
道
，
以
治
人
之
情
，
故
失
之
者
死
，
得
之
者
生
。

《
詩
》
曰
.. 

「
相
鼠
有
體
，
人
而
無
禮

。

人
而
無
禮
，
胡
不
遙

死
?
」
是
故
夫
種
必
本
扎
伊
、
夭
，
從
於
地
，
列
於
鬼
神
，
這
於
喪
、

祭
、
射
、
御
、
冠
、
昏
、
斬
、
聘
。
故
聖
人
以
禮
示
之

，
故
天
下

國
家
可
得
而
正
也

。

陳
m暑
且
寸
但
相從
〈
禮
運

〉
篇
探
索
孔
子
思

想

承
上
文
知
大
同
、
小

康

分

別
代
表
理
想

目

標

及

現
實
違
哩
，
而

m
J
r

之
迫
切
及
其
可
貴
之
處
，
在
於
它
是
「
天
道
、
人
情
』
的
中
介

。

文
中

「
承
天
之
道
」
說
明
政
治
的
理
想
目
標
是
放
法
大
同
之
天
遁
的
流
行
，

而
「
治
人
之
情
」
則
說
明
小
康
是
以
禮
義
治
政
，
方
能
上
迄
大
同
之

境
，
不
然
，
連
小
康
也
不
保

。

文
中
分
成
三
部
分
，
川
禮
係
用
來
上
體
天
道
，
下
治
人
惰
，
故
船

山
云
:
「

天
道
、
人
倩
乃
一
篇
之
旨
。
」
(
註
口
)
禮
是
大
同
、
小
康

所
以
成
功
的
關
鍵
，
故
船
山
又
云

.. 

「
天
道
之
治
忽
則
間
里
(
康
危
之
所

自
分
，
斯
以
為
禮
之
所
自
運
而
運
行
於
天
下
者
也

。

」
(
註
日
)
可
見

禮
是
治
政
的
重
要
把
柄
，
禮
治
的
成
敗
得
失
，
更
是
當
政
者
生
死
存
亡

的
關
鍵
所
在

。
的
禮
有
本
源
及
末
用
，
上
則
本
之
於
天
道
天
理
，
下
則

效
法
大
地
載
育
萬
物
使
各
述
其
生
。
人
則
藉
「
禮

」

居
中
裁
成
輔
相
天

地
，
體
認
其
創
造
性
以
安
頓
一
一
民
物
，
即
以
自
身
為
榜
樣
，
藉
禮
文

呈
顯
教
化
作
用
，

向
人
民
揭
示
禮
儀
的
實
質
為
何
。
聖
人
以
禮
儀
教
化

人
民
，
不
只
是
橫
面
地
由
內
到
外
，
藉
冠
昏
射
鄉
朝
騁
，
成
就
人
間
關

係
'
穩
定
人
倫
份
位

。

更
須
藉
喪
祭
之
禮
，
滿
足
人

、
心
縱
通
天
人
古
今

上
下
幽
明
的
宗
教
意
識
，
表
達
對
無
限
者
的
崇
敬
與
對
祖
先
的
感
念

。

叫
諸
種
禮
儀
以
「
祭
把
之
禮
」
最
為
重
要
，
其
用
意
不
在
外
在
的
儀
文

形
式
，
而
在
於
致
敬
於
鬼
神
，
澈
通
死
生
的
界
限
，
當
人
的
精
神
肉
天

地
祖
先
之
神
靈
致
其
誠
敬
時
，
便
使
幽
明
不
隔
，
古
今
同
在
，
有
限
通

於
無
限
。
《
論
語
》
中
說

.• 

「
祭
如
在
，
祭
神
如
神
在

。
子
曰
:
吾
不

與
祭
，
如
不
祭

。

」
(
八
份
)
就
表
示
於
祭
典
中
應
靚
體
當
面
致
其
誠

敬
。

孔
子
又
對
禹
無
間
然
，
稱
道

.• 

「
菲
飲
食
而
致
孝
乎
鬼
神
，
惡
衣

服
而
致
美
乎
敝
冕
'
卑
宮
室
而
盡
力
乎
溝
燼

。

」
文
中
讚
美
夏
禹
自
己

惡
衣
惡
食
而
盡
力
於
國
政
的
教
化
與
經
濟
力

。

可
見
禮
須
作
為
政
治
的

指
導
原
則
，
其
要
旨
在
於
上
通
於
形
上
之
理
，
保
持
基
本
的
敬
畏
與
深

摯
的
憂
患
意
識
，
而
不
可
以

一
己
的
口
體

享
受
為
重
，
小
康
六
君
子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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鵝
湖
月
刊
第
二
六
卷
第
四
期
總
號
第
三

O
四

是
人
君
應
取
法
的
對
象

。

由
上
可
知
「
承
天
之
道
，
以
治
人
之
惰
。
」
正
所
以
表
現
禮
的
全

體
大
用

。

天
道
的
形
上
之
理
必
發
端
於
形
下
的
存
在
面
，
使
二
人
物

皆
能
順
適
得
到
長
養
化
育

。

故
王
船
山
云
.. 

「
理
順
則
氣
亦
順
，
情
和

則
體
亦
和
。
」
而
當
政
者
的
聖
王
藉
禮
以
自
正
正
人
，
讓
人
本
其
能
自

覺
的
仁
、

心
，
修
身
明
理
，
共
與
於
人
文
世
界
的
創
造

。

王
船
山
因
此
總

結
前
文
說
:
「
三
代
聖
王
所
以
必
謹
於
禮
，
非
徒
恃
為
撥
亂
反
正
之

權
，
實
以
天
道
人
情
、
中
和
化
育
之
德
皆
於
禮
顯
之
，
故
與
生
死
之

故
、
鬼
神
之
情
狀
合
其
體
撰
'
所
以
措
之
無
不
宜
，
施
之
無
不
正
，
雖

當
大
道
既
隱
之
世
而
天
理
不
亡
於
人
者
，
藉
此
也
。
」
(
註

M
)
文
中

雖
本

〈中
庸

〉.. 

「
天
命
之
謂
性
.•.... 

君
子
慎
其
獨
也

。

喜
怒
哀
樂
之

未
發
謂
之
中
，
發
而
皆
中
節
謂
之
和
，
致
中
和
，
天
地
位
焉
，
萬
物
育

焉
。

」
之
恩
理
，
但
未
始
非
孔
子
「
人
而
不
仁
，
如
禮
何
!
」
(
八

份
)
之
思
想
所
涵
，
要
之
，
禮
須
以
仁
心
善
性
中
體
為
內
在
依
據

。

雖

然

〈中
庸

〉
是
能
客
觀
的
天
道
天
命
說
到
人
主
觀
的
修
養
，
與
孔
子

「
踐
仁
以
知
天
」
'
孟
子
「
盡
心
知
性
知
天
」
(
盡
心
上
)
由
人
說
到

天
不
同
，
但
孔
子
也
說
「
天
生
德
于
予
」
(
述
而
)
，
具
有
超
越
意

識
，
說
到
天
與
人
的
互
相
喻
解

。

由
此
也
可
證
明
〈
禮
運
〉
文
雖
晚

出
，
但
仍
是
本
著
孔
子
思
想
往
前
推
進

。

四
、
禮
之
始
源
及
其
運
行

H
因
革
援
益
間
種
藏
不
變
之
禮
意

〈
禮
運
〉
又
記
載
在
時
代
轉
移
中
因
革
損
益
背
後
有
其
精
神
命

脈
。

例
如
.. 

言
僱
彼
問
曰

.. 

「
夫
子
之
經
言
禮
也
，
可
得
而
聞
輿
?
」
孔
子

回
「

我
欲
觀

夏
道
，
是

故
之
紀
，

而
不
足

徵
也
，
吾

得
《

夏

時
》
盾

。

在
札
社
觀
起
道

，

是
故

﹒丈
章

，
品
不
足
艦
也
，
且
，
何
叮

《
時

乾
》
焉
。

《
坤
乾
》
之
義
，
《
夏
時
﹒
》
之
等
，
吾
以
是
視
之

。

呼
應
上
文
「
承
天
之
道
，
治
人
之
情
」
二
旬
，
以
夏
、
高
二
代
印
證
。

同
金
空
間
》
中
孔
子
所
言

.• 

「
夏
禮
，
吾
能
言
之
，
把
不
足
徵
也
，
殷

禮
，
吾
能
言
之
，
宋
不
足
徵
也
，
文
獻
不
足
故
也

。

足
，
則
吾
能
徵
之

矣
。

」
〈
八
份
)
孔
子
實
能
說
出
夏
、
商
二
代
制
禮
的
精
意
，
只
是
典

章
文
物
與
大
賢
兩
項
不
足
作
證
罷
了

。

孔
子
於
夏
時
了
解
四
時
運
轉
的

程
序
，
因
夏
治
歷
以
授
民
時

。

於
殷
體
現
事
物
變
化
的
道
理
，
因
殷
易

歸
藏
首
坤

次
乾
。

二
者
正
是
先
王
制
禮
的
本
原
，
故
王
船
山
《
禮
記
章

制
，》
說
:
「
於
夏
時
、
坤
乾
得
禮
意
者
，
所
謂
承
天
道
以
治
人
情
也

。

韓
起
見
易
象
與
春
秋
，
而
日
周
禮
在
魯
，
亦
此
意
與

1
.

天
之
時
、
地
之

義
為
先
王
制
禮
之
本
原
，
則
三
代
之
英
載
大
道
之
公
以
行
，
益
可
見

矣
。

」
由
此
可
見
在
時
代
變
換
中
，
其
後
有
一
脈
相
承
永
不
可
變
的
精

神
蘊
藏
其
間
，
因
此
大
同
、
小
康
二
階
段
實
相
為
表
里
，
「
禮
所
自
始

實
創
於
大
同
之
世
」

。

小
康
之
世
民
俗
澆
簿
，
民
不
能
自
盡
自
安
，

「
故
王
者
敷
治
道
之
精
華
制
為
典
禮
」
，
用
以

安
頓
凡
民
，
不
若
大
同

之
世
「
上
下
同
於
種
意
」
，
由
此
可
見
大
同
、
小
康
之
別
，
不
在
上
位

者
，
而
是
在
民
心
厚
薄
不
同
。
因
此
，
孔
子
說
:
「
周
監
於

二
代
，
郁

郁
乎
文
哉
，
吾
從
周

。

」
(
八
份
)
其
實
已
不
只
是
繼
承
周
文
，
而
是

從
根
本
上
闡
發
人
心
之
仁
，
賦
予
周
文
禮
樂
以
源
頭
活
水

。

叫
禮
之
始
與
禮
之
運

雖
然
「
禮
」
主
要
運
用
在
「
小
康
」
的
世
代
，

其
實
禮
的
來
源
甚

旱
，
可
以
追
溯
到
「

大
同
」
之
世
，
只
因
當
時
民
淳
政
筒
，
不
須
等
待

聖
王
教
治
，
行
為
已
然
合
乎
禮
意

。

再
說
「
禮
」
是
中
華
文
明
的
表

徵
﹒
是
民
族
集
團
生
命
在
歷
史
實
踐
過
程
中
的

整
體
業
績
。

包
括
文
化

內
涵
的
各
個
層
面
，
諸
如
宗
教
、
政
治
、
軍

事
、

倫
理
、
社
會
、
經

濟
、

教
育

等

，
下
速

(
中
庸
〉
、

代禮
運

)
的

作

者

峙

，
「
禮
」
要
已

經

表
現
酷

的
-
形
上

學
，
歷

史

哲
學

，

要

.這
是
之

V
G
比
軒
間
哩

。

2
q
b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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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「
幢
幢
唷
四
qL
V岫
懷
有
λ
n
λ
情
祖
祖
喇
「
恤
愷
句ι
恤
間
隔
仰
」
口U
H-
-

昔
者
先

玉

未
有
宮
室
，
丸
之
則
居
營
窟
，
夏
訓
川
居
譜
曲
束

。

未
有
﹒
火

化
，
食
草
木
之
實
，
鳥
獸
之
肉
，
飲
其
血
，
茹
其
毛
;
未
有
麻

絲
，
衣
其
羽
皮
。
後
堂
有
作
，
然
後
倚
火
之
利
，
范
金
，
合
土
，

以
為
企
衛
、
宮
室
、
精
戶

。

以
炮
以
烙
，
以
亨
以
炙
'
以
為
種

“
峙
，
治
其
麻
絲
，
以
為
布
@
巾
。
以
接
生
送
死
，
以
事
鬼
神
上
帝
，

皆
從
其
朔

。

及
其
死
也
，
升
反
而
貌
，
告
曰

.. 

『
車
某
惰
性
!
』
然
後
飯
腥
而
芷

孰
。

故
天
望
而
地
藏
也
，
體
魄
則
降
，
如
氣
在
上
。
故
死
者
北

首
，
生
者
南
鄉
，
皆
從
其
初

。

夫
禮
之
初
，
始
諸
飲
食
。
其
熔
泰
岫
仟
豚
'
汙
尊
而
杯
飲
，
費
移
而

土
紋
，
猶
若
可
以
致
其
微

於
鬼
神
。

文
中
回
顧
人
類
從
原
始
進
入
到
文
明
的
關
鍵
是
居
室
、
火
食
、
衣
服
的

發
明
制
作
。
上
古
先
王
之
時
宮
室
、
飲
食
、
衣
著
皆
未
進
入
文
明
階

段
，
人
類
野
性
未
馴
'
血
氣
未
定
，
不
遑
修
禮
。
故
必
待
後
聖
修
火
之

利
，
建
造
宮
室
，
制
作
衣
服
，
從
此
人
有
安
定
生
活
，
血
氣
充
盈
，
才

得
以
養
生
送
死
，
知
所
感
恩
，
此
時
即
有
最
質
樸
最
原
始
之
致
敬
鬼
神

的
方
式
，
此
時
才
可
被
視
為
是
「
大
同
」
之
世
託
始
的
階
段
，
人
類
能

以
禮
意
通
連
於
天
人
神
鬼
，
並
因
此
能
珍
視
文
明
，
深
知
人
文
創
制
之

不
易
，
而
設
法
延
續
文
明
於
無
窮
，
使
此
初
衷
必
傳
於
後
世
，
乃
建
立

為
祭
把
之
禮

。

析
言
之
，
合
觀
〈
禮
運
〉
篇
首
「
大
悶
、
小
康
」
所
以
是
儒
家
思

想
的
關
鍵
，
即
在
於
孔
門
注
重
的
「
禮
」
是
文
明
的
起
點
，
尤
其
是
生

活
中
的
飲
食
及
衣
服

二
項
。

當
人
能
「
火
化
熟
食
」
以
來
，
人
就
已
知

要

「
致
其
敬
於
鬼
神

」
以
示
感
恩
之
意

。

史
稱
「
黃
帝
垂
衣
裳
而
天
下

治
」
'
藉
衣
服
可
以
區
別
人
、
禽
，
並
可
制
定
尊
卑
上
下
的
名
位
等

級
，
以
建
立
組
織
嚴
明
的
政
治
軌
道
。
而
自
從
「
禮
」
起
源
於
飲
食
、

陳
章
錫

從
〈
禮
運
〉
篇
探
索
孔
子
思
想

有
H
F刷
版
的
的制
制
串
起
今JZ
恨
，
#
肌
碧
那
岫
付
董
事
了4
F
Z
A尸勾Jh唱
過
，
川
M
F由m
l
A尸句
，
階
層mk
岫
們
身
堯
如

角
色
，
運
行
於
人
文

世
界
之
中

。

因
此
，
「
禮
』
經
血
聖

庄
的
仁

、
山山著

1

於
體
察
天
道
，
以
創
建
發
皇
為
客
觀
的
禮
文
制
度
，
「
禮
」
即
成
為
」

把
柄
，
承
教
著
人
文
業
績

。

可
藉
以
安
頓
長
養
凡
民
，
並
啟
導
後
代
人

心
，
這
些
經
由
禮
文
啟
發
仁

、
心
的
後
人
，
又
可
共
同
參
與
於
歷
史
文
化

的
創
造
，
還
以
灌
溉
滋
餐
禮
文
，
此
即
後
世
之
人
復
能
因
時
制
宜
、
因

革
損
益
，
再
建
新
禮
，
以
因
應
新
的
時
代
及
新
的
社
會
需
求

。

由
是
，

「
仁
」
、
「
禮
」
二
者
乃
構
成

交
養

E
動
、
相
需
相
成
的
關
係
。

而
在

歷
史
進
程
中
乃
含
有
「
變
」
與
「
不
變
」
的
兩
種
要
素
，
其
中
可
變
的

是
禮
文
制
度
，
不
可
變
的
是
作
為
道
德
根
源
的
良
心
善
性
。
故
王
船
山

總
結
前
文
說
.. 

「
此
節
言
自
後
聖
修
火
政
以
來
，
民
知
飲
食
則
已
知
祭

把
之
禮
，
致
敬
於
鬼
神
，
一
皆
天
道
人
情
之
所
不
容
己
，
其
所
從
來
者

遠
，
非
三
代
之
始
制
也
。
」
(
註
的
)
因
此
，
禮
文
持
載
天
道
，
調
理

人
惰

，
運
行
於
歷
史
之
中
，
〈
禮
運
〉
篇
名
的
含
義
才
能
夠
得
到
落

實
，
易
於
得
到
理
解
。

〈
禮
運
〉
的
名
義

，
徵
諸
古
註
'
《
禮
記
正
義
》
記
載
鄭
玄
說
:

「
名
日
禮
運
者
，
以
其
記
五
帝
三
王
相
變
易
，
陰
陽
轉
龍
之
道

。

」

(
註
口
〉
陳
緒
《
禮
記
集
說
》
云

.• 

「
此
篇
記
帝
王
禮
樂
之
因
萃
，
及

陰
陽
造
化
流
通
之
理
。
」
(
註
的
)
從
客
觀
面
說
到
「
禮
」
之
運
行
符

合
天
道
自
然
，
主
觀
面
言
及
「
禮
」
待
聖
王
而
後
運
行
於
人
文
世
界
，

此
說
法
仍
屬
片
面
，
尚
未
落
實
至
孔
、
孟
所
主
張
的
人
人
皆
有
仁
心
自

覺
、
皆
可
以
為
堯
舜
之
主
意
，
蓋
因
其
時
為
漢
末
衰
世
及
宋
代
，
孟
子

所
重
視
的
性
善
說
及
道
德
心
性
主
體
尚
未
受
到
普
遍
重
視
及
肯
認
，
必

需
等
待
新
儒
學
較
為
成
熟
的
時
期
，
內
聖
學
大
本
已
立
，
更
重
視
將
內

聖
良
知
心
體
貫
澈
至
外
王
事
業
之
際
，
才
有
較
為
深
刻
的
說
明
。
如
王

船
山
《
禮
記
章
句
﹒
禮
運
》
一
五
.. 

「
運
者
，
載
而
行
之
之
意

。

此
篇
言

禮
所
以
運
天
下
而
使
之
各
得
其
宜
，
而
其
所
自
運
行
者
，
為
二
氣
五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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鵝
湖
月
刊
第
二
六
卷
第
四
期
總
號
第
三

O
四

三
才
之
德
所
發
揮
以
見
諸
事
業
，
故
洋
溢
周
流
於
人
情
事
理
之
間
而
莫

不
順
也
。
蓋
唯
禮
有
所
自
運
，
故
可
以
運
天
下
而
無
不
行
焉
。
本
之

大
，
故
用
之
廣
，
其
理
一
也
。
」
與
前
二
說
最
大
差
異
，
應
是
禮
文
的

創
制
者
不
再
是
限
於
聖
王
，
而
是
具
有
德
養
的
君
子
，
或
說
具
有
理

解
、
詮
釋
天
道
之
能
力
的
君
子
。
在
己
創
建
的
禮
文
制
度
中
，
持
教
著

聖
王
君
子
的
天
德
良
知
，
以
安
頓
長
養
天
下
二
民
物
，
而
在
華
夏
文

明
光
環
映
照
下
一
代
一
代
的
成
員
，
乃
得
以
藉
由
禮
文
制
度
修
養
成
為

端
凝
穩
重
、
術
德
兼
修
的
君
子
，
發
揮
其
創
造
性
，
以
日
新
又
新
的
盛

德
，
共
創
祭
然
美
備
的
富
有
大
業
，
以
承
先
啟
後
，
並
擠
斯
民
於
至
善

的
境
地
。

五
、
結
語

總
結
前
文
，
〈
禮
運
〉
作
者
主
張
由
小
康
進
至
大
同
，
表
示
儒
者

一
本
真
心
誠
意
，
願
在
現
實
中
努
力
實
現
理
想
，
此
所
以
孔
子
未
嘗
不

知
世
亂
，
而
仍
汲
汲
於
行
道
，
只
因
「
鳥
獸
不
可
與
同
群
，
吾
非
斯
人

之
徒
與
而
誰
與
!
」
(
《
論
語
﹒
微
子
》
)
雖
然
大
同
之
理
想
要
人
各

得
其
所
，
目
標
頗
高
遠
，
但

一
念
及
之
，
信
其
終
有
可
成
之
日
，
則
已

非
幻
想
，
並
可
藉
理
想
提
攜
現
實
，
不
致
拘
執
於
功
名
利
祿
。
且
孔
子

嘆
魯
君
偕
禮
，
未
嘗
不
寓
託
《
春
秋
》
寓
褒
貶
、
別
善
惡
之
微
意
，
故

禮
亦
必
配
合
正
名
思
想
，
型
仁
講
讓
，
著
義
考
信
，
來
穩
定
人
際
關

係
、
安
定
人
倫
分
位
，
再
配
合
客
觀
制
度
，
引
導
凡
民
共
同
參
與
人
文

化
成
。
雖
然
時
移
世
異
，
禮
文
須
隨
時
變
革
，
但
重
視
親
親
尊
尊
之
禮

意
，
卻
是
內
在
不
可
變
革
的
要
素

。

禮
意
係
與
文
明
俱
始
，
因
衣
裳
、
火
食
、
居
室
始
制
之
後
，
人
乃

得
以
穩
定
平
和
的
生
命
共
創
文
化

。

唯
在
大
問
之
世
，
人
人
皆
能
一
本

公
慎
，

互
相
通
情
達
音
?
逮
至
小
康
，

民
俗

趨
薄
，
則
上
位
者
藉
由
禮

文
安
排
生
活
常
的
執
以
安
定
凡
民

。

中
山
固
定
，
禮
成
為
民
族
文
化
生
命
的
表

徽
，
聖
王
制
禮
以
啟
導
人
心
，
人
更
秉
其
良
心
以
參
與
人
文
化
成
，

仁
、
禮
二
端
構
成

E
動
的
關
係
。
而
禮
意
即
指
內
在
的
仁
心
義
質
，
並

不
似
禮
文
之
代
有
因
革
，
而
是
運
行
於
歷
史
中
，
承
載
大
道
為
公
之

意
，
構
成
文
化
道
統
，
繩
繩
繼
繼
，
不
受
政
統
興
替
之
影
響
，
作
為
其

超
越
的
指
導
原
則
，
並
由
孔
子
以
來
的
儒
者
，
本
著
守
先
待
後
的
精

神
，
薪
火
相
傳
。
是
以
儒
者
又
特
重
文
化
意
識
，
、
必
注
意
人
禽
之
分
、

義
利
之
辨
及
文
野
之
別
，
由
是
人
性
的
價
值
尊
嚴
、
道
德
實
感
及
民
族

文
化
的
歸
屬
感

，
乃
卓
然
挺
立
。
凡
此
，
皆
是
孔
子
給
予
後

世
子
孫
的

莫
大
貢
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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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
釋

註
l

、
山

.. 

例
如
陳
給
說
;
「
篇
首
大
同
、
小
康
之
說
，
則
非
夫
子
之

言
也
。
」
見
《
禮
記
集
說
﹒
禮
運
》
'
上
海
古
籍
出
址
，
一
九

九
四
年
版
，
頁
二
二
。

又
可
參
見
唐
君
毅
，
《
中
國
哲
學
原
論
﹒
原
道
篇
卷
一
一
》
，
台

灣
的
學
生
書
局
，
一
九
七
八
年
，
三
版
，
頁
九
三
。
文
中
引
朱
子

集
答
呂
伯
恭
書
，
謂
其
「
幾
以
二
帝
、
三
王
為
二
道
，
此
則
有

病
。
」
引
語
類
八
十
七
可
學
錄

.. 

「
間
，
禮
運
似
與
老
子
同
，

日
，
不
是
聖
人
書
。
」

註
2

•• 
徐
建
設
，
《
周
秦
時
代
理
想
國
探
索
》
，
中
州
古
籍
出
版
社
，

一
九
九
八
年
版
，
頁
二

0
0

，
文
中
認
為
「
禮
運
篇
的
內
容
誠

然
有
些
蕪
雜
，
其
思
想
卻
是
連
貫
和
明
確
的
，
應
該
把
全
篇
思

想
打
通
之
後
，
再
加
以
分
析
，
而
不
能
緊
緊
盯
在
篇
首
那
篇
文

字
上

。

」

主
張
通
篇
研
究
之
意
見
甚
佳
，
但
認
為
其
內
容
蕪
雜

則
不
妥
。

註
3

.. 
王
船
山
主
張

大
同
、
小
康
相
為
表
里
，
可
參
賽
並
詳
後
文
外
，

拉
叫
。

日
見
《
插
坦
白
凡
養
學
何
圳
，
悟
，
恥
叫
恥
血
肉
趴
開
山
叫
生
也
矗R
q
L
軍
扭
南
加
閃
恥
叫
，

s
a
仇
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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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吐
4
.

參
見
康
君
較
先
生
說
法
。
同
註

l
'

頁
九

六
。

在
「J

﹒

層
君
毅
先
生

說
.. 

「
其
以
禮

樂
之
人
文
為
本

，
以
通
自
然
之
字

宙
、
人
倫
、
政
治
、
與
歷
史
之
世
界
，
則
足
以
答
墨
道
諸
家
以

儒
家
之
禮
樂
之
義
，
只
限
於
人
間

一
時
之
用
之
疑
難
，
亦
足
以

伸
禮
樂
之
教
化
之
價
值
於
政

治
，
以
答
法
家
言
文
學
之
士
與
禮

樂
無
用
於
為
政
之
接
難

。

」
同
註
4

，

頁
九
二
。

註
6

•• 

徐
復
觀
先
生
說
:

「
從
大
、
小
戴
看
，
孔
門
對
禮
的
傳
承
、
研

究
，
較
其
他
經
為
特
盛
，
時
間
亦
最
長

。

大
、
小
戴
記
中
，
有

的
是
出
於
漠
初
儒
者
之
手
，
但
是
也
有
所
傳
承

o

」
見
《
中
國

經
學
史
的
基
礎
》
，
台
灣
學
生
書
局
，
一
九
八

二
年
初
版
，
頁

一
九
。

註
7

•• 
牟
宗
三
先
生
說
:
「
堯
舜
禪
讓
並
不
是
通
過
理
性
的
自
覺
而
成

立
的
一
個
政
治
制
度
，
此
後
來
儒
者
託
古
立
象
耳
，
但
必
不
可

昧
於
現
實
之
發
展
。
若
不
能
知
託
古
立
象
之
意
，
便
以
為
堯
舜

一
過
，
便
入
黑

暗
時
期
，
是
則
全
昧
人
類
現
實
之
奮
鬥
'
與
在

現
實
中
實
現
理
想
之
發
展
。
」
見
於
《
歷
史
哲
學
》
，
學
生
書

局
，

一
九
七
八
年
薑
三
版
，
頁
二
?

註
8

、

U

.• 
同
註
4

，
頁
九
七
。

註
9

、
曰
:
同
註
3

，
頁
五
四
0

，
「
固
定
謂
小
康
」
下
之
註
語
。

註
m.. 
同
註
3

，
頁
五
三
六
。

註
的
、

M
:

同
註
3

，
頁
五
四

一
。

註
心
.. 

同
註
4

，
唐
先
生
認
為
〈
禮
運
〉
、
〈
樂
記
〉
「
此
二
文
可
稱

為
文
化
哲
學
與
形

上
學
之
結
合
，
其
規
模
亦
甚
弘
闊

。
」

註
M

•• 

同
註
u
'

頁
五
四
五

。

註
口
.. 

孔
穎
達
，
《
禮
記
正
義
》
卷
九
，
《
十

三
經
注
疏
》
本

。

*RHo--9 

時
仲
#
早
扭
呵從
〈
禮
運
〉
篇
探
索
孔
子
思
想

盯
們H
a
-


g
割
m

SE.E.--

李
瑞
全
著

本
書
分
為
兩
部
份
。
第
一
部
份
通
過
西
方
當
代
生
命
倫
理
學

中
以
原
則
主
義
為
主
的
倫
理
學
架
樁
，
吸
收
以
功
利
主
義
和
康
德

義
務
論
為
主
的
西
方
倫
理
學
內
容
，
迴
向
儒
家
的
倫
理
學
。
並
以

孟
子
由
不
忍
人
之
心
闖
出
仁
義
禮
智
四
端
，
融
會
用
以
分
析
生
命

倫
理
問
題

.. 

自
律
、
不
傷
害
、
仁
愛
和
公
義
等
四
個
基
本
原
則
，

進
而
函
揖
諮
詢
同
意
、
保
護
主
義
、
私
隱
梅
等
道
德
規
則
，
結
合

儒
家
之
「
各
盡
其
性
分
原
則
」
、
「
參
贊
天
道
原
則
」
、
「
經
權

原
則
」
等
，
建
構
一
當
代
新
儒
學
的
生
命
倫
理
學
。

第
二
部
份
則
運
用
此
架
構
分
析
生
命
科
技
所
引
生
的
倫
理
爭

議
，
如
體
外
受
精
或
試
管
塑
兒
、
代
母
等
議
題
，
無
性
生
殖
或
複

製
人
，
和
人
類
基
因
團
組
計
劃
等
之
倫
理
、
法
律
與
仕
會
涵
義
。

目
鐸

甲
、
理
詣
篇

第
了
草
引
論

•. 

生
命
倫
理
學
之
課
題
與
分
析
架
構

第
二
章
基
本
的
倫
理
學
理
論

管
如
=
-
e
b
T且
此
宮
女
且

T
A叫
品
『
錯
叮
叮
馬
州
訓
川

第
四
章
儒
家
生
命
倫
理
學

第
五
章
經
權
原
則
與
道
德
判
斷

乙
、
分
析
篇

第
六
章
人
工
生
鐘

第
七
幸
被
製
人
與
無
性
生
殖

第
八
章
人
類
基
因
圖
紐
約
倫
理
反
思

附
錄

壹
、
個
體
價
值
之
定
位

.. 

當
代
新
儒
學
論
人
之
為
人
的
課
題

貳
、
儒
家
對
人
格
價
值
之
定
位
﹒
論
個
體
的
人
之
為
人
的
價
值39 

鵝
湖
出
版
社
出
版
，
全
書
一
八

0

頁
，
定
價
一
八

0

元
，
請
利

用
鄧
樣
帳
號

E
E
S

宮
，
戶
名
.. 

鵝
湖
出
版
社
訂
購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