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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一
節

論
在
倫
理
無
構
中
人
之
相
處
之
道

甲
、

論
通
連
父
昏
天
地
文
化
為
一
體
以
言
孝

船
山
論
孝
必
通
達
父
母
天
地
文
化
為
一
體
而
言
。
言
孝
心
是
人
性
之
先
天
本
有

，
無
待
於
學
，
又
進
一
步
辨
別
素
不
可
僅
圍
於
私
情
之
報
患
，
而
實
有
其
積
極
深
遠

之
意
義
，
若
此
而
論
君
臣
女
子
夫
婦
之
相
待
之
道
，
方
有
其
獨
特
之
見
解
。
船
山
論

小
雅
齒
，
義
日•. 

瘋
暑
一
酒
也
，
抱
住
焉
爾
。
尖
子
一
生
也
，
繼
成
Z
F
m
商
。
善
言
父
母
之

德
者
，
不
敢
侈
而
他
言
之
，
生
而
已
矣
。
「
天
地
之
大
德
日
生
」
'
凡
為
德

者
，
莫
匹
其
子
。
故
曰
:
「
臭
天
間
極
」
'
生
之
謂
也
。
是
故
知
其
道
而
後

可
行
，
知
其
義
而
後
可
壺
，
非
事
親
之
謂
也
。
知
事
親
之
道
而
後
不
直
，
知

事
親
之
義
而
後
不
息
，
「
節
文
斯
」
之
謂
也
。
學
知
之
事
不
給
而
困
勉
之
路

絕
。
故
日•. 

「
欲
報
之
戀
，
團
長
天
周
極
」
'
言
無
所
容
其
勉
也
。

乃
或
曰•• 

「
學
而
後
知
父
母
之
與
我
為
一
身
」
'
非
知
幸
者
之
言
也
。

誠
學
而
後
知
父
母
之
與
我
為
一
身
，
終
漠
然
其
不
相
為
一
也
。
知
此
之
一
者

，
不
假
學
而
固
知
之
?
孰
能
為
涵
之
所
指
、
非
晶
宙
之
所
注
哉
?
故
學
者
，
學

英
飾
文
而
已
。
若
夫
子
之
心
，
事
其
親
•• 

無
當
然
也
，
無
道
也
，
無
所
以
然

也
，
無
義
也
，
理
行
焉
而
非
道
，
性
安
焉
而
非
義
。
傳
曰
•• 

「
未
有
學
養
子

而
後
錄
者
也
」
，
而
況
於
父
母
乎
?

祖
孫
世
代
之
可
繩
m
m不
絕
，
人
艾
德
業
之
可
因
繼
志
述
事
，
以
成
其
淵
遠
流
長

，
美
備
富
厚
.
，
無
不
是
基
于
「
生
」
之
一
事
實
。
故
日
•• 

「
女
子
一
生
也
，
繼
成
焉

商
。
」
再
往
上
溯
，
「
天
地
之
大
德
日
生
。
」
如
此
欠
母
天
地
文
化
莫
不
是
因
「
生

」
之
相
繼
相
績
而
可
通
速
為
一
體
。
故
言
父
母
之
德
，
不
可
侈
而
言
他
。
而
言
「
季

」
亦
必
自
脫
層
次
以
言
，
始
有
其
深
刻
之
意
義
，
否
則
即
是
不
知
本
者
。

人
生
而
有
報
本
返
始
之
天
性
，
孝
心
是
一
先
天
之
實
然
，
生
而
知
之
、
安
而
行

之
，
而
非
自
學
知
困
勉
而
啼
啼
。
然
何
以
叉
須
學
?
此
係
因
現
實
上
孝
行
之
終
成
，
必

有
待
「
學
」
之
功
以
助
成
之
，
學
而
叩
知
孝
之
深
刻
內
涵
，
知
其
施
行
之
方
法
權
衡

，
知
所
節
制
文
飾
，
應
幾
行
掌
之
時
乃
能
不
僵
乏
、
不
愚
昧
。
而
就
文
化
立
場
言
，

人
道
天
理
無
不
是
立
本
於
乾
陽
創
生
之
德
者
，
若
不
崇
「
生
」
德
，
而
只
重
言
母
之

「
養
」
德
，
則
無
以
別
乎
禽
獸
夷
狄
之
無
文
化
，
故
船
山
叉
詳
論
其
義
於
小
雅
寥
羲

日
﹒
.

50 

砂
〈
生
之
，
母
鞠
之
，
咐
之
、
畜
之
、
長
之
、
育
之
、
顧
之
、
復
之
，
出

入
腹
之
，
「
地
道
無
成
而
代
有
終
」
'
亦
尤
勤
矣
。
夫
人
尺
寸
之
膺
，
皆
五
口

身
也
，
而
厚
以
妥
之
，
則
成
乎
其
細
人
矣
，
壹
致
於
性
而
已
矣
。
天
施
之
，

地
生
之
，
地
竭
其
力
以
為
之
造
動
以
承
天
，
而
以
春
天
之
性
，
地
無
成
於
性



也
。
故
曰•• 

「
天
地
細
趟
，
萬
物
化
醉
，
男
女
構
糟
，
萬
物
化
生
」
'
言
致

一
也
。
致
一
者
為
天
，
不
以
動
於
生
物
為
德
也
。

故
母
之
德
周
極
也
，
父
之
德
尤
周
極
也
，
這
莫
貴
於
一
，
德
莫
大
於
生

，
生
莫
尊
於
性
。
差
不
可
以
忱
性
，
誠
不
可
以
仿
生
，
用
動
不
可
以
倪
致
一

。
古
之
知
禮
者
，
失
在
而
母
之
服
踢
，
崇
性
以
卑
養
，
專
生
以
統
成
，
主
一

以
御
隸
之
義
也

。
父
之
德
罔
鐘
也
，
母
之
德
亦
周
極
也
。
周
極
云
者
，
非
優

惠
之
謂
也
。
父
施
之
，
母
承
之
，
「
無
成
而
代
有
終
」
'
勤
勤
乎
承
陽
之
施

而
不
怠
，
是
固
大
有
功
於
矢
，
而
德
亦
與
之
配
矣
。

故
知
禮
者
，
知
此
而
已
矣
。
知
權
者
知
生
者
也
，
知
生
者
知
人
道
者
也

，
知
人
造
者
知
天
者
也
。
故
日
•• 

「
恩
宮
會
親
不
可
以
不
知
人
，
恩
知
人
不
可

以
不
知
天
。
」
「
欲
級
之
德
，
臭
天一
間
極
」
'
詳
言
母
恩
，
而
重
「
父
兮
生

我
」
以
加
乎
其
上
，
其
殆
知
天
者
與
!

此
文
復
對
列
「
天
」
、
「
地
」
之
別
以
說
現
父
之
「
生
」
德
與
母
之
「、養
」
德

有
別
。
天
象
徵
「
陽
」
'
係
「
道
德
性
」
之
創
生
原
則
，
自
主
、
定
方
向
，
而
為
純

二
，
ι質

，
地
象
徵
「
陰
」
'
係
「
自
然
性
」
之
終
成
原
則
，
順
從
、
顧
力
量
，
而
為

雜
多
之
量
;
其
中
天
之
純
一
又
必
通
過
地
之
維
多
而
復
成
其
純

-
v

例
如
天
之
道
雖

順
生
萬
物
，
然
非
舍
其
本
而
徒
成
萬
末
之
散
列
，
而
是
必
即
此
自
然
萬
物
以
見
其
「

道
德
」
意
義
，
而
地
雖
竭
力
進
動
，
卻
非
可
自
芋
，
而
必
歸
宿
於
終
成
天
之
創
造
，

如
此
可
見
即
順
生
即
反
本
之
義
，
故
言
「
致
一
者
為
天
」
。
文
中
析
論
甚
闕
，
茲
不

復
贅
。
而
船
山
言
父
母
之
德
有

剔
，
由
此
對
照
可
知
。
復
次
，
古
之
知
禮
者
從
文
化

立
場
「
崇
性
以
卑
養
，
專
生
以
統
成
。
」
無
不
是
因
人
道
天
理
之
必
尊
陽
，
始
可
言

道
德
文
化
之
創
造
之
義
。
吾
人
由
此
更
可
知
其
中
分
辨
甚
為
嚴
格
。

如
山
叉
續
以
此
義
言
夷
狄
與
佛
教
之
或
無
文
化
之
統
，
或
忽
親
人
文
化
成
之
功

，
即
因
不
能
尊
陽
而
不
知
尊
欠
德
。
船
山
曰•• 

不
知
此
者
，
懷
昀
昀
之
恩
以
為
孽
，
夷
而
已
矣
。
夷
之
為
道
，
甘A
R悅

色
而
丘
。
悅
色
而
不
知
裁
，
故
昏
姻
之
不
正
，
而
知
有
母
不
知
有
矢
。
不
知

有
失
者
，
不
知
誰
何
而
為
之
父
也
。
甘
食
而
唯
養
之
慎
，
故
專
乳
哺
之
恩
，

而
推
以
厚
慈
其
子
。
厚
慈
其
子
者
，
寶
己
之
委
形
而
散
其
養
也
。
嗚
呼
，
.
君

子
之
道
，
易
知
簡
行
，
而
天
下
莫
能
知
，
人
之
不
禽
也
無
幾
矣
。
羯
胡

主
中

國
而
政
毀
，
浮
屠
流
東
土
而
教
亂
。
地
天
之
通
，
不
絕
於
郊
壇
，
父
母
之
差

、
弗
別
於
喪
祭
，
陰
亢
陽
窮
，
養
亢
性
窮
，
人
道
之
憂
，
其

妥
有
遲
乎
!

夷
狄
重
男
女
飲
食
，
純
順
本
能
而
徒
養
形
軀
，
並
不
知
以
人
文
之
度
裁
之
，
可

見
其
無
文
化
之
意
識
，
放
入
主
中
國
時
常
斷
絕
敬
壤
中
國
文
化
之
統
，
而
為
船
山
所

深
責
，
此
從
其
「
唯
養
之
價
」
可
知
其
理
。
佛
教
祈
天
賜
福
之
學
常
屬
一
己
之
私
利

，
信
之
者
必
將
不
能
辦
變
利
，
忽
說
人
文
化
成
之
功
，
此
從
其
曲
押
到
父
母
之
羞
于
喪

祭
之
禮
，
可
知
其
理
。
至
此
吾
人
可
知
船
山
立
言
之
重
點
所
在
，
堆
在
保
文
化
以
存

擎
-晨

，
而
其
關
鍵
則
實
在
於
是
否
能
尊
欠
以
尊
天
而
已
。

由
前
知
孝
既
重
返
本
崇
德
，
則
人
子
不
可
困
於
弘
情
之
立
場
，
僅
以
需
養
之
心

事
親
。
船
山
論
此
義
于
小
雅
四
釷
臼
﹒
.

日
資
君
之
祿
以
養
其
親
，
故
致
親
之
身
以
事
其
君
，
孰
為
此
言
?
殆
非

知
道
者
與
1

夫
養
者
子
事
也
，
非
事
觀
之
事
也
。
以
養
為
親
之
事
，
則
將
以

益
為
親
所
待
於
我
之
事
，
且
請
其
級
以
需
養
為
心
而
以
事
之
也
。
君
子
事
道

，
小
人
事
義
。
故
為
人
子
者
，
苟
以
養
為
己
之
事
，
而
不
敢
謂
親
之
我
需
。

惟
峙
的
，
則
亦
憨
敢
以
親
之
身
致
之
以
報
養
乎
?
致
其
身
以
報
養
，
抑
將
貿
其

身
以
求
養

。
為
人
扭
扭
者
，
抑
將
貿
其
予
以E
R養
乎
?

身
者
，
親
之
身
也
。
守
規
之
身
者
，
事
親
之
事
而
已
矣
。
親
與
我
胥
生

於
天
地
之
間
，
無
所
逃
於
君
臣
之
義
，
一
也
。
故
曰
•• 

「
事
君
不
忠
非
季
也

，
戰
隊
無
勇
非
幸
也
。
」
親
事
其
事
而
有
餘
，
於
我
成
之
;
親
事
其
事
而
不

足
，
於
我
捕

之
。
成
其
有
餘
，
放
日
「
爾
街
式
時
周
公
之
獻
訓
」
;
補
其
不

足
，
故
日
「
爾
街
蓋
前
人
之
忽
」
o

嗚
呼
，
.
「
我
日
斯
道
，
而
月
斯
征
，
夙

興
夜
寐
，
無
一
奈
爾
想
生
」
'
亦
惟
艱
哉
!
誼
日
以
其
鼎
食
、
易
其
教
水
，
親

心
慰
而
我
事
學
那
9
.

「
王
事
癱
笠
，
不
遑
將
父
」
;
「
王
事
廓
H
H且
，
不
遠
將
母
」
;
四
釷
之

以
勸
息
也
，
即
以
為
勸
幸
也
。
先
王
不
忍
以
需
養
之
心
勞
人
之
子
，
人
子
而

以
需
奮
之
心
上
承
其
親
，
亦
異
乎
先
王
之
所
A
X矣
。

，

養
父
母
只
是
人
子
之
責
任
，
而
非
孝
德
，
若
徒
以
利
識
之
故
而
事
霄
，
誤
以
扭
扭
叭



有
求
報
之
心
而
養
之
，
乃
是
小
人
之
利
害
計
較
，
不
足
以
一
量
一
一
口
素
德
。
即
或
親
有
求
報

之
意
，
吾
人
之
養
父
母
仍
不
當
按
此
以
行
。
前
即
知
季
原
應
通
連
父
母
天
地
文
化
為

一
體
而
言
，
則
寧
君
事
父
皆
不
能
進
此
義
，
故
人
子
於
事
君
及
數
悔
之
際
未盡
其
力

，
即
為
非
孝
。
不
僅
如
此
，
人
復
有
繼
志
述
事
，
光
大
先
人
德
乘
之
責
。
例
如
成
王

命
君
陳
繼
周
公
肇
麗
日
•• 

「
爾
尚
式
時
周
公
之
做
訓
」
'
周
公
令
成
王
復
對
蔡
叔
之

于
於
蔡
曰•• 

「
爾
尚
蓋
前
人
之
位
」
(
註
四
)
，
皆
是
從
繼
成
或
補
救
前
人
之
功
罪

著
眼
以
言
孝
道
。
由
是
吾
人
可
知
以
需
養
事
視
之
不
足
，
而
孝
唯
應
是

A
A之
自
行
其

義
。
以
下
再
以
此
義
圖
個
論
人
子
上
事
君失
之
道
。

乙
、

論
上
事
君
父
之
道

船
山
論
都
風
靜
女
曰
•• 

孝
子
之
於
親
，
忠
臣
之
於
君
，
其
愛
沈
潛
，
其
敬
恍
惕
，
迫
之
而
安
，

致
命
而
己
有
餘
，
歷
亂
離
而
無
不
贅
，
情
之
也
。
故
曰

•• 

「
召
之
則
在
側

，
求
而
殺
之
則
不
可
得
」
;
又
曰•• 

「
執
蟄
而
後
見
，
三
翼
而
後
登
」
;
言

其
俟
之
有
梅
地
也
。
故
曰
•. 

「
人
臣
不
以
非
所
得
而
拳
之
君
，
人
子
不
以
非

所
得
而
奉
之
父
」
'
言
其
胎
之
有
擇
物
也
。
故
曰
.• 

「
叔
齊
不
以
得
因
為
非

常
之
慈
，
周
公
不
以
郊
神
為
非
常
之

一幅
」
'
言
其
見
異
而
弗
之
異
也
。
倩
迫

而
有
不
迫
，
道
有
常
而
施
受
各
如
其
分
，
是
故
命
有
所
不
衡
，
召
有
所
不
往

，
受
祿
而
不
誣
'
隆
禮
篤
愛
而
不
驚
，
然
乃
終
以
可
生
可
死
而
不
可
貳
。
若

此
者
，
借
以
靜
女
之
情
當
之
，
未
見
其
相
濟
而
成
用
者
也
。

此
甜
甜
靜
女
一
詩
之
不
能
擇
地
以
兒
，
擇
物
以
胎
，
申
論
忠
臣
孝
子
之
亦
須
進
退

有
節
，
自
有
其
常
道
以
事
君
矣
。
「
命
有
所
不
衡
，
召
有
所
不
往
」
即
言
須
潔
身
自

愛
，
而
不
在
道
以
從
或
無
故
屈
死
。
「
受
檢
而
不
誣
」
即
言
不
以
非
所
得
陷
君
父
於

不
義
。
必
如
是
方
可
謂
是
知
所
權
衡
。
復
次
，
其
人
愛
敬
之
情
必
是
由
形
土
之
所

直
貫
而
下
，
而
為
有
本
有
源
者
，
故
其
愛
恆
深
沈
鶯
厚
，
其
敬
恆
憂
危
棟
懼
，
而
管

從
容
有
餘
，
一
無
驚
迫
之
相
。
船
山
叉
即
小
雅
采
教
「
彼
交
匪
籽
」
之
句
論
事
君
須

無
悔
忘
之
心
。
其
言
曰

•. 

君
子
之
事
君
也
，
鴻
豫
以
為
志
，
危
惋
以
為
惰
。
鴻
豫
以
為
志
，
故
世
臼

雖
降
，
主
德
雖
衰
，
上
下
之
交
雖
未
等
，
而
無
在
道
之
從
。
危
恍
以
為
惰
，

故
世
雖
盛
，
主
，假
雖
賢
，
上
下
之
交
雖
密
以
遍
，
而
無
愴
忘
之
心
也
。

「
彼
交
匪
籽
」
，
無
愴
志
之
謂
也
。
無
愴
忘
者
，
非
僅
其
憂
時
，
而
減

君
矣
。
有
憂
時
戒
君
之
心
而
君
不
予
，
無
實
以
將
之
也
。
將
之
以
賞
者
若
之

何
?
其
氣
惕
然
，
其
志
超
然
，
合
而
若
離
，
親
而
若
不
給
，
進
前
而
不
舍
，

退
食
而
若
不
得
復
見
。
有
如
此
者
，
乃
以
信
其
無
僧
忘
之
實
也
。
故
君
子
之

事
君
，
殆
猶
夫
事
親
。
敬
者
非
直
敬
也
，
愛
而
不
忍
不
敬
也
。
故
曰

•• 

「
資

於
事
欠
以
事
君
而
敬
向
。
」
夫
事
父
之
敬
，
則
固
異
於
鬼
神
賓
長
之
賓
賓
者

矣
。

嗚
呼
!
以
屈
服
之
騷
，
宮
會
有
為
之
主
，
則
無
患
楚
之
不
商
周
也
。
以
文

宋
瑞
之
死
，
事
圖
存
之
主
，
則
無
慮
采
之
不
康
宜
也
。
躊

躇
之
怨
，
其
周
公

之
騷
乎
(
註
五
)
1
桐
宮
之
弗
獲
己
，
伊
尹
之
心
，
柴
市
之
心
也
(
註
六
)

。
下
此
者
，
時
未
棘
，
情
亦
未
與
之
棘
.
，
勢
未
領
，
心
亦
未
與
之
飯
。
大
命

已
記
'

。

成
乎
終
天
之
憾
，
乃
始
脫
虞
淵
之
日
，
悲
號
恩
挽
而
不
得
，
不
亦
晚

乎
?
故
忠
臣
介
士
無
疚
於
天
下
而
自
疚
其
心
，
惜
往
日
之
籽
也
。

君
子
之
事
君
若
有
鴻
蕩
之
志
，
即
無
在
道
之
從
，
若
有
危
怖
之
惰
，
則
無
悔
忘

之
心
，
此
憲
前
已
有
所
論
列
，
本
節
復
即
後
者
強
調

事
君
有
其
平
素
不
可
怠
忽
之
道

。
若
必
待
圈
可
碎
領
記
，
無
可
挽
救
之
際
，
方
才
呼
天
搶
地
，
嘆
息
往
日
之
籽
緩
懈
怠

，
則
為
時
已
晚
。
其
人
難
平
時
或
有

巨型
時
戒
君
之
心
，
然
情
未
能
深
峙
蹄
，
固
不
能
得

君
之
信
任
而
無
濟
於
事
，
歷
史
上
亡
國
之
際
，
鮮
有
不
出
此
者
。
輩
無
憎
志
之
心
非

僅
憂
懼
而
己
，
而
實
是
由
於
有
內
心
所
生
談
之
不
容
巴
之
變
慕
而
不
忍
不
敬
，
此
猶

如
事
父
之
敬
非
僅
是
對
客
觀
賓
長
之
敬
而
已
。
君
子
必
有
此
愛
慕
之
情
生
於
中
，
而

後
或
可
實
際
得
到
君
之
信
任
重
視
。
其
情
狀
實
是
驚
憂
悲
槍
，
依
戀
無
己
，
看
似
約

束
隱
徽
，
而
實
鍾
注
難
舍
，
若
此
方
真
是
無
愴
志
之
心
，
此
理
想
之
典
範
歷
史
上
唯

屈
原
、
文
天
祥
、
周
公
、
伊
尹
等
，
寥
寥
可
數
之
數
人
而
已
。

船
山
復
，
自
人
情
上
言
，
君
臣
饒
非
天
生
之
親
，
其
間
原
可
有
相
當
距
離
，
若
引

峰
嘯
而
不
轍
其
惰
，
則
將
更
無
當
於
君
苔
之
義
，
亦
可
與
上
艾
相
補
充
印
證
。
其
論
都



民
綠
衣
日•• 

不
以
臣
之
寧
省
、
婦
之
從
夫
者
事
矢
，
非
子
也
，
以
臣
之
事
智
、
婦
之

從
失
者
事
欠
，
猶
非
子
也
。
不
以
子
之
事
父
者
事
君
從
夫
，
非
臣
非
矯
也
。

以
子
之
事
欠
者
事
君
從
夫
，
亦
非
巨
非
婦
也
。
臣
事
君
而
不
得
於
君
，
日
「

人
好
好
，
勞
人
草
草
」
，
以
之
事
矢
，
則
舜
將
忌
象
之
逸
而
怨
己
勞
也
。

婦
從
夫
而
不
得
於
夫
，
日
「
綠
兮
衣
兮
，
綠
衣
黃
裳
」
'
以
之
事
矢
，
則
伯

夷
將
怨
叔
齊
之
為
家
而
己
裳
也
。
若
失
臣
之
於
君
，
婦
之
於
夫
，
唯
其
志
而

莫
邊
，
嫌
於
賴
龍
、
而
讓
所
當
得
於
變
偉
，
則
張
禹
之
下
權
姦
為
忠
，
趙
后

之
進
妖
妹
為
順
矣
。

道
在
安
身
以
衛
主
，
身
不
安
而
怨
，
雖
怨
利
誠
之
失
可
矣
。
道
在
固
好

以
宜
家
，
好
不
固
而
甜
甜
，
雖
傻
床
第
之
歡
可
矣
。
何
也
?
臣
之
於
君
，
婦
之

於
夫
，
非
天
親
也
，
則
饒
有
開
;
又
從
而
引
機
以
不
戰
其
惰
，
則
以
致
其
忠

順
者
不
愈
縛
乎
?
屈
子
荼
施
之
憾
，
班
矩
航
局
之
悲
，
夫
亦
猶
行
鱗
次
之
志

也
與
!

首
段
義
甚
繳
纜
，
妨
試
析
之•• 

自
常
情
霄
，
臣
之
事
君
主
於
「
敬
」
'
婦
之
從

失
主
於
「
妥
」
'
事
欠
則
須
「
愛
」
「
敬
」
集
有
:
故
徒
以
二
者
(
變
、
敬
)
之
一

事
欠
則
非
子
;
兼
二
者
以
事
君
或
從
夫
亦
非
子
。
文
尖
子
為
天
生
之
親
，
有
命
焉
，

平
品
種
變
敬
其
欠
，
原
不
得
有
所
怨
慰
。
反
之
，
君
臣
夫
婦
非
天
貌
，
臣
不
得
於
君
，

或
續
不
得
於
夫
，
若
具
有
怨
慰
之
惰
，
而
非
無
垠
而
來
者
，
即
國
團
合
理
而
應
表
達
。

因
此
，
就
區
或
婦
一
言
，
若
其
目
的
在
「
安
身
以
衛
主
」
，
或
「
因
好
以
結
家
」

，
其
怨
甜
甜
即
厲
合
理
而
可
衰
，
即
或
在
「
怨
利
祿
之
夫
」
，
或
在
「
優
床
第
之
歡
」

亦
皆
無
不
可
。
如
若
不
然
，
既
非
天
親
而
已
有
距
離
，
文
賴
於
表
達
弘
惰
，
反
更
有

這
君
臣
夫
婦
之
義
。
此
衛
莊
姜
、
屈
原
、
班
捷
好
之
怨
總
仍
所
以
為
合
道
之
行
也
。

丙
、
論
人
際
溝
通
之
原
則

基
於
這
德
實
踐
之
必
出
於
主
動
自
由
之
心
靈
，
船
山
尤
注
重
不
言
之
歇
，
而
無

限
於
督
責
第
話
之
末
道
，
其
論
周
南
開
雄
曰
•• 

聖
人
有
獨
至
，
不
言
而
化
成
天
下
，
聖
人
之
獨
至
也
。
聖
人
之
於
天
下

，
視
如
其
家
，
家
未
有
可
以
言
言
者
也
。
化
成
家
者
，
家
如
其
身
，
身
未
有

待
於
言
言
者
也
。
督
目
以
咦
，
說
眩
而
得
不
明
。
督
耳
以
聰
，
聽
變
而
得
不

聰
o

善
聰
明
者
，
養
其
耳
目
，
魂
充
魄
定
，
居
然
而
受
成
於
心
，
有
養
而
無

督
矣
。
督
子
以
季
，
不
如
其
安
子
;
督
弟
以
友
，
不
如
其
稽
弟
.
，
督
婚
以
順

，
不
如
其
經
績
。
魄
定
魂
通
，
而
神
順
於
性
，
則
莫
之
或
言
而
著
或
言
之
，

君
子
所
為
以
天
道
養
人
也
。

若
夫
庇
義
而
猶
弗
若
也
，
聖
人
之
於
天
道
命
也
，
道
且
弗
如
天
何
也
。

雖
然
，
則
必
不
為
很
子
傲
弟
燭
妻
之
尤
，
而
抑
可
抑
其
銳
以
徐
響
之
，
君
子

猶
不
謂
命
也
。
人
而
令
興
，
未
有
不
以
名
高
者
矣
。
人
而
不
令
興
，
未
有
不

以
貫
重
者
矣
。
若
夫
言
者
，
相
窮
於
名
而
無
賞
者
也
。
故
易
曰
「
成
其
輔
頰

舌
」
'
感
之
末
矣
。
榮
之
以
名
以
暢
其
魂
，
惠
之
以
實
以
厚
英
魄
，
而
後
夫

人
自
費
之
心
起
。
德
敢
者
行
乎
自
妥
者
也
，
親
之
而
人
不
容
疏
，
尊
之
而
不

容
慎
。••• 

典
人
棺
勸
勉
之
道
，
首
須
尊
重
他
人
之
自
由
意
願
而
不
勉
之
，
故
不
可
訴
諸
言

語
之
督
責
無
賞
，
蓋
但
還
口
舌
者
，
實
無
濟
於
事
也
。
然
又
不
可
委
諸
於
命
，
僅
庄

於
對
很
子
做
弟
煽
萎
暫
抑
其
銳
以
徐
響
之
，
君
子
猶
可
進
一
步
榮
之
以
名
，
惠
之
以

實
，
以
禮
樂
德
教
通
歸
真
魂
魄
，
使
其
存
在
上
之
精
神
血
氣
皆
得
調
養
安
順
，
如
此

親
人
如
己
，
而
致
其
敬
意
，
或
能
使
人
生
起
自
妥
之
心
，
若
能
自
愛
以
愛
人
敬
人
，

則
與
人
融
為
一
體
，
而
人
不
容
疏
慢
矣
。

以
上
船
山
藉
聖
人
說
家
如
身
之
原
則
以
說
明
其
意
，
蓋
吾
人
若
耳
目
官
骸
得
聲

，
則
可
現
定
魄
通
，
其
後
心
神
之
發
用
乃
愈
能
和
順
中
飾
。
則
以
之
推
求
與
人
相
勸

勉
之
道
，
其
要
不
過
是
有
且
覽
無
督
而
已
。
於
此
吾
人
可
知
德
教
之
可
食
。

此
尊
重
他
人
之
道
，
船
山
叉
於
論
小
雅
常
綠
曰
•• 

能
為
兄
弟
之
閒
者
，
非
友
生
也
。
實
沈
、
畫
胎
之
變
，
袁
譚
、
袁
尚
、

蕭
釋
、
蕭
紀
之
構
，
貞
人
摯
士
固
嘗
涕
姨
道
之
而
不
可
挽
矣
。
釁
險
之
成
，

妻
子
惑
之
、
僕
妾
挑
之
者
，
不
可
勝
道
﹒
棠
練
之
詩
，
頡
頑
於
兄
弟
支
生
之

閒
、
而
酌
其
團
軍
殺
，
不
以
紡
車
費
、
逆
子
、
聽
僕
、
煽
妥
之
續
毀
為
憂
，
而
歸
臼



咎
於
友
生
，
何
也
?
弗
豫
擬
於
不
會
之
途
、
而
授
以
可
任
之
咎
，
君
工
品
開
也

申
生
曰
:
「
看
非
鯨
氏
，
居
不
安
，
食
不
飽
。
發
辭
，
姬
必
有
罪
」
，

然
且
僅
為
共
世
子
而
不
是
以
季
，
妥
況
斥
其
私
呢
之
蠱
，
透
過
以
自
鐘
，
而

激
其
不
相
下
之
勢
哉
?
故
曰
「
詩
可
以
群
、
可
以
怨
」
，
唯
其
為
君
子
爾
也

兄
弟
之
間
若
有
釁
隙
，
未
必
皆
出
於
朋
友
之
介
入
，
其
中
拓
妻
、
逆
子
、
點
僕

、
局
妾
之
擔
毀
林
盤
，
實
不
可
勝
道
，
然
所
以
終
歸
咎
菸
朋
友
者
，
乃
因
君
子
之
存

心
忠
厚
，
仍
尊
重
周
遭
之
人
，
冀
其
自
a
a自
重
。
蓋
人
之
所
以
日
陷
於
不
善
，
常
因

早
已
被
人
預
夠
為
不
善
所
致
，
故
君
子
必
會
人
餘
地
，
使
之
有
向
善
之
心
，
此
亦
與

上
文
所
論
「
有
養
無
督
」
之
義
種
相
通
。

船
山
叉
言
朋
友
當
以
成
儀
相
佐
，
而
不
可
冀
望
於
攝
心
。
其
論
大
雅
假
樂
日

•• 

劉
子
回•• 

「
威
儀
以
定
命
也
。
」
形
函
氣
，
氣
御
神
，
神
受
命
，
命集

於
形
，
而
表
里
主
輔
之
權
送
若
為
王
。
是
故
氣
曼
老
莫
義
訓
，
度
渡
者
某
種

蕩
，
色
遷
者
其
信
達
，
形
鈍
者
其
知
促
，
容
汰
者
其
E
m伐
。
義
利
、
體
蕩
、

信
遠
、
知
促
、
廉
伐
，
則
心
不
足
以
存
而
其
仁
仆
。
骨
子
曰•• 

「
以
支
輔
仁

」
'
輔
之
威
儀
也
。

雖
然
，
友
之
所
輔
，
正
此
而
已
矣
。
進
朋
友
而
攝
心
，
吾
莫
之
能
保
也

。
何
也
?
心
非
攝
之
所
能
及
也
。
獨
至
則
安
，
倚
以
至
則
危
;
動
於
譽
悶
、

依
於
形
摸
，
以
教
其
至
，
則
因
迷
而
未
得
。
迷
而
未
得
，
則
不
旋
值
而
失
其

欲
攝
之
初
心
，
而
又
笑
以
相
攝
邪
?
故
曰•• 

「
為
仁
自
己
而
自
人
乎
哉
?
」

蘇
武
不
望
攝
於
季
陵
，
心
異
而
情
無
猜
，一

故
朋
友
之
道
可
不
絕
也
。
二

唐
待
攝
於
兩
翼
，
心
似
而
失
之
於
旋
腫
，
無
以
相
報
而
益
以
相
枝
，
而
朋
友

之
義
絕
矣
。
故
朋
友
者
，
但
道
也
。
探
求
之
威
儀
之
餘
而
攝
以
心
，
是
「
潑

值
」
也
，
「
沒
值
之
凶
」
，
必
矣
。

雖
說
友
可
輔
仁
，
然
道
德
行
為
本
質
上
仍
係
主
動
自
由
者
，
故
朋
友
之
交
往
只

須
常
示
以
外
在
之
威
儀
，
便
可
於
無
言
之
中
啟
海
某
人
內
在
仁
心
之
自
覺
。
若
妄
圖

以
言
語
之
窮
黯
'
督
責
其
仁
心
之
發
露
，
乃
無
益
之
拳
，
蓋
傷
人
自
晶
唔
，
將
反
使
人

樂
從
也
。
故
必
日
「
以
文
會
友
」
'
舍
「
文
」
必
無
其
他
溝
通
管
道
可
言
。

然
威
儀
何
以
可
輔
仁
?
此
因
人
之
命
係
天
地
中
和
之
氣
降
而
暫
凝
於
人
身
者
(

註
七
)
，
其
中
創
造
之
心
能
(
神
)
與
形
軀
生
命
(
氣
)
原
本
即
凝
合
於
人
之
荐
在

，
為
一
種
而
不
可
分
，
故
人
外
在
之
舉
止
容
貌
與
內
在
之
心
神
實
有
相
對
廳
、
相
輔

成
之
關
係
'
而
成
儀
即
是
尊
嚴
之
舉
止
容
貌
，
若
外
在
成
儀
愈
能
中
節
合
麓
，
則
內

在
仁
心
曇
露
之
勢
乃
愈
順
易
而
可
能
者
，
此
即
以
支
輔
仁
之
教
所
在
。
自
上
所
述
，

吾
人
可
知
船
山
重
道
德
行
為
之
主
動
自
由
，
而
必
予
人
尊
重
，
留
人
餘
地
，
希
冀
人

間
是
一
貌
和
之
相
往
來
，
於
是
如
山
叉
即
此
義
言
人
典
人
間
之
報
施
，
乃
人
道
之
常

，
其
論
周
南
膠
木
日
•• 

穆
木
，
報
上
之
情
也
。
葛
真
不
得
而
縈
，
一
關
廣
不
為
之
說
矣
。
然
則
繆

者
以
收
責
，
而
縈
者
因
知
道
情
與
?
夫
高
興
者
，
易
簡
之
積
也
。
高
而
不
易

，
安
學
者
與
1

興
而
不
筒
，

彎
彎
者
興

，
.
連
欲
胥
天
下
於
大
同
，
不
情
其
惰

，
而
晶
個
字
心
之
於
報
施
，
評
敢
者
典
，
.
蜜
學
者
絕
人
，
直
冒
著
者
自
絕
，
海
散
者

欲
同
而
得
異
。
故
聖
人
不
絕
報
施
之
惰
，
維
天
下
於
弗
她
也
。
姊
姑
之
曲
棍
，

后
妃
之
晶
唔
，
胡
求
弗
得
，
而
不
諱
用
其
相
報
之
祉
，
斯
不
亦易
而
可
親

，
簡

而
可
知
巴
乎
!
始
之
以
情
憶
之
心
，
永
之
以
休
休
之
色
，
下
日
我
以
為
報
也

，
上
不
嫌
奄有
之
，
日
以
報
我
也
。
受
者
安
，
報
者
不
倦

，
成
值
之
理
得
，

上
下
之
倩
交
，
高
興
者
以
何
求
而
不
獲
邪
?
是
故
甚
危
夫
晏
莓
，
而
甚
惡
夫

彎
彎
也
。

番
滋
目
者
日•• 

「
借
我
無
以
繆
之
，
彼
終
不
我
縈
之
，
今
之
勸
我
福
者
，

惡
在
其
不
幸
我
輛
也
?
人
無
適
好
，
而
笑
此
貿
貿
篤
，
.
勿
g
e安
崖
，
而
嶄
絕
於

恩
怨
之
外
，
莫
如
老
死
不
相
往
來
，
無
或
閱
而
亦
葉
之
或
異
，
應
有
權
與1

」
淘
然
，
則
亦
殆
乎
汀
禽
原
獸
之
相
遇
矣
。
子
曰
•• 

「
鳥
獸
不
可
與
向
群
」

'
兔
於
禽
獸
之
群
為
已
足
矣
。
報
施
者
人
道
之
常
也
，
美
為
其
不
可
哉
!

人
情
之
常
相
報
施
往
來
，
係
因
人
我
原
為
一
種
而
不
可
分
，
故
常
須
有
所
溝
通

。
其
相
往
來
之
過
程
自
亦
不
當
一
方
視
同
償
債
之
當
然
，
一
方
則
只
因
利
之
所
在
而

討
好
，
而
毋
寧
當
看
成
是
人
原
能
自
覺
地
去
維
黨
人
典
人
閑
之
交
通
，
所
必
有
之
行

為
。
若
因
自
處
孤
高
而
拒
人
千
里
﹒
或
因
緣
於
煩
瑣
而
斬
絕
不
顧
，
皆
是
誤
認
一
己

可
以
獨
立
於
人
群
之
外
，
如
禽
獸
般
之
陌
然
相
遇
於
野
，
此
貫
一
大
妄
見
。
故
必
報

恩
之
雙
方
相
安
不
倦
，
使
人
與
人
間
皆
有
所
交
通
維
賽
，
方
可
謂
是
親
和
之
大
群
體

，
然
則
人
間
之
報
施
亦
高
興
易
衡
之
常
這
嫩
，
.

總
上
所
述
，
吾
人
亦
可
知
船
山
論
諸
倫
理
觀
念
之
深
安
通
、
遂
，
委
曲
細
彎
曲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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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四
節

論
用
物
之
道

• 

甲
、

論
反
己
盡
性
以
用
物
之
道

道
德
賣
錢
不
能
繼
天
地
形
色
凡
百
器
物
以
兒
，
而
君
子
亦
無
不
可
即
物
以
見
其

道
德
意
義
，
以
證
成
道
德
之
主
動
自
由
。
船
山
論
小
雅
賓
之
初
鐘
，
即
盛
發
此
羲

•. 

內
生
而
外
成
者
姓
也
，
流
於
情
而
猶
性
也
。
外
生
而
內
受
者
命
也
，

非
有
而
莫
非
命
也
。
盡
其
性
，
行
乎
情
而
貞
，
以
性
正
情
也
。
盡
其
性
，
安

其
命
而
不
亂
，
以
往
顧
命
也
。
命
則
有
不
車
間
矣
，
命
則
有
不
令
矣
。
君
子
之

道
，
齊
之
以
腫
、
而
不
齊
之
以
天
，
令
之
於
己
、
而
不
令
之
於
物
。

u
a拘
期

物
之
A
W、
而
絕
其
所
不
令
，
則
是
舍
己
而
求
之
於
物
，
非
反
己
盡
性
之
這
也

。
納
之
於
賓
祭
而
約
之
以
禮
，
齊
天
物
之
不
齊
矣
。
響
而
做
之
，
行
乎
不
令

之
塗
而
令
之
矣
。
正
莫
也
而
無
憂
於
命
，
繼
天
有
功
而
險
非
其
險
，
阻
非
其

間
矣
。
故
天
無
揮
施
，
君
子
無
揮
妥
，
莫
非
命
而
樂
之
於
正
，
君
子
之
以
事

天
至
矣
。

物
或
純
或
駁
，
不
全
為
人
生
所
必
須
，
然
君
子
無
不
可
使
之
有
其
價
值
，
唯
其

方
式
又
可
以
性
、
命
之
理
區
別
之
。
蓋
「
住
」
本
有
其
內
在
之
目
的
住
，
其
表
現
為

「
情
」
亦
有
其
本
質
之
意
義
。
故
必
藉
外
在
之
物
以
順
成
道
德
事
業
，
而
表
彰
物
之

積
極
之
道
德
價
值
，
此
方
式
即
「
以
往
正
情
」
。
至
於
其
他
難
事
實
上
存
在
，
封
非

所
必
須
有
而
有
之
物
，
即
歸
之
「
命
」
:
此
時
仍
可
以
之
逆
霞
道
德
主
體
，
表
彰

道
德
之
消
極
價
值
，
例
如
酒
非
住
所
必
須
有
，
然
而
將
酒
「
納
之
賓
祭
而
約
之
以
種

」
，
即
可
點
化
之
，
使
之
亦
具
消
極
之
道
德
價
值
。
此
方
式
即
「
以
性
順
命
」
。
前

者
有
為
，
而
見
事
業
之
功
，
後
者
有
守
，
而
見
人
心
之
德
。
如
此
天
雖
無
擇
而
施
，

人
亦
可
無
姆
彈
而
受
，
莫
非
命
而
繁
之
於
正
，
此
正
是
君
子
反
己
靈
性
之
道
。

君
子
若
能
如
此
善
責
其
心
以
用
物
;
則
薄
可
以
為
厚
，
君
子
乃
無
入
而
不
自
待

。
船
山
諭
小
雅
組
黨
曰
:

用
物
之
簿
，
身
安
之
而
不
恥
，
車
帶
之
所
敬
愛
而
不
嫌
，
其
權
廣
心
以
用

物
者
乎
1

名
不
可
歉
，
用
之
以
實
:
賣
不
可
菇
，
用
之
以
名
。
名
實
兩
不
可

縛
，
則
且
，
求
其
美
而
用
之
，
於
是
而
天
下
之
物
無
不
可
用
也
。
以
斯
而
法
用

其
簿
，
於
己
何
恥
，
於
人
何
嫌
哉
?
放
到
葉
之
略
略
，
采
之
而
非
幅
帽
矣
，

束
之
而
益
非
略
略
矣
。
其
名
菲
，
其
實
涼
，
猶
無
己
而
努
求
之
未
采
之
前
，

若
略
略
者
之
迎
吾
目
而
欲
茹
之
也
，
亦
善
用
此
飄
業
矣
。

•..• 

蚵
喇
業
見
風
則
翻
，
其
薄
可
知
，
然
可
以
賞
心
悅
目
，
若
采
乏
，
兩
之
，
則
可
以
食

，
叉
著
用
之
攝
酵
間
以
華
所
敬
愛
，
則
可
與
之
習
禮
儀
講
道
華
矣
(
註
八
)
，
此
即

其
所
可
以
有
之
道
德
-
價
值
，
故
物
雖
薄
而
無
不
可
舟
，
且
其
用
亦
如
斯
之
厚
，
皆
因

君
子
善
貧
其
心
以
用
物
所
致
，
吾
人
於
此
推
見
君
子
缸
能
廣
心
自
安
，
不
失
敬
愛
，

則
當
可
無
入
而
不
自
得
矣
。

船
山
叉
論
小
雅
正
月
，
言
聶
徊
于
當
以
合
道
德
之
利
用
以
達
物
。

旨
酒
酪
之
，
官
蘭
教
將
之
，
遂
可
以
治
鄰
而
云
昏
姻
乎
?
然
而
鄰
洽
矣
，

昏
姻
云
矣
，
激
人
貞
士
惠
待
而
不
獨
也
!
夫
以
飲
食
燕
樂
之
給
而
合
，
以
飲

食
燕
樂
之
不
給
而
餒
，
此
瑣
瑣
之
姻
亞
隊
之
以
居
、
而
未
嘗
不
適
，
激
人
貞

士
胡
為
其
憂
耶
?

君
子
之
白
靈
而
量
物
宏
也•• 

以
利
達
物
，
物
因
其
利
，
則
君
子
懼
矣
.
，

無
利
以
連
物
，
物
臉
其
惰
，
則
君
子
成
矣
。
彼
非
必
有
瓦
解
之
勢
，
猶
是
可

達
而
合
也
。
失
之
於
乾
棚
，
而
歸
蓄
其
惰
，
如
之
何
其
弗
成
也
!
此
之
弗
戚

，
則
於
駿
仲
子
之
餒
、
陳
師
道
之
凍
也
，
君
子
不
忍
為
矣
。

小
人
之
相
飲
食
燕
樂
，
徒
以
私
欲
速
物
，
乃
成
對
物
之
糟
蹋
，
故
君
子
深
為
戒

值
。
因
物
雖
本
以
利
用
為
其
性
，
然
不
當
徒
以
利
遠
之
，
亦
不
嘗
不
以
利
迪
之
，
而

是
當
以
合
道
德
之
利
用
這
之
，
故
君
子
必
以
成
擅
自
重
，
而
以
種
物
說
物
，
此
所
以

陳
仲
子
、
陳
師
道
為
守
這
自
靈
，
寧
凍
餒
以
死
而
不
輕
受
了
物
之
所
由
也
。

乙
J

會
主
物
客
觀
之
道
德
意
義

吾
人
於
物
，
必
即
其
客
觀
之
道
德
意
義
而
始
可
予
以
肯
定
，
非
可
隨
人
心
而
變

也
，
船
山
論
小
雅
鼓
鐘
臼•• 

「
欽
欽
」
'
鵬
也
:
「
同
音
」
'
雍
也
;
「
不
僧
」
'
平
也

o
m
雍
以

平
，
和
樂
之
都
也
，
而
聞
之
者
憂
悲
以
姐
。
故
稿
康
曰
:
「
聲
無
哀
樂
，
衷

者
衷
其
樂
，
樂
者
樂
其
衷
也
。
哀
樂
中
出
，
而
音
不
生
其
心
，
宿
費
a
R
a圓裁
?

」
然
而
非
也
。
當
廠
實
而
歉
，
非
謂
歎
者
之
亦
歡
也
;
隨
富
貴
而
歉
，
非
調
歌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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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亦
成
也
。
施
衰
冕
於
輿
台
之
身
，
不
能
謂
衰
冕
之
不
是
榮
也•• 
王
公
而
執

鐵
之
役
，
不
能
謂
鐵
座
之
不
足
馬
也
。
事
與
物
不
相
穗
，
物
與
情
不
相
準

者
多
矣
，
未
能
如
之
何
，
而
彼
固
不
為
之
損
。
然
則
「
准
水
」
之
樂
，
某
一
音

自
樂
，
聽
其
擊
者
，
自
怒
，
兩
無
相
興
，
而
樂
不
見
功
。
樂
美
害
于
其
心
之
憂

，
憂
妥
害
于
其
樂
之
和
我
9
.
故
「
欽
欽
」
者
自
麟
，
「
同
音
」
者
自
雍
'
「

不
僧
」
者
自
平
。
雲
移
日
薇
，
而
疑
日
之
無
固
胡
也
，
非
至
愚
者
不
能
。
放

君
子
之
貴
夫
樂
也
，
非
實
其
中
出
也
，
食
其
外
動
而
生
中
也
。
彼
稽
康
者
，

坦
在
其
情
，
而
忽
於
物
理
之
貞
跡
，
惡
足
以
與
於
斯1

原
本
是
肅
雍
和
諧
之
樂
，
刻
因
周
幽
王
奏
之
不
以
其
所
，
反
令
覺
者
聞
主
悲
憂

而
不
得
靜
寧
(
詮
七
)
，
此
時
人
內
在
之
情
不
典
音
樂
所
舍
之
客
觀
意
義
相
應
，
船

山
以
為
並
無
損
可
音
樂
本
有
之
客
觀
含
義
，
只
是
於
此
時
未
能
費
用
而
已
，
此
猶
如
衰

冕
施
之
輿
台
(
賤
役
)
，
鐵
座
之
役
執
於
王
公
，
仍
無
損
褒
冕
與
鐵
座
本
具
之
或
榮

或
博
之
固
定
含
義
。
蓋
說
理
想
之
世
界
言
，
原
當
內
外
合
一
，
如
有
德
則
有
位
，
有

實
則
有
名
之
類
，
然
一
遍
亂
世
，
則
「
事
與
物
不
相
稱
，
物
與
情
不
相
準
者
參
矣
」

'
而
客
觀
意
義
臨
潛
藏
，
則
吾
心
唯
有
暫
守
孤
興
而
己
，
由
是
吾
人
知
鼓
鐘
之
樂
若

在
平
世
奏
以
其
所
，
則
賢
者
內
心
之
情
意
必
當
為
與
其
(
音
樂
)
肅
雍
和
平
之
含
義

恰
當
相
應
者
，
故
船
山
云
「
君
子
•••.•• 

責
其
外
動
而
生
中
」
。
叉
車
事
物
之
客
觀
意
義

多
為
一
般
人
所
忽
，
船
山
論
小
雅
都
人
士
日
•• 

心
值
持
者
也
。
耳
目
，
取
新
者
也
。
以
其
心
貞
其
耳
目
，
以
其
耳
目
生

其
心
。
生
心
而
不
忘
，
於
是
而
不
失
其
值
。
得
則
慰
，
失
則
怒
，
斯
亦
不
必

有
高
世
絕
俗
之
志
與
而
能
之
，
凡
有
心
者
之
所
同
觸
而
生
其
悲
愴
也
。
有
值

觀
，
無
但
美
色
。
有
恆
籬
，
無
恆
和
聲
。
取
新
而
忘
其
故
，
而
人
道
絕
矣
。

天
下
有
若
無
黨
於
得
失
利
害
之
數
，
而
耳
目
之
不
容
自
殊
者
，
無
值
之
民
忽

之
矣
。
得
之
無
所
槽
，
失
之
無
所
損
，
故
不
必
利
，
新
不
必
害
，
宣
乎
其
為

無
值
之
民
之
所
忽
也
，
則
衣
服
旅
姓
是
已
。
何
取
乎
衣
服
?
喧
清
而
已
矣
。

何
取
乎
旅
姓
?
充
位
有
人
，
昏
姻
有
細
而
已
矣
。
委
妥
必
有
黃
黃
?
等
寞
必

臺
?
惱
妥
必
撮
也
?
色
足
轍
，
富
貴
足
居
，
宿
費
必
尹
±
口
也

9
.
失
誰
知
人
道
之

所
絕
續
在
此
矣
乎
?

以
實
治
者
，
仁
義
是
已
，
非
便
利
也
。
以
名
治
者
，
綱
維
於
心
，
莫
之

易
而
人
紀
定
，
非
街
鎧
稱
於
口
耳
之
謂
也
。
因
其
利
，
街
其
鐘
稱
，
耳
目
取

新
而
今
昨
不
保
。
魚
缸
卅
擇
於
紹
，
禽
無
鐸
於
林
，
但
無
鐸
瀉
，
去
禽
魚
幾
何

哉
!
取
新
之
久
，
習
新
以
為
故
，
角
可
加
於
績
，
尾
可
曳
於
反
，
溼
人
賤
黨

可
以
為
姻
親
，
禽
容
獸
戀
可
以
為
風
俗
，
行
且
非
是
而
莫
之
貴
。
悲
夫
!
欲

歌
都
人
士
之
詩
以
延
人
紀
於
妓
光
，
不
可
得
已
。

心
是
耳
目
之
主
，
耳
目
是
良
知
之
發
竅
，
耳
目
取
新
以
為
「
用
」
，
然
不
可
失

心
所
應
僵
持
之
「
體
」
，
都
人
士
一
詩
即
在
針
眨
昧
於
此
議
者
。
案
毛
詩
序
曰•• 

「

周
人
刺
衣
服
無
常
也
。
古
者
長
民
，
衣
服
不
貳
'
從
容
有
常
，
以
齊
其
民
萬
則
民
德

歸
一
，
傷
A可
不
復
見
古
人
也
。
」
郎
一
義
上
認
為
官
服
不
貳
有
人
文
化
成
之
道
德
功

能
，
此
時
衣
服
即
有
其
文
化
意
義
，
可
謂
「
周
之
中
有
體
，
物
之
中
有
文
」
。
如
山

亦
即
用
此
觀
點
為
繼
衡
。
衣
服
非
不
可
取
新
，
然
放
新
相

『涼
，
實
於
其
中
之
文
化
意

義
仍
不
可
變
。
若
一
味
取
新
，
即
是
蒙
蔽
於
耳
目
之
官
，
而
不
知
作
為
「
體
」
之
文

化
意
義
，
方
是
永
恆
而
不
腦
感
官
以
動
者
，
則
人
道
絕
矣
。
蓋
因
其
人
之
心
不
能
持

值
，
無
仁
義
以
為
綱
維
，
乃
認
為
衣
服
之
新
故
無
關
利
害
，
於
現
象
亦
無
所
增
滅
，

於
是
為
求
便
利
而
放
任
耳
目
取
薪
，
殊
不
知
當
由
道
德
心
以
貞
定
其
發
用
。
然
世
人

庇
積
習
深
固
，
已
甜
點
感
裕
，L
H怪
乎
船
山
深
致
慨
歉
，
而
痛
責
其
昧
於
人
禽
之
別
也

56 

自
上
引
二
則
，
吾
人
可
知
船
山
於
事
物
之
有
其
客
觀
道
德
意
義
者
，
皆
必
予
以

肯
定
之
義
。

註
四•• 

語
出
尚
書
君
陳
、
蔡
仲
之
命
二
篇
。

註
五•• 

毛
詩
序
一
云•• 

「
蟻
閻
明
，
周
公
救
亂
也
。
成王
采
和
周
公
之
志
，
公
乃
為
詩
以

遺
王
，
名
之
曰
鴿
驗
。
」
毛
傳
云
•• 

「
未
知
周
公
之
志
者
，
未
知
其
欲
攝
政
之

之
意
。
」

註
六•• 

桐
宮
為
祖
藺
草
野
地
，
伊
尹
放
太
甲
於
此
，
依
近
先
王
以
自
省
，
事
見
史
記
殷
本

記
。
柴
市
為
文
天
祥
殉
難
處
，
「
伊
尹
之
心
，
柴
市
之
心
」
係
云
伊
尹
存
必

死
之
心
。

註
七•• 

參
見
左
傳
成
公
十
三
年
劉
康
公
所
云•• 

「
民
受
天
地
之
中
以
生
，
所
謂
命
也

'
是
以
有
動
作
禮
義
成
儀
之
則
，
以
定
命
也
。
」

註
入•• 

「
習
種
講
道
藝
」
為
「
略
略
到
葉
」
句
鄭
鐘
之
注
誨
，
其
義
當
本
于
毛
詩
序

所
云
「
恩
古
之
人
不
以
微
薄
膜
種
焉
。
」

註
九•• 

毛
詩
序
云•• 

「
鼓
鐘
，
刺
幽
王
也

。

」
叉
「
鼓
鐘
欽
欽
，
准
水
湯
湯
，
憂
心

且
傷
」
之
旬
，
毛
傳
-
E.. 

「
幽
王
用
樂
，
不
與
德
比
，
會
諸
侯
於
堆
上
，
較

其
海
樂
，
以
示
諸
侯
，
賢
者
為
之
憂
傷
。
」

h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