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禮
記
學
記
玄
談
暨
科
會 

淨
門
弟
子
周
泳
杉
學 

夫
玄
者
，
深
也
。
古
來
釋
教
經
家
，
思
闡
經
旨
，
例
先
撮
取
經
中
深
義
，
鉤
玄
而
談
，
使
見
者
聞
者
略
明
經
要
，
以
期

綱
舉
目
張
，
了
然
不
紊
，
謂
之
玄
談
。
俾
深
義
奧
理
，
顯
而
不
隱
，
明
而
不
昧
，
以
開
達
善
信
起
修
實
證
；
然
又
須
力
求
簡

而
不
繁
，
易
而
不
難
，
為
接
引
初
機
生
信
逗
教
。
其
廣
為
經
家
所
崇
，
體
例
完
備
者
，
莫
如
台
宗
約
名
體
宗
用
相
，
開
為
五

重
，
以
發
揮
經
中
要
旨
。 

儒
經
之
解
，
素
無
此
例
。
若
夫
拘
墟
之
士
，
恃
執
門
庭
，
睥
睨
鬬
亂
者
，
固
不
足
議
；
先
哲
之
各
行
其
道
，
蓋
不
欲
混

濫
，
致
教
次
乖
違
耳
。
以
儒
釋
二
聖
之
教
，
真
俗
異
轍
，
迹
絕
不
同
；
又
教
相
一
重
，
本
佛
獨
有
，
取
以
配
當
，
寧
不
齟
齬
。

雖
然
浪
配
非
義
，
若
舍
教
相
不
談
，
名
體
宗
用
四
重
，
碻
亦
儒
經
之
所
該
備
。
苟
能
教
次
嚴
明
，
謹
防
冒
濫
，
或
無
咎
焉
。

況
訪
石
他
山
，
又
何
愧
於
圭
璋
哉
。
敬
敘
四
重
玄
談
於
左
。 

 

釋
名
：
學
記
。 

經
以
記
名
，
謂
聖
門
弟
子
暨
諸
門
人
，
親
炙
聖
教
，
秉
師
教
誨
以
傳
聖
經
，
揀
非
妄
作
，
疑
謗
頓
息
。
記
以
學
名
，
蓋

欲
闡
學
義
之
奧
，
引
人
向
學
。
夫
學
之
一
字
，
居
聖
經
之
首
；
又
夫
子
嘗
喟
然
慨
曰
：
「
十
室
之
邑
，
必
有
忠
信
如
某
者
焉
，

不
如
某
之
好
學
也
。
」
可
見
質
美
同
聖
者
眾
，
而
欲
舍
凡
登
聖
，
其
要
則
全
繫
於
學
，
故
學
之
義
大
矣
哉
。 

然
所
學
為
何
。
說
文
釋
學
云
：
「
斅
，
覺
悟
也
。
从
教
，
从
冖
音
密
，
覆
也

。
冖
尚
朦
也
。
臼
音
局
，
下
不
連

聲
。
學
，
篆
文

斅
省
。
」
白
虎
通
辟
雍
篇
曰
：
「
學
之
為
言
，
覺
也
，
以
覺
悟
所
未
知
也
。
」
丁
福
保
說
文
解
字
詁
林
：
「
从
子
在
冖
下
，

冖
尚
朦
之
象
，
臼
兩
手
以
去
其
蒙
。
」
以
上
諸
家
，
咸
與
說
文
訓
同
，
蓋
以
去
朦
返
覺
訓
學
，
甚
合
經
旨
。
何
以
故
。
考
諸

聖
經
，
夫
子
嘗
謂
：
「
吾
有
知
乎
哉
，
無
知
也
。
」
又
謂
己
「
空
空
如
也
」
，
皆
朦
盡
覺
顯
之
義
。
參
諸
毘
尼
，
世
尊
教
誡

弟
子
：
「
於
學
與
無
學
，
勿
生
分
別
想
。
是
名
第
一
道
。
」
祖
師
注
曰
：
「
稱
性
之
修
，
學
即
無
學
。
於
無
學
道
中
，
而
熾

然
習
學
。
」
無
不
將
學
之
一
字
，
淋
漓
盡
闡
，
不
容
等
閒
視
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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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
以
漢
注
申
義
。
學
記
二
字
，
據
鄭
康
成
三
禮
目
錄
云
：
「
名
曰
學
記
者
，
以
其
記
人
學
教
之
義
。
」
若
宗
鄭
說
，
經

旨
顯
然
涉
於
學
、
教
兩
層
；
而
獨
以
學
標
經
名
，
略
教
不
言
者
，
蓋
闡
教
道
雖
先
王
所
授
，
其
最
初
緣
起
，
莫
非
學
者
誠
感
，

故
曰
：
「
只
問
來
學
，
未
聞
往
教
。
」
照
應
本
經
，
即
「
善
待
問
者
如
撞
鐘
」
、
「
待
其
從
容
，
然
後
盡
其
聲
」
也
矣
。
待

問
，
非
無
心
之
應
歟
；
大
小
之
鳴
，
以
盡
其
聲
，
非
隨
學
者
之
器
，
應
其
所
知
之
量
耶
。
經
又
進
云
：
「
記
問
之
學
，
不
足

以
為
人
師
。
」
更
彰
明
聖
人
無
知
之
智
用
，
乃
盡
捨
記
問
知
識
之
朦
，
證
復
本
覺
理
體
之
性
，
而
沛
然
發
也
。
故
知
曰
學
、

曰
教
，
皆
以
法
而
為
本
經
之
立
題
也
。 

再
細
分
之
，
論
學
與
教
，
又
各
含
二
層
能
所
，
四
端
縱
橫
，
名
題
方
顯
。 

一
者
、
能
學
之
心
：
其
心
充
「
欲
化
民
成
俗
」
之
懇
切
，
慨
然
有
澄
清
天
下
，
救
拔
倒
懸
之
宏
願
，
藉
以
窺
知
其
人
志

向
超
勝
，
器
量
廣
漠
，
品
操
勁
絜
，
學
行
篤
敬
。
惟
慕
道
心
切
，
待
親
炙
聖
教
，
方
能
勤
懇
操
持
，
心
無
旁
騖
，
即
經
所
謂
：

「
藏
修
息
游
」
、
「
念
終
始
典
於
學
」
焉
。 

二
者
、
所
學
之
境
：
夫
能
學
之
心
既
深
，
所
學
之
境
寧
淺
。
本
經
以
「
知
類
通
達
，
強
立
不
反
」
為
大
成
，
克
造
斯
境
，

方
足
以
推
致
「
化
民
易
俗
」
之
事
業
，
圓
滿
夙
昔
之
大
願
矣
。
何
哉
？
蓋
「
強
立
不
反
」
者
，
定
也
；
「
知
類
通
達
」
者
，

慧
也
。
學
一
至
此
，
堪
稱
實
學
。 

三
者
、
能
教
之
德
：
聖
德
無
既
，
非
誠
，
焉
足
以
感
；
大
教
無
邊
，
非
敬
，
孰
得
以
窮
。
本
經
論
師
之
德
，
曰
「
師
嚴

然
後
道
尊
」
，
意
謂
師
者
內
道
充
盈
，
布
乎
四
體
，
形
諸
動
靜
云
為
，
自
有
智
德
嚴
身
，
於
是
道
之
尊
貴
，
在
在
呈
露
。
其

能
發
學
者
敬
學
之
端
者
，
雖
不
一
而
足
，
而
本
經
特
論
智
德
之
嚴
，
舉
人
師
「
知
教
之
所
由
興
」
、
「
所
由
廢
」
，
由
茲
契

機
授
法
，
進
能
「
和
易
以
思
」
謂
之
長
善
；
能
「
知
心
」
施
教
，
謂
之
救
失
。
教
一
至
此
，
欲
教
不
興
，
不
可
得
也
。 

四
者
、
所
教
之
法
：
能
學
者
既
發
欲
化
民
成
俗
之
宏
願
，
教
者
所
授
，
豈
不
遂
應
？
惟
化
民
之
本
，
始
於
自
化
，
修
齊

治
平
，
次
第
儼
然
；
自
化
之
根
，
源
於
正
心
，
格
致
誠
正
，
德
目
俱
張
。
配
此
綱
目
，
則
可
悟
中
年
考
校
之
進
程
，
明
始
教

大
倫
之
施
設
，
識
六
藝
輔
道
之
調
伏
，
解
豫
時
孫
摩
之
教
法
。
外
現
五
服
之
親
、
五
官
之
治
，
任
運
不
器
、
不
官
、
不
約
、

不
齊
之
大
用
，
終
以
趨
向
止
於
至
善
者
也
。 

以
上
略
釋
名
題
。
而
名
者
，
所
以
標
一
經
之
概
要
，
為
實
之
賓
也
。
既
標
此
名
，
必
有
其
體
，
非
虛
立
矣
，
故
次
顯
體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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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
體
：
以
至
道
為
本
經
主
體
。 

體
為
經
體
，
揀
非
性
體
。 

蓋
諸
經
立
說
，
或
以
當
機
差
別
，
緣
起
不
同
，
旨
趣
本
自
殊
異
。
夫
儒
家
設
教
，
原
以
人
道
為
主
，
故
儒
典
所
申
，
多

箸
世
用
，
所
謂
外
王
之
事
也
矣
。
然
審
觀
其
理
，
每
至
精
妙
幽
深
之
處
，
又
似
涉
於
出
世
，
間
有
相
應
諸
法
實
相
者
也
，
而

以
籠
統
簡
要
，
未
甚
解
了
，
故
古
德
判
教
，
咸
歸
人
天
。
學
者
據
以
階
陞
出
世
，
井
然
不
紊
，
洵
有
功
於
解
脫
，
本
無
分
於

軒
輊
。 不

意
季
世
濁
惡
，
俗
尚
澆
漓
，
道
法
凌
遲
，
無
所
不
至
，
致
釋
、
道
二
教
崩
毀
殆
盡
，
蕩
然
無
所
托
矣
。
儒
居
其
中
，

雖
不
免
同
膺
法
難
，
然
以
人
天
遠
道
，
反
倖
苟
免
。
今
鼎
折
二
足
，
為
今
之
計
，
惟
有
權
托
儒
教
，
引
彰
釋
、
道
，
或
望
挽

傾
倒
於
萬
一
耳
。
矧
聖
人
密
本
，
權
實
難
測
，
以
理
相
參
，
本
資
發
明
，
與
尋
常
勝
劣
混
濫
，
不
宜
同
觀
。
況
本
經
論
學
問

之
正
理
，
雖
世
出
世
道
深
淺
迥
別
，
然
求
學
教
授
之
理
，
豈
容
有
二
。
明
乎
此
，
則
以
本
經
之
主
體
，
向
上
直
承
性
體
之
發

揮
，
俾
使
眾
等
循
階
入
道
，
又
何
病
焉
。 

本
經
以
學
立
名
，
經
中
屢
示
以
「
人
不
學
不
知
道
」
、
「
雖
有
至
道
，
弗
學
不
知
其
善
」
、
「
樂
其
友
而
信
其
道
」
等
，

直
指
至
道
為
本
經
主
體
；
至
「
師
嚴
而
後
道
尊
」
，
更
顯
人
師
勝
果
，
乃
充
斯
道
所
成
，
能
起
妙
用
，
實
顯
化
民
易
俗
之
大

功
，
烏
容
冒
偽
。
故
因
地
志
道
趨
道
，
學
以
修
道
體
道
，
果
位
悟
道
證
道
。
蓋
因
修
果
證
，
一
向
無
二
，
中
無
委
曲
婉
轉
之

貌
，
時
取
勘
驗
，
則
從
因
至
果
，
無
不
有
印
，
自
不
易
為
偏
邪
之
所
誤
矣
。 

夫
體
者
，
實
體
也
，
因
名
核
實
；
然
非
修
觀
行
，
仍
屬
空
名
。
依
體
起
修
，
必
明
宗
趣
，
故
三
明
宗
。 

 

明
宗
：
闡
明
人
師
教
育
理
事
因
果
，
以
資
務
本
志
學
。 

明
宗
，
即
明
修
也
。
主
體
既
明
，
非
修
莫
證
。 

粗
率
言
之
，
本
經
證
道
全
仗
教
學
，
故
曰
：
「
建
國
君
民
，
教
學
為
先
。
」
若
據
經
細
辨
，
教
者
分
三
，
學
者
分
二
，

條
陳
縷
析
，
有
助
宗
明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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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謂
教
之
三
類
：
一
者
、
其
人
能
知
教
之
所
由
興
廢
，
稱
為
人
師
。
為
人
師
者
，
力
足
以
長
善
救
失
，
功
足
以
使
人
繼

志
，
德
足
以
感
君
不
臣
，
道
足
以
起
諸
妙
用
。
塾
庠
遂
學
賴
其
創
，
教
之
大
倫
仰
其
敷
；
六
藝
為
彼
所
製
，
教
法
匪
他
弗
成
；

內
聖
感
尊
，
外
王
化
俗
。
是
本
經
所
闡
人
師
教
育
理
事
因
果
，
咸
為
學
者
所
應
宗
法
者
也
。 

二
者
、
其
人
施
之
也
悖
，
惑
亂
學
者
求
之
也
拂
，
謂
之
冒
劣
偽
師
。
本
經
所
以
特
申
者
，
蓋
為
學
者
助
開
道
眼
，
為
歧

羊
援
引
正
途
，
苟
能
辨
謬
防
濫
，
順
法
禁
制
即
是
宗
修
。 

三
者
、
其
人
教
然
後
知
困
，
處
困
而
後
自
強
者
。
以
其
於
教
困
頓
，
知
其
人
仍
居
因
位
，
雖
望
人
師
猶
劣
，
若
視
初
學
，

則
勝
之
多
矣
，
斯
乃
人
師
培
成
之
所
由
經
也
，
權
以
教
授
進
學
，
故
其
所
施
，
咸
不
乖
離
人
師
法
理
，
惟
師
義
是
遵
。
蓋
為

宗
聖
傳
習
家
法
，
後
世
廣
而
傚
則
，
苟
能
依
法
演
繹
，
毋
妄
輕
悖
聖
經
，
自
是
己
說
，
纔
得
教
學
相
長
之
裨
益
耳
。 

所
謂
學
之
二
類
：
一
者
、
循
大
學
教
法
，
依
教
之
大
倫
，
敬
孫
務
時
敏
者
。
學
者
根
性
雖
自
萬
殊
，
據
本
經
所
概
舉
者
，

計
有
學
問
二
端
。
夫
學
有
失
多
失
寡
，
失
易
失
止
，
善
不
善
學
之
別
；
問
有
善
問
不
善
問
之
異
。
凡
其
器
之
堪
受
考
校
者
，

歷
七
至
九
載
，
靡
不
由
小
成
而
登
大
成
；
固
間
雖
有
器
劣
，
如
力
不
能
問
、
語
之
而
不
知
者
，
人
師
語
之
、
舍
之
，
未
嘗
棄

之
。
俾
令
盡
未
來
際
，
趨
至
安
學
親
師
，
樂
友
信
道
而
後
已
。 

二
者
、
誤
崇
邪
師
，
求
之
也
拂
者
。
以
無
良
師
指
引
，
或
發
而
未
禁
，
或
時
過
弗
學
，
或
雜
施
不
孫
，
或
獨
學
無
友
；

至
於
燕
朋
逆
師
，
燕
闢
廢
學
，
終
而
隱
學
疾
師
，
苦
滯
叛
道
矣
。
凡
此
皆
宗
修
所
戒
，
統
為
人
師
教
育
理
事
因
果
所
攝
，
與

前
者
反
正
相
成
是
也
。
試
舉
事
論
之
，
今
黌
宮
悖
道
學
之
倡
，
遂
記
問
之
興
，
學
子
俯
仰
其
間
，
倖
不
蒙
廢
教
之
荼
害
者
，

鮮
矣
。
致
使
萬
弊
蠭
起
，
皆
不
脫
本
經
所
懸
記
者
。
苟
悉
病
癥
所
在
，
不
即
明
識
道
教
之
所
修
飭
耶
。 

通
辨
上
來
五
層
義
理
，
於
本
經
宗
修
，
始
得
了
然
。
當
再
與
本
經
始
末
合
觀
：
經
之
肇
端
，
言
學
之
重
，
諭
學
之
美
，

莫
不
誘
人
志
學
；
經
之
結
成
，
初
引
冶
弓
之
家
，
與
繫
駒
習
駕
之
喻
，
再
申
志
學
；
次
藉
「
大
德
不
官
」
等
識
本
達
用
，
三

申
志
學
。
末
後
再
以
務
本
總
收
經
旨
，
謂
學
者
所
志
之
學
，
若
與
道
本
相
左
，
何
異
北
轅
適
越
。
綜
上
所
論
，
以
「
闡
明
人

師
教
育
理
事
因
果
，
以
資
務
本
志
學
」
為
本
經
之
宗
，
庶
有
近
於
旨
焉
。
既
已
真
修
，
必
得
大
用
，
故
四
論
用
。 

 

辨
用
：
化
民
易
俗
，
致
善
明
道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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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經
大
用
，
就
指
陳
明
確
者
，
為
「
化
民
易
俗
」
。
蓋
學
至
於
大
成
後
，
克
足
以
任
此
，
其
影
響
所
致
，
乃
「
近
者
說

服
，
而
遠
者
懷
之
」
。
與
孝
經
所
謂
：
「
通
於
神
明
，
光
於
四
海
，
無
所
不
通
。
」
旨
同
。
「
通
神
明
」
，
明
明
德
，
智
也
。

為
大
成
「
強
立
不
反
」
定
力
所
發
；
「
光
四
海
」
，
親
民
，
仁
也
。
為
大
成
「
知
類
通
達
」
慧
力
所
照
。
行
之
既
久
，
持
而

不
失
，
勇
也
。
然
後
臻
「
無
所
不
通
」
之
境
，
達
止
於
至
善
之
鄉
也
。 

故
大
學
始
教
，
先
申
「
官
先
事
，
士
先
志
」
之
誨
；
學
成
人
師
，
則
有
「
能
為
長
，
能
為
君
」
之
教
。
末
後
更
以
「
大

德
不
官
」
配
證
，
謂
聖
王
在
上
，
垂
拱
無
為
，
不
官
則
無
不
官
矣
。
黎
民
樂
此
君
上
，
何
異
赤
子
懷
諸
雙
親
。
故
詩
云
：
「
愷

悌
君
子
，
民
之
父
母
。
」
大
同
之
邦
，
不
日
而
成
，
以
聖
王
「
建
國
君
民
，
教
學
為
先
」
故
耳
。 

然
而
人
生
於
世
，
緣
遇
不
同
，
順
違
境
交
，
錯
綜
無
測
。
夫
「
能
為
君
長
」
是
其
能
然
，
非
其
必
然
。
蓋
以
顏
子
之
姿
，

居
巖
穴
而
貧
樂
；
與
夫
周
公
之
勳
，
登
廟
堂
而
富
禮
，
易
地
而
處
，
豈
二
致
耶
。
是
故
本
經
末
後
，
更
舉
「
大
道
不
器
」
、

「
大
信
不
約
」
、
「
大
時
不
齊
」
揀
大
用
非
必
從
政
之
為
，
隨
其
緣
遇
，
各
顯
妙
應
，
靡
不
使
萬
物
得
其
所
哉
。 

又
就
本
經
所
化
之
眾
觀
之
，
學
以
明
道
，
固
洽
其
志
；
夫
以
萬
品
不
齊
，
焉
能
保
其
皆
成
就
於
當
生
。
矧
儒
教
以
人
倫

為
重
，
學
之
正
用
，
本
在
敦
倫
盡
分
矣
，
他
經
之
闡
，
靡
不
委
屈
詳
盡
；
惟
本
經
稍
嫌
簡
略
者
，
蓋
或
舉
深
該
淺
，
實
則
學

者
克
盡
人
倫
之
道
，
率
性
之
道
即
秘
其
中
。
非
本
經
所
謂
「
師
無
當
於
五
服
，
五
服
弗
得
不
親
」
歟
。
故
以
「
致
善
明
道
」

與
「
化
民
易
俗
」
併
為
本
經
經
用
，
庶
不
失
聖
心
廣
漠
無
疆
，
有
教
無
類
之
達
德
也
。
玄
談
竟
。 

*

本
篇
句
讀
、
註
解
採
唐
孔
穎
達
禮
記
正
義
。 

大
科
分
四 

甲
一
、
明
政
本
教
以
啟
信(

信) 
 

乙
一
、
言
學
之
重 

丙
一
、
治
道
校
量 

丁
一
、
政
令
侷
限 

戊
一
、
制
法
求
士(

發
慮
謀
慮

憲
法
也
，
言
發
計
慮
當
擬
度
於
法
式

，
求
招
來

善
良
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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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
二
、
陳
善
不
足(

足
以
謏
小

聞
音
問
，
聲
聞
，
不
足
以
動
眾
謂
師
役
之
事
，
恩
未
被
物
不
能
御
軍
。)

言
人
不
學
，
能
有
片
識
謀

慮
法

式
，
求
善
以
自
輔
。
是
人
身
有
小
善
，
故
小
有
聲
聞
。 

丁
二
、
禮
賢
未
善
校
前
顯
勝
，
校
後
猶
劣
。 

戊
一
、
禮
遇
賢
能(

就
躬
下
之

賢
體
親
也

遠
，)

德
行
賢
良
，
屈
下
從
就
之
。
才
藝
廣
遠
，
心
意
能
親
愛
之
。 

戊
二
、
善
猶
不
逮(

足
以
動
眾
恩
能
動
眾

，
未
足
以
化
民
。)

識
見
猶
淺
，
仁
義
未
備
，
難
化
民
俗
。 

丁
三
、
教
學
圓
備 

 

戊
一
、
標
善
功
滿(

君
君
於
上
位

子
子
愛
下
民

如
欲
化
民
成
俗
教
化
其
民
，
成
其
美
俗

，)

身
有
善
行
，
示
民
軌
儀
，
故
可
化
民
成
俗
。 

 

戊
二
、
正
顯
教
益(

其
必
由
學
乎
！)

雖
有
餘
善
，
欲
化
民
成
俗
，
不
如
學
之
為
重
。
謂
天
子
諸
侯
及
卿
大
夫
欲
領
眾
，
非
學
不
可
。
所
學
者
，

聖
人
之
道
在
方
策
，
非
小
小
才
藝
之
事
。 

丙
二
、
善
教
翼
政 

丁
一
、
學
明
教
道 

戊
一
、
喻(

玉
不
琢
不
成
器
，)

 

戊
二
、
釋(

人
不
學
不
知
道
。)

學
然
後
知
道
，
上
云
化
民
成
俗
必
由
學
，
故
知
所
以
化
民
者
，
道
也
。 

丁
二
、
道
教
安
政 

戊
一
、
為
政
首
教
謂
內
則
設
師
、
保
以
教
，
使
國
子
學
焉
；
外
則
有
大
學
、
庠
、
序
之
官
。
大
音
泰
，
後
大
學
皆
同

。 

己
一
、
舉
位
彰
德(

是
故
古
之
王
者
，)

以
德
詔
爵
，
以
功
詔
祿
。 

己
二
、
顯
智
設
教(

建
國
建
立
其
國

君
民
君
長
其
民

，
教
學
為
先
。)

 

戊
二
、
教
成
政
安 

 

己
一
、
引
證
聖
言(

《
兌
命
》
曰
：)

兌
為
說
字
之
誤
。
高
宗
夢
傅
說
，
作
說
命
三
篇
，
今
亡
。
高
宗
，
殷
王
武
丁
，
其
德
高
可
尊
，
故
號

「
高
宗
」
。 

 

己
二
、
教
念
存
正(

念
終
始
典
於
學
。
其
此
之
謂
乎
！)

念
即
念
頭
，
典
即
經
典
。
殷
相
傅
說
告
高
宗
云
：
「
意
恆
思
念
，
從
始
至
終
，

習
經
典
於
學
也
。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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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
二
、
諭
學
之
美 

丙
一
、
略
顯
大
利 

丁
一
、
喻
釋
學
益 

戊
一
、
喻(

雖
有
嘉
善
也

餚
，
弗
食
不
知
其
旨
美

也
；)

雖
有
嘉
美
之
餚
，
兼
陳
列
於
前
，
若
不
食
即
不
知
其
餚
之
美
也
。 

 
 
 
  
 
 

戊
二
、
釋(

雖
有
至
至
極

道
，
弗
學
不
知
其
善
也
。)

雖
有
至
極
大
道
，
若
不
學
，
則
不
知
大
道
之
善
。 

丁
二
、
合
釋
教
學 

 
 
 
  
 
 

戊
一
、
堪
驗 

 
 
 
  
 
  
 

己
一
、
約
學(
是
故
學
然
後
知
不
足
，)

學
則
睹
己
行
之
所
短
。
不
學
，
諸
事
蕩
然
，
不
知
己
身
何
長
何
短
。 

己
二
、
約
教(

教
然
後
知
困
。)

教
則
見
己
道
之
所
未
達
。
不
教
之
時
，
謂
己
諸
事
皆
通
。
若
其
教
人
，
則
知
己
有
不
通
，
而
事
有
困
弊
，
困

則
甚
於
不
足
矣
。 

 
 
 
  
 
 

戊
二
、
顯
益 

 
 
 
  
 
  
 

己
一
、
約
學(

知
不
足
，
然
後
能
自
反
也
。)

人
皆
欲
向
前
相
進
，
既
知
不
足
，
然
後
能
自
反
求
諸
己
。 

己
二
、
約
教(

知
困
，
然
後
能
自
強
也
。)

人
多
有
懈
怠
，
既
知
困
弊
，
然
後
能
自
強
學
，
其
身
不
復
懈
怠
。 

戊
三
、
結
示(

故
曰
：
教
學
相
長
也
。)
謂
教
能
長
益
於
善
。
教
學
之
時
，
然
後
知
己
困
而
乃
強
之
，
是
教
能
長
學
善
也
。
學
則
道
業
成
就
，

於
教
益
善
，
是
學
能
相
長
也
。
但
此
禮
本
明
教
之
長
學
。 

丙
二
、
聖
言
引
証 

丁
一
、
法
典
出
處(

《
兌
命
》
曰
：)

 

丁
二
、
雙
示
利
益(

學
學
半
。
其
此
之
謂
乎
！)

上
學
為
教(
斅)
，
下
學
為
習
。
言
教
乃
是
益
己
學
之
半
也
。 

甲
二
、
設
施
方
便
以
開
解(

解)
 

乙
一
、
學
制
目
標 

丙
一
、
明
學
所
在
國
家
立
庠
、
序
上
下
之
殊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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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
一
、
標
時(

古
之
教
者
，)

周
禮
：
「
六
鄉
之
內
：
五
家
為
比
，
五
比
為
閭
，
四
閭
為
族
，
五
族
為
黨
，
五
黨
為
州
，
五
州
為
鄉
。
六
遂
之
內
：
五

家
為
鄰
，
五
鄰
為
里
，
四
里
為
酇
，
五
酇
為
鄙
，
五
鄙
為
縣
，
五
縣
為
遂
。
」
今
此
經
六
鄉
舉
「
黨
」
，
六
遂
舉
「
序
」
，
則
餘
閭
里
以
上
，
皆
有
學
可
知
。 

 
 
 
  

丁
二
、
列
名 

戊
一
、
約
家(

家
有
塾
，)

周
禮
：
「
百
里
之
內
，
二
十
五
家
為
閭
，
同
共
一
巷
，
巷
首
有
門
，
門
邊
有
塾
，
謂
民
在
家
之
時
，
朝
夕
出
入
，
恆
受

教
於
塾
。
」
古
者
仕
焉
而
已(

致
仕)

者
，
歸
教
於
閭
里
，
朝
夕
坐
於
門
，
門
側
之
堂
謂
之
塾
。
白
虎
通
云
：
「
古
之
教
民
者
里
皆
有
師
，
里
中
之
老
有
道

德
者
，
為
里
右
師
，
其
次
為
左
師
，
教
里
中
子
弟
以
道
藝
、
孝
悌
、
仁
義
也
。
」 

 
 
 
  
 
 

戊
二
、
約
黨(
黨
有
庠
學
名

，)

周
禮
：
「
五
百
家
為
黨
。
」
黨
屬
於
鄉
。
於
黨
中
立
學
，
教
閭
中
所
升
者
也
。 

戊
三
、
約
遂(
術
當
為
遂

有
序
學
名

，)

周
禮
：
「
萬
二
千
五
百
家
為
遂
。
」
遂
在
遠
郊
外
。
於
遂
中
立
學
，
教
黨
學
所
升
者
也
。 

戊
四
、
約
國(

國
天
子
所
都
及
諸
侯
國
中

有
學
。)

周
禮
：
「
天
子
立
四
代
學
，
以
教
世
子
等
，
及
鄉
中
俊
選
所
升
之
士
。
」
尊
魯
，
亦
立
四
代
學
。

餘
諸
侯
於
國
，
但
立
時
王
之
學
。 

丙
二
、
學
制
歷
程 

丁
一
、
學
考
制
度
周
禮
：
「
三
歲
大
比
乃
考
焉
。
」
則
此
中
年
考
校
，
非
周
禮
也
。 

 
 
 
  
 
 

戊
一
、
入
學
年
差(

比
年
每
年

入
學
，)
謂
年
年
恆
入
學
也
。
明
入
學
年
歲
之
差
。 

戊
二
、
考
校
時
程(

中
猶
間
也

年
考
校
。)
謂
每
間
一
歲
，
考
校
學
者
之
德
行
道
藝
。
應
入
大
學
者
，
自
國
家
考
校
之
耳
。
其
未
入
大
學
者
，
鄉

遂
大
夫
考
校
也
。
間
年
，
謂
下
一
年
、
三
年
、
五
年
、
七
年
之
類
是
也
。 

丁
二
、
剋
期
目
標 

 
 
 
  
 
 

戊
一
、
基
礎 

己
一
、
示
考
校 

庚
一
、
集
資
糧(

一
年
視
離
經
謂
離
析
經
理
，
使
章
句
斷
絕
也

辨
志
謂
辨
其
志
意
趣
鄉
，
習
學
何
經
矣
，)

謂
學
者
初
入
學
一
年
，
鄉
遂

大
夫
於
年
終
之
時
，
考
視
其
業
。
析
經
中
理
，
辨
其
意
趣
。 

庚
二
、
務
專
精(

三
年
視
敬
業
藝
業
長
者
，
敬
而
親
之

樂
群
謂
群
居
，
朋
友
善
者
，
原
而
樂
之

，)
 

庚
三
、
始
博
觀(

五
年
視
博
習
揀
博
非
雜

親
師
親
愛
其
師

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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庚
四
、
求
彙
通(

七
年
視
論
學
學
問
向
成
，
論
說
學
之
是
非

取
友
謂
選
擇
好
人
，
取
之
為
友

，)
 

己
二
、
標
學
位(

謂
之
小
成
。)

比
六
年
已
前
，
其
業
稍
成
；
比
九
年
之
學
，
其
業
小
。 

戊
二
、
進
階 

己
一
、
開
圓
解(

九
年
知
類
言
知
義
理
事
類

通
達
無
疑

，
強
立
專
強
獨
立
，
不
有
疑
滯

而
不
反
不
違
師
道

，)
 

己
二
、
標
學
位(

謂
之
大
成
。)

 

戊
三
、
果
用 

己
一
、
總
說(

夫
然
後
足
以
化
民
易
俗
，)

 

己
二
、
別
示(
近
者
說
服
，
而
遠
者
懷
來
也
，
安
也

之
。)

 

己
三
、
結
成(
此
大
學
之
道
也
。)

大
學
賢
聖
之
道
理
，
非
小
學
技
藝
耳
。 

丙
三
、
聖
言
引
証 

 
 
 
  
 

丁
一
、
法
典
出
處(

《
記
》
曰
：)

先
有
此
語
，
記
禮
者
引
舊
記
之
言
。 

丁
二
、
教
示
時
習(

蛾
子
時
術
之
。
其
此
之
謂
乎
！)

蟻
子
小
蟲
，
時
時
術
學
銜
土
之
事
，
而
成
大
之
蟻
塚
；
猶
如
學
者
時
時
學
問
，
而
成

大
道
矣
。 

乙
二
、
教
道
學
理 

丙
一
、
始
教
大
理
誠
敬
慎
初 

丁
一
、
豫
標
教
始(

大
學
天
子
諸
侯
使
學
者
入
大
學
，
習
先
王
之
道
矣

始
教
謂
始
立
學
教

，)
 

丁
二
、
明
教
之
倫
凡
有
七
種
，
以
下
皆
天
子
諸
侯
之
學
。 

戊
一
、
詳
論
教
倫 

己
一
、
始
教
謙
敬(

皮
弁
天
子
之
朝
朝
服

祭
菜
禮
先
聖
先
師
。
菜
，
謂
芹
藻
之
屬

示
敬
道
也
。)

謂
天
子
使
有
司
服
皮
弁
，
祭
先
聖
先
師
以

蘋
藻
之
菜
也
。
崔
氏
云
：
「
著
皮
弁
，
祭
菜
蔬
，
並
是
質
素
，
示
學
者
以
謙
敬
之
道
矣
。
」 

己
二
、
諷
詩
立
志(

《
宵
小
也

雅
》
肄
習
也

三
，
官
其
始
也
。)

習
小
雅
之
三
，
謂
鹿
鳴
、
四
牡
、
皇
皇
者
華
。
此
皆
君
臣
宴
樂
相
勞
苦

之
詩
，
為
始
學
者
習
之
，
所
以
勸
之
以
官
，
且
取
上
下
相
和
厚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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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
三
、
慎
始
恭
順(

入
學
鼓
擊
鼓

篋
音
切
，
孫
音
遜

其
業
也
。)

入
學
，
謂
學
士
入
學
之
時
，
大
胥
之
官
，
先
擊
鼓
以
召
之
。
學
者
既
至
，

發
其
筐
篋
，
以
出
其
書
，
故
云
「
鼓
篋
」
也
。
欲
使
學
者
恭
順
其
所
持
經
業
。
文
王
世
子
云
：
「
謂
天
子
視
學
之
時
，
擊
鼓
警
眾
也
。
」 

己
四
、
明
罰
示
警(

夏
音
甲
。
槄
也
，
音
滔
，
山
檟
、
楚
荊
也

二
物
撲
撻
犯
禮
者
，
收
收
斂
整
齊
之

其
威
也
。)

學
者
不
勸
其
業
，
師
則

以
夏
、
楚
二
物
以
笞
撻
之
。
欲
令
學
者
畏
之
，
收
斂
其
威
儀
也
。
盧
氏
云
：
「
撲
作
教
刑
」 

己
五
、
考
校
寬
柔(

未
卜
禘
禘
是
大
祭(

天
子
祭
祖)

，
必
先
卜(

擇
日)

，
故
連
言
之

，
不
視
學
，
游
其
志
也
。)

天
子
未
為
禘
祭
，
不

視
學
。
所
以
然
者
，
欲
游
其
學
者
之
志
，
謂
優
游
縱
暇
學
者
之
志
，
不
欲
急
切
之
，
故
禘
祭
之
後
，
乃
視
學
考
校
優
劣
焉
。
此
視
學
，
謂
考
試
學
者
經

業
，
或
君
親
往
，
或
使
有
司
為
之
。 

己
六
、
默
導
啟
悟(

時
觀
而
弗
語
，
存
其
心
也
。)

教
者
時
時
觀
之
，
而
不
丁
寧
告
語
。
既
不
告
語
，
學
者
則
心
憤
憤(

將
悟
未
悟)

，
口

悱
悱(

已
悟
而
口
拙)

，
然
後
啟
之
，
學
者
則
存
其
心
也
。 

己
七
、
降
伏
驕
矜(
幼
者
聽
而
弗
問
，
學
教
也

不
躐
逾
越
也

等
也
。)

教
學
之
法
，
若
有
疑
滯
未
曉
，
必
須
問
師
，
則
幼
者
但
聽
長
者

解
說
，
不
得
輒
問
，
推
長
者
諮
問
，
幼
者
但
聽
之
耳
。
言
教
此
學
者
，
令
其
謙
退
，
不
敢
逾
越
等
差
。
若
其
幼
者
輒
問
，
不
推
長
者
，
則
與
長
者
抗
行
，

常
有
驕
矜
。
今
唯
使
聽
而
不
問
。 

戊
二
、
結
示
名
數(

此
七
者
，
教
之
大
倫
也
。)

倫
，
理
也
。
言
前
七
等
之
事
，
是
教
學
大
理
也
。 

丁
二
、
聖
言
引
証 

戊
一
、
法
典
出
處(

《
記
》
曰
：)

 

戊
二
、
教
重
奠
基(

凡
學
謂
學
為
官
，
學
為
士
者

，
官
先
事
，
士
先
志
。
其
此
之
謂
乎
！)

若
學
為
官
，
則
先
教
以
居
官
之
事
。
若

學
為
士
，
則
先
喻
教
以
學
士
之
志
。
故
先
七
事
，
皆
是
。 

丙
二
、
教
道
順
違 

丁
一
、
順
教
之
利 

戊
一
、
順
教
常
則
教
正
寬
恆 

己
一
、
正
念
長
薰 

庚
一
、
標
名
引
釋(

大
學
之
教
也
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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庚
二
、
正
示
其
道 

辛
一
、
約
學
時
釋(

時
。)

言
教
學
之
道
，
當
以
時
習
之
。
謂
長
時
薰
修
。 

辛
二
、
約
教
材
釋(

教
必
有
正
業
先
王
正
典
，
非
諸
子
百
家

，)
 

辛
三
、
約
居
處
釋(

退
息
學
者
疲
倦
而
暫
休
息

必
有
居
有
常
居
也

。)

謂
各
與
其
友
同
居
，
得
相
諮
決
，
不
可
雜
濫
也
。 

己
二
、
寬
緩
漸
積
此
以
下
並
正
業
積
漸
之
事
也
。 

庚
一
、
牒
前
正
道(

學
，)

 

庚
二
、
禮
樂
成
輔
六
藝
略
舉
禮
樂
，
謂
操
縵
、
博
依
、
雜
服
等
。 

辛
一
、
樂
先
調
弦(

不
學
操
縵
雜
弄
，
不
能
安
弦
琴
瑟
之
屬
。)

此
教
樂
也
。
樂
主
和
，
故
在
前
，
然
後
須
以
積
漸
，
言
人
將
學
琴

瑟
，
若
不
先
學
調
弦
雜
弄
，
則
手
指
不
便
，
不
能
安
正
其
弦
。
先
學
雜
弄
，
然
後
音
曲
乃
成
也
。 

辛
二
、
詩
先
博
觀(
不
學
博
依
，
不
能
安
詩
。)

此
教
詩
法
者
。
詩
是
樂
歌
，
故
次
樂
也
。
博
，
廣
也
。
依
，
謂
依
倚
也
，
謂
依
附

譬
喻
也
。
若
欲
學
詩
，
先
依
倚
廣
博
譬
喻
，
否
則
不
能
安
善
其
詩
，
以
詩
譬
喻
故
也
。 

辛
三
、
禮
先
差
別(

不
學
雜
服
冕
服
、
皮
弁
之
屬
，
不
能
安
禮
謂
禮
經
。)

此
教
禮
法
也
。
前
詩
後
禮
，
亦
其
次
也
。
雜
服
，
自
袞

而
下
至
皮
弁
至
朝
服
玄
端
服
屬
。
禮
經
正
體
在
於
服
章
，
以
表
貴
賤
。
今
若
欲
學
禮
，
而
不
能
明
雜
衣
服
，
則
心
不
能
安
善
於
禮
也
。 

庚
三
、
結
申
誘
學 

辛
一
、
六
藝
絕(

不
興
喜
也

其
藝
六
藝

，)
此
總
結
上
三
事
，
並
先
從
小
起
義
也
。
爾
雅
云
：
「
歆
、
喜
，
興
也
。
」 

辛
二
、
正
學
廢(

不
能
樂
學
。)

若
欲
學
詩
、
書
正
典
，
意
不
歆
喜
其
雜
藝
，
則
不
能
耽
玩
樂
於
所
學
之
正
道
。 

己
三
、
功
貴
常
恆 

庚
一
、
牒
道
能
緣(

故
君
子
之
於
學
也
，)

 

庚
二
、
所
緣
功
夫
學
須
積
漸
，
故
君
子
之
人
為
學
之
法
，
恆
使
業
不
離
身
。 

辛
一
、
心
常
默
存(

藏
懷
抱
之

焉
，)

心
常
懷
抱
學
業
也
。 

辛
二
、
習
不
能
廢(

脩
習
也

焉
，)

脩
習
不
能
廢
也
，
一
心
專
注
。 

辛
三
、
倦
息
亦
學(

息
作
勞
休
止

焉
，)

謂
作
事
倦
息
之
時
而
亦
在
學
也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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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
四
、
閒
暇
不
輟(

游
閒
暇
無
事

焉
。)

閒
暇
無
事
時
亦
在
學
，
參
學
也
。
言
君
子
於
學
無
時
暫
替
也
。
教
學
之
道
，
必
當
優
柔
寬
緩
，

不
假
急
速
，
游
息
孫
順
，
其
學
乃
成
。 

戊
二
、
標
利
所
獲
此
明
親
師
愛
友
也
。 

己
一
、
結
前
引
後(

夫
然
如
此
也
。
謂
能
藏
脩
息
游
者

，
故)

 
己
二
、
正
示
利
益 

庚
一
、
正
說 

辛
一
、
好
學
敬
師(

安
其
學
而
親
其
師
，)

安
其
學
是
念
茲
在
茲
。
能
無
時
暫
替
者
，
乃
能
安
其
所
學
業
。
言
安
學
業
既
深
，
必
知

此
是
深
由
本
師
，
故
至
於
親
愛
師
也
。 

辛
二
、
樂
群
自
信(

樂
其
友
而
信
其
道
。)

師
既
獲
親
，
而
同
志
之
友
亦
被
於
樂
重
。
然
前
三
年
樂
群
，
五
年
親
師
，
親
師
在
樂
群
之

後
，
而
此
前
親
師
後
樂
友
者
，
前
明
始
學
，
故
樂
友
在
前
；
此
明
學
業
已
成
，
故
親
師
為
首
矣
。
既
親
師
樂
友
，
己
道
深
明
，
心
自
說
信
，
不
復

虛
妄

。 

庚
二
、
結
益(

是
以
雖
離
師
輔
而
不
反
也
。)

輔
，
即
友
也
，
友
主
切
磋
，
輔
己
之
道
深
遠
也
。
離
，
猶
違
也
。
假
令
違
離
師
友
，
獨

在
一
處
而
講
說
，
因
道
已
深
明
，
必
不
違
反
於
師
友
昔
日
之
意
旨
，
則
強
立
不
返
也
。 

戊
三
、
引
書
合
結 

己
一
、
法
典
出
處(

《
兌
命
》
曰
：)

 

己
二
、
結
成
功
果 

戊
一
、
約
功
積
習(

敬
孫
敬
道
孫
業

務
時
敏
疾
也

，)
此
句
結
積
習
也
。
當
能
敬
重
其
道
，
孫
順
學
業
，
而
務
習
其
時
，
疾
速
行
之
，
故

云
。 

戊
二
、
約
敬
師
道(

厥
其
也

脩
乃
來
。)

此
句
結
親
師
敬
道
也
。
若
敬
孫
以
時
，
疾
行
不
廢
，
則
其
所
脩
之
業
乃
來
。
謂
所
學
得
成
也
，
所

以
尊
師
樂
友
。 

己
三
、
結
經
配
證(

其
此
之
謂
乎
！)

兌
命
所
云
，
其
此
經
之
謂
乎
？ 

丁
二
、
違
教
之
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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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
一
、
舉
教
違
法
論
教
者
違
法
。 

己
一
、
約
教
論
失 

 
 
 
  
 
  
 
  

庚
一
、
約
時
揀
教(

今
之
教
者
，)

學
者
所
以
不
成
，
是
今
師
之
失
。 

 
 
 
  
 
  
 
  

庚
二
、
所
施
惡
法 

辛
一
、
約
能
教 

壬
一
、
昧
經
義(

呻
吟
也

其
占
視
也

畢
簡
也

，)

言
今
之
師
，
不
曉
經
義
，
但
詐
吟
長
詠
，
以
視
篇
簡
而
已

。 
壬
二
、
詐
問
難(

多
其
訊
問
難
也

，)

既
自
不
曉
義
理
，
而
外
不
肯
默
然
，
故
假
作
問
難
，
詐
了
多
疑
，
言
若
己
有
解
之
然
也
。 

壬
三
、
迷
法
象(

言
及
於
數
法
象
，)

謂
既
不
解
義
理
，
若
有
所
言
，
不
首
其
義
，
輒
詐
稱
有
法
象
也
。
猶
若
一
則
稱
配
大
一
，
二
則

稱
配
二
儀
，
但
本
義
不
然
，
浪
為
配
當
。 

辛
二
、
約
所
教 

壬
一
、
競
多
誦(
進
而
不
顧
其
安
，)

謂
師
務
欲
前
進
，
所
誦
使
多
；
而
不
曾
反
顧
其
義
理
之
安
，
不
思
惟
其
誦
得
未
曉
解
者
。
務

欲
前
進
誦
習
使
多
，
而
不
曾
反
顧
其
義
理
之
安
，
不
謂
義
理
危
闢
而
不
自
知
也
。 

壬
二
、
曲
義
法(

使
人
謂
學
者

不
由
用
也

其
誠
，)

使
學
者
誦
文
，
而
己
為
之
說
義
，
心
皆
不
曉
而
猛
浪
，
是
不
用
己
之
忠
誠
，
以

心
不
解
，
誑
惑
學
者
。 

壬
三
、
悖
師
德(

教
人
不
盡
其
材
道
也
，)

謂
師
有
所
隱
也
。
己
既
不
曉
其
義
，
而
縱
有
所
悟
者
，
又
不
能
多
，
恆
恐
人
勝
之
，
故

凡
有
所
知
，
又
為
所
隱
，
惜
不
盡
其
道
也
。 

己
二
、
合
論
教
學
教
者
言
非
，
則
學
者
失
問
。 

庚
一
、
施
教
悖
理(

其
施
之
也
悖
，)

教
者
有
上
諸
短
，
故
施
教
於
人
，
違
背
其
理
也
。
教
者
言
非
，
是
其
施
之
也
悖
。 

庚
二
、
受
業
拂
戾(

其
求
之
也
佛
本
又
作
拂
，
戾
也

。)

學
者
失
問
，
是
其
求
之
也
拂
。 

戊
二
、
明
過
生
弊 

己
一
、
結
前
引
後(

夫
然
，)

 

己
二
、
正
釋
大
弊
教
者
違
理
，
學
者
求
之
則
又
違
戾
。
受
學
者
心
既
不
解
，
求
問
於
師
，
而
師
又
不
曉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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庚
一
、
正
說 

辛
一
、
隱
教
憎
師(

故
隱
不
稱
揚
也

其
學
而
疾
其
師
，)

由
師
教
既
悖
，
而
受
者
又
違
，
故
受
學
者
弟
子
不
荷
師
教
之
德
，
乃
隱
沒

其
師
之
學
，
而
憎
疾
其
師
也
。 

辛
二
、
苦
滯
廢
益(

苦
其
難
而
不
知
其
益
也
。)

師
說
既
不
曉
了
，
故
弟
子
受
之
，
苦
其
難
。
既
難
不
解
，
故
不
自
知
其
有
益
。 

庚
二
、
結
弊(

雖
終
其
業
，
其
去
之
必
速
。)

學
者
勉
力
自
強
，
雖
得
終
竟
其
業
，
為
心
不
曉
解
，
其
亡
去
之
必
速
疾
矣
。
終
一
生
誤

而
虛
度
。 

戊
三
、
結
示
敗
功(

教
之
不
刑
猶
成
也

，
其
此
之
由
乎
！)

言
師
教
弟
子
不
成
，
由
此
在
上
諸
事
。 

丙
三
、
論
教
興
廢 

丁
一
、
順
法
教
興
論
教
之
得
理
，
則
教
興

。 

戊
一
、
標
名
引
釋(

大
學
之
法
，)

 

戊
二
、
舉
示
方
便 

己
一
、
約
心
性(

禁
於
未
發
情
欲
未
生
，
謂
年
十
五
時

之
謂
豫
逆
也
，)

十
五
以
前
，
情
欲
未
發
，
則
用
意
專
一
，
學
業
易
入
。
為
教
之
道
，

當
逆
防
未
發
之
前
而
教
之
。 

己
二
、
約
時
機(

當
其
可
謂
年
二
十
，
時
成
人

之
謂
時
，)

言
人
年
至
二
十
，
德
業
已
成
，
言
受
教
之
端
，
是
時
最
可
也
。 

己
三
、
約
根
器(

不
陵
猶
越
也

節
謂
年
才
所
堪

而
施
教
也

之
謂
孫
順
也
，)

謂
教
人
之
法
，
當
隨
其
年
才
，
若
年
長
而
聰
明
者
，
則
教
以
大

事
，
而
多
與
之
；
若
年
幼
又
頑
鈍
者
，
當
教
以
小
事
，
又
與
之
少
，
從
其
人
而
設
教
也
。 

己
四
、
約
學
境(

相
觀
而
善
解
也

之
謂
摩
相
切
磋
也
。)
受
學
之
法
，
言
人
人
競
問
，
則
師
思
不
專
，
故
令
弟
子
共
推
長
者
能
者
一
人
諮
問
，

餘
小
不
能
者
，
但
觀
聽
長
者
之
問
答
，
而
各
得
知
解
。
此
朋
友
琢
磨
之
益
。 

戊
三
、
總
結
名
數(

此
四
者
，
教
之
所
由
興
起
也

也
。)

四
事
並
是
教
成
之
所
起
也
。 

丁
二
、
相
違
教
廢
論
學
不
依
理
，
教
之
廢
耳
。 

戊
一
、
承
上
反
論 

 
 
 
  
 
  
 

己
一
、
約
心
性(

發
情
欲
既
生

然
後
禁
，
則
扞
格
不
可
入
之
貌

而
不
勝
。)
教
弱
不
能
勝
其
情
欲
之
強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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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
二
、
約
時
機(

時
過
時
過
則
思
放
也

然
後
學
，
則
勤
苦
而
難
成
。)

學
時
已
過
，
心
情
放
蕩
，
雖
追
悔
欲
學
，
精
明
已
散
，
徒
勤
苦
四

體
，
終
難
成
也
。 

己
三
、
約
根
器(

雜
施
謂
教
雜
亂
無
次
越
節
。
小
者
不
達
，
大
者
難
識
，
學
者
所
惑
也

而
不
孫
，
則
壞
亂
而
不
脩
。)

大
才
輕
其
小
業
，

小
才
苦
其
大
業
，
並
是
壞
亂
之
法
，
不
可
復
脩
治
也
。 

己
四
、
約
學
境(

獨
學
而
無
友
，
則
孤
陋
而
寡
聞
不
相
觀
也

。)

言
有
所
疑
，
無
可
諮
問
，
則
學
識
孤
偏
鄙
陋
，
寡
有
所
聞
也

。 

戊
二
、
特
別
列
舉
特
加
二
條
，
不
與
上
相
對

。 

 
 
 
  
 
  
 

己
一
、
約
學
眾(

燕
褻
也

朋
逆
其
師
。)

謂
燕
褻
朋
友
，
不
相
遵
敬
，
則
違
逆
師
之
教
道

。 

己
二
、
約
師
教(
燕
闢
譬
喻
也

廢
其
學
。)

謂
義
理
鉤
深
，
或
直
言
難
曉
時
，
須
假
設
譬
喻
，
然
後
可
解
。
而
墮
學
之
徒
，
好
褻
慢
笑
師
之
譬

喻
，
是
廢
學
之
道
。 

戊
三
、
總
結
名
數(

此
六
者
，
教
之
所
由
廢
滅

也
。)

前
興
有
四
，
後
廢
有
六
者
，
庾
云
：
「
不
褻
朋
友
及
師
之
譬
喻
，
自
是
學
者
之
常
理
。

若
不
為
燕
朋
、
燕
譬
，(

具
前
四
者)
則
亦
不
足
以
致
興
。
」 

甲
三
、
興
教
賴
師
以
導
行(

行) 

乙
一
、
德
師
化
廣 

丙
一
、
標
識
明
師 

丁
一
、
識
境
勘
智 

戊
一
、
約
興(

君
子
既
知
教
之
所
由
興
，)

知
興
之
所
以
故
能
行
有
功
。 

戊
二
、
約
廢(

又
知
教
之
所
由
廢
，)

知
廢
之
所
以
故
預
防
而
無
過
。 

丁
二
、
所
成
果
德(

然
後
可
以
為
人
師
也
。)

 

丙
二
、
舉
教
方
便 

丁
一
、
善
誘
施
益
明
君
子
教
人
方
便
善
誘
之
事
。 

戊
一
、
教
學
善
巧 

己
一
、
標
法
能
教(

故
君
子
之
教
喻
曉
也

也
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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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
二
、
所
施
揀
擇 

庚
一
、
啟
發
心
志(

道
音
導
，
示
之
以
道
塗
也

而
弗
牽
牽
逼
，)

師
教
既
識
學
之
廢
興
，
故
教
喻
有
節
，
使
人
曉
解
之
法
，
但
廣
開
道
，
示

語
學
理
而
已
。
若
人
茍
不
曉
知
，
亦
不
逼
急
，
牽
令
速
曉
也
。 

庚
二
、
啟
發
興
趣(

強
而
弗
抑
逼
也

，)

謂
師
微
勸
學
者
，
使
神
識
堅
強
，
師
當
隨
才
而
與
之
，
使
學
者
不
甚
催
逼
其
義
而
教
之

。 

庚
三
、
啟
發
悟
性(

開
而
弗
達
。)

開
，
謂
開
發
事
端
，
但
為
學
者
開
發
大
義
頭
角
而
已
，
不
事
事
使
之
通
達
也
。 

戊
二
、
所
施
利
益
釋
上
三
事
之
所
由
。 

己
一
、
釋
平
和
益(

道
而
弗
牽
則
和
，)

若
但
示
正
道
，
寬
柔
教
之
，
則
彼
心
和
而
意
乃
覺
悟
也
。 

己
二
、
釋
易
成
益(

強
而
弗
抑
則
易
，)

師
但
勸
強
其
神
識
，
不
逼
之
令
曉
，
則
受
者
和
易
，
和
易
亦
易
成
。 

 
 
 
  
 
  
 
 

己
三
、
釋
深
悟
益(
開
而
弗
達
則
思
。)

但
開
發
義
理
，
而
不
為
通
達
，
使
學
者
用
意
思
念
，
思
得
必
深
。
故
師
每
不
盡
情
吐
露
，
防
塞

人
悟
門
也
。 

戊
三
、
結
上
事
功(

和
易
以
思
，
可
謂
善
喻
矣
。)

若
師
能
教
弟
子
如
此
三
事
，
則
可
謂
善
教
喻
矣
。 

丁
二
、
識
心
救
失
明
教
者
識
學
者
之
心
，
而
救
其
失
也
。 

戊
一
、
學
者
機
感 

己
一
、
指
失
切
明(

學
者
有
四
失
，
教
者
必
知
之
。)

 

己
二
、
正
示
其
失 

庚
一
、
標
人(

人
之
學
也
，)

 

庚
二
、
指
失 

辛
一
、
約
才
少
者
說(

或
失
則
多
謂
才
少
者

，)

假
若
有
人
才
識
淺
小
，
而
所
學
貪
多
，
則
終
無
所
成
，
是
失
於
多
也
。 

辛
二
、
約
才
多
者
說(

或
失
則
寡
謂
才
多
者

，)

或
有
人
才
識
深
大
，
而
所
學
務
少
，
徒
有
器
調
，
而
終
成
狹
局
，
是
失
於
寡
少
也
。 

辛
三
、
約
好
問
不
識(

或
失
則
易
謂
好
問
不
識
者

，)

至
道
深
遠
，
非
凡
淺
所
能
，
而
人
不
知
思
求
，
唯
好
泛
濫
外
問
，
是
失
在
輕
易

於
妙
道
，
此
是
學
而
不
思
則
罔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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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
四
、
約
好
思
不
問(

或
失
則
止
謂
好
思
不
問
者

。)

人
心
未
曉
知
，
而
不
肯
諮
問
，
惟
但
止
住
而
自
思
之
，
終
不
能
達
其
實
理
，
此

是
思
而
不
學
則
殆
。 

己
三
、
標
心
指
源(

此
四
者
，
心
之
莫
同
也
。)

結
前
四
失
，
是
由
人
心
之
異
故
也
。 

戊
二
、
教
者
妙
應(

知
其
心
，
然
後
能
救
其
失
也
。)

救
其
失
者
，
多
與
易
則
抑
之
，
寡
與
止
則
進
之
。 

丁
三
、
結
教
功
用(

教
也
者
，
長
善
而
救
其
失
者
也
。)

使
學
者
和
易
以
思
，
是
長
善
；
使
學
者
無
此
四
者
之
失
，
是
救
失
。
唯
善
教
者
能
知

之
。 

丙
三
、
總
結
影
響
論
教
者
若
善
，
則
能
使
學
者
繼
其
志
於
其
師
也
。 

丁
一
、
述
師
德
化
學
者
繼
師
之
志
，
記
者
以
善
歌
而
比
喻
之
。 

戊
一
、
類
喻(

善
歌
者
，
使
人
繼
其
聲
；)

音
聲
和
美
，
感
動
於
人
心
，
令
使
聽
者
繼
續
其
聲
也
。 

戊
二
、
顯
化(

善
教
者
，
使
人
繼
其
志
。)

如
今
人
傳
繼
周
、
孔
是
也
。 

丁
二
、
示
化
之
由
此
釋
所
以
可
繼
之
事
。 

戊
一
、
簡
暢(

其
言
也
約
而
達
，)
言
善
為
教
者
，
出
言
寡
約
，
而
義
理
顯
達
易
解
之
。 

戊
二
、
精
善(

微
幽
微

而
臧
善
也

，)
義
理
微
妙
，
而
說
之
精
善
。 

戊
三
、
微
妙(

罕
譬
而
喻
曉
也

，)

其
譬
罕
少
而
聽
者
皆
曉
。 

丁
三
、
化
益
結
成(

可
謂
繼
志
矣
。)

能
為
教
如
上
，
則
可
使
後
人
繼
其
志
意
。
不
謂
繼
聲
者
，
本
為
志
設
故
也
。 

乙
二
、
儲
君
源
師 

丙
一
、
弘
護
次
第 

丁
一
、
弘
教
成
學 

戊
一
、
良
師
栽
培
明
為
師
法

。 

己
一
、
善
能
觀
機(

君
子
謂
師
也

知
至
學
之
難
易
，)

三
王
、
四
代
所
以
敬
師
，
隨
器
與
之(

根
勝)

，
是
至
學
之
易
；
隨
失
而
救
之(

根
劣)

，

是
至
學
之
難
。 

 
 
 
  
 
  
 

己
二
、
漸
善
施
教(

而
知
其
美
惡
，)

罕
譬
而
喻
，
言
約
而
達
，
是
為
美
。
反
之
為
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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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
二
、
學
成
條
件 

己
一
、
善
教
堪
驗(

然
後
能
博
喻
廣
曉
也

；)

若
知
難
易
美
惡
，
觸
類
長
之
，
後
乃
得
為
廣
有
曉
解
也
。 

己
二
、
結
契
師
名(

能
博
喻
，
然
後
能
為
師
；)

前
能
廣
解
，
後
乃
可
為
人
作
師
也
。 

丁
二
、
師
成
護
道 

戊
一
、
遇
小
緣(

能
為
師
，
然
後
能
為
長
；)

為
師
是
學
優
，
學
優
宜
仕
，
故
能
為
一
官
之
長
也
。 

戊
二
、
遇
大
緣(

能
為
長
，
然
後
能
為
君
。)

既
能
治
一
官
之
長
有
功
，
能
為
一
國
之
君
也
。 

丁
三
、
弘
護
合
釋(

故
師
也
者
，
所
以
學
為
君
也)

教
人
至
極
之
美
，
可
以
為
君
長
之
事
。
宵
雅
肄
三
，
官
其
始
也
。
師
既
有
君
德
，
則
弟
子

就
師
可
學
為
君
之
德
，
故
前
云
：
君
子
如
欲
化
民
成
俗
，
其
必
由
學
乎
！
即
是
學
能
為
君
也
。 

丙
二
、
識
果
慎
因(

是
故
擇
師
不
可
不
慎
也
。)

師
善
則
能
教
弟
子
為
君
，
故
弟
子
宜
慎
擇
其
師
，
不
可
取
惡
師
也
。 

丙
三
、
聖
言
引
證 

丁
一
、
法
典
出
處(

《
記
》
曰
：)

引
舊
記
結
此
擇
師
之
重
也
。 

 
 
 
  
 

丁
二
、
溯
古
特
慎(

三
王
夏
殷
周
、
四
代
加
虞
也

唯
其
師
。
此
之
謂
乎
！)

言
三
王
、
四
代
雖
皆
聖
人
，
而
無
不
擇
師
為
慎
，
故
云
「
唯
其

師
」
。
庾
云
：
「
舉
四
代
以
兼
包
三
王
，
所
以
重
言
者
，
證
前
云
『
擇
師
不
可
不
慎
』
，
即
此
『
唯
其
師
』
之
謂
也
。
」 

乙
三
、
嚴
師
興
教
論
師
德
至
善
，
雖
天
子
以
下
，
必
須
尊
師
。 

丙
一
、
廣
教
化
民 

丁
一
、
教
興
樞
機(

凡
學
之
道
，
嚴
尊
敬
也

師
為
難
。)

 

丁
二
、
論
興
因
由 

戊
一
、
師
崇
道
明(

師
嚴
然
後
道
尊
，)

 

戊
二
、
道
弘
民
化(

道
尊
然
後
民
知
敬
學
。)

 

丙
二
、
敬
師
翼
政 

丁
一
、
王
制
殊
榮 

戊
一
、
總
說(

是
故
君
之
所
不
臣
於
其
臣
者
二
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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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
二
、
別
明 

己
一
、
祭
尸
比
類(

當
其
為
尸
主
也
，
為
祭
主
也

，
則
弗
臣
也
；)

 

己
二
、
正
顯
師
尊(

當
其
為
師
，
則
弗
臣
也
。)

案
鉤
命
決
云
：
「
暫
所
不
臣
者
五
，
謂
師
也
，
三
老
也
，
五
更
也(

老
人
通
三
德
：
正
直
、

剛
、
柔
，
謂
之
三
老
。
通
五
事
：
貌
、
言
、
觀
、
聽
、
思
，
謂
之
五
更
。
天
子
父
事
三
老
，
兄
事
五
更)

，
祭
尸
也
，
大
將
軍
也
。
」
此
五
者
，
天
子
諸

侯
同
之
。
此
唯
云
尸
與
師
者
，
此
經
本
意
據
尊
師
為
重
，
與
尸
相
似
，
故
特
言
之
，
所
以
唯
舉
此
二
者
，
餘
不
言
也
。
又
案
鉤
命
決
云
：
「
天
子
常
所

不
臣
者
三
，
唯
二
王
之
後
、
妻
之
父
母
、
夷
狄
之
君
。
不
臣
二
王
之
後
者
，
為
觀
其
法
度
，
故
尊
其
子
孫
也
。
不
臣
妻
之
父
母
者
，
親
與
其
妻
共
事
先

祖
，
欲
其
歡
心
。
不
臣
夷
狄
之
君
者
，
此
政
教
所
不
加
，
謙
不
臣
也
。
諸
侯
無
此
禮
。
」 

丁
二
、
師
無
臣
禮 

 
 
 
  
 
 

戊
一
、
標
名
示
禮(
大
學
之
禮
，)

此
證
尊
師
之
義
也
。
此
人
既
重
，
故
更
言
大
學
也
。 

戊
二
、
正
釋
禮
殊(

雖
詔
告
也

於
天
子
，
無
北
面
，)

雖
天
子
至
尊
，
當
告
授
之
時
，
天
子
不
使
師
北
面
，
所
以
尊
師
故
也
。
尊
師
重
道
焉
，

不
使
處
臣
位
也
。
武
王
踐
阼
，
召
師
尚
父
而
問
焉
，
曰
：
「
昔
黃
帝
、
顓
頊
之
道
存
乎
意
，
亦
忽
不
可
得
見
與
？
」
師
尚
父
曰
：
「
在
丹
書
。
王
欲
聞
之
，

則
齊
矣
。
」
王
齊
三
日
，
端
冕
，
師
尚
父
亦
端
冕
，
奉
書
而
入
，
負
屏
而
立
。
王
下
堂
南
面
而
立
。
師
尚
父
曰
：
「
先
王
之
道
不
北
面
。
」
王
行
折
而
東

面
，
師
尚
父
西
面
道
書
之
言(

正
義
曰
：
「
若
尋
常
師
徒
之
教
，
則
師
東
面
，
弟
子
西
面
，
與
此
異
也
。
」) 

案
大
戴
禮
云
：
「
其
書
之
言
曰
：
敬
勝
怠
者

強
，
怠
勝
敬
者
亡
。
」 

戊
三
、
申
例
釋
由(

所
以
尊
師
也
。)

荀
子·

大
略
云
：
「
國
將
興
，
必
貴
師
而
重
傅
；
貴
師
而
重
傅
，
則
法
度
存
。
國
將
衰
，
必
賤
師
而
輕
傅
；

賤
師
而
輕
傅
則
人
有
快(

輕
佻
放
肆)

。
人
有
快
，
則
法
度
廢
。
」 

甲
四
、
教
成
智
顯
明
果
証(

証) 

乙
一
、
善
護
教
成
明
善
學
及
善
問
，
並
善
答
不
善
答
之
事

。 

丙
一
、
識
器
策
進 

丁
一
、
受
業
根
性
善
學
者
誠
感
，
師
必
有
應
；
反
之
無
感
，
即
無
有
應
。 

戊
一
、
約
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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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
一
、
利
根(

善
學
者
師
逸
而
功
倍
，
又
從
隨
也

而
庸
功
也

之
功
之
，
受
其
道
，
有
功
於
己

。)

受
者
聰
明
易
入
，
是
為
學
之
善
，
故

師
體
逸
豫
，
而
弟
子
所
解
又
倍
於
他
人
。
所
得
既
倍
於
他
人
，
故
恆
言
我
師
特
加
功
於
我
者
。 

己
二
、
鈍
根(

不
善
學
者
師
勤
而
功
半
，
又
從
而
怨
之
謂
不
盡
心
於
己
。)

己
既
闇
鈍
，
故
師
體
勤
苦
，
而
功
裁
半
於
他
人
也
，
而
不

自
責
己
不
明
，
乃
反
怨
於
師
，
獨
不
盡
意
於
我
也
。 

戊
二
、
約
問
問
有
五
，
一
、
不
解
故
問
。
二
、
疑
惑
故
問
。
三
、
試
驗
故
問
。
四
、
輕
觸
故
問
。
輕
觸
，
輕
慢
觸
犯
也
。
五
、
利
樂
有
情
故
問
。
一
、

二
如
法
；
三
、
四
不
如
法
。
五
乃
為
利
眾
，
非
己
不
知
也
。
問
不
如
法
，
師
可
不
答
也
。 

 
 
 
  
 
  
 

己
一
、
釋
善
問 

庚
一
、
問
須
循
次
言
先
易
後
難
，
以
漸
入

。 

 
 
 
  
 
  
 
  
 

辛
一
、
明
譬
喻(
善
問
論
難
也

者
如
攻
治
也

堅
木
，)

言
善
問
之
人
，
如
匠
善
攻
治
堅
木
。 

 
 
 
  
 
  
 
  
 

辛
二
、
顯
次
第(
先
其
易
者
，
後
其
節
目
，)

先
斫
治
其
濡
易
之
處
，
然
後
斫
其
節
目
。
其
所
問
師
之
時
，
亦
先
問
其
易
，
後
問
其

難
也
。 

庚
二
、
標
示
利
益(

及
其
久
也
，
相
說
以
解
。)

言
問
者
順
理
，
答
者
分
明
，
故
及
其
經
久
，
師
徒
共
相
愛
說
，
以
解
義
理
。 

己
二
、
不
善
問(

不
善
問
者
反
此
。)
若
闇
劣
不
解
問
之
人
，
則
與
能
問
者
意
反
也
。
謂
先
問
其
難
，
心
且
不
解
，
則
答
問
之
人
，
不
相
喜
說
，

義
又
不
通
也
。 

丁
二
、
驗
師
臧
否
嚴
師
自
驗

。 

戊
一
、
約
善
釋 

己
一
、
扣
鐘
示
喻(

善
待
問
者
如
撞
鐘
，)

以
為
設
喻
譬
，
善
能
答
問
難
者
，
如
鐘
之
應
撞

。 

己
二
、
因
材
而
篤 

庚
一
、
待
小
材(

叩
之
以
小
者
則
小
鳴
，)

 

庚
二
、
待
大
材(

叩
之
以
大
者
則
大
鳴
，)

能
答
問
者
，
亦
隨
彼
所
問
事
之
大
小
而
答
之

。 

己
三
、
師
資
道
合(

待
其
從
容
舂
容
，
謂
重
撞
擊
也
。
舂
，
謂
擊
也
。
，
然
後
盡
其
聲
。)

以
為
聲
之
從
容
，
言
鍾
之
為
體
，
以
待
其
擊
。

每
一
舂
而
為
一
容
，
然
後
盡
其
聲
。
言
善
答
者
，
亦
待
其
一
問
然
後
一
答
，
乃
後
盡
說
義
理
也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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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
二
、
約
拙
釋(

不
善
答
問
者
反
此
。)

上
來
之
事
，
或
問
小
而
答
大
，
或
問
大
而
答
小
，
或
暫
問
而
說
盡
，
此
皆
無
益
於
所
問
。 

丁
三
、
結
示
益
學(

此
皆
進
學
之
道
也
。)

言
上
善
問
善
答
，
此
皆
進
益
學
者
之
道
也
。 

丙
二
、
器
小
暫
捨 

丁
一
、
辨
能
捨
教
者
不
可
為
記
問
之
學

。 
戊
一
、
揀
別(

記
問
之
學
，
不
足
以
為
人
師
，)

教
人
之
時
，
不
善
教
學
者
，
謂
心
未
解
其
義
，
而
但
逆
記
他
人
雜
問
，
而
謂
之
解
。
至
臨

時
為
人
解
說
，
則
先
述
其
所
記
而
示
人
，
以
其
不
解
，
無
益
學
者
。 

戊
二
、
正
顯(
必
也
其
聽
語
乎
。)

聽
語
，
謂
聽
其
問
者
之
語
。
既
不
可
記
問
，
遂
說
教
人
之
時
，
必
待
學
者
之
問
，
聽
受
其
所
問
之
語
，
然
後

依
問
為
說
之
也
。 

丁
二
、
別
所
捨 

 
 
 
  
 
 

戊
一
、
捨
啟
發(

力
不
能
問
，
然
後
語
之
。)

鈍
而
不
悟
。
若
受
業
者
才
力
茍
不
能
見
問
，
則
師
乃
示
語
之
矣
。 

戊
二
、
捨
教
喻(

語
之
而
不
知
，
雖
舍
之
可
也
。)

暫
捨
弗
與
說
。
弟
子
既
不
能
問
，
因
而
語
之
，
語
之
不
能
知
，
且
舍
住
，
待
後
別
更
語

之
可
也

。 

丙
三
、
師
誘
志
學 

丁
一
、
興
喻
識
教
論
學
者
數
見
數
習
，
其
學
則
善
，
要
在
循
次
，
故
三
譬
之

。 

 
 
 
  
 
 

戊
一
、
鑄
冶
喻(

良
善
也

冶
鑄
冶
也

之
子
，
必
學
為
裘
。)

裘
，
或
指
冶
家
鼓
風
之
橐
籥
。 

戊
二
、
製
弓
喻(

良
弓
之
子
，
必
學
為
箕
。)

善
為
弓
之
家
，
使
幹
角
撓
屈
調
和
成
其
弓
，
故
其
子
弟
亦
睹
其
父
兄
世
業
，
仍
學
取
柳
和
軟
撓

之
成
箕
也

。 

戊
三
、
駕
馬
喻(

始
駕
馬
者
反
之
，
車
在
馬
前
。)

明
新
習
者
也
。
謂
馬
子
始
學
駕
車
之
時
，
繫
隨
車
後
而
行
。
此
駒
既
未
曾
駕
車
，
若
忽

駕
之
，
必
當
驚
奔
，
今
繫
駒
於
後
，
日
日
見
車
之
行
，
其
駒
慣
習
而
後
駕
之
，
不
復
驚
也
。 

丁
二
、
師
導
志
學
言
學
者
亦
須
先
教
小
事
操
縵
之
屬
，
然
後
乃
示
其
業
，
則
道
乃
易
成
也

。 

戊
一
、
賴
師
善
誘(

君
子
察
於
此
三
者
，)

 

戊
二
、
受
業
啟
發(

可
以
有
志
於
學
矣
。)

三
事
皆
須
積
習
，
非
一
日
所
成
，
君
子
察
此
，
則
可
有
志
於
學
矣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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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
二
、
開
智
果
益
論
弟
子
當
親
師
之
事

。 

丙
一
、
教
旨
明
倫 

丁
一
、
取
類
助
成
例
舉 

戊
一
、
總
說(

古
之
學
者
，
比
物
事
也

醜
猶
比
也

類
以
同
類
之
事
相
比
方

。)

言
古
之
學
者
，
比
方
其
事
以
醜
類
，
謂
以
同
類
之
事
相
比
方
，

則
事
學
乃
易
成
。
既
云
古
學
如
斯
，
則
今
學
豈
不
然
？
此
經
論
師
道
之
要
，
以
餘
事
譬
之
。
此
以
下
四
章
，
皆
上
比
物
醜
類
也
。 

戊
二
、
別
明 

己
一
、
鼓
和
五
聲(

鼓
革
也

無
當
猶
主
也

於
五
聲
，
五
聲
弗
得
不
和
。)

言
鼓
之
為
聲
，
不
宮
不
商
，
五
聲
不
得
鼓
，
則
無
諧
和
之
節
。

所
以
五
聲
必
鼓
者
，
為
俱
是
聲
類
也
。
若
奏
五
聲
，
必
求
鼓
以
和
之
而
已
，
即
是
比
類
也
。 

己
二
、
水
調
五
色(
水
無
當
於
五
色
，
五
色
弗
得
不
章
。)

言
清
水
無
色
，
不
在
五
色
之
限
，
無
主
青
黃
，
而
五
色
畫
繢
者
，
不
得
水

則
不
分
明
。
五
色
是
其
水
之
出
也
，
故
五
色
須
水
，
亦
其
類
也
。 

丁
二
、
教
學
明
倫
正
說 

戊
一
、
學
治
五
官(

學
無
當
於
五
官
，
五
官
弗
得
不
治
。)

本
學
先
王
之
道
也
。
五
官
：
金
、
木
、
水
、
火
、
土
之
官
也
。
夫
學
為
官
之

理
，
本
求
博
聞
強
識
，
非
主
於
一
官
，
而
五
官
不
得
學
，
則
不
能
治
。
故
化
民
成
俗
，
必
由
學
乎
！
能
為
師
，
然
後
能
為
君
長
，
故
「
官
」
是
學
之
類
也
。 

戊
二
、
師
和
五
服(

師
教
之
師
也

無
當
於
五
服
，
五
服
弗
得
不
親
。)

師
於
弟
子
，
不
當
五
服
之
一
也
，
而
弟
子
之
家
，
若
無
師
教
誨
，

則
五
服
之
情
，
不
相
和
親
也
。
是
師
情
有
在
三
年
之
義
，
故
亦
與
親
為
類
。 

丙
二
、
識
本
達
用 

丁
一
、
廣
示
眾
本
論
學
為
眾
事
之
本 

戊
一
、
能
示(

君
子
曰
記
者
引
君
子
之
言

：)
 

戊
二
、
所
示 

己
一
、
聖
德
之
本(

大
德
不
官
，)

大
德
，
謂
聖
人
之
德
也
。
官
，
謂
分
職
在
位
者
。
聖
人
在
上
，
垂
拱
無
為
，
不
治
一
官
。
不
官
而
為
諸
官

之
本
，
不
官
則
無
不
官
。
明
體
者
不
官
，
無
不
官
則
達
用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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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
二
、
天
道
之
本(

大
道
不
器
。)

大
道
，
亦
謂
聖
人
之
道
也
。
器
，
謂
物
堪
用
者
，
夫
器
各
施
其
用
，
而
聖
人
之
道
弘
大
，
無
所
不
施
。
不

器
而
為
諸
器
之
本
。
論
語
云
「
君
子
不
器
」
，
又
云
「
孔
子
博
學
而
無
所
成
名
」
是
也
。 

己
三
、
人
道
之
本(

大
信
不
約
謂
期
要
也
，)

大
信
，
謂
聖
人
之
信
也
，
不
言
而
信
，
是
大
信
也
。
大
信
本
不
為
細
言
約
誓
。
不
約
而
為
諸
約

之
本
。
不
約
，
乃
無
意
約
。 

己
四
、
地
道
之
本(

大
時
不
齊
。)

大
時
，
謂
天
時
也
。
齊
謂
一
時
同
也
。
鄭
注
：
「
『
大
時
不
齊
』
或
時
以
生
，
或
時
以
死
」
。
正
義
：
「
天

生
殺
不
共
在
一
時
，
猶
春
夏
華
卉
自
生
，
薺
麥
自
死
，
秋
冬
草
木
自
死
，
而
薺
麥
自
生
，
故
云
『
不
齊
』
也
，
不
齊
為
諸
齊
之
本
也
。
」
不
齊
，
乃
無

意
齊
。
有
意
齊
乃
勉
強
，
是
意
識
心
；
性
體
虛
靈
不
昧
，
隨
緣
妙
用
，
無
意
強
齊
，
萬
法
各
得
其
所
，
是
順
性
真
齊
也
。 

丁
二
、
識
本
志
學
本
立
而
道
生
。
言
以
學
為
本
，
則
其
德
於
民
無
不
化
，
於
俗
無
不
成
。 

 
 
 
  
 
 

戊
一
、
受
業
自
悟(
察
於
此
四
者
，)

 

戊
二
、
終
身
志
學(

可
以
有
志
於
學
矣
。)

察
上
四
者
之
事
，
則
人
當
志
學
為
本
。
庾
云
：
「
四
者
，
謂
不
官
為
群
官
之
本
，
不
器
為
群
器
之

本
，
不
約
為
群
約
之
本
，
不
齊
為
群
齊
之
本
。
言
四
者
莫
不
有
本
，
人
亦
以
學
為
本
也
。
」 

乙
三
、
結
申
務
本 

丙
一
、
學
賴
厚
積
學
初
為
積
漸
，
後
成
聖
賢

。 

 
 
 
  

丁
一
、
小
為
大
本(

三
王
之
祭
川
也
，
皆
先
河
而
後
海
，)

河
為
海
本

。 

丁
二
、
承
前
重
釋(

或
源
泉
所
出
也

也
，
或
委
流
所
聚
也

也
。)

始
出
一
勺
，
卒
成
不
測
，
中
庸
篇
云
：
「
水
一
勺
之
多
，
及
其
不
測
，
鮫
龍
生

焉
。
」
是
其
始
一
勺
也
，
後
至
不
測
也
。
猶
言
學
初
為
積
漸
，
後
成
聖
賢
也
。 

丙
二
、
明
不
廢
學(

此
之
謂
務
本
。)

先
祭
本
，
是
務
重
其
本
也
。
本
小
而
後
至
大
，
是
小
為
大
本
。
先
學
然
後
至
聖
，
是
學
為
聖
本
也
。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