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     

一
、
師
說                

韓  

愈  

古
之
學
者
必
有
師
。
師
者
，
所
以
傳
道
、
受
業
、
解
惑
也
。
人
非
生
而
知
之
者
，
孰
能
無

惑
？
惑
而
不
從
師
，
其
為
惑
也
，
終
不
解
矣
。 

生
乎
吾
前
，
其
聞
道
也
，
固
先
乎
吾
，
吾
從
而
師
之
；
生
乎
吾
後
，
其
聞
道
也
，
亦
先
乎

吾
，
吾
從
而
師
之
。
吾
師
道
也
，
夫
庸
知
其
年
之
先
後
生
於
吾
乎
？
是
故
無
貴
、
無
賤
、
無

長
、
無
少
，
道
之
所
存
，
師
之
所
存
也
。 

嗟
乎
！
師
道
之
不
傳
也
久
矣
，
欲
人
之
無
惑
也
難
矣
！
古
之
聖
人
，
其
出
人
也
遠
矣
，
猶

且
從
師
而
問
焉
；
今
之
眾
人
，
其
下
聖
人
也
亦
遠
矣
，
而
恥
學
於
師
。
是
故
聖
益
聖
，
愚
益

愚
。
聖
人
之
所
以
為
聖
，
愚
人
之
所
以
為
愚
，
其
皆
出
於
此
乎
？ 

愛
其
子
，
擇
師
而
教
之
，
於
其
身
也
，
則
恥
師
焉
，
惑
矣
。
彼
童
子
之
師
，
授
之
書
而
習

其
句
讀
者
，
非
吾
所
謂
傳
其
道
、
解
其
惑
者
也
。
句
讀
之
不
知
，
惑
之
不
解
，
或
師
焉
，
或
不

焉
，
小
學
而
大
遺
，
吾
未
見
其
明
也
。 

巫
、
醫
、
樂
師
、
百
工
之
人
，
不
恥
相
師
。
士
大
夫
之
族
，
曰
師
、
曰
弟
子
云
者
，
則
群

聚
而
笑
之
。
問
之
，
則
曰
：
「
彼
與
彼
年
相
若
也
，
道
相
似
也
。
」
位
卑
則
足
羞
，
官
盛
則
近

諛
。
嗚
呼
！
師
道
之
不
復
可
知
矣
。
巫
、
醫
、
樂
師
、
百
工
之
人
，
君
子
不
齒
，
今
其
智
乃
反

不
能
及
，
其
可
怪
也
歟
！ 

聖
人
無
常
師
。
孔
子
師
郯
子
、
萇
弘
、
師
襄
、
老
聃
。
郯
子
之
徒
，
其
賢
不
及
孔
子
。
孔

子
曰
：
「
三
人
行
，
則
必
有
我
師
」
。
是
故
弟
子
不
必
不
如
師
，
師
不
必
賢
於
弟
子
，
聞
道
有

先
後
，
術
業
有
專
攻
，
如
是
而
已
。 

李
氏
子
蟠
，
年
十
七
，
好
古
文
，
六
藝
經
傳
，
皆
通
習
之
。
不
拘
於
時
，
學
於
余
，
余
嘉

其
能
行
古
道
，
作
師
說
以
貽
之
。 

       



 

 
 
 
 
      

二
、
左
忠
毅
公
逸
事                

方 

苞 

 
 

先
君
子
嘗
言
，
鄉
先
輩
左
忠
毅
公
視
學
京
畿
。
一
日
，
風
雪
嚴
寒
，
從
數
騎
出
，
微
行
，

入
古
寺
。
廡
下
一
生
伏
案
臥
，
文
方
成
草
。
公
閱
畢
，
即
解
貂
覆
生
，
為
掩
戶
，
叩
之
寺
僧
，

則
史
公
可
法
也
。
及
試
，
吏
呼
名
，
至
史
公
，
公
瞿
然
注
視
。
呈
卷
，
即
面
署
第
一
；
召
入
，

使
拜
夫
人
，
曰
：「
吾
諸
兒
碌
碌
，
他
日
繼
吾
志
事
，
惟
此
生
耳
。
」 

 
 

及
左
公
下
廠
獄
，
史
朝
夕
窺
獄
門
外
。
逆
閹
防
伺
甚
嚴
，
雖
家
僕
不
得
近
。
久
之
，
聞
左

公
被
炮
烙
，
旦
夕
且
死
，
持
五
十
金
，
涕
泣
謀
於
禁
卒
，
卒
感
焉
。
一
日
使
史
公
更
敝
衣
草

屨
，
背
筐
，
手
長
鑱
，
為
除
不
潔
者
，
引
入
，
微
指
左
公
處
，
則
席
地
倚
牆
而
坐
，
面
額
焦
爛

不
可
辨
，
左
膝
以
下
，
筋
骨
盡
脫
矣
。
史
前
跪
，
抱
公
膝
而
嗚
咽
。
公
辨
其
聲
，
而
目
不
可

開
，
乃
奮
臂
以
指
撥
眥
，
目
光
如
炬
。
怒
曰
：「
庸
奴
！
此
何
地
也
，
而
汝
前
來
！
國
家
之

事
，
糜
爛
至
此
。
老
夫
已
矣
，
汝
復
輕
身
而
昧
大
義
，
天
下
事
誰
可
支
拄
者
！
不
速
去
，
無
俟

姦
人
構
陷
，
吾
今
即
撲
殺
汝
！
」
因
摸
地
上
刑
械
，
作
投
擲
勢
。
史
噤
不
敢
發
聲
，
趨
而
出
。

後
常
流
涕
述
其
事
以
語
人
，
曰
：「
吾
師
肺
肝
，
皆
鐵
石
所
鑄
造
也
！
」 

 
 

崇
禎
末
，
流
賊
張
獻
忠
出
沒
蘄
、
黃
、
潛
、
桐
間
，
史
公
以
鳳
廬
道
奉
檄
守
禦
，
每
有

警
，
輒
數
月
不
就
寢
，
使
將
士
更
休
，
而
自
坐
幄
幕
外
，
擇
健
卒
十
人
，
令
二
人
蹲
踞
，
而
背

倚
之
，
漏
鼓
移
，
則
番
代
。
每
寒
夜
起
立
，
振
衣
裳
，
甲
上
冰
霜
迸
落
，
鏗
然
有
聲
。
或
勸
以

少
休
，
公
曰
：「
吾
上
恐
負
朝
廷
，
下
恐
愧
吾
師
也
。
」
史
公
治
兵
，
往
來
桐
城
，
必
躬
造
左

公
第
，
候
太
公
、
太
母
起
居
，
拜
夫
人
於
堂
上
。 

 
 

余
宗
老
塗
山
，
左
公
甥
也
，
與
先
君
子
善
，
謂
獄
中
語
乃
親
得
之
於
史
公
云
。 

 



 

 
 
 
       

三
、
岳
陽
樓
記               

范
仲
淹 

 
 

慶
曆
四
年
春
，
滕
子
京
謫
守
巴
陵
郡
。
越
明
年
，
政
通
人
和
，
百
廢
具
興
，
乃
重
修
岳
陽

樓
，
增
其
舊
制
，
刻
唐
賢
今
人
詩
賦
於
其
上
；
屬
予
作
文
以
記
之
。 

 
 

予
觀
夫
巴
陵
勝
狀
，
在
洞
庭
一
湖
。
銜
遠
山
，
吞
長
江
，
浩
浩
湯
湯
，
橫
無
際
涯
；
朝
暉

夕
陰
，
氣
象
萬
千
；
此
則
岳
陽
樓
之
大
觀
也
，
前
人
之
述
備
矣
。
然
則
北
通
巫
峽
，
南
極
瀟

湘
，
遷
客
騷
人
，
多
會
於
此
，
覽
物
之
情
，
得
無
異
乎
？ 

 
 

若
夫
霪
雨
霏
霏
，
連
月
不
開
；
陰
風
怒
號
，
濁
浪
排
空
；
日
星
隱
曜
，
山
岳
潛
形
；
商
旅

不
行
，
檣
傾
楫
摧
；
薄
暮
冥
冥
，
虎
嘯
猿
啼
；
登
斯
樓
也
，
則
有
去
國
懷
鄉
，
憂
讒
畏
譏
，
滿

目
蕭
然
，
感
極
而
悲
者
矣
！ 

 
 

至
若
春
和
景
明
，
波
瀾
不
驚
，
上
下
天
光
，
一
碧
萬
頃
；
沙
鷗
翔
集
，
錦
鱗
游
泳
，
岸
芷

汀
蘭
，
郁
郁
青
青
。
而
或
長
煙
一
空
，
皓
月
千
里
，
浮
光
躍
金
，
靜
影
沉
璧
；
漁
歌
互
答
，
此

樂
何
極
。
登
斯
樓
也
，
則
有
心
曠
神
怡
，
寵
辱
皆
忘
，
把
酒
臨
風
，
其
喜
洋
洋
者
矣
。 

 
 

嗟
夫
！
予
嘗
求
古
仁
人
之
心
，
或
異
二
者
之
為
，
何
哉
？
不
以
物
喜
，
不
以
己
悲
。
居
廟

堂
之
高
，
則
憂
其
民
；
處
江
湖
之
遠
，
則
憂
其
君
。
是
進
亦
憂
，
退
亦
憂
；
然
則
何
時
而
樂

耶
？
其
必
曰
：
「
先
天
下
之
憂
而
憂
，
後
天
下
之
樂
而
樂
」
乎
！
噫
！
微
斯
人
，
吾
誰
與
歸
？ 

 
 

時
六
年
九
月
十
五
日
。 

 



 

 
 
 
 
      

四
、
桃
花
源
記                

陶  

潛  

晉
太
元
中
，
武
陵
人
，
捕
魚
為
業
。
緣
溪
行
，
忘
路
之
遠
近
。
忽
逢
桃
花
林
，
夾
岸
數
百

步
，
中
無
雜
樹
，
芳
草
鮮
美
，
落
英
繽
紛
。
漁
人
甚
異
之
，
復
前
行
，
欲
窮
其
林
。
林
盡
水

源
，
便
得
一
山
。
山
有
小
口
，
髣
髴
若
有
光
。
便
捨
船
，
從
口
入
。 

初
極
狹
，
纔
通
人
，
復
行
數
十
步
，
豁
然
開
朗
。
土
地
平
曠
，
屋
舍
儼
然
，
有
良
田
、
美

池
、
桑
、
竹
之
屬
，
阡
陌
交
通
，
雞
犬
相
聞
。
其
中
往
來
種
作
，
男
女
衣
著
，
悉
如
外
人
；
黃

髮
、
垂
髫
，
並
怡
然
自
樂
。
見
漁
人
，
乃
大
驚
，
問
所
從
來
。
具
答
之
。
便
邀
還
家
，
設
酒
、

殺
雞
、
作
食
。
村
中
聞
有
此
人
，
咸
來
問
訊
。
自
云
先
世
避
秦
時
亂
，
率
妻
子
邑
人
來
此
絕

境
，
不
復
出
焉
，
遂
與
外
人
間
隔
。
問
今
是
何
世
。
乃
不
知
有
漢
，
無
論
魏
、
晉
。
此
人
一
一

為
具
言
所
聞
，
皆
歎
惋
。
餘
人
各
復
延
至
其
家
，
皆
出
酒
食
。
停
數
日
，
辭
去
。
此
中
人
語

云
：
「
不
足
為
外
人
道
也
。
」 

既
出
，
得
其
船
，
便
扶
向
路
，
處
處
誌
之
。
及
郡
下
，
詣
太
守
，
說
如
此
。
太
守
即
遣
人

隨
其
往
，
尋
向
所
誌
，
遂
迷
不
復
得
路
。
南
陽
劉
子
驥
，
高
尚
士
也
，
聞
之
，
欣
然
規
往
，
未

果
，
尋
病
終
。
後
遂
無
問
津
者
。 

 
 



 

 
 
 
 
      

五
、
陳
情
表                

李  

密 

臣
密
言
：
臣
以
險
釁
，
夙
遭
閔
凶
。
生
孩
六
月
，
慈
父
見
背
。
行
年
四
歲
，
舅
奪
母
志
。

祖
母
劉
愍
臣
孤
弱
，
躬
親
撫
養
。
臣
少
多
疾
病
，
九
歲
不
行
，
零
丁
孤
苦
，
至
于
成
立
。
既
無

伯
叔
，
終
鮮
兄
弟
；
門
衰
祚
薄
，
晚
有
兒
息
。
外
無
朞
功
強
近
之
親
，
內
無
應
門
五
尺
之
僮
，

煢
煢
獨
立
，
形
影
相
弔
。
而
劉
夙
嬰
疾
病
，
常
在
牀
蓐
。
臣
侍
湯
藥
，
未
曾
廢
離
。
逮
奉
聖

朝
，
沐
浴
清
化
。
前
太
守
臣
逵
，
察
臣
孝
廉
；
後
刺
史
臣
榮
，
舉
臣
秀
才
。
臣
以
供
養
無
主
，

辭
不
赴
命
。
詔
書
特
下
，
拜
臣
郎
中
。
尋
蒙
國
恩
，
除
臣
洗
馬
。
猥
以
微
賤
，
當
侍
東
宮
，
非

臣
隕
首
所
能
上
報
。
臣
具
以
表
聞
，
辭
不
就
職
。
詔
書
切
峻
，
責
臣
逋
慢
；
郡
縣
逼
迫
，
催
臣

上
道
；
州
司
臨
門
，
急
於
星
火
。
臣
欲
奉
詔
奔
馳
，
則
劉
病
日
篤
；
欲
苟
順
私
情
，
則
告
訴
不

許
。
臣
之
進
退
，
實
為
狼
狽
。 

伏
惟
聖
朝
以
孝
治
天
下
，
凡
在
故
老
，
猶
蒙
矜
育
，
況
臣
孤
苦
，
特
為
尤
甚
。
且
臣
少
仕

偽
朝
，
歷
職
郎
署
，
本
圖
宦
達
，
不
矜
名
節
。
今
臣
亡
國
賤
俘
，
至
微
至
陋
，
過
蒙
拔
擢
，
寵

命
優
渥
，
豈
敢
盤
桓
，
有
所
希
冀
？
但
以
劉
日
薄
西
山
，
氣
息
奄
奄
，
人
命
危
淺
，
朝
不
慮

夕
。
臣
無
祖
母
，
無
以
至
今
日
；
祖
母
無
臣
，
無
以
終
餘
年
。
母
孫
二
人
，
更
相
為
命
，
是
以

區
區
不
能
廢
遠
。
臣
密
今
年
四
十
有
四
，
祖
母
劉
今
年
九
十
有
六
，
是
臣
盡
節
於
陛
下
之
日

長
，
報
養
劉
之
日
短
也
。
烏
鳥
私
情
，
願
乞
終
養
。
臣
之
辛
苦
，
非
獨
蜀
之
人
士
及
二
州
牧
伯

所
見
明
知
，
皇
天
后
土
，
實
所
共
鑒
。
願
陛
下
矜
愍
愚
誠
，
聽
臣
微
志
，
庶
劉
僥
倖
，
保
卒
餘

年
。
臣
生
當
隕
首
，
死
當
結
草
。
臣
不
勝
犬
馬
怖
懼
之
情
，
謹
拜
表
以
聞
。 

 
 



 

 
 
 
 
      

六
、
六
國
論        

蘇 

洵 

六
國
破
滅
，
非
兵
不
利
，
戰
不
善
，
弊
在
賂
秦
。
賂
秦
而
力
虧
，
破
滅
之
道
也
。
或
曰
：「
六

國
互
喪
，
率
賂
秦
耶
？
」
曰
：「
不
賂
者
以
賂
者
喪
，
蓋
失
強
援
，
不
能
獨
完
；
故
曰
，
弊
在
賂

秦
也
。
」 

秦
以
攻
取
之
外
，
小
則
獲
邑
，
大
則
得
城
。
較
秦
之
所
得
，
與
戰
勝
而
得
者
，
其
實
百
倍
；

諸
侯
之
所
亡
，
與
戰
敗
而
亡
者
，
其
實
亦
百
倍
；
則
秦
之
所
大
欲
，
諸
侯
之
所
大
患
，
固
不
在
戰

矣
。
思
厥
先
祖
父
，
暴
霜
露
，
斬
荊
棘
，
以
有
尺
寸
之
地
。
子
孫
視
之
不
甚
惜
，
舉
以
予
人
，
如

棄
草
芥
。
今
日
割
五
城
，
明
日
割
十
城
，
然
後
得
一
夕
安
寢
。
起
視
四
境
，
而
秦
兵
又
至
矣
。
然

則
諸
侯
之
地
有
限
，
暴
秦
之
欲
無
厭
，
奉
之
彌
繁
，
侵
之
愈
急
，
故
不
戰
而
強
弱
勝
負
已
判
矣
。

至
於
顛
覆
，
理
固
宜
然
。
古
人
云
：「
以
地
事
秦
，
猶
抱
薪
救
火
，
薪
不
盡
，
火
不
滅
。
」
此
言

得
之
。 齊

人
未
嘗
賂
秦
，
終
繼
五
國
遷
滅
，
何
哉
？
與
嬴
而
不
助
五
國
也
。
五
國
既
喪
，
齊
亦
不
免

矣
。
燕
、
趙
之
君
，
始
有
遠
略
，
能
守
其
土
，
義
不
賂
秦
。
是
故
燕
雖
小
國
而
後
亡
，
斯
用
兵
之

效
也
。
至
丹
以
荊
卿
為
計
，
始
速
禍
焉
。
趙
嘗
五
戰
於
秦
，
二
敗
而
三
勝
。
後
秦
擊
趙
者
再
，
李

牧
連
卻
之
。
洎
牧
以
讒
誅
，
邯
鄲
為
郡
。
惜
其
用
武
而
不
終
也
。 

且
燕
、
趙
處
秦
革
滅
殆
盡
之
際
，
可
謂
智
力
孤
危
，
戰
敗
而
亡
，
誠
不
得
已
。
向
使
三
國
各

愛
其
地
，
齊
人
勿
附
於
秦
，
刺
客
不
行
，
良
將
猶
在
，
則
勝
負
之
數
，
存
亡
之
理
，
當
與
秦
相
較
，

或
未
易
量
。
嗚
呼
！
以
賂
秦
之
地
，
封
天
下
之
謀
臣
；
以
事
秦
之
心
，
禮
天
下
之
奇
才
；
并
力
西

嚮
，
則
吾
恐
秦
人
食
之
不
得
下
咽
也
。
悲
夫
！
有
如
此
之
勢
，
而
為
秦
人
積
威
之
所
劫
，
日
削
月

割
，
以
趨
於
亡
。
為
國
者
，
無
使
為
積
威
之
所
劫
哉
！
夫
六
國
與
秦
皆
諸
侯
，
其
勢
弱
於
秦
，
而

猶
有
可
以
不
賂
而
勝
之
之
勢
；
苟
以
天
下
之
大
，
而
從
六
國
破
亡
之
故
事
，
是
又
在
六
國
下
矣
。 

  
 



 

 
 
 
 
      

七
、
馮
諼
客
孟
嘗
君(

節
錄)      

戰
國
策 

齊
人
有
馮
諼
者
，
貧
乏
不
能
自
存
，
使
人
屬
孟
嘗
君
，
願
寄
食
門
下
。
孟
嘗
君
曰
：
「
客
何

好
？
」
曰
：
「
客
無
好
也
。
」
曰
：
「
客
何
能
？
」
曰
：
「
客
無
能
也
。
」
孟
嘗
君
笑
而
受
之
，

曰
：
「
諾
！
」
左
右
以
君
賤
之
也
，
食
以
草
具
。 

居
有
頃
，
倚
柱
彈
其
劍
，
歌
曰
：
「
長
鋏
歸
來
乎
！
食
無
魚
！
」
左
右
以
告
。
孟
嘗
君
曰
：

「
食
之
，
比
門
下
之
客
。
」
居
有
頃
，
復
彈
其
鋏
，
歌
曰
：
「
長
鋏
歸
來
乎
！
出
無
車
！
」
左
右

皆
笑
之
，
以
告
。
孟
嘗
君
曰
：
「
為
之
駕
，
比
門
下
之
車
客
。
」
於
是
，
乘
其
車
，
揭
其
劍
，
過

其
友
，
曰
：
「
孟
嘗
君
客
我
！
」
後
有
頃
，
復
彈
其
劍
鋏
，
歌
曰
：
「
長
鋏
歸
來
乎
！
無
以
為
家
！
」

左
右
皆
惡
之
，
以
為
貪
而
不
知
足
。
孟
嘗
君
問
：
「
馮
公
有
親
乎
？
」
對
曰
：
「
有
老
母
！
」
孟

嘗
君
使
人
給
其
食
用
，
無
使
乏
。
於
是
馮
諼
不
復
歌
。 

後
，
孟
嘗
君
出
記
，
問
門
下
諸
客
：
「
誰
習
計
會
能
為
文
收
責
於
薛
者
乎
？
」
馮
諼
署
曰
：

「
能
！
」
孟
嘗
君
怪
之
曰
：
「
此
誰
也
？
」
左
右
曰
：
「
乃
歌
夫
長
鋏
歸
來
者
也
。
」
孟
嘗
君
笑

曰
：
「
客
果
有
能
也
。
吾
負
之
，
未
嘗
見
也
。
」
請
而
見
之
，
謝
曰
：
「
文
倦
於
事
，
憒
於
憂
，

而
性
懧
愚
，
沈
於
國
家
之
事
，
開
罪
於
先
生
。
先
生
不
羞
，
乃
有
意
欲
為
收
責
於
薛
乎
？
」
馮
諼

曰
：
「
願
之
！
」
於
是
，
約
車
治
裝
，
載
券
契
而
行
，
辭
曰
：
「
責
畢
收
，
以
何
市
而
反
？
」
孟

嘗
君
曰
：
「
視
吾
家
所
寡
有
者
！
」
驅
而
之
薛
。
使
吏
召
諸
民
當
償
者
，
悉
來
合
券
。
券
遍
合
，

起
矯
命
以
責
賜
諸
民
，
因
燒
其
券
，
民
稱
萬
歲
。
長
驅
到
齊
，
晨
而
求
見
。
孟
嘗
君
怪
其
疾
也
，

衣
冠
而
見
之
，
曰
：
「
責
畢
收
乎
？
來
何
疾
也
！
」
曰
：
「
收
畢
矣
！
」
「
以
何
市
而
反
？
」
馮

諼
曰
：
「
君
云
視
吾
家
所
寡
有
者
。
臣
竊
計
君
宮
中
積
珍
寶
，
狗
馬
實
外
廄
，
美
人
充
下
陳
。
君

家
所
寡
有
者
以
義
耳
！
竊
以
為
君
市
義
。
」
孟
嘗
君
曰
：
「
市
義
奈
何
？
」
曰
：
「
今
君
有
區
區

之
薛
，
不
拊
愛
子
其
民
，
因
而
賈
利
之
。
臣
竊
矯
君
命
，
以
責
賜
諸
民
，
因
燒
其
券
，
民
稱
萬
歲
，

乃
臣
所
以
為
君
市
義
也
。
」
孟
嘗
君
不
說
，
曰
：
「
諾
！
先
生
休
矣
！
」 

   



 

 
 
 
 
      

八
、
燭
之
武
退
秦
師                

左  

傳 

晉
侯
、
秦
伯
圍
鄭
，
以
其
無
禮
於
晉
，
且
貳
於
楚
也
。
晉
軍
函
陵
，
秦
軍
氾
南
。 

佚
之
狐
言
於
鄭
伯
曰
：
「
國
危
矣
！
若
使
燭
之
武
見
秦
君
，
師
必
退
。
」
公
從
之
。
辭

曰
：
「
臣
之
壯
也
，
猶
不
如
人
；
今
老
矣
，
無
能
為
也
已
。
」
公
曰
：
「
吾
不
能
早
用
子
，
今

急
而
求
子
，
是
寡
人
之
過
也
。
然
鄭
亡
，
子
亦
有
不
利
焉
！
」
許
之
，
夜
縋
而
出
。 

見
秦
伯
曰
：
「
秦
晉
圍
鄭
，
鄭
既
知
亡
矣
，
若
亡
鄭
而
有
益
於
君
，
敢
以
煩
執
事
。
越
國

以
鄙
遠
，
君
知
其
難
也
。
焉
用
亡
鄭
以
陪
鄰
？
鄰
之
厚
，
君
之
薄
也
。
若
舍
鄭
以
為
東
道
主
，

行
李
之
往
來
，
共
其
乏
困
，
君
亦
無
所
害
。
且
君
嘗
為
晉
君
賜
矣
，
許
君
焦
、
瑕
，
朝
濟
而
夕

設
版
焉
，
君
之
所
知
也
。
夫
晉
，
何
厭
之
有
？
既
東
封
鄭
，
又
欲
肆
其
西
封
，
若
不
闕
秦
，
將

焉
取
之
？
闕
秦
以
利
晉
，
唯
君
圖
之
！
」 

秦
伯
說
，
與
鄭
人
盟
。
使
杞
子
、
逢
孫
、
楊
孫
戍
之
，
乃
還
。 

子
犯
請
擊
之
，
公
曰
：
「
不
可
，
微
夫
人
之
力
不
及
此
。
因
人
之
力
而
敝
之
，
不
仁
；
失

其
所
與
，
不
知
；
以
亂
易
整
，
不
武
。
吾
其
還
也
。
」
亦
去
之
。 



 

 
 
 
 

 
 

 
 

 
  

 

九
、
阿
房
宮
賦                

杜 

牧  

 
 

六
王
畢
，
四
海
一
。
蜀
山
兀
，
阿
房
出
。
覆
壓
三
百
餘
里
，
隔
離
天
日
。
驪
山
北
構
而
西

折
，
直
走
咸
陽
。
二
川
溶
溶
，
流
入
宮
牆
。
五
步
一
樓
，
十
步
一
閣
。
廊
腰
縵
迴
，
簷
牙
高

啄
。
各
抱
地
勢
，
鉤
心
鬥
角
。
盤
盤
焉
，
囷
囷
焉
，
蜂
房
水
渦
，
矗
不
知
乎
幾
千
萬
落
。
長
橋

臥
波
，
未
雲
何
龍
？
複
道
行
空
，
不
霽
何
虹
？
高
低
冥
迷
，
不
知
西
東
。
歌
臺
暖
響
，
春
光
融

融
；
舞
殿
冷
袖
，
風
雨
淒
淒
。
一
日
之
內
，
一
宮
之
間
，
而
氣
候
不
齊
。  

 
 

妃
嬪
媵
嬙
，
王
子
皇
孫
，
辭
樓
下
殿
，
輦
來
於
秦
，
朝
歌
夜
絃
，
為
秦
宮
人
。
明
星
熒

熒
，
開
妝
鏡
也
；
綠
雲
擾
擾
，
梳
曉
鬟
也
；
渭
流
漲
膩
，
棄
脂
水
也
；
煙
斜
霧
橫
，
焚
椒
蘭

也
；
雷
霆
乍
驚
，
宮
車
過
也
；
轆
轆
遠
聽
，
杳
不
知
其
所
之
也
。
一
肌
一
容
，
盡
態
極
妍
。
縵

立
遠
視
，
而
望
幸
焉
。
有
不
得
見
者
三
十
六
年
。  

 
 

燕
趙
之
收
藏
，
韓
魏
之
經
營
，
齊
楚
之
精
英
，
幾
世
幾
年
，
剽
掠
其
人
，
倚
疊
如
山
。
一

旦
不
能
有
，
輸
來
其
閒
。
鼎
鐺
玉
石
，
金
塊
珠
礫
，
棄
擲
邐
迤
。
秦
人
視
之
，
亦
不
甚
惜
。  

 
 

嗟
乎
！
一
人
之
心
，
千
萬
人
之
心
也
。
秦
愛
紛
奢
，
人
亦
念
其
家
。
奈
何
取
之
盡
錙
銖
，

用
之
如
泥
沙
！
使
負
棟
之
柱
，
多
於
南
畝
之
農
夫
；
架
梁
之
椽
，
多
於
機
上
之
工
女
；
釘
頭
磷

磷
，
多
於
在
庾
之
粟
粒
；
瓦
縫
參
差
，
多
於
周
身
之
帛
縷
；
直
欄
橫
檻
，
多
於
九
土
之
城
郭
；

管
絃
嘔
啞
，
多
於
市
人
之
言
語
。
使
天
下
之
人
，
不
敢
言
而
敢
怒
。
獨
夫
之
心
，
日
益
驕
固
。

戍
卒
叫
，
函
谷
舉
，
楚
人
一
炬
，
可
憐
焦
土
。  

 
 

嗚
呼
！
滅
六
國
者
，
六
國
也
，
非
秦
也
；
族
秦
者
，
秦
也
，
非
天
下
也
。
嗟
夫
！
使
六
國

各
愛
其
人
，
則
足
以
拒
秦
；
秦
復
愛
六
國
之
人
，
則
遞
三
世
可
至
萬
世
而
為
君
，
誰
得
而
族
滅

也
。
秦
人
不
暇
自
哀
，
而
後
人
哀
之
；
後
人
哀
之
，
而
不
鑑
之
，
亦
使
後
人
而
復
哀
後
人
也
。 

    



 

 
 
 
 
      

十
、
原
才                

曾
國
藩 

風
俗
之
厚
薄
奚
自
乎
？
自
乎
一
二
人
之
心
之
所
嚮
而
已
。
民
之
生
，
庸
弱
者
戢
戢
皆
是

也
。
有
一
二
賢
且
智
者
，
則
眾
人
君
之
而
受
命
焉
；
尤
智
者
，
所
君
尤
眾
焉
。
此
一
二
人
者
之

心
嚮
義
，
則
眾
人
與
之
赴
義
；
一
二
人
者
之
心
嚮
利
，
則
眾
人
與
之
赴
利
。
眾
人
所
趨
，
勢
之

所
歸
，
雖
有
大
力
，
莫
之
敢
逆
。
故
曰
：
「
撓
萬
物
者
，
莫
疾
乎
風
。
」
風
俗
之
於
人
心
，
始

乎
微
，
而
終
乎
不
可
禦
者
也
。 

先
王
之
治
天
下
，
使
賢
者
皆
當
路
在
勢
，
其
風
民
也
皆
以
義
，
故
道
一
而
俗
同
。
世
教
既

衰
，
所
謂
一
二
人
者
，
不
盡
在
位
，
彼
其
心
之
所
嚮
，
勢
不
能
不
騰
為
口
說
，
而
播
為
聲
氣
；

而
眾
人
者
，
勢
不
能
不
聽
命
，
而
蒸
為
習
尚
。
於
是
乎
徒
黨
蔚
起
，
而
一
時
之
人
才
出
焉
。
有

以
仁
義
倡
者
，
其
徒
黨
亦
死
仁
義
而
不
顧
；
有
以
功
利
倡
者
，
其
徒
黨
亦
死
功
利
而
不
返
。

「
水
流
濕
，
火
就
燥
」
，
無
感
不
讎
，
所
從
來
久
矣
。 

今
之
君
子
之
在
勢
者
，
輒
曰
：
「
天
下
無
才
。
」
彼
自
尸
於
高
明
之
地
，
不
克
以
己
之
所

嚮
，
轉
移
習
俗
，
而
陶
鑄
一
世
之
人
；
而
翻
謝
曰
：
「
無
才
。
」
謂
之
不
誣
，
可
乎
？
否
也
！

十
室
之
邑
，
有
好
義
之
士
，
其
智
足
以
移
十
人
者
，
必
能
拔
十
人
中
之
尤
者
而
材
之
；
其
智
足

以
移
百
人
者
，
必
能
拔
百
人
中
之
尤
者
而
材
之
。
然
則
轉
移
習
俗
而
陶
鑄
一
世
之
人
，
非
特
處

高
明
之
地
者
然
也
；
凡
一
命
以
上
，
皆
與
有
責
焉
者
也
。 

有
國
家
者
，
得
吾
說
而
存
之
，
則
將
慎
擇
與
共
天
位
之
人
；
士
大
夫
得
吾
說
而
存
之
，
則

將
惴
惴
乎
謹
其
心
之
所
嚮
，
恐
一
不
當
，
以
壞
風
俗
而
賊
人
才
。
循
是
為
之
，
數
十
年
之
後
，

萬
有
一
收
其
效
者
乎
！
非
所
逆
睹
已
。 

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