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朱

凡

子

成
寸‘

發

，心

玉

5克

松

朱
子
人
生
哲
學
之
基
本
概
念
，
性
與
心
而
已
。
性
即
理
也
，
精
密
言
之
，
可
分
本
然
與
氣
質
。
詳
見
拙
著
論
性
一
篇
。
本
文
專
論
朱
子
之
心
學

。
晦
翁
將
常
人
所
謂
之
人
心
，
分
為
物
質
與
非
物
質
者
。
前
者
指
五
臟
之
心
，
後
者
卸
指
神
明
莫
測
之
心
而

-
7
日
。

問•• 

人
心
形
而
上
下
如
何
?
曰
:
如
肺
肝
五
臟
之
心
，
卸
是
實
有
一
物
。
若
今
學
者
所
論
操
會
存
亡
之
心
，
則
自
是
神
明
不
測
。
故
五
臟
之
心

-
受
病
，
則
可
用
藥
補
之
;
這
笛
心
則
非
莒
蒲
袂
苓
所
可
補
也
。
(
註
一
)

朱
子
所
重
者
，
實
為
神
明
莫
測
之
心
。
乃
吾
人
一
身
之
主
宰
。

心
者
，
身
之
所
主
也
。
(
註
二
)

又
曰
:
心
，
主
宰
之
謂
也
。
動
靜
皆
主
宰
，
非
是
靜
時
無
所
用
，
及
至
動
時
，
方
有
主
宰
也
。
(
註
一
二
)
其
答
友
人
書
云

•• 

然
人
之
一
身
，
知
覺
運
用
戶
莫
非
心
之
所
為
;
則
心
者
，
固
所
以
主
於
身
而
無
動
靜
語
默
之
間
者
也
。
(
註
四
)

彼
以
知
覺
、
思
慮
、
情
感
、
意
向
等
，
無
一
非
心
之
活
動
。
故
曰
:
心
官
至
靈
，
藏
往
知
來
。
(
註
五
)

叉
曰
:
靈
處
只
是
心
，
不
是
性
，
性
只
是
理
。
(
註
六
)

問•• 

知
覺
是
心
之
靈
固
如
此
，
抑
氣
之
為
邪
?
曰
:
不
專
是
氣
，
是
先
有
知
覺
之
理
;
理
未
知
覺
，
氣
聚
成
形
，
理
與
氣
合
，
便
能
知
覺
。
譬

如
這
燭
火
，
是
因
得
這
脂
膏
，
便
有
許
多
光
燄
。
問
心
之
發
處
是
氣
否
?
曰
:
也
只
是
知
覺D
(
註
七
)

朱
子
以
理
為
宇
宙
萬
物
之
基
本
。
宇
宙
問
(
現
象
界
)
一
切
事
物
，
莫
不
依
理
而
生
。
惟
其
理
有
許
多
，
故
物
有
許
多
。
理
為
人
物
同
得
於
天

者
，
物
之
無
情
亦
有
理
，
如
舟
抵
可
行
之
於
水
，
車
僅
能
行
之
於
陸
;
同
然
，
任
何
事
物
，
無
論
天
然
或
人
篤
，
有
生
命
或
無
生
命
，
均
其
有
其
所

以
然
之
理
。
而
此
「
理
」
於
理
論
上
，
均
存
於
其
物
之
先
。
一
切
事
物
，
先
有
其
理
，
故
知
覺
亦
先
有
知
覺
之
理
。
然
知
覺
之
理
，
僅
為
理
而
已
。

至
於
具
體
之
知
覺
，
需
與
氣
合
，
方
能
發
生
。
正
如
燭
火
，
必
依
脂
膏
，
然
後
始
能
生
，
火
燄
。
吾
人
之
知
覺
、
思
慮
等
等
，
飯
存
於
其
體
之
世
界
(

形
而
下
之
世
界
)
中
，
因
此
均
為
理
與
氣
合
以
後
之
事
也
。
彼
謂
靈
處
只
是
心
，
不
是
性
，
性
只
是
理
。
實
言
心
才
能
有
知
覺
、
思
慮
等
等
具
體
之

活
動
。
(
此
即
彼
所
謂
之
靈
處
。
)
而
性
則
難
能
矣
。
緣
以
性
為
純
理
，
而
心
卸
理
與
氣
合
而
成
者
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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唔-

、
心
與
理
通

朱
子
心
學
，
圓
密
宏
大
，
最
能
發
揮
心
與
理
之
異
同
分
合
。

心
者
氣
之
精
爽
。
(
註
八
)

理
氣
飯
屬
一
體
兩
分
，
則
心
與
理
，
亦
可
謂
一
體
兩
分
。

心
者
，
天
理
在
人
之
全
體
。
又
曰
:
性
者
，
天
理
之
全
體
。
(
註
九
)

性
屬
盟
，
心
屬
氣
，
故
心
與
性
有
辨
。
可
分
昔
日
于
亦
可
合
言
。
若
心
性
分
言
，
則
亦
可
謂
心
即
理
。
若
心
性
合
一
一
一
口
，
僅
可
謂
性
即
理
。

心
以
性
為
體
，
心
將
性
一
做
筒
子
模
樣
。
蓋
心
之
所
以
具
是
理
者
，
以
有
性
故
也
。
(
註
十
)

心
具
是
盟
，
非
謂
心
即
是
理
。
性
存
於
心
，
亦
弗
言
心
即
是
性
口
故
曰
:

性
便
是
心
之
所
有
之
理
，
心
便
是
理
之
所
會
之
地
。
(
註
十
一
)

又
曰
:
性
是
理
，
心
是
包
含
該
載
敷
施
發
用
底
口
(
註
十
二
)

心
性
理
拍
著
一
個
，
則
都
貫
穿
，
惟
觀
其
所
指
處
，
輕
重
如
何
?
如
養
心
莫
善
於
寡
欲
，
雖
有
不
存
焉
者
寡
矣
。
存
雖
指
理
言
，
然
心
自
在
其

中
，
操
則
存
，
此
存
雖
指
心
昔
日
，
然
理
自
在
其
中
。
(
註
十
三
)

此
言
心
與
理
既
是
相
遇
，
亦
可
互
稱
。
故
曰
:
心
與
理
一
，
不
是
理
在
前
面
為
一
物
。
理
便
在
心
之
中
，
心
包
菩
不
住
，
隨
事
而
發
。
(
註
十

四
)

又
日••.....• 

道
理
卸
都
具
在
心
襄
O
i
-
-
-說
一
個
心
，
使
教
.
人
識
得
個
性
情
底
總
腦
，
教
人
知
得
個
道
理
存
著
處
。
(
註
十
五
)

人
心
皆
自
有
許
多
道
理
，
不
待
逐
旋
安
排
入
來
。
聖
人
立
許
多
節
目
，
只
要
人
剔
刮
將
自
家
心
襄
許
多
道
理
出
來
而
已
。
(
註
十
六
)

問
:
心
是
知
覺
，
性
是
理
，
心
與
理
如
何
得
貫
通
為
一
。
曰
:
不
鑽
去
貫
通
，
本
來
貫
通
。
如
何
本
來
貫
通
?
曰
:
理
無
心
則
無
著
處
。
州
註

十
七
)
又
曰
:

所
覺
者
是
理
，
理
不
離
知
覺
，
知
覺
不
離
理
。

由
此
可
見
心
與
理
之
相
通
合
一
也
。

(
註
十
八
)

二
、
心
有
善
惡

朱
子
釋
心
日
知
覺
，
日
虛
靈
，
日
神
明
。

心
之
虛
靈
知
覺
。
(
註
十
九
〉



又
曰
:
心
者
，
人
之
神
明
，
所
以
具
眾
理
而
應
萬
世
者
也
。

心
屬
氣
，
不
能
不
為
氣
票
所
拘
。
故
曰
:

心
有
善
惡
，
性
無
不
善
，
若
論
氣
質
之
性
，
亦
有
不
善
。
(
註
二
十
一
)

間•• 

心
之
為
物
，
眾
理
具
足
，
所
發
之
善
，
間
出
於
心
，
至
所
發
不
善
，
皆
氣
票
物
欲
之
私
，
亦
出
於
心
否
?
曰
:
固
非
心
之
本
體
。
然
亦
是

由
於
心
也
。
(
註
二
十
二
)

或
問
心
有
善
惡
否
?
曰
:
心
是
動
的
物
事
，
自
然
有
善
惡
。
且
如
側
隱
是
善
也
，
見
孺
子
入
井
而
無
側
隱
之
心
，
便
是
惡
矣
。
離
著
善
便
是
惡

。
然
心
之
本
體
，
未
嘗
不
善
，
又
卸
不
可
說
惡
全
不
是
心
，
若
不
是
心
，
是
甚
麼
做
出
來
口
古
人
學
間
，
便
要
窮
理
知
至
，
是
下
工
夫
，
消
磨
惡
去

，
善
自
然
漸
次
可
復
。
操
存
是
後
面
事
，
不
是
善
惡
時
事
。
間
明
撞
開
擇
善
如
何
?
曰
:
能
擇
芳
能
明
。
且
如
有
五
.
件
好
底
物
事
，
有
五
件
不
好
底
物

事
?
將
來
揀
擇
方
解
理
會
得
好
底
。
不
擇
如
何
解
明
。
(
註
三
十
三
)

心
之
本
體
，
未
嘗
不
善
，
然
心
能
自
由
活
動
，
且
可
自
主
，
故
可
善
可
惡
。
心
雖
虛
靈
，
應
常
不
味
。
不
昧
則
性
理
昭
著
，
故
能
窮
理
知
至
，

以
正
於
至
善
矣
。
由
此
可
知
理
雖
具
於
心
，
心
固
可
以
知
理
循
理
。
然
為
氣
票
所
拘
'
不
能
無
物
慾
之
蔽
。
故
必
如
孔
子
七
十
而
從
心
所
欲
，
乃
可

謂
之
心
郎
.
理
。
故
儒
者
之
學
，
以
窮
理
為
先
。
聖
人
本
天
，
本
天
郎
本
之
性
，
本
之
理
。
理
具
於
心
，
同
時
亦
具
於
物
。
必
待
格
物
致
知
，
使
在
物

之
理
，
亦
為
在
心
之
理
口
內
外
合
一
，
一
理
貫
通
，
始
可
謂
之
心
即
理
也
。
人
心
乃
私
心
，
道
心
乃
天
理
。
惟
道
心
始
能
與
理
合
一
。
至
若
夷
齊
蔥

伊
之
為
里
，
與
夫
顏
子
之
三
月
不
違
仁
，
此
均
未
達
全
理
之
境
界
。
欲
盡
去
人
心
，
而
全
復
道
心
，
其
間
儘
有
工
夫
次
第
而
後
可
以
企
及
，
此
則
朱

子
心
學
之
要
端
也
。

(
註
二
十
)

一
、
心
之
存
掌
管

朱
子
謂
大
學
中
之
明
德
，
即
心
之
本
體
。

明
德
者
，
人
之
所
得
乎
天
而
虛
靈
不
味
;
以
具
眾
理
而
應
萬
辜
者
也
。
(
註
二
十
四
)

此
二
句
是
說
心
說
德
。
日M
心
，
德
皆
在
其
中
。..••.•• 

又
問•• 

德
是
心
中
之
理
否
?
曰
:
便
是
心
中
許
多
道
理
，
光
明
鑒
照
，
毫
髮
不
差
。
(
註

二
十
五
)

問
:
或
謂
虛
靈
不
昧
，
是
精
靈
底
物
事
。
其
眾
哩
，
是
精
靈
中
有
許
多
條
理
。
應
萬
事
是
那
條
理
發
見
出
來
底
。
曰
:
不
消
如
此
解
說
。
但
要

識
得
這
明
德
是
甚
物
事
，
便
姆
身
做
功
夫
，
去
其
氣
一
果
物
欲
之
蔽
，
能
存
得
自
家
笛
虛
靈
不
味
之
心
，
足
以
具
眾
理
，
可
以
應
萬
事
，
便
是
明
得
自

家
明
德
了
。
若
只
是
解
說
虛
靈
不
昧
是
如
何
?
其
眾
理
是
如
何
?
應
萬
事
又
是
如
何
?
卸
濟
得
甚
事
。
又
問

•• 

明
之
之
功
，
莫
讀
讀
書
為
要
否
?
曰

:
固
是
要
讀
書
。
然
書
上
有
底
，
便
可
就
書
上
理
會
。
若
書
上
無
底
﹒
便
著
就
事
上
理
會
。
若
古
時
無
底
，
使
著
就
而
今
理
會
。
蓋
所
謂
明
德
者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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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“
只
是
一
個
光
明
底
物
事
。
如
人
與
我
一
把
火
，
將
此
火
照
物
，
則
無
不
燭
。
自
家
若
旗
息
著
，
便
是
瞎
了
明
德
。
能
吹
得
著
時
，
又
是
明
其
明
德
。

υ

所
謂
明
之
者
，
致
知
格
物
，
誠
意
正
心
修
身
，
皆
明
之
之
事
。
五
者
不
可
闕
一
。
若
闕
一
則
德
有
所
不
明
。
蓋
致
知
格
物
，
是
要
知
得
分
明
。
誠
意

‘
正
心
修
身
，
是
要
行
得
分
明
。
然
鼓
明
其
明
德
，
又
要
功
夫
無
間
斷
，
便
無
時
不
明
古
得
。
若
知
有
一
之
不
盡
，
物
有
一
之
未
窮
，
意
有
頃
刻
之
不

誠
，
心
有
頃
刻
之
不
正
，
身
有
頃
刻
之
不
修
，
則
明
德
又
暗
了
。
惟
知
無
不
盡
，
物
無
不
格
，
意
無
不
誠
，
心
無
不
正
，
身
無
不
修
，
即
是
盡
明
他

之
功
夫
也
。
(
註
二
十
六
)

明
德
乃
虛
靈
不
昧
，
能
具
眾
理
而
應
萬
事
，
此
乃
人
心
之
本
體
。
然
領
下
克
復
之
功
，
去
其
氣
稟
物
欲
之
蔽
，
存
得
虛
靈
不
昧
之
心
，
就
書
就

事
，
→
一
理
會
。
如
火
照
物
，
不
加
工
夫
，
郎
息
誠
晦
暗
矣
。
由
知
言
，
理
必
明
於
心
。
由
行
言
，
理
必
由
心
示
。
始
則
是
心
與
理
一
，
終
亦
心
與

理
一
;
僅
中
間
一
跤
，
別
人
生
不
免
有
氣
稟
、
物
欲
、
外
誘
之
蔽
，
非
可
不
煩
修
為
，
即
能
具
眾
理
而
應
萬
事
妥
。
故
曰
:

一
心
具
萬
理
，
能
存
心
而
後
可
以
窮
理
。
(
註
二
十
七
)

又
曰
:
心
包
萬
理
，
萬
理
其
于
一
心
。
不
能
存
得
心
，
不
能
窮
得
理
。
不
能
窮
得
理
，
不
能
盡
得
心
。
(
註
二
十
八
)

故
敬
義
夾
持
，
居
敬
集
義
，
乃
心
學
主
要
工
夫
。

或
問
:
心
之
神
明
，
妙
眾
理
而
宰
萬
物
。
曰
:
神
是
恁
地
精
怒
，
明
是
恁
地
光
明
。
又
曰
:
心
無
事
時
，
都
不
見
。
到
得
應
事
接
物
便
在
這
裡

。
應
事
了
又
不
見
，
恁
地
神
出
鬼
沒
。
又
曰
:
理
是
定
在
這
裹
，
心
便
是
運
用
這
理
底
，
績
是
知
得
到
，
若
不
到
，
欲
為
善
也
未
肯
便
與
你
為
善
。

欲
不
為
惡
，
也
未
肯
便
不
與
你
為
惡
。
知
得
到
了
，
直
是
如
饑
海
之
於
飲
食
。
而
今
不
讀
書
時
，
也
讀
收
飲
身
心
，
教
在
這
襄
。
乃
程
夫
子
所
謂
敬

也
。
整
齊
嚴
肅
，
雖
只
是
恁
地
，
鎮
下
工
夫
方
見
得
。
(
註
二
十
九
)

敬
者
，
主
一
之
謂
，
心
不
一
故
邪
，
專
一
則
可
收
其
放
蕩
之
心
，
靜
其
雜
亂
之
念
，
邪
無
自
而
生
矣
。
故
君
子
整
齊
嚴
肅
，
以
養
其
內
;
戒
慎

恐
懼
，
以
修
其
外
;
涵
養
久
之
，
心
一
乎
理
，
而
理
之
其
於
心
者
，
明
無
不
照
，
何
患
邪
之
為
累
乎
?
義
者
，
凡
事
皆
有
是
非
，
吾
心
辨
之
，
即
知

何
去
何
從
。
從
至
是
之
理
而
行
，
即
所
謂
義
也
。
敬
則
心
有
主
，
知
義
則
事
皆
宜
，
動
靜
相
維
，
無
﹒
稍
間
斷
，
唯
使
此
心
，
常
自
整
頓
;
敬
以
守
之

而
直
內
;
義
以
裁
之
以
方
外
;
則
心
思
專
直
，
日
進
高
明r
天
德
之
遠
，
由
此
而
信
矣
。

問
形
體
之
動
，
與
心
相
關
否
?
曰
:
豈
不
相
關
?
自
是
心
使
他
動
。
曰
:
喜
怒
哀
樂
未
發
之
前
，
形
體
亦
有
運
動
，
耳
目
亦
有
現
聽
，
此
是
心

已
發
?
抑
未
發
?
曰
:
喜
怒
哀
樂
未
發
又
是
一
般
。
然
靚
聽
行
動
，
亦
是
心
向
那
襄o
若
形
體
之
行
動
，
心
都
不
知
，
便
是
心
不
在
行
動
，
都
沒
理

會
了
，
說
甚
未
發
。
未
發
不
是
漠
然
全
不
省
，
亦
常
醒
在
這
裡
不
恁
地
因
。
(
註
三
十
)

夫
形
隨
之
動
，
由
心
指
使
，
兢
聽
行
動
，
亦
受
心
示
。
若
一
切
行
動
，
心
都
不
知
，
此
乃
心
不
在
焉
，
視
而
不
見
，
聽
而
不
聞
，
食
而
不
知
其

味
。
文
公
所
謂
心
有
不
存
，
則
無
以
檢
其
身
。
人
有
此
心
，
便
知
有
此
身
。
人
昏
味
不
知
有
此
心
，
便
如
人
困
腫
，
不
知
有
此
身
。
是
以
君
子
必
察


、
乎
此
而
敬
以
直
之
。
敬
則
常
要
此
心
在
這
裡
。
，
故
孟
子
謂
學
問
之
道
無
他
，
求
其
放
心
而
已
矣
。
操
存
之
功
，
於
是
為
大
耳
。



艾
曰
:
喜
怒
哀
樂
，
回
欲
中
節
'
，
然
事
過
梭
，

r便
讀
平
了
九
謂
:
一
抽
事
之
可
害
者
，
固
領
與
之
喜
。
然
別
過
一
事
，
文
將
此
意
待
之
，
便
不
得

其
宜
。
蓋
心
無
物
，
然
後
能
應
物
，
如
一
量
稱
稱
物
，
因
自
得
其
平
，
若
先
自
添
著
些
物
在
上
，
而
以
之
稱
物
，
則
輕
重
悉
差
矣
。
心
不
可
有
一
物

，
亦
猶
是
也
。
(
註
三
十
一v

余
大
學
或
間
亦
謂

•• 

λ
之
有
心
!
本
以
應
物
P
•••.•• 

而
以
為
有
所
喜
怒
憂
懼
，
便
為
不
得
其
E
O
然
則
其
為
心
也
，
必
如
稿
木
之
不
復
生
，
死

攻
之
不
復
燃
，
乃
寫
得
其
正
邪
?
日
t
λ
之
一
心
，
湛
然
處
明
，
如
鐘
之
空
，
如
衡
之
平
，
以
為
一
身
之
主
者
，
圓
其
具
體
之
木
然
。
而
喜
怒
憂
懼

，
隨
感
而
膺
，
研
豈
俯
仰
，
因
物
賦
形
者
，
亦
其
用
之
所
不
能
無
者
也
。
故
其
未
感
之
時
，
至
虛
至
靜
口
所
謂
鑑
空
街
平
之
體
，
雖
鬼
神
有
不
得
窺

其
際
者
，
固
無
得
失
之
可
議
。
及
其
感
物
之
際
?
而
所
應
者
，
又
皆
中
節
，
則
其
鑑
空
衡
平
之
用
，
流
行
不
滯
，
正
大
光
明
，
乃
所
以
為
天
下
之
遠

道
，
亦
可
不
得
其
正
之
有
哉
。

總
之
，
心
之
主
要
工
夫
，
即
在
於
念
站
在
站
，
心
與
理
謀
。
心
嗜
理
，
心
與
理

-
o
伊
川
所
謂
心
通
乎
道
，
然
後
能
辨
是
非
，
如
持
權
衡
，
以

較
輕
重
，
孟
子
一
所
謂
知
言
是
也
。
又
曰
:
孟
子
知
言
，
正
如
人
在
堂
上
，
方
能
辨
堂
下λ
曲
直
;
若
猶
未
免
雜
於
堂
下
眾
人
之
中
，
則
不
能
辨
訣
矣

。
夫
心
明
乎
正
直
，
指
龍
無
蔽
。
若
蔽
於
}
曲
而
闇
於
大
理
，
有
所
偏
執
，
則
放
僻
邪
侈
，
無
不
為
之
，
此
則
人
心
之
流
於
情
欲
之
瀾
者
矣
。

第
二
節
一
心
性
之
別

朱
子
曰
:
性
者
，
道
之
形
體
;
心
者
，
性
之
部
郭
。
攘
陣
這
數
旬
極
好
。
蓋
道
郎
理
也
。
如
失
手
有
親
，
君
臣
有
義
是
也
口
然
非
性
何
以
見
理

之
所
在
?
故
曰
:
性
者
，
道
之
形
體
。
仁
義
禮
智
，
性
也
J
理
也
;
而
具
此
性
者
，
心
也
。
故
曰
:
心
者
，
性
之
邪
郭
。
(
註
一
二
十
二
)

一
邵
堯
夫
說
:
性
者
，
道
之
形
體
。
心
者
，
性
之
部
郭
凡
此
說
甚
好
叫
聲
道
無
形
體
，
只
性
便
是
道
之
形
體
。
然
若
無
筒
心
，
卸
將
性
在
甚
處
?

須
是
有
個
心
，
便
收
拾
得
這
性
，
發
用
出
來
。
蓋
性
中
所
有
道
理
，
只
是
仁
義
體
智
?
便
是
實
理
。
(
註
三
十
三
)

;
朱
子
曰
:
理
在
人
心
，
是
之
謂
性
。
性
如
心
之
田
地
，
充
此
中
虛
，
莫
非
是
理
而
已
。
心
是
神
明
之
舍
，
為
一
身
之
主
宰
。
性
便
是
許
多
道
理

，
得
之
於
天
而
具
於
心
者
。
(
註
三
十
四
)

心
以
性
為
體
，
心
將
性
做
館
子
模
樣
。
們
註
三
十
五
)
故
謂
寶
底
是
性
，
性
不
可
見
，
必
由
心
與
情
而
見
。

又
曰
:
心
與
性
自
有
分
別
。
靈
底
是
心
，
實
底
是
性
。
靈
便
是
那
知
覺
底
。
如
向
欠
母
，
則
有
那
幸
出
來
自
向
君
，
則
有
那
忠
出
來
b

這
便
是

性
。
如
知
道
事
親
要
孝
，
事
君
要
忠
，
這
便
是
心
。
(
註
三
十
六
)

靈
處
為
心
，
心
能
知
覺
，
幸
忠
雖
屬
性
，
然
知
行
去
。
盡
，
也
忠
則
。
也
。
橫
渠
謂
心
能
檢
其
性
小
人
能
弘
道
也
。
性
不
知
檢
其
心
，
非
道
弘
入
也

d

陸
本
知
檢
其
心
，
猶
言
理
管
氣
不
得
，
氣
強
而
理
弱
也
。
但
氣
亦
管
不
得
理
，
而
心
能
機
其
性
，
故
心
為
氣
之
精
爽
。
心
比
性
則
徵
有
述
，
比
氣
則

自
然
，
又
靈
矣d
就
宇
宙
自
然
言
，
理
重
於
氣
。
就
人
道
術
業
言
，
心
重
於
性
。
因
於
性
，
無
工
夫
可
用
!
工
夫
盡
在
心
上
也
。

朱
手
心
盟
中
發
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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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之
為
物
，
賓
主
於
身
。
其
體
則
有
仁
義
體
智
之
性
，
其
用
則
有
側
隱
蓋
惡
恭
敬
是
非
之
惰
。
渾
然
在
中
，
隨
感
而
廳
，
以

至
身
(
心
)
之
所
具
，
身
之
所
接
，
皆
有
當
然
之
則
而
不
容
己
，
所
謂
理
也
。
(
註
三
十
七
)

夫
心
兼
體
用
。
以
性
為
體
，
以
情
為
用
。
渾
然
之
中
，
隨
感
而
應
。
若
發
而
中
節
，
則
體
用
合
一
，
故
可
謂
心
郎
盟
，
亦
可
謂
性
郎
理
。
若
析

而
言
之•• 夫

命
之
謂
性
，
命
便
是
告
訓
之
類
，
性
便
是
合
當
做
底
職
事
。
如
主
簿
銷
注
，
縣
尉
巡
捕
。
心
便
是
官
人
。
氣
質
便
是
官
人
所
習
向
，
或
寬
或

猛
。
情
便
是
當
廳
處
斷
事
。
如
縣
尉
捉
得
賊
，
情
便
是
發
用
處
。
(
註
三
十
八
)

此
醫
朱
子
甚
愛
用
。
為
官
人
者
，
不
能
無
習
尚
，
不
能
不
當
廳
斷
事
。
空
言
理
性
，
則
如
僅
辨
告
制
職
事
，
卸
無
人
當
廳
處
斷
也
。
再
則
心
具

生
之
潛
力•• 

叔
器
問
先
生
見
教
謂•• 

動
處
是
心
，
動
底
是
性
。
竊
推
此
二
旬
，
只
在
「
底
」
「
處
」
兩
字
上
。
如
穀
種
然
，
生
處
便
是
殼
，
生
底
部
是
那
裡

茁
些
子
。
曰
:
若
以
穀
壁
之
，
穀
便
是
心
，
那
為
栗
、
為
寂
、
為
禾
、
為
稻
底
便
是
性
。
康
節
所
謂
心
者
，
性
之
郡
郭
是
也
。
包
里
底
是
心
，
發
出

不
同
底
是
性
。
心
是
個
沒
思
量
底
，
只
會
生
。
(
註
三
十
九
)

由
此
觀
之
，
心
者
，
性
之
邪
郭
。
性
所
寄
居
之
地
。
似
穀
然
。
穀
者
，
心
也
。
為
栗
、
為
寂
、
為
禾
、
為
稻
者
，
性
也
。
穀
之
生
命
，
蘊
於
某

中
，
然
乳
栗
而
生
者
，
卸
穀
也
。
故
心
之
功
能
為
生
。

發
明
心
字
曰
:
一
言
以
蔽
之
，
曰
:
生
而
已
。
天
地
之
大
德
日
生
。
人
受
天
地
之
氣
而
生
，
故
此
心
必
仁
。
仁
則
生
矣
。
(
註
四
十V

孟
子
曰
:
仁
，
人
心
也
。
朱
子
亦
謂
•• 

人
皆
有
不
忍
人
之
心
者
，
是
得
天
地
生
物
之
心
為
心
也
。
蓋
無
天
地
生
物
之
心
，
則
沒
這
身
;
才
有
這
血
氣
之
身
，
使
其
天
地
生
物
之
心
矣
。

〈
註
四
十
一
〉

文
日•••••.•• 

蓋
仁
是
個
生
底
物
事
，
飯
是
生
底
物
(
事
)
，
便
具
生
之
理
。
(
註
四
十
二
)

有
生
理
斯
有
生
氣
。
因
此
知
天
地
之
有
生
意
，
而
以
生
物
為
心
。

天
之
生
物
之
心
，
無
停
無
息
，
春
生
冬
藏
，
其
理
未
嘗
間
斷
。
到
那
萬
物
各
得
其
所
時
，
便
是
物
物
如
此
;
乾
道
變
化
，
各
正
性
命
。
各
正
性

命
，
是
那
一
草
一
木
，
各
得
其
理
，
變
化
是
個
渾
全
底
。
(
註
四
十
一
一
一

ν

由
渾
全
公
共
之
化
，
演
成
億
兆
各
別
自
私
之
生
。

文
曰
:
天
地
以
生
物
為
心
，
天
包
著
地
，
別
無
作
為
，
只
是
生
物
而
已
。
宜
古
一
且
今
，
生
生
不
窮
，
人
物
得
此
生
物
之
心
以
為
心
。

四
V

故
仁
為
天
心
，
亦
郎
天
道
，
盈
天
地
均
在
仁
之
孕
育
中
。
人
物
得
此
心
以
為
心
。

〈
註
四
十



故
曰
:
心
之
理
是
太
極
。
心
之
動
靜
是
陰
陽
。
(
註
四
十
五
)

-
此
心
之
仁
，
即
天
地
之
元
。
亦
即
太
極
之
陽
動
。
夫
與
人
，
心
與
理
，
均
從
仁
上
合
一
。
天
地
間
許
多
道
理wm件
，
亦
皆
由
此
仁
上
生
出
口
仁

乃
晦
翁
講
學
之
樞
紐
也
。
(
朱
子
仁
說
，
擬
另
為
文
以
間
之
。
)

前
已
不=
-
H
即

心
統
性
情

、
心
與
情

情
者
，
性
之
所
發
。
(
註
四
十
六
)

性
是
根
，
情
是
那
芽
子
。
(
註
四
十
七
)

有
這
性
，
便
發
出
這
情
。
因
這
惰
，
便
見
得
這
性
。
因
今
日
有
這
惰
，
便
見
得
本
來
看
這
性
。
(
註
四
十
八V

性
以
理

-
7日，
情
乃
發
用
處
。
心
即
管
攝
性
情
者
也
o

故
程
于
曰
:
有
指
體
而
言
者
，
寂
然
不
動
是
也
。
此
言
性
也
。
有
指
用
而
言
者
，
感
而
途

過
是
也
。
此
言
情
也
。
(
註
四
十
九
)

1
又
曰
:
心
使
是
包
得
那
性
情
，
性
是
體
，
情
是
用
。
(
註
五
十
V

由
心
一
一
一
一
間
，
必
有
性
，
亦
必
有
惰
。
從
理
言
，
性
即
是
理
，
情
亦
即
是
理
。
情
理
常
並
言
，
理
發
而
為
惰
，
從
情
即
可
見
理
也
。
心
情
亦
常
合
言

，
心
之
發
必
附
有
情
。
捨
情
亦
無
以
見
心
。
然
性
根
乎
內
，
情
發
乎
外
，
故
性
無
不
善
，
而
情
或
有
不
善
。
故
曰
:

性
無
不
善
，
心
所
發
為
情
，
或
有
不
善
。
說
不
善
，
非
是
心
亦
不
得
;
部
是
心
之
本
體
，
本
無
不
善
。
其
流
為
不
善
者
，
惜
之
遷
於
物
而
然
也

。
(
註
五
十
一
)

已
發
為
惰
，
情
非
不
善
，
乃
有
中
節
與
不
中
節
之
分
，
始
見
其
善
不
善
也
。
而
所
以
定
其
為
中
節
與
不
中
節
者
，
雖
仍
屬
性
，
然
此
皆
通
於
心

與
理
，
理
與
情
，
情
乃
性
之
發
.
，
欲
亦
住
所
有
，
主
要
在
此
心
之
能
否
精
祭
典
主
宰
耳
。

二
、
心
與
性
情

朱
子
曰
:
性
者
，
心
之
理
。
情
者
，
性
之
動
。
心
者
，
性
情
之
主
。
(
註
五
十
二
)

文
曰
:
性
只
是
理
。
情
是
流
出
運
用
處
。
必
之
知
覺
，
即
所
以
具
此
理
而
行
此
情
者
也
。
以
智
言
之
，
所
以
知
是
非
之
理
則
智
也
，
性
也
。
所

以
知
是
非
，
而
是
非
之
者
，
情
也
。
其
此
理
而
覺
其
為
是
非
者
，
心
也
。
此
處
分
別
，
只
在
毫
髮
之
間
。
精
以
察
之
，
乃
可
見
耳
。
(
註
五
十
三
)

性
，
本
體
也
。
其
用
，
情
也
。
心
則
統
性
惰
，
一
該
動
靜
而
為
之
主
宰
也
。
故
程
子
曰
:
心
，
一
也
。
有
指
體
而
言
者
，
有
指
用
而
言
者
，
蓋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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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也
。
(
註
五
帝
四
)

文
曰
:
心
有
體
用
也
未
發
之
前
，
是
心
之
體
'
，
已
發
之
際
，
乃
心
之
用
。
如
何
指
定
說
得
?
蓋
主
宰
運
用
底
便
是
心
，
性
便
是
會
恁
地
做
底
理

。
性
別
一
定
在
這
裡0
到
主
宰
運
風
?
卸
在
心
。
情
只
是
幾
個
路
子
，
隨
這
路
子
恁
地
做
去
底
部
又
是
心
。
(
註
五
十
五
)

心
以
性
為
體
，
虛
明
廳
物
。
此
事
感
則
此
理
應
。
彼
事
感
則
彼
現
廳
，
而
知
此
事
當
如
此
，
彼
事
當
如
彼
者
，
則
心
也
。
出
頭
露
面
者
則
情

也
。

仁
義
體
智
，
同
具
於
性
，
而
其
體
渾
然
，
莫
得
而
見
。
至
於
感
於
物
而
動
，
然
後
見
其
側
隱
蓋
惡
辭
龍
是
非
之
用
，
而
仁
義
體
智
之
端
，
於
此

形
焉
，
乃
所
謂
情
。.••.•• 

大
揖
仁
義
體
智
，
性
也
o

側
隱
羞
惡
是
非
辭
遜
，
情
也
o
b
則
統
乎
性
情
者
也
。
(
註
五
十
六
)

橫
渠
說
侮
好
。
言
心
統
性
情
者
也
。
孟
子
言
側
隱
之
心
，
仁
之
端
;
羞
惡
之
心
，
義
之
端
。
極
說
得
性
情
心
好
。
性
無
不
善
。
心
所
發
為
惰
，

或
有
不
善
。
說
不
善
非
是
心
亦
不
得
。
卸
是
心
之
本
體
，
本
無
不
善
。
其
流
為
不
善
者
，
情
之
還
於
物
而
然
也
。
性
是
理
之
總
名
。
仁
義
體
智
，
皆

性
中
一
理
之
名
。
側
隱
羞
惡
辭
遜
是
非
，
是
情
之
研
發
之
名
。
此
情
之
出
於
性
而
善
者
也
。
其
端
所
發
甚
傲
，
皆
從
此
心
出
。
故
曰
:
心
統
性
情
也

(
註
五
十
七
)

心
之
未
動
則
為
性
。
純
然
至
善
。
己
動
則
為
惰
，
載
有
不
著
者
甘
情
之
遷
於
物
而
使
然
也
。
心
，
主
宰
之
謂
也
。
動
靜
皆
主
宰
，
非
是
靜
時
無

所
用
，
及
至
動
時
，
方
有
主
宰
也

u

言
主
宰
則
混
然
體
統
，
-
自
在
其
中
。
故
可
謂
之
心
統
性
情
矣
。

一
、
心
之
功
能
〈
註
五
十
八
)

L

士
心
。
屯
)

朱
子
曰
:
志
者
，
心
之
所
之
，
比
於
情
意
尤
畫
。
(
註
五
十
九
)

文
曰
:
心
之
所
之
謂
之
志
。
日
之
所
之
謂
之
時
。
志
字
從
心
，
音
字
從
之
從
日
。
如
日
在
午
時
，
在
寅
峙
。
制
字
之
義
由
此
。
志
是
心
之
所
之

，
一
直
去
底
。
(
註
六
十
)

朱
子
訓
志
為
心
之
所
之
。
即
心
之
生
惰
，
而
惜
之
相
績
，
如
有
所
往
;
而
心
亦
有
所
往
之
別
名
也
。
此
所
往
非
僅
涵
對
外
所
感
之
事
物
而
往
之

義
。
級
以
人
志
但
欲
實
現
一
理
想
於
事
物
，
故
此
往
乃
直
向
一
理
想
而
往
，
成
向
心
所
欲
實
現
之
性
頭
而
往
之
義
。
故
志
可
謂
心
之
自
動
升
向
其
理

想
或
性
理
之
活
動
。
由
情
之
所
生
起
，
亦
由
情
之
自
動
所
聞
出
之
活
動
也
口

z
-
Z
E
晶

朱
子
以
意
為
心
之
所
發
。
文
謂
意
有
主
向
。
與
情
不
同
處
，
.

情
為
性
之
發
於
心
，
即
性
之
直
接
或
自
然
表
現
於
心
者
。



意
為
心
之
所
發
，
經
心
之
自
覺
、
主
寧
、
運
用
而
渡
。

故
謂•• 

情
是
發
出
恁
地
。
意
是
主
張
要
恁
地
。
如
愛
那
物
是
惰
，
去
愛
那
物
是
意
。

由
此
可
見
意
乃
主
宰
此
惰
，
運
用
此
情
者
。
亦
可
見
心
之
自
覺
、
主
宰
、
運
用
也
。

至
於
意
志
之
別
，
朱
子
則
嘗
本
績
獲
所
謂

•• 

志
公
而
最
私
。
志
剛
而
且
想
柔
。
(
註
六
十
二
)

又
曰
:
意
又
是
志
之
經
營
往
來
底
(
百
般
計
較
)
是
那
志
的
胸
口
(
註
六
寸
三
)

再
謂•• 

志
是
公
然
主
張
要
做
底
事
。
意
是
私
地
潛
行
間
發
處
。
志
如
吠
，
意
如
侵

o
(
註
六
十
四
)

此
言
意
乃
志
求
實
現
之
歷
程
中
，
所
經
之
種
種
意
念
上
之
安
排
打
算
。
故
志
顯
然
為
導
於
前
，
諸
意
乃
隱
然
尾
隨
於
後
。

問•• 

意
者
，
心
之
所
發
，
與
惰
性
如
何
?
曰
:
意
也
，
與
情
相
近
。
問
志
如
何
?
曰
:
志
也
，
與
情
相
近
。
只
是
心
寂
然
不
動
，
芳
發
出
使
喚

作
品
囂
。
橫
渠-
E.. 

志
公
而
意
私
。
•••••• 

志
便
清
，
意
便
濁
，
志
便
剛
，
意
使
案
。
志
便
有
立
作
意
思
，
意
使
有
潛
竊
意
思
。

•...•• 

蠶
多
是
說
私
意
，

志
便
說
匹
夫
不
可
奪
志
。
(
註
六
十
五
)

志
公
者
，
志
為
人
所
向
往
之
理
想
，
此
理
想
為
選
定
、
冀
表
、
嚮
往
、
希
求
者
。
於
貫
徹
之
途
中
，
復
雜
多
岐
之
心
，
可
發
而
為
眾
「
意
」
'

此
乃
心
對
事
物
之
理
，
逐
漸
認
識
。
再
則
性
理
中
所
涵
之
眾
理
，
次
第
墨
露
、
揉
雜
、
折
合
、
錯
綜
、
分
歧
，
表
現
於
心
中
者
也
。
故
朱
子
以
老
為

公
、
為
靖
、
為
剛
、
具
立
作
之
義
，
而
匹
夫
不
可
奪
也
。
而
意
則
為
私
、
為
獨
、
為
柔
、
為
竊
之
私
蠶
也
。

刊
私
欲

ω
志
一
中
之
欲

通
常
之
欲
，
則
當
為
心
之
意
志
之
欲
。
欲
質
現
於
一
己
，
但
為
一
事
物
之
戲
就

o

則
欲
即
可
直
接
以
事
物
之
成
就
為
目
標
。
此
為
內
在
於
志
中

之
欲
。

(
註
六
十
一
)

ω
惜
中
之
欲

人
心
亦
可
直
接
欲
得
一
事
物
，
而
不
願
經
一
志
晶
磊
之
努
力
。
然
所
欲
者
，
必
典
，
好
惡
之
情
有
關
。
欲
依
情
生
，
而
可
直
接
以
一
己
之
成
就
事
物

為
對
象
而
欲
之
。
此
欲
必
連
此
對
象
，
方
稱
為
欲
。
與
情
之
僅
可
連
於
心
者
不
同
。

ω
私
慾

-
p
j
U
F

朱
子
且•• 

欲
是
情
發
出
來
底
。
心
如
水
，
性
猶
水
之
靜
，
情
則
水
之
流
，
欲
則
水
之
說
瀾
。
但
說
瀾
有
好
底
，
有
不
好
底
。
欲
之
好
底
，
如
我

欲
仁
之
類
。
不
好
底
，
則
一
向
奔
馳
出
去
。
若
浪
濤
翻
浪
，
大
段
不
好
底
。
欲
則
誠
卸
天
理
。
如
水
之
靈
訣
，
無
所
不
害
。
(
註
六
十
六
)

水
之
故
瀾
，
。
由
水
之
觸
物
而
起
，
正
如
欲
之
由
心
摸
捉
事
物
對
象
而
飲
之
。
當
此
心
依
個
體
形
氣
起
念
，
視
其
他
人
物
亦
為
其
形
氣
之
物
已
時
.
，

.( ]49) 

朱
子
心
學
發
扎

先



師
大
學
報

第
二
十
三
期

。

( 150) 

則
此
心
一
往
向
物
而
逐
取
，
遂
致
玩
人
玩
物
，
喪
失
性
中
之
天
理
，
而
化
出
物
欲
人
欲
。
而
此
時
之
入
心
，
若
失
本
有
之
道
心
然
，
以
至
沉
陷
於
物

中
以
物
化
矣
。

A
h才
已

或
間
集
注
:
才
猶
材
質
。
才
與
材
字
之
別
，
如
何
?
曰
:
才
字
是
就
理
義
上
說
。
材
是
就
用
上
說
。
孟
子
上
說
:
人
見
其
濯
濯
也
，
則
以
為
未

嘗
有
材
，
是
用
木
旁
。
材
字
便
是
指
適
用
底
說
。
非
天
之
降
才
爾
殊
，
便
是
就
理
義
上
說
。
(
註
六
十
七
》

叉
曰
:
孟
子
所
謂
才
，
正
是
指
本
性
而

-
7
日
o

性
之
發
用
，
無
有
不
善
處
，
如
人
之
有
才
，
喜
事
做
得
出
來
。
一
性
之
中
，
萬
善
完
備
，
發
將
出

來
，
便
是
才
也
。
又
-
z.. 
側
隱
、
羞
惡
、
是
必
也
。
能
側
隱
蓋
惡
者
，
才
也
。
(
註
六
十
八
)

問
情
與
才
何
別
?
曰
:
情
只
是
所
發
之
路
陌
'
才
是
會
恁
地
去
做
底
。
且
如
側
隱
有
懇
切
者
，
有
不
懇
切
者
，
是
則
才
之
有
不
同
口
又
問
如
此

則
才
與
心
之
用
相
類
?
曰
:
才
是
心
之
力
，
是
有
氣
力
去
做
底
。
心
是
管
攝
主
宰
者
，
此
心
之
所
以
為
大
也
。
心
，
臀
水
也
，
性
，
水
之
理
也
。
住

所
以
立
乎
水
之
靜
。
情
所
以
行
乎
水
之
動
。
欲
則
水
之
流
而
至
於
濫
也
。
才
者
，
水
之
氣
力
，
所
以
能
流
者
。
然
其
流
有
急
有
緩
，
則
是
才
之
不
同

也
。
(
註
六
十
九
)

又
曰
:
才
是
能
主
張
、
運
用
、
做
事
底
。
同
這
一
事
，
有
人
會
發
揮
得
有
〈
人
)
不
會
發
得
，
同
這
一
物
，
有
人
會
做
得
，
有
人
不
會
做
得
。

此
可
見
其
才
。
(
註
七
十
)

由
此
可
知
才
有
不
同
。

才
為
心
之
力
。
一
般
能
為
亦
謂
才
。
才
是
能
去
恁
地
做
底
。
足
見
才
郎
心
之
能
統
率
氣
，
以
實
現
其
理
想
，
或
性
理
之
力
。
故
謂
才
是
就
理
義

上
說
。
而
一
性
之
中
具
萬
理
，
發
出
者
，
即
為
才
也
c

心
之
統
率
氣
，
以
實
現
其
理
想
或
一
性
理
之
力
，
即
心
之
氣
。
由
情
、
蔥
、
欲
、
而
實
現
性
理

之
力
，
才
是
有
氣
力
去
做
底
。
由
此
力
有
大
小
，
部
見
其
所
能
質
現
，
之
性
情
品
中
，
寡
。
如
謂
側
隱
有
懇
切
者
，
有
不
懇
切
，
者
。
才
如
水
之
氣
力
，
其
流

有
餒
急
，
故
才
亦
有
大
小
多
少
之
不
同
也
。

伊
川
曰
:
才
出
於
氣
，
氣
清
則
才
清
，
氣
濁
則
才
濁
。
(
註
七
十
一
》

孟
子
論
才
專
言
善
何
也
?
曰
:
才
本
是
善
。
但
為
氣
所
染
，
故
有
善
不
善
，
亦
是
人
不
能
盡
其
才
。
人
皆
有
許
多
才
，
聖
人
卸
做
許
多
事
，
我

不
能
做
得
些
一
于
出
，
故
孟
子
謂
或
相
倍
寵
而
無
算
者
，
不
能
盡
其
才
者
也
。
(
註
七
十
二
)

又
曰
:
孟
子
論
才
亦
善
者
，
是
說
本
來
善
底
才
。
(
註
七
十
三
)

或
悶
不
能
盡
其
才
之
意
如
何
?
曰
:
才
是
能
去
恁
地
做
底
，
性
本
是
好
，
發
於
情
也
只
是
好
，
到
得
動
用
去
做
，
也
只
是
好
。
不
能
盡
其
才
，

是
發
得
略
好
?
便
自
阻
隔
了
，
不
順
他
道
理
做
去
，
若
盡
其
才
，
如
盡
棚
隱
之
才
，
必
當
至
於
博
施
濟
眾
，
盡
羞
惡
之
才
，
則
必
當
至
於
一
介
不
以

與
人
，
→
分
不
以
取
諸
人
。
祿
之
于
乘
弗
顧
，
繫
馬
于
個
弗
觀
。
這
是
本
來
自
合
恁
地
。
滔
滔
做
去
，
血
緣
人
為
私
意
阻
隔
，
多
是
略
有
些
一
發
動
後



一
?
便
過
折τ
。
(
註
七
十
四
)

由
此
可
知
才
本
來
亦
有
善
者
，
發
出
後
為
私
蠶
阻
隔
，
故
不
能
盡
其
才D
故
孟
子
之
修
為
，
主
張
擴
充
四
端
也
。

問
孟
程
所
論
才
同
異
?
曰
:
才
只
一
般
能
為
之
謂
才
。
問
集
注
說
孟
子
專
指
其
出
於
性
者
言
之
。
程
子
兼
指
其
宙
間
於
氣
者
言
之
，
又
是
如
何
?

曰
:
才
只
是
一
個
才
。
才
之
初
亦
無
不
善
，
緣
他
氣
真
有
善
惡
，
故
其
才
亦
有
不
善
惡
。
(
註
七
十
五
)
是
以

孟
子
言
人
之
才
，
本
無
不
善
。
伊
川
言
人
才
所
遇
之
有
善
有
不
善
也
。
(
註
七
十
六
)

又
曰
:
先
生
言
孟
子
論
才
，
是
本
然
者
，
不
如
程
子
之
備
。
費
卿
曰
:
然
則
才
亦
宙
間
於
天
乎
?
曰
:
皆
天
所
為
。
但
理
與
氣
分
為
兩
路
。
又
問

程
子
謂
才
一
票
於
氣
如
何
?
曰
:
氣
亦
天
也
。
道
夫
曰
:
理
純
而
氣
則
雜
。
曰
:
然
。
現
精
一
故
純
，
氣
粗
故
雜
。
(
註
七
十
七
)

朱
子
以
才
之
初
無
不
善
，
由
於
氣
票
有
善
惡
，
而
才
亦
其
善
惡
也
口
凡
人
所
票
之
盟
皆
悶
，
故
曰
:
只
有
性
是
一
定
。
至
於
氣
，
則
有
清
獨
之

不
同
。
故
因
此
人
各
有
差
異
也
。
才
之
有
善
惡
，
亦
以
此
矣
。

總
之
，
吾
人
謂
心
能
統
性
情
，
以
及
志
、
意
、
欲
等
，
其
統
率
之
成
效
，
應
與
才
之
大
小
多
少
有
關
，
所
以
然
者
何
?
才
為
心
之
力
也
。
再
則

在
心
之
性
，
與
情
、
才
、
意
、
志
、
欲
之
中
，
自
以
內
在
之
性
理
為
主
。
朱
子
於
此
性
理
，
但
稱
之
為
眾
理
、
百
理
、
萬
理
，
然
就
其
理
之
大
者
言

之
，
則
為
四
德
|
|
仁
義
體
智
之
性
。
此
四
德
統
之
於
仁
，
亦
由
仁
以
閱
出
。
孔
子
講
仁
，
朱
子
亦
論
仁
。
仁
可
上
通
於
天
，
下
貫
於
人
，
本
為
在

己
之
一
理
，
末
則
散
而
為
愛
恭
宜
別
，
愛
人
利
物
之
萬
事
矣
。

府
已
干
四
"
即人
心
血
八
道
心

-
、
心
學
源
流
(
註
七
十
八
)

尚
書
大
禹
誤
-
E.. 

人
心
惟
危
，
道
心
惟
徵
;
惟
精
惟
-
3
允
執
厥
中
之
詣
，
宋
明
理
學
家
極
為
重
觀
0
.朱
子
於
中
庸
草
旬
序
亦
曰
:
盡
自
上
古

聖
神
，
繼
天
立
極
，
而
道
統
之
傅
，
有
自
來
矣
。
其
見
於
經
，
則
允
執
厥
中
者
，
堯
之
所
以
授
舜
也
。
人
心
惟
危
道
心
惟
傲
，
惟
精
惟
一
，
允
執
厥

中
者
，
舜
之
所
以
投
禹
也
。
堯
之
一
言
，
至
矣
盡
矣
，
而
舜
復
益
之
以
三
言
者
，
則
所
以
明
夫
堯
之
一
言
，
必
如
是
而
後
可
康
幾
也
。
蓋
嘗
論
之
，

心
之
虛
靈
知
覺
，
一
而
已
矣
，
而
以
為
有
人
心
道
心
之
異
者
，
則
以
其
或
生
於
形
氣
之
私
，
或
原
於
性
命
之
正
，
而
所
以
為
知
覺
者
不
同
，
是
以
或

危
殆
而
不
安
，
或
徽
妙
而
難
見
耳
。
然
人
莫
不
有
是
形
，
故
雖
上
智
，
不
能
無
人
心
。
亦
莫
不
有
是
性
，
故
雖
下
愚
，
不
能
無
道
心
。
二
者
雜
於
方

寸
之
間
，
而
不
知
所
以
治
之
，
則
危
者
愈
危
，
徵
者
愈
徵
，
而
天
理
之
公
，
卒
無
以
勝
夫
人
欲
之
私
矣
。
精
則
察
夫
二
者
之
間
而
不
雜
也
;
一
則
守

其
本
，
心
之
正
而
不
離
也
。
從
事
於
斯
，
無
少
間
斷
，
必
使
道
心
常
為
一
身
之
主
，
而
人
心
每
聽
命
焉
;
則
危
者
安
，
徵
者
著
，
而
動
靜
云
為
，
自
無

過
不
一
及
之
差
矣
。
夫
堯
舜
禹
，
天
下
之
大
聖
也
。
以
天
下
相
傳
，
天
下
之
大
事
也
。
以
天
下
之
大
里
，
行
天
下
之
大
事
，
而
其
投
受
之
際
，
丁
盛

γ告

( 151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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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
，
不
過
如
此
，
則
天
下
之
理
，
豈
有
以
加
於
此
哉
1

此
序
明
言
傳
道
與
傳
心
可
謂
堯
舜
禹
道
統
相
傳
，
至
於
孟
子
之
死
而
不
得
其
傳
者
，
此
說
出
於
唐
之
韓
愈
。
然
韓
愈
午
一
一
口
傳
道
，
未
一
直
傳
心
。
.
伊

叫
嘗
言

•• 

中
庸
乃
孔
門
傳
授
心
法
。
所
謂
傳
授
心
法
'
。
義
指
較
狹
。
徵
近
於
禪
家
所
謂
口
傳
耳
授
，
密
相
付
屬
者
。
街
未
見
用
傳
心
二
字

b

、
朱
子
實

為
不
避
此
傳
心
二
宰
，
並
始
陽
關
傳
道
與
傳
心
之
義
者
。

宋
儒
直
言
傳
心
三
字
，
似
始
於
橫
渠
理
窟
，
謂
孔
孟
而
後
，
其
心
本
陣
也

胡
安
國
謂
自
孟
子
殼
，
世
‘
無
傳
心
之
學
，
其
語
引
見
伊
浩
淵
源
錄
。

朱
子
則
認
此
心
為
人
人
共
有
白
人
心
道
心
，
亦
非
別
為
一
兩
心
，
故
曰
雖
上
智
不
能
無
人
心
。
雖
下
愚
不
能
無
道
心
，
心
則
一
耳
。
惟
一
則
原
於

性
命
之
正
，
一
則
生
於
形
氣
之
取
。
此
斯
分
別
，
亦
猶
理
氣
分
言
之
意
。
惟
此
心
臨
窮
天
地
，
一
日
一
萬
世
而
常
在
，
故
可
郎
其
與
聖
人
所
同
然
之
心
，

以
得
聖
人
不
傳
之
學
，
與
其
道
於
百
世
之
下
，
傳
聖
人
之
學
與
其
道
，
即
是
傳
聖
人
之
心
也

D

欲
學
聖
人
之
學
，
傳
單
人
之
道
，
首
貴
能
窺
聖
人
之
用
心
而
得
其
意
。
朱
子
早
年
即
有
此
見
，
而
終
身
未
變
。
故
謂

•• 

韓
愈
論
孟
子
之
後
，
不
得
其
傳
。
只
為
後
世
學
者
不
去
心
上
理
會
。
堯
舜
相
傳
，
不
過
論
人
心
道
心
，
精
一
執
中
而
已
。
(
註
七
十
九
)

又
曰
:
凡
學
讀
要
先
明
得
一
。
筒
心
，
然
後
方
可
學
。
譬
如
燒
火
相
蝕
，
必
先
吹
鼓
了
火
，
然
後
加
薪
則
明
矣
。
若
先
加
薪
而
後
吹
，
火
，
則
失
誠

矣
。
如
今
時
人
，
不
求
諸
六
經
而
讀
時
文
是
也c
A混
八
十
V
U

聖
人
之
心
，
存
﹒
於
六
經
，
求
諸
六
麓
，
-
可
明
盤
人
之
心
，
?
亦
由
明
忍
心
也

'
9放
日
1
求
諸
吠
程
如
吹
火
口
，
捕
問
道
即
傳
心
猶
傅
薪
。
抽
薪
傳
之
後

薪
而
失
不
誠
，
前
心
傳
之
後
心
而
道
益
明
也
。

又
曰
:
蓋
先
明
諸
心
了
，
方
知
得
壁
之
可
學
.
，
有
下
手
處
，
方
就
這
襄
做
工
夫
祖
若
不
就
此
，
如
何
地
做
。
(
註
八
十
一
)

此
謂
傳
道
，
必
以
己
心
傳
前
心
也
。
而
請
前
賢
霄
，
也
真
能
得
前
賢
之
心
，
而
後
可
以
傳
前
賢
之
道
也
。
故
日

•• 

嘗
竊
謂
秦
漢
以
來
，
墨
學
不
傅
，
儒
者
惟
知
章
旬
訓
話
之
為
事
，
而
不
知
復
求
聖
人
之
囂
，
以
明
夫
性
命
道
德
之
師
。
至
于
近
世
先
覺
之
士
，

始
發
明
之
;
則
學
者
既
有
以
知
夫
前
日
之
為
陋
矣
!
然
或
乃
徒
誦
其
言
以
為
高
，
而
又
初
不
知
謀
求
其
意
。
(
註
八
十
二
)
。

f

深
求
其
意
!
即
求
聖
賢
之
用
心
所
在
也
。

又
謂•• 

人
之
所
以
為
學
者
，
以
苦
之
心
，
未
若
聖
人
，
之
心
故
也
。
心
未
能
若
聖
人
之
心
，
是
以
燭
理
未
明
，
無
所
準
則
，
隨
其
所
好
，
高
者
過

心
，
卑
者
不
及
，
而
不
自
知
其
為
過
且
不
及
也
可
若
吾
之
心
，
即
與
天
地
聖
人
之
心
無
異
矣
，
則
街
何
學
之
為
哉
!
故
學
者
必
因
先
達
之
蠢
，
以
求
聖

人
之
意
;
因
連
人
之
意
，
以
達
天
地
之
理
，
求
之
白
錢
以
及
深
，
至
之
自
近
以
及
述
。
循
循
有
序
，
而
不
可
以
欲
速
迫
切
之
心
求
也
。
次
知
是
'
，
是

以
浸
漸
經
歷
，
審
熟
詳
明
，
而
無
臘
空
君
主
弊
，
馴
致
其
極
，
然
後
吾
心
得

E
D
天
地
重
人
之
心
，
不
外
是
焉
。
非
固
欲
畫
於
沒
近
而
忘
深
遠
，
捨

吾
心
以
求
聖
人
之
心
，
棄
吾
說
以
絢
先
儒
之
說
也
。
(
註
八
十
三
)



由
此
可
知
朱
于
傳
道
即
傳
心
之
意
矣
。

二
、
人
心
道
心
之
別

H
人
心

人
心
是
形
氣
之
私
，
形
氣
則
是
口
耳
鼻
目
四
肢
之
厲
。
曰
:
固
是
口
問
如
此
則
便
可
謂
之
私
。
曰
:
但
此
數
件
物
事
，
屬
於
自
家
體
段
上
，
便

是
私
有
底
物
。
不
比
道
，
使
公
共
口
故
上
面
便
有
筒
私
底
根
本
。
自
如
危
，
亦
未
便
是
不
好
，
只
是
有
個
不
好
底
根
本
。
(
註
八
十
四
)

間
或
生
於
形
氣
之
私
口
曰
:
如
饑
飽
寒
暖
之
類
，
皆
生
於
吾
身
血
氣
形
體
，
而
他
人
無
所
典
，
所
謂
私
也
。
亦
未
能
便
是
不
好
，
但
不
可
一
向

絢
之
耳
。
(
註
八
十
五
)

又
曰
:
人
心
亦
未
是
十
分
不
好
底
。
人
欲
只
是
饑
欲
食
，
寒
欲
衣
之
心
爾
。
••...• 

叉
曰
:
人
欲
也
未
便
是
不
好
，
謂
之
危
者
，
危
險
欲
墮
未
墮

之
間
，
若
無
道
心
以
御
之
，
則
一
向
入
於
邪
惡
，
又
不
丘
於
危
也
。
方
子
錄
云

•• 

危
者
，
欲
陷
而
未
陷
之
辭
。
(
註
八
十
六
)

人
心
乃
由
形
氣
。
所
謂
形
氣
之
私
，
初
無
邪
惡
之
義
。
此
即
人
心
之
知
覺
運
動
，
於
聲
色
臭
味
所
向
者
而
言
。
當
其
清
明
純
粹
者
，
亦
可
不
隔

乎
天
理
。
朱
子
早
年
，
以
人
心
私
欲
，
道
心
天
理

D

晚
年
疑
以
人
心
為
私
欲
過
室
。
故
謂
心
，
一
也
;
自
其
天
理
備
具
，
隨
處
發
見
而
言
，
則
謂
之

道
心
;
自
其
有
所
營
為
謀
慮
言
，
則
謂
之
人
心
。
因
營
為
謀
慮
，
僅
人
心
之
欲
，
有
所
向
之
活
動
，
其
本
身
雖
不
必
覺
於
道
，
然
亦
可
合
道
。
故
人

心
魁
就
其
本
身
一
一
一
一
口
，
雖
有
危
而
亦
可
合
道
，
故
為
可
善
可
惡
者
也
。

H叫
道
心

道
心
是
知
覺
得
道
理
底
。
(
註
八
十
七
)

人
心
道
心
，
一
個
生
於
血
氣
，
一
個
生
於
義
理
。.••.•• 

側
隱
、
羞
惑
、
是
非
、
辭
遜
，
此
道
心
也
白
(
註
八
十
八
)

道
心
能
明
善
。
道
心
生
於
義
理
口
四
端
師
道
心
。
故
道
心
乃
由
人
之
表
現
其
心
之
四
德
而
成
。

呂
德
明
問
人
心
道
心
?
曰
:
且
如
人
知
饑
渴
裝
暖
，
此
人
心
也
。
側
隱
、
羞
惡
、
道
心
也
。
只
是
一
個
心
，
卸
有
兩
樣
，
須
將
造
心
去
用
那
人

心
方
得
。
且
如
人
知
饑
之
可
食
，
而
不
知
當
食
與
不
當
食
。
知
寒
之
欲
衣
，
而
不
知
當
衣
不
當
衣
，
此
其
所
以
危
也
。
文
曰
:
饑
欲
食
，
渴
欲
飲
者

，
人
心
也
。
得
飲
食
之
正
者
，
道
心
也
。
須
是
一
心
只
在
道
上
，
少
間
，
那
人
心
自
降
伏
得
不
見
了
。
人
心
與
道
心
為
一
，
恰
似
無
了
那
人
心
相
似

，
只
是
要
得
道
心
純
一
，
道
心
都
發
見
在
那
人
心
上
。
(
註
八
十
九
)

問
:
人
心
道
心
?
曰
:
飲
食
，
人
心
也
。
非
其
道
，
非
其
義
，
萬
鐘
不
取
，
道
心
也
，
若
是
，
道
心
為
上

十
)

故
謂•• 

飲
食
男
女
之
欲
，
出
於
其
正
，
即
道
心
矣
口

，
人
心
聽
命
於
道
心
耳
。

(
註
九

( 153) 

(
註
九
十
一
)

朱
子
心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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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曰
:
如
喜
怒
，
人
心
也
。
然
而
無
故
而
喜
，
喜
至
於
過
，
而
不
能
禁
;
無
故
而
怒
，
怒
而
至
於
甚
，
而
不
能
遍
。
是
皆
為
人
心
所
便
也
o

績

是
喜
其
所
當
喜
，
怒
其
所
當
怒
，
乃
是
道
心
。
(
註
九
十
二
)

故
曰
:
道
心
乃
人
心
之
理
。
(
註
九
十
三
)

人
心
有
知
覺
嚕
欲
，
然
無
所
主
宰
，
則
流
而
忘
反
，
不
可
據
以
為
安
，
故
日
危
。
道
心
則
是
義
理
之
心
，
可
以
為
人
之
主
宰
，
而
人
心
據
以
傌

車
者
也
。
然
道
心
有
待
於
人
之
克
去
己
私
，
以
實
現
心
之
四
德
。
再
則
可
善
可
不
善
之
人
心
，
如
能
聽
命
於
道
心
，
化
問
於
道
心
;
而
得
其

E
o
則

道
心
即
顯
現
於
人
心
之
上
，
而
人
心
誠
而
道
心
存
矣
。

朱
子
人
心
道
心
之
問
題
。
韓
學
者
(
註
九
十
四
)
謂
其
前
後
有
四
說•• 

L

人
心
為
私
欲
，
道
心
為
天
理

朱
于
初
以
人
心
為
私
欲
，
道
心
為
天
哩
，
人
心
之
危
者
，
人
欲
之
萌
也
;
道
心
之
徵
者
，
天
理
之
奧
也
。
此
與
程
于
人
心
，
私
欲
也
;
道
心
，

正
心
也
。
其
旨
略
同
。

1

操
而
存
者
為
道
心
，
捨
而
亡
者
為
人
心

朱
子
謂
操
拾
存
亡
，
雖
是
人
心
之
危
;
然
只
換
之
而
存
，
則
道
心
之
傲
，
便
亦
在
此
。
人
於
此
人
心
，
一
加
操
存
，
道
心
郎
在
矣
。
此
仍
未
改

其
人
心
道
心
相
對
反
之
意
也
。
-

a

人
心
道
心
，
來
源
不
同
。
人
心
清
明
時
，
亦
可
不
隔
乎
理
。
然
不
隔
理
之
人
心
，
並
非
道
心

人
之
有
生
，
性
與
氣
合
而
已
。
然
即
其
已
合
而
析
言
之
，
則
性
主
於
理
而
無
形
，
氣
主
於
形
而
有
質
，
以
其
主
理
而
無
形
，
故
公
而
無
不
善
，

以
其
主
形
而
有
賀
，
故
私
而
或
不
善
。
以
其
公
而
善
也
，
故
其
發
皆
天
理
之
所
行
。
以
其
私
而
或
不
善
也
，
故
其
發
皆
人
欲
之
作
。
此
舜
之
戒
禹
，

所
以
有
人
心
道
心
之
別
。
蓋
自
其
根
本
而
已
。
然
非
為
氣
之
所
為
，
有
過
不
及
而
後
流
於
人
欲
也
。
然
但
謂
之
人
心
，
則
固
未
以
為
悉
皆
邪
惡
;
但

謂
之
危
，
則
固
未
以
為
便
致
凶
咎
。
但
師
不
主
於
理
而
主
於
形
，
則
其
流
為
邪
惡
，
以
致
凶
咎
，
亦
不
難
矣
。
此
其
所
以
為
危
，
非
若
道
心
之
必
苦

而
無
惡
，
有
安
而
無
傾
，
有
準
的
而
可
憑
據
也
。
故
必
其
致
精
一
於
此
兩
者
之
間
，
使
公
而
無
不
甜
苦
者
，
常
為
一
身
萬
事
之
主
，
而
私
而
或
不
善
者

，
不
得
與
馬
。
則
凡
所
云
為
，
不
待
擇
於
過
與
不
及
之
間
，
而
自
然
無
不
中
矣
。
(
凡
物
判
別
之
初
，
且
當
論
其
善
不
善
。
二
者
臨
分
之
後
，
方
叮

論
其
中
不
中
。
惟
精
惟
一
，
所
以
審
其
善
不
善
也
口
允
執
厥
中
者
，
則
無
過
不
及
，
而
自
得
中
矣
，
非
精
一
以
求
其
中
也
。
)
此
舜
戒
禹
之
本
意
，

而
序
文
述
之
，
回
未
嘗
直
以
形
氣
之
發
，
盡
為
不
善
，
而
不
容
其
有
清
明
純
粹
之
時
。

•••••• 

但
此
所
謂
清
明
純
粹
者
，
飯
屬
乎
形
氣
之
偶
然
，
則
亦

但
能
不
隔
乎
理
，
而
助
其
發
展
耳
。
不
可
便
認
以
為
道
心
而
欲
據
之
以
為
精
一
之
地
也
。
如
孟
子
雖
言
夜
氣
，
而
其
所
欲
存
者
，
乃
在
乎
仁
義
之
心

，
非
直
以
此
夜
氣
為
主
也
。
(
註
九
十
五
)

此
言
人
心
道
心
之
來
源
不
同
，
即
為
人
心
道
心
之
別
。
道
心
原
於
性
理
為
全
善
。
人
心
非
即
不
善
，
偶
然
清
明
純
粹
時
，
亦
可
不
隔
乎
理
。
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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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復
人
心
與
道
心
相
對
反
之
意
。

A
b
心
，
一
而
已

人
心
亦
只
是
一
個
，
知
覺
從
饑
食
渴
飲
，
是
人
心
。
知
覺
從
君
臣
、
父
子
處
，
便
是
道
心
。

又
曰
:
此
心
之
靈
，
覺
於
盟
者
，
道
心
也
。
覺
於
欲
者
，
人
心
也
。
(
註
九
十
七
〉

此
似
朱
子
最
後
之
論
。
其
鄭
重
所
作
之
中
庸
章
旬
序
，
即
緣
此
而
作
。

夫
自
一
虛
靈
明
覺
之
心
，
或
原
於
性
命
之
正
，
而
覺
於
盟
者
為
道
心
。
或
原
於
形
氣
之
私
，
而
覺
於
欲
者
為
人
心
。
故
謂

道
心
是
知
覺
道
理
底
，
人
心
是
知
覺
聲
色
臭
味
底
。
(
註
九
十
八
)

又
曰
:
形
骸
上
起
底
見
識
，
(
或
作
從
形
體
上
生
出
來
底
見
識
。
)
便
是
人
心
;
義
理
上
起
底
見
識
，
(
或
作
就
道
理
上
生
出
來
底
見
諦
。
)

便
是
道
心
;
心
則
一
也
。
(
註
九
十
九
)

此
即
謂
人
心
乃
由
形
氣
起
見
而
知
覺
形
氣
者
也
。
道
心
是
自
其
天
理
備
具
，
隨
處
發
見
而
言
;
即
此
心
自
覺
於
仁
義
體
智
之
性
理
或
道
，
而
生

側
隱
羞
惡
是
非
辭
遜
之
情
是
也
。

由
此
觀
之
叭
，
道
心
主
於
理
而
其
發
乃
天
理
之
流
行
。
人
心
不
主
於
哩
，
而
主
於
形
;
除
飲
食
男
女
之
欲
外
，
人
尚
有
其
他
對
物
之
知
覺
運
動
，

營
為
謀
慮
;
亦
非
真
覺
依
於
理
而
發
，
而
又
初
為
依
於
吾
人
形
氣
與
萬
物
之
形
氣
相
感
，
而
自
然
發
生
之
生
命
性
活
動
。
如
人
游
於
自
然
界
中
，
隨

意
見
色
聞
聲
，
而
對
事
物
之
好
奇
求
知
等
。
凡
此
諸
活
動
，
亦
同
可
不
隔
乎
理
，
而
能
接
受
當
然
之
理
而
為
之
主
，
然
亦
同
可
導
致
種
種
不
善
之
人

欲
。
由
此
可
知
道
心
於
理
有
自
覺
，
自
天
自
人
而
觀
，
皆
為
善
者
。
人
小
則
無
對
此
理
之
自
覺
，
而
有
所
向
之
欲
;
若
聽
其
單
獨
發
展
，
即
可
淪
為

連
理
離
道
，
而
為
精
於
形
，
雜
於
氣
，
狙
於
習
，
亂
於
情
之
不
善
人
欲
矣
。

唐
民
(
註
一
百
)
謂
朱
子
將
一
心
閱
為
道
心
人
心
與
具
不
善
人
欲
之
心
為
一
一
一
，
而
其
中
人
心
，
魁
就
其
本
身
言
，
雖
有
危
亦
可
合
道
，
而
為
可

善
可
惡
之
中
性
者
也
。
實
則
就
現
有
之
人
心
視
之
，
人
心
中
不
善
之
人
欲
肆
，
則
道
心
亡
。
如
人
心
聽
命
於
道
心
，
化
於
於
道
心
，
必
求
盡
去
不
善

之
人
欲
而
歸
於
一
道
心
矣
。

溯
自
吾
扎
之
-
生
，
原
依
道
依
理
而
生
。
生
在
，
此
道
此
理
即
在
，
此
郎
天
命
之
不
已
。
故
人
只
讀
將
此
具
人
欲
之
心
，
加
以
上
提
，
以
覺
於
道

;
即
有
道
心
可
聽
，
而
可
使
人
心
化
同
於
道
心
，
此
具
不
善
之
人
欲
必
可
去
;
其
所
以
必
可
去
者
，
因
此
具
不
善
人
欲
之
心
，
純
為
後
起
，
實
則
自

始
未
嘗
有
根
於
天
命
天
理
者
。
以
其
無
根
，
故
此
心
終
可
覺
於
理
，
而
道
心
亦
可
操
而
存
也
。

至
道
心
之
所
以
必
可
躁
而
存
者
，
亦
因
此
不
善
之
人
欲
師
原
於
人
心
之
下
流
而
後
起
，
則
見
此
道
或
天
理
，
原
位
於
不
善
人
欲
之
上
層
;
不
善

之
人
欲
，
非
由
此
道
或
天
理
為
根
而
生
，
則
亦
固
不
能
阻
血
此
人
心
之
上
達
於
道
，
故
道
心
可
接
而
存
也
。

再
則
不
善
之
入
欲
，
原
依
人
心
而
有
，
然
i
A心
有
虛
靈
知
覺
，
?
可
超
私
欲
而
存
其
道
心
;
有
道
心
而
使
之
常
為
主
，
必
能
去
不
善
之
人
欲
。
此

(
註
九
十
六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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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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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
天
理
流
行
，
不
甜
苦
入
欲
之
得
以
淨
盡
矣
。
所
以
致
此
項
界
者
，
即
聖
賢
之
學
問
工
夫
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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