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

 

 

 

一
、 

梁
惠
王
章
句
上
（
七
）      

戰
國    

孟
子 

齊
宣
王
問
曰
：
「
齊
桓
、
晉
文
之
事
可
得
聞
乎
？
」 

孟
子
對
曰
：
「
仲
尼
之
徒
，
無
道
桓
、
文
之
事
者
，
是
以
後
世
無
傳
焉
。
臣
未
之
聞
也
。

無
以
，
則
王
乎
？
」 

曰
：
「
德
何
如
，
則
可
以
王
矣
？
」 

 

曰
：
「
保
民
而
王
，
莫
之
能
禦
也
。
」 

 

曰
：
「
若
寡
人
者
，
可
以
保
民
乎
哉
？
」 

曰
：
「
可
。
」 

曰
：
「
何
由
知
吾
可
也
？
」  

曰
：
「
臣
聞
之
胡
齕
曰
，
王
坐
於
堂
上
，
有
牽
牛
而
過
堂
下
者
，
王
見
之
，
曰
：
『
牛

何
之
？
』
對
曰
：
『
將
以
釁
鐘
。
』
王
曰
：
『
舍
之
！
吾
不
忍
其
觳
觫
，
若
無
罪
而
就
死
地
。
』

對
曰
：
『
然
則
廢
釁
鐘
與
？
』
曰
：
『
何
可
廢
也
？
以
羊
易
之
！
』
不
識
有
諸
？
」 

曰
：
「
有
之
。
」 

曰
：
「
是
心
足
以
王
矣
。
百
姓
皆
以
王
為
愛
也
，
臣
固
知
王
之
不
忍
也
。
」 

王
曰
：
「
然
。
誠
有
百
姓
者
。
齊
國
雖
褊
小
，
吾
何
愛
一
牛
？
即
不
忍
其
觳
觫
，
若
無

罪
而
就
死
地
，
故
以
羊
易
之
也
。
」  

曰
：
「
王
無
異
於
百
姓
之
以
王
為
愛
也
。
以
小
易
大
，
彼
惡
知
之
？
王
若
隱
其
無
罪
而

就
死
地
，
則
牛
羊
何
擇
焉
？
」 

王
笑
曰
：
「
是
誠
何
心
哉
？
我
非
愛
其
財
，
而
易
之
以
羊
也
，
宜
乎
百
姓
之
謂
我
愛
也
。
」

 
 

曰
：
「
無
傷
也
，
是
乃
仁
術
也
，
見
牛
未
見
羊
也
。
君
子
之
於
禽
獸
也
，
見
其
生
，

不
忍
見
其
死
；
聞
其
聲
，
不
忍
食
其
肉
。
是
以
君
子
遠
庖
廚
也
。
」  

王
說
曰
：
「
《
詩
》
云
：
『
他
人
有
心
，
予
忖
度
之
。
』
夫
子
之
謂
也
。
夫
我
乃
行
之
，

反
而
求
之
，
不
得
吾
心
。
夫
子
言
之
，
於
我
心
有
戚
戚
焉
。
此
心
之
所
以
合
於
王
者
，
何
也
？
」 

曰
：
「
有
復
於
王
者
曰
：
『
吾
力
足
以
舉
百
鈞
』
，
而
不
足
以
舉
一
羽
；
『
明
足
以
察

秋
毫
之
末
』
，
而
不
見
輿
薪
，
則
王
許
之
乎
？
」 

曰
：
「
否
。
」 

「
今
恩
足
以
及
禽
獸
，
而
功
不
至
於
百
姓
者
，
獨
何
與
？
然
則
一
羽
之
不
舉
，
為
不
用

力
焉
；
輿
薪
之
不
見
，
為
不
用
明
焉
，
百
姓
之
不
見
保
，
為
不
用
恩
焉
。
故
王
之
不
王
，
不

為
也
，
非
不
能
也
。
」 

 



 

 

 

 

二
、
學
記                    

禮
記 

發
慮
憲
，
求
善
良
，
足
以
謏
聞
，
不
足
以
動
眾
；
就
賢
體
遠
，
足
以
動
眾
，
未
足
以
化

民
。
君
子
如
欲
化
民
成
俗
，
其
必
由
學
乎
！ 

玉
不
琢
，
不
成
器
；
人
不
學
，
不
知
道
。
是
故
古
之
王
者
，
建
國
君
民
，
教
學
為
先
。

《
兌
命
》
曰
：
「
念
終
始
典
於
學
。
」
其
此
之
謂
乎
！ 

雖
有
嘉
肴
，
弗
食
，
不
知
其
旨
也
；
雖
有
至
道
，
弗
學
，
不
知
其
善
也
。
故
學
然
後
知

不
足
，
教
然
後
知
困
。
知
不
足
，
然
後
能
自
反
也
；
知
困
，
然
後
能
自
強
也
，
故
曰
：
教
學

相
長
也
。
《
兌
命
》
曰
：
「
學
學
半
。
」
其
此
之
謂
乎
！ 

古
之
教
者
，
家
有
塾
，
黨
有
庠
，
術
有
序
，
國
有
學
。
比
年
入
學
，
中
年
考
校
。
一
年

視
離
經
辨
志
，
三
年
視
敬
業
樂
群
，
五
年
視
博
習
親
師
，
七
年
視
論
學
取
友
，
謂
之
小
成
；

九
年
知
類
通
達
，
強
立
而
不
反
，
謂
之
大
成
。
夫
然
後
足
以
化
民
易
俗
，
近
者
說
服
，
而
遠

者
懷
之
，
此
大
學
之
道
也
。
《
記
》
曰
：
「
蛾
子
時
術
之
。
」
其
此
之
謂
乎
！ 

大
學
始
教
，
皮
弁
祭
菜
，
示
敬
道
也
；
《
宵
雅
》
肄
三
，
官
其
始
也
；
入
學
鼓
篋
，
孫

其
業
也
；
夏
楚
二
物
，
收
其
威
也
；
未
卜
禘
不
視
學
，
游
其
志
也
；
時
觀
而
弗
語
，
存
其
心

也
；
幼
者
聽
而
弗
問
，
學
不
躐
等
也
。
此
七
者
，
教
之
大
倫
也
。
《
記
》
曰
：
「
凡
學
官
先

事
，
士
先
志
。
」
其
此
之
謂
乎
！ 

大
學
之
教
也
，
時
教
必
有
正
業
，
退
息
必
有
居
學
。
不
學
操
縵
，
不
能
安
弦
；
不
學
博

依
，
不
能
安
《
詩
》
；
不
學
雜
服
，
不
能
安
禮
；
不
興
其
藝
，
不
能
樂
學
。
故
君
子
之
於
學

也
，
藏
焉
，
修
焉
，
息
焉
，
游
焉
。
夫
然
，
故
安
其
學
而
親
其
師
，
樂
其
友
而
信
其
道
。
是

以
雖
離
師
輔
而
不
反
也
。
《
兌
命
》
曰
：
「
敬
孫
務
時
敏
，
厥
修
乃
來
。
」
其
此
之
謂
乎
！ 

今
之
教
者
，
呻
其
佔
畢
，
多
其
訊
言
，
急
於
數
進
而
不
顧
其
安
，
使
人
不
由
其
誠
，
教

人
不
盡
其
材
。
其
施
之
也
悖
，
其
求
之
也
拂
。
夫
然
，
故
隱
其
學
而
疾
其
師
，
苦
其
難
而
不

知
其
益
也
。
雖
終
其
業
，
其
去
之
必
速
。
教
之
不
刑
，
其
此
之
由
乎
！ 

大
學
之
法
，
禁
於
未
發
之
謂
豫
，
當
其
可
之
謂
時
，
不
陵
節
而
施
之
謂
孫
，
相
觀
而
善

之
謂
摩
。
此
四
者
，
教
之
所
由
興
也
。
發
然
後
禁
，
則
捍
格
而
不
勝
；
時
過
然
後
學
，
則
勤

苦
而
難
成
；
雜
施
而
不
孫
，
則
壞
亂
而
不
修
；
獨
學
而
無
友
，
則
孤
陋
而
寡
聞
；
燕
朋
逆
其

師
；
燕
辟
廢
其
學
。
此
六
者
，
教
之
所
由
廢
也
。 

君
子
既
知
教
之
所
由
興
，
又
知
教
之
所
由
廢
，
然
後
可
以
為
人
師
也
。
故
君
子
之
教
喻

也
：
道
而
弗
牽
，
強
而
弗
抑
，
開
而
弗
達
。
道
而
弗
牽
則
和
，
強
而
弗
抑
則
易
，
開
而
弗
達

則
思
；
和
易
以
思
，
可
謂
善
喻
矣
。 

學
者
有
四
失
，
教
者
必
知
之
。
人
之
學
也
，
或
失
則
多
，
或
失
則
寡
，
或
失
則
易
，
或

失
則
止
。
此
四
者
，
心
之
莫
同
也
。
知
其
心
，
然
後
能
救
其
失
也
。
教
也
者
，
長
善
而
救
其

失
者
也
。 

善
歌
者
，
使
人
繼
其
聲
；
善
教
者
，
使
人
繼
其
志
。
其
言
也
，
約
而
達
，
微
而
臧
，
罕

譬
而
喻
，
可
謂
繼
志
矣
。 

君
子
知
至
學
之
難
易
，
而
知
其
美
惡
，
然
後
能
博
喻
；
能
博
喻
然
後
能
為
師
；
能
為
師

然
後
能
為
長
；
能
為
長
然
後
能
為
君
。
故
師
也
者
，
所
以
學
為
君
也
。
是
故
擇
師
不
可
不
慎

也
。
《
記
》
曰
：
「
三
王
四
代
唯
其
師
。
」
此
之
謂
乎
！ 



 

 

 

 

    

三
、
捕
蛇
者
說                 

唐    

柳
宗
元 

永
州
之
野
產
異
蛇
，
黑
質
而
白
章
，
觸
草
木
盡
死
。
以
齧
人
，
無
禦
之
者
。
然
得
而
腊

之
以
為
餌
，
可
以
已
大
風
、
攣
踠
、
瘻
、
癘
，
去
死
肌
，
殺
三
蟲
。
其
始
，
太
醫
以
王
命
聚

之
，
歲
賦
其
二
，
募
有
能
捕
之
者
，
當
其
租
入
，
永
之
人
爭
奔
走
焉
。 

有
蔣
氏
者
，
專
其
利
三
世
矣
。
問
之
，
則
曰
：
「
吾
祖
死
於
是
，
吾
父
死
於
是
，
今
吾

嗣
為
之
十
二
年
，
幾
死
者
數
矣
。
」
言
之
，
貌
若
甚
戚
者
。
余
悲
之
，
且
曰
：
「
若
毒
之
乎
？

余
將
告
於
蒞
事
者
，
更
若
役
，
復
若
賦
，
則
何
如
？
」 

蔣
氏
大
戚
，
汪
然
出
涕
曰
：
「
君
將
哀
而
生
之
乎
？
則
吾
斯
役
之
不
幸
，
未
若
復
吾
賦

不
幸
之
甚
也
。
嚮
吾
不
為
斯
役
，
則
久
已
病
矣
。
自
吾
氏
三
世
居
是
鄉
，
積
於
今
六
十
歲
矣
，

而
鄉
鄰
之
生
日
蹙
。
殫
其
地
之
出
，
竭
其
廬
之
入
，
號
呼
而
轉
徙
，
饑
渴
而
頓
踣
，
觸
風
雨
，

犯
寒
暑
，
呼
噓
毒
癘
，
往
往
而
死
者
相
藉
也
。
曩
與
吾
祖
居
者
，
今
其
室
十
無
一
焉
；
與
吾

父
居
者
，
今
其
室
十
無
二
三
焉
；
與
吾
居
十
二
年
者
，
今
其
室
十
無
四
五
焉
，
非
死
即
徙
爾
，

而
吾
以
捕
蛇
獨
存
。 

悍
吏
之
吾
鄉
，
叫
囂
乎
東
西
，
隳
突
乎
南
北
，
譁
然
而
駭
者
，
雖
雞
狗
不
得
寧
焉
。
吾

恂
恂
而
起
，
視
其
缶
，
而
吾
蛇
尚
存
，
則
弛
然
而
臥
。
謹
食
之
，
時
而
獻
焉
。
退
而
甘
食
其

土
之
有
，
以
盡
吾
齒
。
蓋
一
歲
之
犯
死
者
二
焉
，
其
餘
則
熙
熙
而
樂
，
豈
若
吾
鄉
鄰
之
旦
旦

有
是
哉
！
今
雖
死
乎
此
，
比
吾
鄉
鄰
之
死
，
則
已
後
矣
，
又
安
敢
毒
耶
？
」 

余
聞
而
愈
悲
。
孔
子
曰
：
「
苛
政
猛
於
虎
也
。
」
吾
嘗
疑
乎
是
，
今
以
蔣
氏
觀
之
，
猶

信
。
嗚
呼
！
孰
知
賦
斂
之
毒
，
有
甚
於
是
蛇
者
乎
！
故
為
之
說
，
以
俟
夫
觀
人
風
者
得
焉
。 

   

  

 



 

 

 

 

四
、
縱
囚
論                 

宋    

歐
陽
脩 

信
義
行
於
君
子
，
而
刑
戮
施
於
小
人
。
刑
入
於
死
者
，
乃
罪
大
惡
極
，
此
又
小
人
之
尤

甚
者
也
。
寧
以
義
死
，
不
苟
幸
生
，
而
視
死
如
歸
，
此
又
君
子
之
尤
難
者
也
。 

方
唐
太
宗
之
六
年
，
錄
大
辟
囚
三
百
餘
人
，
縱
使
還
家
，
約
其
自
歸
以
就
死
，
是
君
子

之
難
能
，
期
小
人
之
尤
者
以
必
能
也
。
其
囚
及
期
，
而
卒
自
歸
無
後
者
，
是
君
子
之
所
難
，

而
小
人
之
所
易
也
，
此
豈
近
於
人
情
哉
？ 

或
曰
：
「
罪
大
惡
極
，
誠
小
人
矣
。
及
施
恩
德
以
臨
之
，
可
使
變
而
為
君
子
；
蓋
恩
德

入
人
之
深
，
而
移
人
之
速
，
有
如
是
者
矣
。
」 

曰
：
「
太
宗
之
為
此
，
所
以
求
此
名
也
。
然
安
知
夫
縱
之
去
也
，
不
意
其
必
來
以
冀
免
，

所
以
縱
之
乎
？
又
安
知
夫
被
縱
而
去
也
，
不
意
其
自
歸
而
必
獲
免
，
所
以
復
來
乎
？
夫
意
其

必
來
而
縱
之
，
是
上
賊
下
之
情
也
；
意
其
必
免
而
復
來
，
是
下
賊
上
之
心
也
。
吾
見
上
下
交

相
賊
，
以
成
此
名
也
，
烏
有
所
謂
施
恩
德
，
與
夫
知
信
義
者
哉
？
不
然
，
太
宗
施
德
於
天
下
，

於
茲
六
年
矣
。
不
能
使
小
人
不
為
極
惡
大
罪
，
而
一
日
之
恩
，
能
使
視
死
如
歸
，
而
存
信
義
，

此
又
不
通
之
論
也
。
」 

「
然
則
，
何
為
而
可
？
」 

曰
：
「
縱
而
來
歸
，
殺
之
無
赦
；
而
又
縱
之
，
而
又
來
，
則
可
知
為
恩
德
之
致
爾
；
然

此
必
無
之
事
也
。
若
夫
縱
而
來
歸
而
赦
之
，
可
偶
一
為
之
爾
。
若
屢
為
之
，
則
殺
人
者
皆
不

死
，
是
可
為
天
下
之
常
法
乎
？
不
可
為
常
者
，
其
聖
人
之
法
乎
？
是
以
堯
舜
、
三
王
之
治
，

必
本
於
人
情
；
不
立
異
以
為
高
，
不
逆
情
以
干
譽
。
」 

      



 

 

 

 

五
、
訓
儉
示
康                

司
馬
光 

吾
本
寒
家
，
世
以
清
白
相
承
。
吾
性
不
喜
華
靡
，
自
為
乳
兒
，
長
者
加
以
金
銀
華
美
之

服
，
輒
羞
赧
棄
去
之
。
二
十
忝
科
名
，
聞
喜
宴
獨
不
戴
花
。
同
年
曰
︰
「
君
賜
不
可
違
也
。
」

乃
簪
一
花
。
平
生
衣
取
蔽
寒
，
食
取
充
腹
；
亦
不
敢
服
垢
弊
以
矯
俗
干
名
，
但
順
吾
性
而
已
。 

眾
人
皆
以
奢
靡
為
榮
，
吾
心
獨
以
儉
素
為
美
。
人
皆
嗤
吾
固
陋
，
吾
不
以
為
病
；
應
之

曰
︰
孔
子
稱
：
「
與
其
不
孫
也
，
寧
固
。
」
又
曰
：
「
以
約
失
之
者
，
鮮
矣
！
」
又
曰
：
「
士

志
於
道
，
而
恥
惡
衣
惡
食
者
，
未
足
與
議
也
。
」
古
人
以
儉
為
美
德
，
今
人
乃
以
儉
相
詬
病
。

嘻
，
異
哉
！ 

近
歲
風
俗
，
尤
為
侈
靡
，
走
卒
類
士
服
，
農
夫
躡
絲
履
。
吾
記
天
聖
中
，
先
公
為
群
牧

判
官
，
客
至
未
嘗
不
置
酒
，
或
三
行
、
五
行
，
多
不
過
七
行
。
酒
酤
於
市
，
果
止
於
梨
、
栗
、

棗
、
柿
之
類
，
肴
止
於
脯
、
醢
、
菜
羹
，
器
用
瓷
、
漆
。
當
時
士
大
夫
家
皆
然
，
人
不
相
非

也
。
會
數
而
禮
勤
，
物
薄
而
情
厚
。
近
日
士
大
夫
家
，
酒
非
內
法
，
果
、
肴
非
遠
方
珍
異
，

食
非
多
品
，
器
皿
非
滿
案
，
不
敢
會
賓
友
。
常
數
月
營
聚
，
然
後
敢
發
書
。
苟
或
不
然
，
人

爭
非
之
，
以
為
鄙
吝
。
故
不
隨
俗
靡
者
，
蓋
鮮
矣
！
嗟
乎
！
風
俗
頹
敝
如
是
，
居
位
者
雖
不

能
禁
，
忍
助
之
乎
？ 

又
聞
昔
李
文
靖
公
為
相
，
治
居
第
於
封
丘
門
內
，
廳
事
前
僅
容
旋
馬
。
或
言
其
太
隘
，

公
笑
曰
︰
「
居
第
當
傳
子
孫
。
此
為
宰
相
廳
事
誠
隘
，
為
太
祝
、
奉
禮
廳
事
已
寬
矣
！
」
參

政
魯
公
為
諫
官
，
真
宗
遣
使
急
召
之
，
得
之
於
酒
家
。
既
入
，
問
其
所
來
，
以
實
對
。
上
曰
︰

「
卿
為
清
望
官
，
奈
何
飲
於
酒
肆
？
」
對
曰
：
「
臣
家
貧
，
客
至
，
無
器
皿
、
肴
、
果
，
故

就
酒
家
觴
之
。
」
上
以
無
隱
，
益
重
之
。
張
文
節
為
相
，
自
奉
養
如
為
河
陽
掌
書
記
時
，
所

親
或
規
之
曰
：
「
公
今
受
俸
不
少
，
而
自
奉
若
此
。
公
雖
自
信
清
約
，
外
人
頗
有
『
公
孫
布

被
』
之
譏
。
公
宜
少
從
眾
。
」
公
嘆
曰
：
「
吾
今
日
之
俸
，
雖
舉
家
錦
衣
玉
食
，
何
患
不
能
？

顧
人
之
常
情
，
由
儉
入
奢
易
，
由
奢
入
儉
難
。
吾
今
日
之
俸
豈
能
常
有
？
身
豈
能
長
存
？
一

旦
異
於
今
日
，
家
人
習
奢
已
久
，
不
能
頓
儉
，
必
致
失
所
。
豈
若
吾
居
位
、
去
位
、
身
存
、

身
亡
，
常
如
一
日
乎
？
」
嗚
呼
！
大
賢
之
深
謀
遠
慮
，
豈
庸
人
所
及
哉
！ 

 



 

 

 

 

六
、
教
戰
守
策                   

蘇
軾  

夫
當
今
生
民
之
患
，
果
安
在
哉
？
在
於
知
安
而
不
知
危
，
能
逸
而
不
能
勞
。
此
其
患
不

見
於
今
，
而
將
見
於
他
日
。
今
不
為
之
計
，
其
後
將
有
所
不
可
救
者
。 

昔
者
先
王
知
兵
之
不
可
去
也
，
是
故
天
下
雖
平
，
不
敢
忘
戰
。
秋
冬
之
隙
，
致
民
田
獵

以
講
武
，
教
之
以
進
退
坐
作
之
方
，
使
其
耳
目
習
於
鐘
鼓
旌
旗
之
間
而
不
亂
，
使
其
心
志
安

於
斬
刈
殺
伐
之
際
而
不
懾
。
是
以
雖
有
盜
賊
之
變
，
而
民
不
至
於
驚
潰
。 

及
至
後
世
，
用
迂
儒
之
議
，
以
去
兵
為
王
者
之
盛
節
。
天
下
既
定
，
則
卷
甲
而
藏
之
。

數
十
年
之
後
，
甲
兵
頓
弊
，
而
人
民
日
以
安
於
佚
樂
；
卒
有
盜
賊
之
警
，
則
相
與
恐
懼
訛
言
，

不
戰
而
走
。
開
元
天
寶
之
際
，
天
下
豈
不
大
治
？
惟
其
民
安
於
太
平
之
樂
，
酣
豢
於
遊
戲
酒

食
之
間
；
其
剛
心
勇
氣
，
銷
耗
鈍
眊
，
痿
蹶
而
不
復
振
。
是
以
區
區
之
祿
山
一
出
而
乘
之
；

四
方
之
民
，
獸
奔
鳥
竄
，
乞
為
囚
虜
之
不
暇
，
天
下
分
裂
，
而
唐
室
因
以
微
矣
。 

蓋
嘗
試
論
之
：
天
下
之
勢
，
譬
如
一
身
。
王
公
貴
人
所
以
養
其
身
者
，
豈
不
至
哉
？
而

其
平
居
常
苦
於
多
疾
。
至
於
農
夫
小
民
，
終
歲
勤
苦
，
而
未
嘗
告
病
，
此
其
故
何
也
？
夫
風

雨
霜
露
寒
暑
之
變
，
此
疾
之
所
由
生
也
。
農
夫
小
民
，
盛
夏
力
作
，
窮
冬
暴
露
，
其
筋
骸
之

所
衝
犯
，
肌
膚
之
所
浸
漬
，
輕
霜
露
而
狎
風
雨
，
是
故
寒
暑
不
能
為
之
毒
。
今
王
公
貴
人
，

處
於
重
屋
之
下
，
出
則
乘
輿
，
風
則
襲
裘
，
雨
則
御
蓋
。
凡
所
以
慮
患
之
具
，
莫
不
備
至
。

畏
之
太
甚
，
而
養
之
太
過
，
小
不
如
意
，
則
寒
暑
入
之
矣
。
是
以
善
養
身
者
，
使
之
能
逸
而

能
勞
；
步
趨
動
作
，
使
其
四
體
狃
於
寒
暑
之
變
；
然
後
可
以
剛
健
強
力
，
涉
險
而
不
傷
。
夫

民
亦
然
。 

今
者
治
平
之
日
久
。
天
下
之
人
，
驕
惰
脆
弱
，
如
婦
人
孺
子
，
不
出
於
閨
門
。
論
戰
鬥

之
事
，
則
縮
頸
而
股
慄
；
聞
盜
賊
之
名
，
則
掩
耳
而
不
願
聽
。
而
士
大
夫
亦
未
嘗
言
兵
，
以

為
生
事
擾
民
，
漸
不
可
長
。
此
不
亦
畏
之
太
甚
，
而
養
之
太
過
歟
？ 

   



 

 

 

 

七
、
與
陳
伯
之
書                

丘
遲  

遲
頓
首
，
陳
將
軍
足
下
：
無
恙
，
幸
甚
！
幸
甚
！ 

將
軍
勇
冠
三
軍
，
才
為
世
出
，
棄
燕
雀
之
小
志
，
慕
鴻
鵠
以
高
翔
。
昔
因
機
變
化
，
遭

遇
明
主
，
立
功
立
事
，
開
國
稱
孤
，
朱
輪
華
轂
，
擁
旄
萬
里
，
何
其
壯
也
！
如
何
一
旦
為
奔

亡
之
虜
，
聞
鳴
鏑
而
股
戰
，
對
穹
廬
以
屈
膝
，
又
何
劣
邪
！ 

尋
君
去
就
之
際
，
非
有
他
故
，
直
以
不
能
內
審
諸
己
，
外
受
流
言
，
沉
迷
猖
獗
，
以
至

於
此
。
聖
朝
赦
罪
責
功
，
棄
瑕
錄
用
，
推
赤
心
於
天
下
，
安
反
側
於
萬
物
，
此
將
軍
之
所
知
，

不
假
僕
一
二
談
也
。
朱
鮪
涉
血
於
友
于
，
張
繡
剚
刃
於
愛
子
；
漢
主
不
以
為
疑
，
魏
君
待
之

若
舊
。
況
將
軍
無
昔
人
之
罪
，
而
勳
重
於
當
世
！
夫
迷
途
知
反
，
往
哲
是
與
；
不
遠
而
復
，

先
典
攸
高
。
主
上
屈
法
申
恩
，
吞
舟
是
漏
。
將
軍
松
柏
不
翦
，
親
戚
安
居
；
高
臺
未
傾
，
愛

妾
尚
在
。
悠
悠
爾
心
，
亦
何
可
言
！ 

今
功
臣
名
將
，
雁
行
有
序
。
佩
紫
懷
黃
，
贊
帷
幄
之
謀
；
乘
軺
建
節
，
奉
疆
埸
之
任
；

並
刑
馬
作
誓
，
傳
諸
子
孫
。
將
軍
獨
靦
顏
借
命
，
驅
馳
氈
裘
之
長
，
寧
不
哀
哉
！ 

夫
以
慕
容
超
之
強
，
身
送
東
市
；
姚
泓
之
盛
，
面
縛
西
都
。
故
知
霜
露
所
均
，
不
育
異

類
；
姬
漢
舊
邦
，
無
取
雜
種
。
北
虜
僭
盜
中
原
，
多
歷
年
所
，
惡
積
禍
盈
，
理
至
焦
爛
。
況

偽
孽
昏
狡
，
自
相
夷
戮
，
部
落
攜
離
，
酋
豪
猜
貳
。
方
當
繫
頸
蠻
邸
，
懸
首
藳
街
。
而
將
軍

魚
游
於
沸
鼎
之
中
，
燕
巢
於
飛
幕
之
上
，
不
亦
惑
乎
？ 

暮
春
三
月
，
江
南
草
長
，
雜
花
生
樹
，
群
鶯
亂
飛
。
見
故
國
之
旗
鼓
，
感
生
平
於
疇
日
，

撫
弦
登
陴
，
豈
不
愴
恨
？
所
以
廉
公
之
思
趙
將
，
吳
子
之
泣
西
河
，
人
之
情
也
，
將
軍
獨
無

情
哉
？
想
早
勵
良
規
，
自
求
多
福
。 

當
今
皇
帝
盛
明
，
天
下
安
樂
，
白
環
西
獻
，
楛
矢
東
來
；
夜
郎
滇
池
，
解
辮
請
職
；
朝

鮮
昌
海
，
蹶
角
受
化
。
唯
北
狄
野
心
，
倔
強
沙
塞
之
間
，
欲
延
歲
月
之
命
耳
。
中
軍
臨
川
殿

下
，
明
德
茂
親
，
總
茲
戎
重
，
弔
民
洛
汭
，
伐
罪
秦
中
。
若
遂
不
改
，
方
思
僕
言
。
聊
布
往

懷
，
君
其
詳
之
！
丘
遲
頓
首
。 

  



 

 

 

 

      

八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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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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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、
與
元
微
之
書          

白
居
易 

四
月
十
日
夜
，
樂
天
白
： 

微
之
，
微
之
，
不
見
足
下
面
已
三
年
矣
；
不
得
足
下
書
欲
二
年
矣
。
人
生
幾
何
，
離
闊

如
此
！
況
以
膠
漆
之
心
，
置
於
胡
越
之
身
，
進
不
得
相
合
，
退
不
能
相
忘
，
牽
攣
乖
隔
，
各

欲
白
首
。
微
之
，
微
之
，
如
何
！
如
何
！
天
實
為
之
，
謂
之
奈
何
！ 

僕
初
到
潯
陽
時
，
有
熊
孺
登
來
，
得
足
下
前
年
病
甚
時
一
札
，
上
報
疾
狀
，
次
敘
病
心
，

終
論
平
生
交
分
。
且
云
：「
危
惙
之
際
，
不
暇
及
他
，
惟
收
數
帙
文
章
，
封
題
其
上
，
曰
：『
他

日
送
達
白
二
十
二
郎
，
便
請
以
代
書
。
』
」
悲
哉
！
微
之
於
我
也
，
其
若
是
乎
！
又
睹
所
寄

聞
僕
左
降
詩
，
云
： 

「
殘
燈
無
焰
影
幢
幢
，
此
夕
聞
君
謫
九
江
。
垂
死
病
中
驚
坐
起
，
暗
風
吹
雨
入
寒
窗
。
」

此
句
他
人
尚
不
可
聞
，
況
僕
心
哉
！
至
今
每
吟
，
猶
惻
惻
耳
。
且
置
是
事
，
略
敘
近
懷
。 

僕
自
到
九
江
，
已
涉
三
載
，
形
骸
且
健
，
方
寸
甚
安
。
下
至
家
人
，
幸
皆
無
恙
。
長
兄

去
夏
自
徐
州
至
，
又
有
諸
院
孤
小
弟
妺
六
、
七
人
，
提
挈
同
來
。
昔
所
牽
念
者
，
今
悉
置
在

目
前
，
得
同
寒
暖
飢
飽
：
此
一
泰
也
。 

江
州
風
候
稍
涼
，
地
少
瘴
癘
，
乃
至
蛇
虺
蚊
蚋
，
雖
有
甚
稀
。
湓
魚
頗
肥
，
江
酒
極
美
，

其
餘
食
物
，
多
類
北
地
。
僕
門
內
之
口
雖
不
少
，
司
馬
之
俸
雖
不
多
，
量
入
儉
用
，
亦
可
自

給
，
身
衣
口
食
，
且
免
求
人
：
此
二
泰
也
。 

僕
去
年
秋
始
遊
廬
山
，
到
東
、
西
二
林
間
香
爐
峰
下
，
見
雲
水
泉
石
，
勝
絕
第
一
，
愛

不
能
捨
，
因
置
草
堂
。
前
有
喬
松
十
數
株
，
修
竹
千
餘
竿
；
青
蘿
為
牆
垣
，
白
石
為
橋
道
；

流
水
周
於
舍
下
，
飛
泉
落
於
簷
間
；
紅
榴
白
蓮
，
羅
生
池
砌
；
大
抵
若
是
，
不
能
殫
記
。
每

一
獨
往
，
動
彌
旬
日
，
平
生
所
好
者
，
盡
在
其
中
，
不
惟
忘
歸
，
可
以
終
老
：
此
三
泰
也
。 

計
足
下
久
得
僕
書
，
必
加
憂
望
；
今
故
錄
三
泰
，
以
先
奉
報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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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、
遊
褒
禪
山
記                     

王
安
石  

襃
禪
山
亦
謂
之
華
山
，
唐
浮
圖
慧
襃
始
舍
於
其
址
，
而
卒
葬
之
，
以
故
其
後
名
之
曰
襃

禪
。
今
所
謂
慧
空
禪
院
者
，
襃
之
廬
冢
也
。
距
其
院
東
五
里
，
所
謂
華
陽
洞
者
，
以
其
在
華

山
之
陽
名
之
也
。
距
洞
百
餘
步
，
有
碑
仆
道
，
其
文
漫
滅
，
獨
其
為
文
猶
可
識
，
曰
「
花
山
」
。

今
言
「
華
」
如
「
華
實
」
之
「
華
」
者
，
蓋
音
謬
也
。
其
下
平
曠
，
有
泉
側
出
，
而
記
遊
者

甚
眾
，
所
謂
前
洞
也
。
由
山
以
上
五
六
里
，
有
穴
窈
然
，
入
之
甚
寒
，
問
其
深
，
則
其
好
遊

者
不
能
窮
也
，
謂
之
後
洞
。 

余
與
四
人
擁
火
以
入
，
入
之
愈
深
，
其
進
愈
難
，
而
其
見
愈
奇
。
有
怠
而
欲
出
者
，
曰
：

「
不
出
，
火
且
盡
。
」
遂
與
之
俱
出
。 

蓋
予
所
至
，
比
好
遊
者
尚
不
能
十
一
，
然
視
其
左
右
，
來
而
記
之
者
已
少
。
蓋
其
又
深
，

則
其
至
又
加
少
矣
。
方
是
時
，
予
之
力
尚
足
以
入
，
火
尚
足
以
明
也
。
既
其
出
，
則
或
咎
其

欲
出
者
，
而
予
亦
悔
其
隨
之
而
不
得
極
乎
遊
之
樂
也
。 

於
是
予
有
歎
焉
。
古
人
之
觀
於
天
地
、
山
川
、
草
木
、
蟲
魚
、
鳥
獸
，
往
往
有
得
，
以

其
求
思
之
深
而
無
不
在
也
。
夫
夷
以
近
，
則
遊
者
眾
；
險
以
遠
，
則
至
者
少
。
而
世
之
奇
偉

瑰
怪
非
常
之
觀
，
常
在
於
險
遠
，
而
人
之
所
罕
至
焉
，
故
非
有
志
者
不
能
至
也
。
有
志
矣
，

不
隨
以
止
也
，
然
力
不
足
者
，
亦
不
能
至
也
。
有
志
與
力
，
而
又
不
隨
以
怠
，
至
於
幽
暗
昏

惑
，
而
無
物
以
相
之
，
亦
不
能
至
也
。
然
力
足
以
至
焉
而
不
至
，
於
人
為
可
譏
，
而
在
己
為

有
悔
。
盡
吾
志
也
，
而
不
能
至
者
，
可
以
無
悔
矣
，
其
孰
能
譏
之
乎
？
此
予
之
所
得
也
。 

余
於
仆
碑
，
又
以
悲
夫
古
書
之
不
存
，
後
世
之
謬
其
傳
而
莫
能
名
者
，
何
可
勝
道
也
哉
？

此
所
以
學
者
不
可
以
不
深
思
而
慎
取
之
也
。 

四
人
者
：
廬
陵
蕭
君
圭
君
玉
，
長
樂
王
回
深
父
，
余
弟
安
國
平
父
、
安
上
純
父
。 

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