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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
子
忠
恕
一
貫
之
道
釋
義

︽
論
語‧

里
仁
篇
︾
說
：

子
曰
：
「
參
乎
！
吾
道
一
以
貫
之
。
」
曾
子
曰
：
「
唯
。
」
子
出
，
門
人
問
曰
：
「
何
謂
也
？
」
曾
子
曰
：

「
夫
子
之
道
，
忠
恕
而
巳
矣
。
」

清
陳
濬
︽
論
語
話
解
︾
說
：

曾
子
平
日
用
功
最
切
實
，
事
事
都
要
求
出
道
理
，
不
肯
絲
毫
放
過
。
功
夫
用
得
久
了
，
見
得
道
理
無
窮
無
盡
，

必
有
總
彙
所
在
，
只
是
信
不
及
。
有
一
日
，
孔
子
指
點
他
說
道
：
「
參
，
從
我
學
道
也
久
了
，
事
理
上
講
究
也
多

了
。
但
我
這
箇
道
，
用
處
有
千
萬
樣
，
不
是
零
碎
湊
成
的
。
」
曾
子
聽
孔
子
這
番
教
訓
，
正
打
在
心
坎
上
，
疑
團

盡
破
。
連
忙
答
應
道
：
「
唯
。
」
孔
子
見
他
心
裡
已
明
白
，
不
必
再
說
，
隨
即
出
門
去
了
。
那
些
門
人
在
旁
聽
了

不
懂
。
因
為
曾
子
道
：
「
夫
子
方
纔
說
的
一
貫
，
是
怎
麼
講
呢
？
」
曾
子
說
道
：
「
我
們
從
前
把
夫
子
底
道
看
得

太
高
了
，
所
以
不
懂
得
。
其
實
只
是
切
己
底
事
，
人
心
上
都
有
天
理
，
依
著
天
理
盡
自
己
實
心
作
去
，
這
叫
作
忠
。

又
將
自
己
底
心
推
到
別
人
的
心
，
把
人
己
看
成
一
樣
，
這
叫
作
恕
。
有
這
忠
恕
兩
字
，
天
下
事
再
沒
有
行
不
去
底
。

把
忠
恕
作
到
透
熟
，
那
一
貫
就
在
裡
面
了
。
我
們
要
學
夫
子
底
道
，
只
守
信
忠
恕
兩
字
，
便
是
不
錯
。
若
丟
開
忠

恕
，
另
外
去
求
一
貫
，
那
就
越
離
遠
了
。
」
這
是
以
前
翻
譯
的
語
體
文
，
我
用
來
說
明
，
似
頗
切
至
。

宋
朱
子
︽
論
語
集
註
︾
說
：

參
乎
者
，
呼
曾
子
之
名
而
告
之
貫
通
也
。
唯
者
，
應
之
速
而
無
疑
者
也
。
聖
人
之
心
，
渾
然
一
理
，
而
泛
應

孔子忠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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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
當
，
用
各
不
同
。
曾
子
於
其
用
處
，
蓋
已
隨
事
精
察
而
力
行
也
，
但
未
知
其
體
之
一
爾
。
夫
子
之
其
真
積
力
久
，

將
有
所
得
，
是
以
呼
而
告
之
，
曾
子
果
然
默
契
其
指
，
即
應
之
速
而
無
疑
也
。

盡
己
之
謂
忠
，
推
己
之
謂
恕
。
而
巳
矣
者
，
竭
盡
而
無
餘
之
辭
也
。
夫
子
之
一
理
渾
然
，
而
泛
應
曲
當
，
譬

則
天
地
之
至
誠
無
息
，
而
萬
物
各
得
其
所
也
。
自
此
以
外
，
固
無
餘
法
，
而
亦
無
待
於
推
矣
。
曾
子
有
見
於
此
而

難
言
之
，
故
借
學
者
盡
已
、
推
己
之
目
以
著
明
之
，
欲
人
之
易
曉
也
。
蓋
至
誠
無
息
者
，
道
之
體
也
。
萬
殊
之
所

以
一
本
也
。
萬
物
各
得
其
所
者
，
道
之
用
也
，
一
本
之
所
以
萬
殊
也
。
以
此
觀
之
，
一
以
貫
之
實
可
見
矣
。
故
曰

中
心
為
忠
，
如
心
為
恕
，
於
義
亦
通
。

程
子
曰
：
以
己
及
物
，
仁
也
。
推
己
及
物
，
恕
也
。
違
道
不
遠
是
也
。
忠
恕
一
以
貫
之
，
忠
者
天
道
，
恕
者

人
道
，
忠
者
無
妄
，
恕
者
所
以
行
乎
忠
也
。
忠
者
體
，
恕
者
用
，
大
本
達
道
也
。
此
與
違
道
不
遠
異
者
動
以
天
爾
。

又
曰
：
「
維
天
之
命
，
於
穆
不
巳
」
，
忠
也
。
「
乾
道
變
化
，
各
正
性
命
」
，
恕
也
。
又
曰
：
聖
人
教
人
，
各
因

其
才
。
「
吾
道
一
以
貫
之
」
，
為
曾
子
為
能
達
此
，
孔
子
所
以
告
知
也
。
曾
子
告
門
人
曰
：
「
夫
子
之
道
，
忠
恕

而
巳
矣
」
，
亦
猶
夫
子
之
告
曾
子
也
。
︽
中
庸
︾
所
謂
「
忠
恕
違
道
不
遠
」
，
斯
乃
下
學
上
達
之
義
。

朱
子
於
︽
集
註
︾
頗
發
已
極
深
切
，
而
與
︽
語
類
︾
尤
為
明
晰
，
可
以
參
看
。

︽
朱
子
語
類
︾
說
：

一
以
貫
之
，
猶
言
以
一
心
應
萬
事
。
忠
恕
是
一
貫
底
注
腳
。
一
是
忠
，
貫
是
恕
底
事
。

一
是
一
心
，
貫
是
萬
事
，
看
有
甚
事
來
，
聖
人
只
是
這
個
心
。

一
是
忠
，
貫
是
恕
。

	

忠
在
一
上
，
恕
者
貫
乎
萬
物
之
間
。
只
是
一
筒
一
，
分
者
便
各
有
一
筒
一
。
老
者
安
之
是
個
筒
一
，
少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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懷
之
亦
是
這
個
一
，
朋
友
信
之
亦
是
這
個
一
。
莫
非
忠
也
。
恕
則
自
忠
而
出
，
所
以
貫
之
者
也
。

忠
只
是
一
個
筒
真
實
自
家
心
下
道
理
，
真
是
見
得
事
事
物
物
接
於
吾
前
，
便
只
把
這
個
真
實
應
付
將
去
。
自

家
若
有
一
毫
虛
偽
，
事
物
之
來
要
去
措
置
他
，
便
都
不
實
，
便
都
不
合
道
理
。

凡
人
責
人
處
急
，
責
己
處
緩
。
愛
己
則
急
，
愛
人
則
緩
。
若
拽
轉
頭
來
，
便
自
道
理
流
行
。
因
問
：
施
諸
己

而
不
願
，
亦
勿
施
諸
人
，
此
只
是
恕
，
何
故
子
思
將
作
忠
恕
說
？
曰
忠
恕
兩
個
離
不
得
。
方
忠
時
未
見
得
恕
，
及

至
恕
時
，
忠
行
乎
其
間
。
施
諸
己
而
不
願
，
亦
勿
施
諸
人
，
非
忠
者
不
能
也
。
故
曰
無
忠
，
做
恕
不
出
來
。

︽
論
語
︾
這
一
章
非
常
重
要
，
所
以
自
來
理
學
家
多
有
說
明
，
於
是
牽
涉
甚
廣
，
意
旨
更
加
明
顯
，
使
我
們

瞭
解
到
孔
子
的
基
本
思
想
在
此
章
內
，
也
就
是
儒
家
的
基
本
思
想
也
在
此
章
內
。
約
而
言
之
，
計
有
兩
點
：

一
、
天
人
思
想

︽
論
語‧

公
冶
長
︾
說
：
「
子
貢
曰
：
﹃
夫
子
之
文
章
，
可
得
而
聞
也
。
夫
子
之
言
性
與
天
道
，
不
可
得

而
聞
也
。
﹄
」
朱
子
︽
集
註
︾
：
「
言
夫
子
之
文
章
，
日
見
於
外
，
固
學
者
所
共
聞
；
至
於
性
與
天
道
，
則
夫
子

罕
言
之
，
而
學
者
有
不
得
聞
者
。
蓋
聖
門
教
不
躐
等
，
子
貢
至
是
始
得
聞
之
而
歎
其
美
也
。
」
孔
子
於
性
與
天
道
，

不
過
少
說
，
並
非
不
說
。
有
時
並
不
明
言
，
而
性
與
天
道
，
含
意
在
內
。
所
以
顧
炎
武
︽
日
知
錄
︾
說
：
「
夫
子

之
教
人
，
文
行
忠
信
，
而
性
與
天
道
在
其
中
矣
。
故
曰
，
不
可
得
而
聞
。
」
程
子
曰
：
「
教
人
以
學
文
脩
行
而
存

忠
信
也
。
忠
信
本
也
。
」
︽
朱
子
語
錄
︾
說
：
「
問
：
曾
子
未
聞
一
貫
以
前
，
已
知
得
忠
恕
未
？
曰
：
他
只
是
見

聖
人
千
頭
萬
緒
都
好
，
不
知
都
是
這
一
心
做
來
，
及
聖
人
告
之
，
方
知
得
都
是
從
這
一
個
大
本
中
流
出
。
如
木
千

枝
萬
葉
都
好
，
都
是
這
根
上
生
氣
流
注
去
慣
也
。
問
：
枝
葉
便
是
恕
否
？
曰
：
枝
葉
不
是
恕
，
生
氣
流
注
貫
枝
葉

孔子忠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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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
是
恕
。
信
是
枝
葉
受
生
氣
底
，
恕
是
夾
界
半
路
來
往
底
。
信
是
定
底
，
就
那
地
頭
說
，
發
出
忠
底
心
，
便
是
信

底
言
。
」
此
條
以
忠
信
忠
恕
比
言
之
，
無
忠
便
無
信
，
猶
如
無
忠
即
無
恕
。
忠
信
恕
三
字
，
只
此
一
心
，
當
先
有

忠
，
乃
可
有
信
與
恕
。
天
賦
之
性
為
心
之
體
，
忠
由
心
出
，
忠
為
天
道
，
信
與
恕
再
由
忠
出
，
信
為
實
之
忠
，
恕

為
有
忠
之
恕
，
也
都
是
天
道
。
忠
是
天
性
與
天
的
代
名
詞
，
孔
子
不
明
言
，
所
以
顧
炎
武
說
：
「
性
與
天
道
在
其

中
矣
。
」
朱
子
論
理
氣
，
心
性
，
道
器
都
與
天
人
相
同
。
道
、
理
、
心
、
性
都
是
天
，
忠
也
是
天
。
程
子
說
：
「
忠
者
，

天
道
。
恕
者
，
人
道
」
。
「
吾
道
一
以
貫
之
」
，
朱
子
釋
一
為
心
，
實
則
一
心
者
天
心
也
。
道
為
天
道
，
理
為
天

理
，
實
際
上
都
是
天
道
。
自
來
理
學
家
講
的
天
理
，
認
為
是
義
理
的
天
，
簡
單
言
之
，
都
是
主
宰
之
天
。
︽
論
語‧

魏
靈
公
︾
說
：
「
子
曰
：
人
能
弘
道
，
非
道
弘
人
。
」
朱
子
︽
集
註
︾
說
：
「
弘
，
廓
而
大
之
也
。
人
外
無
道
，

道
外
無
人
。
然
人
心
有
覺
，
而
道
體
無
為
，
故
人
能
大
其
道
，
道
不
能
大
其
人
也
。
」
道
者
，
一
本
萬
殊
也
。
人

各
有
天
賦
之
道
，
萬
殊
一
本
也
。
道
體
無
為
，
人
能
大
天
賦
知
道
，
即
︽
中
庸
︾
所
謂
「
率
性
之
謂
道
」
也
。
所

以
程
子
引
︽
詩‧

周
頌
︾
說
：
「
﹃
維
天
之
命
，
於
穆
不
己
﹄
，
忠
也
。
」
又
引
︽
易‧

乾
卦
︾
說
：
「
﹃
乾

道
變
化
，
各
正
性
命
﹄
，
恕
也
。
」
天
命
無
窮
是
天
道
，
「
乾
道
變
化
」
是
人
道
。
在
︽
中
庸
︾
則
「
天
命
之
謂

性
」
是
天
道
，
「
率
性
之
謂
道
」
是
人
道
。
天
必
藉
人
而
起
作
用
，
所
以
說
：
「
人
能
弘
道
。
」
朱
子
論
天
下
與

論
理
氣
相
同
，
並
非
天
人
對
立
，
乃
一
體
兩
分
。
︽
朱
子
語
錄
︾
說
：
「
天
即
人
，
人
即
天
。
仁
之
始
生
，
得
於

天
也
。
既
生
此
人
，
則
天
又
在
人
矣
。
凡
語
言
動
作
視
聽
，
皆
天
也
。
只
今
說
話
，
天
便
在
這
裡
。
」
天
藉
人
而

弘
其
道
，
人
亦
與
天
合
而
有
為
。
︽
易‧

乾
卦
︾
說
：
「
大
人
者
，
與
天
地
合
其
德
，
與
日
月
合
其
明
，
與
四

時
合
其
序
。
…
…
」
無
非
說
，
大
人
也
就
是
聖
人
，
能
去
私
欲
，
乃
於
天
合
一
而
行
事
。
︽
中
庸
︾
說
：
「
誠
者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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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之
道
也
。
誠
之
者
，
人
之
道
也
」
。
真
實
無
妄
之
為
誠
，
忠
者
無
妄
，
所
以
誠
與
忠
都
是
天
道
，
都
能
無
私
。

︽
朱
子
語
錄‧

子
貢
問
有
一
言
可
以
終
身
行
之
章
︾
說
：
「
問
：
孔
子
言
恕
必
兼
忠
，
如
何
？
此
只
言
恕
？
曰
：

不
得
忠
時
不
成
恕
，
這
恕
時
忠
在
裡
面
了
。
」
孔
子
言
恕
必
言
忠
，
就
是
天
人
合
一
方
成
用
，
︽
論
語
︾
說
：
「
子

貢
問
曰
：
有
一
言
而
可
終
身
行
之
者
乎
？
子
曰
：
其
恕
乎
，
已
所
不
欲
，
勿
施
於
人
。
」
天
人
合
一
方
能
有
為
，

如
何
合
一
，
誠
實
無
妄
可
以
合
一
，
所
以
︽
中
庸
︾
說
：
「
誠
者
，
天
之
道
也
。
」
人
道
學
天
之
誠
，
此
即
人
去

私
而
合
天
。
因
此
吾
道
一
以
貫
之
章
天
思
想
非
常
明
晰
，
教
人
為
學
之
方
也
。
這
是
孔
子
的
基
本
思
想
，
也
是
儒

家
的
基
本
思
想
。

二
、
仁
愛
思
想

孔
子
的
中
心
思
想
是
天
的
信
念
。
天
是
真
實
無
妄
，
至
善
而
公
平
無
私
。
天
道
是
體
，
仁
道
是
用
。
仁
是
天

之
用
，
所
以
政
治
、
宗
教
、
禮
制
，
一
切
法
則
，
都
以
人
為
原
則
。
是
孔
子
在
︽
論
語
︾
中
回
答
門
弟
子
問
仁
因

人
而
異
，
因
地
而
殊
，
即
同
一
人
而
前
後
所
答
不
同
，
為
的
範
圍
廣
博
，
任
何
方
面
及
任
何
問
題
，
皆
可
與
仁
有

關
。
孔
子
說
：
「
吾
道
一
以
貫
之
。
」
一
者
天
也
，
一
者
仁
也
。
分
而
言
之
，
忠
恕
以
貫
之
，
忠
恕
皆
天
也
。
孔

子
說
：
「
仁
者
愛
人
」
及
「
樊
遲
問
仁
？
子
曰
：
愛
人
。
」
愛
是
仁
的
能
。
後
世
仁
愛
並
稱
，
所
以
吾
們
稱
為
仁

愛
思
想
。
孔
子
對
全
德
之
完
人
又
聖
人
，
完
全
的
道
德
為
仁
，
最
佳
的
德
行
為
孝
。
︽
釋
名
︾
說
：
「
孝
，
好
也
，

愛
好
父
母
，
如
所
悅
好
也
。
」
孝
作
愛
解
。
︽
論
衡‧
問
孔
︾
說
：
「
忠
猶
愛
也
。
」
︽
說
文
︾
說
：
「
忠
，
仁
也
。
」

忠
，
恕
，
孝
皆
可
以
作
仁
愛
講
。
萬
物
一
體
，
無
所
不
愛
，
仁
道
可
推
之
極
點
，
所
以
仁
愛
思
想
是
孔
子
及
儒
家

的
基
本
思
想
。

孔子忠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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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結
論

儒
家
的
道
是
宇
宙
的
法
則
，
道
家
的
道
為
宇
宙
的
本
體
。
北
宋
周
濂
溪
以
宇
宙
根
源
為
太
極
，
如
儒
家
天
人

體
用
之
倫
。
再
採
︽
易‧

繫
辭
︾
太
極
生
兩
儀
而
有
陰
陽
兩
氣
，
再
仿
︽
老
子
︾
一
生
二
，
二
生
三
，
三
生
萬
物
，

於
是
由
陰
陽
兩
氣
而
分
水
木
金
火
土
，
然
後
由
男
女
兩
性
而
生
萬
物
，
人
為
萬
物
之
靈
，
人
極
立
焉
。
用
︽
乾
卦
︾

天
地
合
德
之
說
，
說
明
天
人
合
一
之
道
。
這
是
周
濂
溪
的
︽
太
極
圖
說
︾
。
此
圖
襲
自
道
家
，
自
上
而
下
，
雜
糅

道
儒
，
混
︽
老
子
︾
、
︽
易
經
︾
及
五
行
說
為
一
，
由
本
體
方
面
一
轉
而
達
於
心
情
和
倫
理
。
此
圖
可
稱
縱
的
天

人
合
一
學
說
，
合
本
體
論
與
倫
理
說
為
一
，
從
此
中
國
哲
學
牽
涉
到
：
倫
理
、
宇
宙
論
與
人
生
論
混
合
不
分
。
孔

子
的
仁
道
，
在
北
宋
時
有
張
載
，
他
的
倫
理
觀
，
也
是
由
本
體
觀
演
繹
出
來
，
「
天
無
不
覆
，
地
無
不
載
」
。
萬

物
與
我
一
體
，
合
其
德
於
天
地
，
則
自
然
合
其
理
。
這
是
他
人
生
觀
的
大
綱
。
周
濂
溪
用
無
數
太
極
的
理
，
綜
合

儒
道
的
思
想
，
組
織
一
大
宇
宙
觀
，
就
是
︽
太
極
圖
說
︾
。
張
載
的
︽
西
銘
︾
，
也
是
用
其
本
體
觀
，
仁
道
，
綜

合
古
來
儒
家
的
倫
理
觀
組
織
一
大
系
統
，
就
是
︽
西
銘
︾
。
我
稱
之
為
橫
的
天
人
合
一
說
。
張
載
澈
去
吾
人
生
觀

的
差
別
觀
，
當
和
宇
宙
本
體
，
至
誠
知
道
結
合
，
能
此
者
即
是
聖
人
，
其
能
與
︽
中
庸
︾
相
同
。
萬
物
一
體
，
人

或
物
都
可
與
至
誠
之
道
，
「
誠
者
，
天
之
道
也
」
，
也
就
是
與
天
結
合
，
我
稱
為
橫
的
天
人
合
一
說
。
仁
道
的
擴

展
宋
儒
於
此
非
常
重
視
。
程
明
道
識
仁
說
：
「
學
者
須
先
識
仁
，
仁
者
渾
然
與
物
同
體
，
義
禮
知
信
皆
仁
也
。
」

︽
朱
子
語
錄
︾
說
：
「
天
地
萬
物
與
我
一
體
，
固
所
以
無
不
愛
。
」
張
載
的
︽
西
銘
︾
是
說
明
萬
物
一
體
，
天
地
，

若
父
母
，
萬
言
萬
物
，
實
觀
仁
道
。
因
此
我
用
周
濂
溪
的
︽
太
極
圖
說
︾
來
說
明
孔
子
天
人
思
想
受
道
家
影
響
而

成
大
宇
宙
觀
的
︽
太
極
圖
說
︾
，
用
張
載
的
︽
西
銘
︾
來
說
明
孔
子
的
仁
愛
思
想
，
益
他
的
太
虛
一
元
氣
的
本
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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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。
連
同
儒
家
的
倫
理
觀
，
擴
大
仁
道
。
目
的
都
要
實
現
天
人
合
一
。
然
而
離
「
吾
道
一
以
貫
之
」
「
忠
恕
而
已

矣
」
遠
矣
。
最
後
此
章
簡
而
言
之
，
仁
是
愛
，
積
極
的
愛
是
忠
，
就
是
「
已
欲
立
而
立
人
，
已
欲
達
而
達
人
」
。

消
極
的
愛
是
恕
，
就
是
「
己
所
不
欲
，
勿
施
於
人
」
。
遵
此
而
行
，
就
是
孔
子
所
謂
「
吾
道
一
以
貫
之
」
，
也
是

孟
子
所
謂
盡
興
知
天
。

孔子忠恕
一貫之道釋義

訴
信我

蒙
天
主
聖
寵
領
洗
已
有
五
年
了
。
在
這
五
年
中
有
許
多
朋
友
，
向
我
探
詢
：
「
為
什
麼
信
天
主
教
？
」
我

為
答
覆
這
些
朋
友
，
故
以
我
這
一
知
半
解
，
仰
託
天
主
的
庇
佑
，
寫
了
幾
篇
文
章
，
譯
了
幾
段
經
文
，
來
訴
說
我

的
信
仰
，
簡
括
一
句
話
，
我
是
因
為
明
白
了
這
一
點
道
理
，
所
以
信
仰
公
教
的
。
現
在
我
要
具
體
說
明
的
，
尚
有

兩
點
：

一
、
生
活
中
的
體
會

我
生
於
浙
江
海
寧
縣
的
硤
石
鎮
。
離
硤
石
約
有
五
里
之
遙
的
一
個
村
，
名
為
車
輻
浜
，
是
明
末
清
初
以
來
，

天
主
教
神
父
從
澳
門
經
由
海
道
而
來
傳
教
的
一
個
地
方—

海
寧
是
浙
江
錢
塘
江
口
濱
海
的
一
縣
。
我
在
五
歲
時
，

隨
同
先
母
去
過
一
次
，
至
今
尚
依
稀
記
得
。
在
這
個
村
裡
，
天
主
教
會
建
築
有
宏
偉
的
教
堂
、
修
院
、
醫
院
、
育

嬰
堂
、
養
老
院
等
，
江
南
除
徐
家
滙
外
，
恐
以
此
為
最
早
的
傳
教
區
。
這
是
我
第
一
次
接
觸
聖
教
會
，
給
我
一
個

深
刻
的
印
象
，
覺
得
幽
靜
明
潔
，
與
我
們
所
居
的
鄉
鎮
，
大
不
相
同
。
我
於
一
九
三○

年
赴
德
留
學
，
在
歐
洲
看

了
許
多
有
名
的
教
堂
，
增
加
了
歷
史
的
認
識
及
藝
術
的
欣
賞
。
從
藝
術
方
面
看
，
則
教
堂
是
集
繪
畫
及
雕
刻
大
成
，

完
美
地
表
現
在
教
堂
的
建
築
，
教
堂
是
西
洋
藝
術
的
代
表
作
品
。
西
洋
藝
術
作
品
的
題
材
也
往
往
採
用
希
臘
的
神

話
及
聖
經
的
故
事
，
使
我
們
知
道
西
洋
文
化
是
建
基
於
希
臘
文
化
與
天
主
教
會
之
上
的
。
從
歷
史
方
面
看
，
則
中

世
紀
是
天
主
教
的
世
紀
，
她
保
存
了
希
臘
與
羅
馬
的
文
化
，
融
會
貫
通
了
希
臘
與
羅
馬
的
文
化
；
她
又
孕
育
了
近

世
紀
文
化
，
承
上
啟
下
，
產
生
了
近
世
紀
的
西
洋
文
化
，
所
以
要
了
解
西
洋
文
化
，
非
了
解
西
洋
文
化
的
背
景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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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主
教
不
可
，
我
在
歐
洲
觀
察
的
結
果
，
引
起
了
我
對
天
主
教
會
的
注
意
。
回
國
後
，
我
因
建
築
中
央
圖
書
館
館

廈
，
向
天
主
教
商
洽
一
塊
屬
於
教
會
的
基
地
，
因
而
認
識
了
于
斌
總
主
教
，
更
因
而
認
識
了
天
主
教
會
的
組
織
與

制
度
。
我
是
一
個
中
國
人
，
當
然
葆
愛
我
們
國
史
上
大
一
統
的
觀
念
及
儒
家
修
齊
治
平
之
道
。
但
曠
觀
全
世
界
，

真
能
作
到
「
大
道
之
行
也
，
天
下
為
公
。
」
及
歷
史
的
悠
久
，
組
織
的
完
整
統
一
，
除
了
羅
馬
公
教
會
，
再
無
其

他
組
織
，
因
為
它
是
自
吾
主
耶
穌
創
立
以
來
，
兩
千
年
來
，
歷
久
彌
新
的
。
因
為
天
主
教
歷
史
之
久
，
所
以
保
存

了
舊
的
傳
統
，
舊
的
制
度
，
其
儀
式
的
文
節
之
美
，
與
中
國
的
禮
樂
，
彷
彿
相
同
，
聲
容
之
盛
，
與
宮
室
之
富
，

相
互
配
合
，
真
是
黼
黻
文
章
，
滿
足
了
我
精
神
上
的
快
感
。
我
們
知
道
，
公
教
的
儀
式
，
雖
有
藝
術
的
成
分
，
但

並
不
是
藝
術
，
它
雖
能
聖
善
地
滿
足
人
的
感
覺
性
，
然
而
它
並
不
是
玩
藝
及
戲
劇
。
公
教
的
儀
式
是
信
徒
對
於
自

己
的
主
宰
應
當
表
示
的
一
種
欽
崇
的
敬
禮
，
發
抒
其
向
天
主
的
愛
慕
，
朝
拜
感
謝
、
祈
求
，
以
及
其
他
基
本
善
情
。

而
基
督
也
藉
著
彌
撒
，
與
我
們
一
起
祈
禱
，
一
起
祭
獻
，
這
是
天
人
合
一
的
有
形
之
方
法
。
儀
式
是
崇
敬
的
方
法
，

所
重
在
誠
。
誠
者
，
實
也
，
信
也
。
誠
要
真
誠
，
信
要
誠
信
。
〈
聖
雅
各
伯
書
〉
說
：
「
然
務
必
求
之
以
信
，
莫

存
絲
毫
狐
疑
。
狐
疑
之
人
，
如
海
上
波
濤
，
因
風
而
起
，
隨
風
而
轉
，
漫
無
定
止
；
若
是
之
人
，
莫
望
有
所
受
於

主
也
。
」
︽
論
語‧

八
佾
︾
說
：
「
人
而
不
仁
，
如
禮
何
？
人
而
不
仁
，
如
樂
何
？
」
完
全
一
樣
。
求
不
以
信
，

求
何
能
得
。
「
人
而
不
仁
，
」
就
是
忘
禮
樂
之
道
，
不
誠
無
物
，
禮
樂
徒
為
其
膚
廓
之
儀
式
，
這
種
禮
樂
就
不
成

其
為
禮
樂
。
如
果
真
要
誠
了
，
則
︽
漢
書‧

郊
祀
志
︾
說
：
「
民
之
精
爽
不
貳
，
齊
肅
聰
明
者
，
神
或
降
之
。
」

所
以
︽
論
語‧

八
佾
︾
又
說
：
「
祭
如
在
，
祭
神
如
神
在
。
」
祭
祀
時
，
必
須
必
誠
必
敬
，
就
像
神
明
在
上
一
般
，

這
才
是
誠
信
的
表
現
。

訴信

︽
中
庸
︾
說
：

子
曰
：
鬼
神
之
為
德
，
其
盛
矣
乎
！
視
之
而
弗
見
，
聽
之
而
弗
聞
，
體
物
而
不
可
遺
。
使
天
下
之
人
，
齊
明

盛
服
，
以
承
祭
祀
，
洋
洋
乎
如
在
其
上
，
如
在
其
左
右
。
詩
曰
：
「
神
之
格
思
，
不
可
度
思
，
矧
可
射
思
。
」

夫
微
之
顯
，
誠
之
不
可
揜
，
如
此
夫
！

︽
中
庸
︾
此
章
，
對
於
神
的
存
在
，
說
得
最
為
透
澈
，
視
之
弗
見
，
聽
之
弗
聞
。
體
照
漢
注
，
作
生
解
，
生

百
物
而
無
所
遺
。
使
人
齊
明
盛
服
，
以
承
祭
祀
，
如
在
其
上
，
如
在
其
左
右
。
這
種
感
覺
，
如
在
舉
行
彌
撒
時
，

就
可
以
感
覺
到
。
天
主
無
所
不
在
，
豈
可
厭
倦
，
天
主
全
知
全
能
，
無
微
不
顯
，
豈
能
隱
瞞
遮
掩
，
其
靈
如
此
，

豈
能
令
人
不
信
。

︽
中
庸
︾
說
：

誠
者
，
天
之
道
也
。
誠
之
者
，
人
之
道
也
。

真
實
無
妄
之
謂
誠
，
天
道
是
真
實
無
妄
的
。
人
道
是
求
真
實
無
妄
之
誠
。
人
而
能
誠
，
天
人
即
可
合
一
。

〈
聖
若
望
一
書
〉
說
：

天
主
便
是
光
明
，
無
絲
毫
暗
昧
存
乎
其
中
。
…
…
吾
人
能
實
踐
光
明
之
道
，
有
如
天
主
之
光
明
者
，
則
吾
人

實
已
彼
此
神
交
心
契
。

︽
中
庸
︾
說
：

誠
則
明
矣
，
明
則
誠
矣
。

我
從
生
活
中
體
會
到
有
「
洋
洋
乎
如
在
其
上
，
如
在
其
左
右
」
的
天
主
﹗
我
一
生
的
遭
遇
，
都
在
天
主
聖
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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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
育
之
中
，
我
的
榮
譽
歡
樂
，
固
是
天
主
的
賞
賜
，
就
是
我
所
感
受
的
痛
苦
，
未
嘗
不
是
天
主
的
懲
戒
，
要
成
全

我
這
腐
朽
不
才
之
人
。
我
又
體
會
到
聖
葆
樂
所
致
〈
格
林
多
人
後
書
〉
說
：
「
爾
曹
詎
不
自
知
基
督
實
於
爾
心
中

乎
？
」
天
主
居
我
心
中
。
因
此
我
深
深
體
會
到
朱
子
所
不
能
明
悉
以
言
的
「
慎
獨
」
在
天
主
教
教
義
中
得
到
了
解
，

豁
然
明
朗
，
使
我
思
言
行
動
，
不
敢
不
敬
，
不
敢
不
慎
。
然
而
三
仇
為
害
，
自
訟
改
過
，
每
有
不
逮
，
實
有
賴
於

天
主
教
的
告
解
，
然
後
心
安
理
得
。
因
為
我
有
天
主
及
天
主
居
我
心
中
的
體
會
，
所
以
不
敢
不
信
，
並
且
相
信
天

主
在
一
切
之
內
，
中
國
的
文
化
，
西
洋
的
文
化
，
真
理
惟
一
，
沒
有
不
同
源
的
。

二
、
思
想
上
的
了
解

中
國
有
五
千
年
的
文
化
，
世
界
公
認
是
獨
立
自
發
的
文
化
，
且
自
漢
武
帝
表
彰
儒
術
以
來
，
百
家
皆
所
屏

斥
，
兩
千
年
來
，
可
以
說
是
儒
家
獨
尊
的
天
下
。
但
是
仔
細
研
究
，
實
又
不
然
。

︽
漢
書‧

元
帝
紀
︾
說
：

︽
論
語‧

泰
伯
︾
說
：

宣
帝
即
位
，
八
歲
，
立
為
太
子
，
壯
大
，
柔
仁
好
儒
，
見
宣
帝
所
用
多
文
法
吏
，
以
刑
名
繩
下
，
大
臣
楊
惲
，

蓋
寬
饒
等
坐
刺
譏
辭
語
，
為
罪
而
誅
。
嘗
侍
燕
從
容
言
：
「
陛
下
持
刑
太
深
，
宜
用
儒
生
。
」
宣
帝
作
色
曰
：

「
漢
家
自
有
制
度
，
本
以
霸
王
道
雜
之
，
奈
何
純
任
德
教
，
用
周
政
乎
？
且
俗
儒
不
達
時
宜
，
好
是
古
非
今
，

使
人
眩
於
名
實
，
不
知
所
守
，
何
足
委
任
。
」
迺
嘆
曰
：
「
亂
我
家
者
，
太
子
也
。
」

漢
武
帝
表
彰
儒
術
，
宣
帝
即
說
：
「
漢
家
自
有
制
度
，
」
足
見
漢
代
並
不
全
用
儒
術
，
在
實
際
上
，
漢
代
是

黃
老
盛
行
，
道
家
的
影
響
，
遠
勝
儒
家
，
習
儒
術
的
如
博
士
等
，
僅
傳
經
籍
的
訓
詁
，
其
餘
學
者
大
多
為
獵
官
博

訴信

祿
之
用
，
並
不
能
傳
述
儒
家
的
精
神
。
漢
代
建
議
崇
儒
的
是
董
仲
舒
，
他
的
學
說
，
以
天
為
基
礎
，
天
為
萬
物
之

本
，
人
與
物
皆
有
天
而
生
，
天
是
有
人
格
，
（
我
們
說
天
是
有
人
格
的
，
人
格
一
字
乃
英
文
之P

erson

，
凡
能

明
理
者
，
皆
有
此P

erson

，
其
意
義
為
完
整
、
獨
立
、
自
主
之
有
靈
體
，
並
非
專
指
人
，
因
神
有
神
格
而
無
人

格
，
稱
人
格
者
乃
從
俗
也
）
有
意
志
的
天
帝
，
這
是
他
的
了
不
得
處
，
但
是
他
受
鄒
衍
的
影
響
，
牽
於
陰
陽
五
行
，

天
帝
為
五
，
走
入
迷
信
之
途
。
漢
代
還
有
一
個
思
想
家
是
王
充
，
他
私
淑
黃
老
，
所
以
說
：
「
說
合
於
人
事
，
不

入
於
道
意
，
從
道
不
隨
事
，
雖
違
儒
家
之
說
，
合
黃
老
之
義
也
。
」
王
充
開
魏
晉
的
思
想
。
魏
晉
士
大
夫
競
尚
清

談
，
以
道
家
老
莊
的
眼
光
，
讀
儒
家
的
經
籍
，
下
迄
楊
隋
，
天
下
從
風
，
所
以
著
重
性
情
，
看
輕
才
業
，
遭
受
外

禍
，
無
法
抵
抗
，
不
是
偶
然
的
。
由
老
莊
之
自
然
，
轉
而
為
佛
教
之
寂
滅
，
唐
代
的
思
想
界
，
重
心
乃
在
佛
教
。

傳
儒
術
的
，
唐
初
有
孔
穎
達
等
︽
五
經
正
義
︾
之
撰
，
殊
不
破
注
，
悉
遵
漢
注
家
法
，
在
思
想
方
面
沒
有
多
大
影

響
。
中
唐
以
後
，
經
學
家
如
啖
助
及
趙
匡
，
在
漢
人
注
重
訓
詁
名
物
以
解
經
，
宋
人
專
講
義
理
以
解
經
的
中
間
，

做
了
一
點
承
先
啟
後
的
功
夫
，
即
一
面
推
翻
從
前
沿
襲
的
講
法
，
一
面
開
發
後
來
獨
斷
的
見
解
。
自
漢
迄
唐
是
儒

道
的
調
和
時
期
，
自
唐
迄
宋
是
儒
佛
的
調
和
時
期
。
開
宋
學
的
路
子
是
李
翱
的
︽
復
性
書
︾
，
是
性
二
元
論
，
是

朱
熹
理
氣
二
元
的
淵
源
，
而
骨
子
裡
是
佛
學
的
思
想
，
宋
學
即
由
此
開
山
。
宋
五
子
的
理
學
，
後
人
說
他
們
是
陽

儒
陰
釋
，
也
因
為
他
們
都
受
了
佛
教
的
影
響
。
宋
五
子
的
第
一
人
是
周
濂
溪
，
他
的
︽
太
極
圖
說
︾
，
是
宋
代
了

不
得
的
宇
宙
論
，
朱
熹
特
為
注
釋
，
推
謂
得
千
聖
不
傳
之
祕
，
孔
子
後
一
人
而
已
。
陸
象
山
疑
為
老
氏
之
言
，
考

其
實
則
確
從
陳
搏
種
放
而
來
，
是
道
教
的
東
西
，
所
以
宋
學
的
成
分
，
一
面
是
釋
，
一
面
是
老
，
儒
家
不
過
是
其

表
面
，
是
成
分
之
一
。
陸
象
山
的
發
明
本
心
及
明
代
王
陽
明
的
致
良
知
都
說
是
得
儒
家
的
嫡
傳
，
求
其
實
則
都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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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教
「
明
心
見
性
」
的
嫌
疑
。
因
此
我
以
為
吾
國
百
世
不
祧
的
儒
家
，
從
思
想
方
面
簡
略
言
之
，
根
本
並
不
純
粹
，

中
國
人
是
穿
儒
家
的
衣
冠
，
作
道
釋
的
思
想
，
用
法
家
的
方
法
。
秦
始
皇
用
李
斯
行
統
一
思
想
的
政
策
，
李
斯
是

荀
卿
之
徒
，
由
儒
而
法
，
在
表
面
上
也
還
是
以
儒
家
為
正
統
思
想
。
顧
炎
武
︽
日
知
錄
︾
說
：
「
然
則
秦
之
任
刑

雖
過
，
而
其
坊
民
正
俗
之
意
，
固
未
始
異
於
三
王
也
。
」
自
來
言
事
功
的
，
如
諸
葛
亮
、
王
安
石
、
張
居
正
等
皆

標
榜
儒
家
，
然
其
任
法
，
未
嘗
不
用
申
商
，
儒
家
用
世
，
大
多
參
用
法
家
，
這
就
是
漢
宣
帝
的
漢
家
制
度
，
以
「
霸

王
道
雜
之
」
的
辦
法
。
從
中
國
思
想
史
看
，
中
國
兩
千
年
來
的
思
想
，
與
漢
代
的
表
彰
儒
術
，
大
體
相
同
，
兩
漢

魏
晉
需
要
道
，
南
北
朝
及
隋
唐
需
佛
，
宋
代
正
面
崇
儒
，
反
面
用
佛
老
。
儒
家
是
中
國
的
正
統
思
想
，
這
是
不
差

的
，
但
中
國
人
又
另
有
其
道
，
即
如
上
面
所
述
，
歷
代
皆
以
儒
為
表
，
另
有
為
之
裡
者
。
再
考
之
︽
周
禮
︾
，
則

師
儒
並
稱
，
儒
外
有
師
。

︽
周
禮
︾
說
：

以
九
兩
繫
邦
國
之
民
…
…
三
曰
師
，
以
賢
得
民
；
四
曰
儒
，
以
道
得
民
。
鄭
玄
注
：
「
師
，
諸
侯
師
氏
，
有

德
行
以
教
民
者
。
儒
，
諸
侯
保
氏
，
有
六
藝
以
教
民
者
。
」

阮
元
︽
國
史
儒
林
傳‧

序
︾
說
：

昔
周
公
制
禮
，
太
宰
九
兩
繫
邦
國
，
三
曰
師
，
四
曰
儒
。
復
於
司
徒
本
俗
聯
以
師
儒
，
師
以
德
行
教
民
，
儒

以
六
藝
教
民
，
分
合
同
異
，
周
初
已
然
矣
。
數
百
年
後
，
周
禮
在
魯
，
儒
術
為
盛
。
孔
子
以
王
法
作
述
，
道

與
藝
合
，
兼
備
師
儒
。
顏
曾
所
傳
，
以
道
兼
藝
；
游
夏
之
徒
，
以
藝
兼
道
。
定
哀
之
間
，
儒
術
極
醇
，
無
少

差
繆
者
，
此
也
。
荀
卿
著
論
，
儒
術
已
乖
，
然
六
經
傳
說
，
各
有
師
授
，
秦
棄
儒
籍
，
入
漢
復
興
，
雖
黃
老

刑
名
，
猶
復
淆
雜
，
迨
孝
武
盡
黜
百
家
，
公
卿
大
夫
士
吏
，
彬
彬
多
文
學
矣
。
東
漢
以
後
，
學
徒
數
萬
，
章

訴信

句
漸
疏
，
高
名
善
士
，
半
入
黨
流
，
迄
乎
魏
晉
，
儒
風
蓋
已
衰
矣
。
司
馬
班
范
，
皆
以
儒
林
立
傳
，
敘
述
經

師
家
法
，
授
受
秩
然
，
雖
於
周
禮
師
教
，
未
盡
克
兼
，
然
名
儒
大
臣
，
匡
時
植
教
，
祖
述
經
說
，
文
飾
章
疏
，

皆
與
儒
林
傳
相
出
入
，
是
以
朝
秉
綱
常
，
士
敦
名
節
，
拯
衰
銷
逆
，
多
歷
年
所
，
則
周
魯
儒
學
之
效
也
。
兩

晉
玄
學
盛
興
，
儒
道
衰
弱
，
南
北
割
據
，
傳
授
漸
殊
，
北
魏
蕭
梁
，
義
疏
甚
密
，
北
學
守
舊
而
疑
新
，
南
學

喜
新
而
得
偽
，
至
隋
唐
五
經
正
義
成
，
而
儒
學
鮮
以
專
家
古
學
相
授
受
焉
。
宋
初
名
臣
，
皆
敦
道
誼
，
濂
洛

以
後
，
遂
啟
紫
陽
，
闡
發
心
性
，
分
析
道
理
，
孔
孟
學
行
，
不
明
著
於
天
下
哉
。
宋
史
以
道
學
儒
林
分
為
二

傳
，
不
知
此
即
周
禮
師
儒
之
異
，
後
人
創
分
而
闇
合
周
道
也
。
元
明
之
間
，
守
先
啟
後
，
在
於
金
華
，
洎
乎

河
東
姚
江
，
門
戶
分
歧
，
遞
興
遞
滅
，
然
終
不
出
朱
陸
而
已
。
終
明
之
世
，
學
案
百
出
，
而
經
訓
家
法
，
寂

然
無
聞
，
揆
之
周
禮
，
有
師
無
儒
，
空
疏
甚
矣
。
然
其
間
臺
閣
風
厲
，
持
正
扶
危
，
學
士
名
流
，
知
能
激
發
；

雖
多
私
議
，
或
傷
國
體
，
然
其
正
道
，
實
拯
世
心
。
是
故
兩
漢
名
教
，
得
儒
經
之
功
；
宋
明
講
學
，
得
師
道

之
益
，
皆
於
周
孔
之
道
，
得
其
分
合
，
未
可
偏
譏
而
互
誚
也
。

阮
元
對
於
師
儒
的
演
變
分
合
，
敘
述
甚
詳
，
總
之
師
以
傳
道
，
儒
以
授
業
；
故
俞
樾
說
：
「
師
者
，
其
人
有

賢
德
者
也
；
儒
者
，
其
人
有
技
術
者
也
。
」
阮
元
雖
認
師
儒
分
途
，
然
孔
子
兼
備
師
儒
，
顏
曾
游
夏
，
始
有
所
偏

重
而
分
歧
，
這
是
純
從
儒
家
的
看
法
，
︽
隋
書‧

經
籍
志
︾
的
議
論
就
不
然
了
，
隋
志
道
家
類
說
：

道
者
，
蓋
為
萬
物
之
奧
，
聖
人
之
至
賾
也
。
易
曰
：
「
一
陰
一
陽
之
謂
道
。
」
又
曰
：
「
仁
者
見
之
，
謂
之

仁
；
智
者
見
之
，
謂
之
智
。
百
姓
日
用
而
不
知
。
」
夫
陰
陽
者
，
天
地
之
謂
也
，
天
地
變
化
，
萬
物
蠢
生
，

則
有
經
營
之
迹
。
至
於
道
者
，
精
微
淳
粹
，
而
莫
知
其
體
，
處
陰
與
陰
為
一
，
在
陽
與
陽
不
二
。
仁
者
資
道

以
成
仁
，
道
非
仁
之
謂
也
。
智
者
資
道
以
為
智
，
道
非
智
之
謂
也
，
百
姓
資
道
而
日
用
，
而
不
知
其
用
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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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
人
體
道
成
性
，
清
虛
自
守
，
為
而
不
恃
，
長
而
不
宰
，
故
能
不
勞
，
聰
明
而
人
自
化
；
不
假
修
營
而
功
自

成
。
其
玄
德
深
遠
，
言
象
不
測
，
先
王
懼
人
之
惑
，
置
於
方
外
，
六
經
之
義
，
是
所
罕
言
。
周
官
九
兩
，
其

三
曰
師
，
蓋
近
之
矣
。

隋
唐
猶
為
老
氏
之
學
昌
盛
之
世
，
故
以
︽
周
禮
︾
九
兩
之
師
比
道
，
儒
以
表
儒
，
六
經
為
儒
家
之
說
，
師
說

不
著
，
為
以
德
教
，
這
是
儒
道
並
尊
而
又
分
殊
之
說
，
道
家
是
否
是
︽
周
禮
︾
的
師
氏
，
當
然
是
問
題
，
然
儒
家

以
六
藝
教
民
，
六
藝
是
技
術
，
所
以
說
文
人
部
：
「
儒
，
柔
也
，
術
士
之
稱
。
」
我
們
用
現
代
語
來
解
說
，
儒
是

以
知
識
教
民
，
這
與
歐
美
學
校
的
教
育
，
重
在
知
識
的
教
育
相
同
。
人
民
道
德
的
教
育
是
教
會
所
負
的
責
任
。
歐

美
學
校
的
教
師
實
是
儒
，
教
會
的
神
父
實
是
師
。
師
儒
之
分
，
古
今
中
外
，
皆
所
相
同
。
阮
元
以
為
宋
史
道
學
儒

林
分
傳
，
即
為
師
儒
之
分
；
︽
隋
書‧

經
籍
志
︾
則
以
道
儒
之
別
，
即
為
師
儒
之
別
；
故
吾
人
今
日
如
以
儒
家

學
說
為
儒
說
，
而
以
公
教
教
義
為
師
說
，
亦
未
嘗
不
可
。
孔
子
固
然
萬
世
師
表
，
儒
者
所
宗
，
但
刪
訂
六
經
，
實

以
言
教
，
這
是
以
六
藝
教
民
，
耶
穌
是
聖
子
，
是
聖
言
，
是
天
主
，
自
傳
道
以
至
釘
十
字
架
為
民
贖
罪
，
以
其
行

教
，
這
是
以
德
教
民
。
孔
子
說
：
「
巍
巍
乎
唯
天
為
大
。
」
又
說
：
「
下
學
而
上
達
，
知
我
者
其
天
乎
」
？
孔
子

信
天
之
篤
，
可
以
概
見
。
然
而
子
貢
說
：
「
夫
子
之
文
章
，
可
得
而
聞
也
。
夫
子
之
言
性
與
天
道
，
不
可
得
而
聞

也
」
。
因
為
孔
子
知
天
而
不
說
，
故
孔
子
是
體
兼
師
儒
，
而
門
弟
子
則
因
不
聞
天
道
而
專
稱
為
儒
了
。
︽
論
語‧

公
冶
長
︾
說
：
子
貢
問
曰
：
「
賜
也
何
如
？
」
子
曰
：
「
女
器
也
。
」
曰
：
「
何
器
也
？
」
曰
：
「
瑚
璉
也
。
」

︽
易
傳
︾
說
：
「
形
而
上
者
謂
之
道
，
行
而
下
者
謂
之
器
。
」
器
是
形
器
，
這
是
局
部
的
知
識
，
孔
子
稱
子
貢
是

器
，
就
是
一
種
技
術
專
材
，
這
可
為
子
貢
不
聞
天
道
之
證
，
天
道
是
由
下
學
而
上
達
，
器
則
尚
在
形
而
下
，
沒
有

訴信

上
達
到
形
而
上
。
孔
子
是
做
下
學
上
達
的
功
夫
，
他
自
己
上
達
天
道
，
這
是
無
問
題
的
，
所
以
︽
論
語‧
衛
靈
公
︾

說
：
「
子
貢
問
曰
：
﹃
有
一
言
而
可
以
終
身
行
之
者
乎
？ 

﹄
子
曰
：
﹃
其
恕
乎
﹗
己
所
不
欲
，
勿
施
於
人
﹗
﹄
」

恕
是
消
極
之
愛
，
是
仁
之
一
端
。
︽
天
主
經
︾
說
：
「
願
天
恕
我
過
，
如
我
恕
他
人
。
」
耶
穌
又
說
：
「
如
爾
不

恕
人
，
天
亦
不
恕
爾
」
恕
是
入
德
之
門
的
要
點
，
子
貢
問
孔
子
，
孔
子
告
訴
他
的
。
︽
論
語‧

公
冶
長
︾
又
說
：

「
子
貢
曰
：
﹃
我
不
欲
人
之
加
諸
我
也
，
吾
亦
欲
無
加
諸
人
。
﹄
子
曰
：
﹃
賜
也
，
非
爾
所
及
也
。
﹄
」
子
貢
以

孔
子
之
言
而
申
言
之
，
然
孔
子
老
實
不
客
氣
的
告
訴
他
，
你
辦
不
到
。
這
就
可
知
孔
子
的
學
說
與
基
督
教
義
並
無

不
同
，
並
且
孔
子
的
基
本
點
是
天
道
觀
念
，
然
而
以
六
藝
教
民
，
不
輕
易
給
人
講
天
道
，
所
以
我
信
仰
公
教
，
這

是
我
從
儒
家
的
觀
點
，
進
一
步
求
夫
子
所
不
言
的
天
道
而
已
。
我
信
公
教
，
我
要
於
儒
之
外
求
師
，
這
也
是
根
據

︽
周
禮
︾
，
而
為
吾
們
傳
統
的
學
術
思
想
路
子
。
中
國
言
性
，
不
知
已
有
千
百
萬
言
，
性
善
性
惡
﹗
孰
能
定
其
是

非
，
然
如
以
原
罪
之
說
來
講
，
即
一
言
而
決
。
人
受
性
體
於
天
主
而
生
，
本
性
原
是
善
的
，
然
因
原
罪
關
係
，
本

性
軟
弱
而
易
犯
罪
，
並
不
是
本
性
是
惡
，
這
不
是
很
容
易
明
白
的
嗎
？
這
也
就
是
天
主
教
教
義
可
以
補
充
及
解
決

中
國
哲
學
問
題
的
明
證
。
當
今
教
宗
庇
護
十
二
世
告
訴
中
華
教
友
說
：
「
一
面
修
行
基
督
的
教
義
，
一
面
敦
篤
固

有
的
人
倫
。
」
吾
中
華
教
友
應
當
在
固
有
文
化
之
外
，
實
行
基
督
的
教
義
，
用
基
督
教
義
訓
導
吾
們
，
求
天
主
給

我
們
超
性
的
信
德
，
這
就
是
上
達
天
道
的
方
法
，
故
吾
的
信
公
教
，
可
說
是
在
我
思
想
一
個
徹
底
的
了
解
，
也
是

一
個
中
國
人
的
徹
底
了
解
。

在
我
生
活
的
體
會
及
思
想
的
了
解
之
結
果
，
我
於
四
十
一
年
十
月
三
日
，
由
龔
世
榮
神
父
付
洗
，
當
時
撰
有

一
詩
，
以
誌
我
感
，
特
錄
於
後
，
作
此
文
的
結
束
。

回
生
上
藥
沐
春
和
，
了
悟
人
天
瘥
宿
痾
。
目
極
浮
雲
移
疊
嶂
，
心
澄
碧
水
止
層
波
。

神
宮
葆
衛
三
仇
害
，
御
路
追
承
十
字
磨
。
枝
接
葡
萄
豈
易
事
，
歸
榮
稱
頌
感
恩
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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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
虎
舊
夢
記

人
生
若
夢
，
往
事
如
煙
，
回
首
思
量
，
都
是
隱
約
的
夢
境
。
我
從
民
國
六
年
至
十
九
年
在
北
平
，
前
後
住
了

十
四
年
，
公
寓
、
宿
舍
、
租
屋
，
遷
徙
不
定
，
最
後
在
西
城
石
虎
胡
同
七
號
松
坡
圖
書
館
住
了
八
年
，
時
間
最
長
，

在
我
一
生
中
最
舒
適
的
一
個
時
期
，
對
我
也
可
以
說
是
一
個
有
意
義
的
時
期
，
因
為
是
我
圖
書
館
生
活
的
初
期
，

所
以
石
虎
胡
同
七
號
這
房
子
，
到
今
天
還
是
縈
繞
我
腦
，
依
稀
記
得
，
這
是
一
個
美
麗
的
舊
夢
。

北
平
有
兩
個
石
虎
胡
同
，
一
在
北
城
，
一
在
西
城
，
這
是
西
單
牌
樓
北
的
石
虎
胡
同
。
胡
同
西
口
有
一
個
不

大
的
石
虎
，
恐
怕
是
從
前
府
第
門
口
的
石
狻
猊
，
亡
佚
其
一
而
遺
存
至
今
。
胡
同
裡
有
一
有
名
的
「
孩
兒
王
」
，

那
是
北
平
小
兒
科
專
門
名
醫
王
家
，
有
一
半
西
式
的
兩
層
樓
房
，
還
有
一
個
蒙
藏
學
校
，
前
有
照
壁
，
大
門
三
間
，

款
式
好
像
是
一
所
小
型
的
王
公
府
第
，
在
前
清
時
叫
作
小
府
，
隔
壁
是
我
住
的
七
號
松
坡
圖
書
館
。
這
房
子
是
北

平
有
名
的
四
大
凶
宅
之
一
，
清
乾
隆
間
是
裘
文
達
的
賜
第
，
紀
曉
嵐
閱
微
草
堂
筆
記
曾
有
記
載
。
據
載
說
：

裘
文
達
公
賜
弟
，
在
宣
武
門
內
石
虎
胡
同
。
文
達
以
前
，
為
右
翼
宗
學
；
宗
學
以
前
，
為
吳
額
駙
府
；
吳
額

駙
府
以
前
，
為
前
明
大
學
士
周
延
儒
第
。
越
年
既
久
，
又
窱	

閎
深
，
故
不
免
時
有
變
怪
，
然
不
為
害
也
。
廳
事
西
，

小
屋
兩
楹
，
曰
好
春
軒
，
為
文
達
燕
見
賓
客
地
。
北
壁
一
門
，
又
橫
通
小
屋
兩
楹
，
童
僕
夜
宿
其
中
，
睡
後
多
為

魅
舁
出
，
不
知
是
鬼
是
孤
，
故
無
敢
下
榻
其
中
。
琴
師
錢
生
，
獨
不
畏
，
亦
竟
無
他
異
。
錢
面
有
癜
風
，
狀
極
老

醜
，
蔣
春
農
繫
曰
：
「
是
尊
容
更
勝
於
鬼
，
鬼
佈
而
逃
耳
。
」
一
日
，
鍵
戶
外
出
，
歸
而
几
上
得
一
雨
纓
帽
，
製

作
絕
佳
，
新
如
未
試
，
互
相
傳
觀
，
莫
不
駭
笑
，
由
此
知
是
孤
非
鬼
，
然
無
敢
取
者
。
錢
生
曰
：
「
老
病
龍
鍾
，

多
逢
厭
賤
，
自
司
空
以
外(

文
達
公
時
為
公
部
尚
書)

，
憐
念
者
曾
不
數
人
，
我
冠
誠
敝
，
此
狐
哀
我
貧
也
。
」

石虎舊夢記

欣
然
取
者
，
狐
亦
不
復
取
去
，
其
果
贈
錢
生
耶
？
贈
錢
生
者
又
何
意
耶
？
斯
真
不
可
解
矣
。

按
紀
氏
所
言
此
屋
格
式
，
與
松
坡
圖
書
館
並
無
稍
爽
，
廳
事
西
之
好
春
軒
，
後
來
隔
作
一
小
兩
大
，
大
為
書

室
，
小
為
臥
室
，
臥
室
本
來
有
一
門
可
以
通
至
後
院
西
廡
的
後
房
兩
間
，
即
閱
微
草
堂
筆
記
所
言
，
琴
師
錢
生
所

居
的
小
屋
兩
楹
。
但
是
紀
氏
說
裘
文
達
之
前
為
右
翼
宗
學
，
又
前
為
吳
額
駙
府
。
所
謂
吳
額
駙
，
恐
即
吳
三
桂
之

子
應
熊
，
尚
清
太
宗
第
十
四
女
恪
純
長
公
主
。
吳
應
熊
於
康
熙
十
四
年
因
吳
三
桂
反
叛
，
並
其
子
世
霖
一
齊
誅
死
。

這
個
房
子
因
為
從
明
代
遺
傳
下
來
，
樣
式
雖
稍
古
拙
，
但
其
高
大
寬
敞
，
與
後
來
的
房
室
不
同
，
總
之
不
過
是
一

個
大
宅
子
，
在
樣
式
上
還
不
像
是
王
公
的
府
第
，
所
以
我
想
在
松
坡
圖
書
館
隔
壁
的
蒙
藏
學
校
，
從
前
恐
怕
是
連

在
一
起
的
。
我
在
北
平
見
過
許
多
府
第
，
總
是
一
排
三
直
落
，
中
間
是
正
房
，
東
西
兩
邊
是
花
園
偏
院
。
所
以
照

我
猜
想
，
蒙
藏
學
校
是
正
房
，
款
式
與
北
京
大
學(

原
是
高
清
宗
第
十
女
和
孝
公
主
，
下
嫁
和
坤
子
豐
紳
殷
德
的

府
第)

相
仿
，
因
此
我
想
吳
應
熊
額
駙
的
府
第
應
當
是
蒙
藏
學
校
，
松
坡
圖
書
館
是
偏
院
，
做
右
翼
宗
學
時
還
是

一
起
，
裘
文
達
做
賜
第
的
時
候
，
那
已
經
分
成
兩
宅
了
。
此
房
所
以
成
為
凶
宅
，
據
說
，
凡
是
住
這
個
房
子
的
，

到
了
最
後
總
要
出
點
事
而
遷
出
，
清
末
最
後
住
的
是
一
位
河
督
潘
某
，
因
其
小
姐
吊
死
而
搬
出
，
有
過
一
長
期
的

關
閉
。
此
宅
原
是
前
清
戶
部
的
財
產
，
入
民
國
後
歸
了
財
政
部
，
新
會
梁
任
公
先
生
主
持
的
國
際
聯
盟
同
志
會
及

林
宗
孟
先
生
主
持
的
國
民
外
交
協
會
合
用
了
這
所
房
子
。
民
國
五
年
蔡
松
坡
將
軍
逝
世
後
，
新
會
等
在
上
海
組
織

有
松
社
。
民
國
九
年
新
會
自
歐
返
國
，
想
在
北
平
從
事
文
化
運
動
，
所
以
就
將
松
社
售
去
，
十
一
年
將
圖
書
運
至

北
平
，
將
這
所
房
子
於
民
國
十
二
年
改
作
為
松
坡
圖
書
館
的
第
二
館
，
專
藏
外
文
書
籍
。
第
一
館
則
在
北
海
快
雪

堂
，
專
藏
中
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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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任
公
說
先
生
撰
〈
松
坡
圖
書
館
記
〉
說
：

「
民
國
五
年
十
一
月
七
日
蔡
公
薨
，
國
人
謀
所
以
永
其
念
者
則
有
松
坡
圖
書
館
之
議
，
顧
以
時
事
多
故
，
集

資
不
易
，
久
而
未
成
，
僅
在
上
海
置
松
社
，
以
時
搜
購
圖
籍
作
先
備
。
十
二
年
春
所
儲
中
外
書
既
逾
十
萬
卷
，
大

總
統
黃
陂
黎
公
命
撥
北
海
快
雪
堂
為
館
址
，
於
是
以
後
廡
奉
祀
蔡
公
及
護
國
之
役
死
事
諸
君
子
，
擴
前
楹
藏
書
，

且
供
閱
覽
。
詩
曰
：
『
高
山
仰
止
，
景
行
行
止
。
』
入
斯
室
者
，
百
世
之
後
猶
當
想
見
蔡
公
為
人
也
。
」

民
國
十
二
年
六
月
二
十
日
梁
啟
超
記
。

這
篇
記
是
懸
諸
第
一
館
快
雪
堂
前
楹
閱
覽
室
內
，
第
一
館
的
舊
籍
是
由
何
澄
一
先
生
編
目
，
新
籍
是
我
編

的
。
石
虎
胡
同
的
第
二
館
的
藏
書
都
是
英
法
德
日
外
籍
，
全
部
是
我
編
的
。
我
本
不
懂
編
目
分
類
的
，
當
民
國
九

年
新
會
自
歐
洲
歸
國
，
在
英
德
法
各
國
購
有
人
文
科
學
及
社
會
科
學
圖
書
一
萬
餘
冊
，
本
想
在
北
平
石
達
子
廟
歐

美
同
學
會
的
西
廡
辦
一
圖
書
俱
樂
部
，
供
留
學
歐
美
同
學
及
大
學
優
秀
青
年
閱
覽
，
同
時
又
辦
一
共
學
社
，
從
事

編
譯
，
由
商
務
印
書
館
出
版
，
即
所
謂
共
學
社
叢
書
。
主
持
這
件
事
的
是
先
叔
百
里
先
生
。
他
約
我
去
幫
忙
北
大

同
學
陳
國
築
君
寫
目
片
，
民
國
十
一
年
陳
君
去
了
廣
東
，
於
是
先
叔
就
要
我
接
替
，
我
在
十
二
年
的
春
天
搬
進
了

松
坡
圖
書
館
，
此
時
我
正
在
北
大
哲
學
系
三
年
級
肄
業
。
我
是
一
個
工
讀
的
學
生
，
擔
任
編
目
，
月
支
三
十
元
，

在
當
時
算
是
很
好
的
了
。
我
住
在
垂
花
門
客
廳
的
西
廂
房
，
旁
有
一
月
亮
門
，
裡
邊
就
是
裘
文
達
的
好
春
軒
，
張

君
勱
先
生
及
徐
志
摩
與
李
光
忠
兩
兄
都
是
住
過
的
。
東
邊
月
亮
門
進
去
是
客
廳
的
過
道
，
再
進
去
就
是
第
二
進
的

大
院
子
，
上
房
五
間
做
了
閱
覽
室
，
東
廡
三
間
堆
東
西
雜
物
，
西
廡
三
間
是
蹇
季
長
先
生
住
的
。
東
廡
前
面
有
座

藤
架
，
滿
願
花
香
，
在
夏
天
是
我
們
乘
涼
的
好
地
方
，
志
摩
有
石
虎
胡
同
七
號
一
詩
，
就
是
即
景
而
寫
這
個
園
庭

石虎舊夢記

的
。
他
的
詩
說
：

我
們
的
小
園
庭
，
有
時
盪
漾
著
無
限
溫
柔
。

善
笑
的
藤
孃
，
袒
酥
懷
任
團
團
的
柿
掌
綢
繆
，

百
尺
的
槐
翁
，
在
微
風
中
俯
身
將
棠
姑
抱
摟
，

黃
狗
在
籬
邊
，
守
候
熟
睡
的
珀
兒
，
他
的
小
友
，

小
雀
兒
新
製
求
婚
的
艷
曲
，
在
媚
唱
無
休
！

我
們
的
小
園
庭
，
有
時
盪
漾
著
無
限
溫
柔
。

我
們
的
小
園
庭
，
有
時
淡
描
著
依
稀
的
夢
景
；

雨
過
的
蒼
茫
與
滿
庭
蔭
綠
，
織
成
無
聲
幽
暝
，

小
蛙
獨
坐
在
殘
蘭
的
胸
前
，
聽
隔
院
蚓
鳴
，

一
片
化
不
盡
的
雨
雲
，
倦
展
在
老
槐
樹
頂
，

掠
薝
前
作
圓
形
的
舞
旋
，
是
蝙
蝠
，
還
是
蜻
蜓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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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們
的
小
園
庭
，
有
時
淡
描
著
依
稀
的
夢
景
。

	

我
們
的
小
園
庭
，
有
時
輕
喟
著
一
聲
奈
何
；	

奈
何
在
暴
雨
時
，
雨
槌
下
搗
爛
鮮
紅
無
數
，	

奈
何
在
新
秋
時
，
未
凋
的
青
葉
惆
悵
地
辭
樹
，	

奈
何
在
深
夜
裡
，
月
兒
乘
雲
艇
歸
去
，
西
墻
已
度
，	

遠
巷
薤
露
的
樂
音
，
一
陣
陣
被
冷
風
吹
過
！	

我
們
的
小
園
庭
，
有
時
輕
喟
著
一
聲
奈
何
。

我
們
的
小
園
庭
，
有
時
沉
浸
在
快
樂
之
中
；	

雨
後
的
黃
昏
，
滿
院
衹
美
蔭
，
清
香
與
涼
風
，	

大
量
的
蹇
翁
，
巨
樽
在
手
，
蹇
足
直
指
天
空
，	

一
斤
，
兩
斤
，
杯
底
喝
盡
，
滿
懷
酒
歡
，
滿
面
酒
紅
，	

石虎舊夢記

連
珠
的
笑
響
中
，
浮
沉
著
神
仙
似
的
酒
翁
！	

我
們
的
小
園
庭
，
有
時
沉
浸
在
快
樂
之
中
。

志
摩
於
民
國
十
一
年
回
國
，
就
住
在
那
裡
，
他
第
一
部
的
白
話
詩
集
︽
志
摩
的
詩
︾
，
仿
宋
宣
紙
，
由
中
華

書
局
代
印
，
是
志
摩
在
松
館
將
零
篇
交
給
我
編
的
，
次
序
是
按
著
時
間
的
。
志
摩
的
作
品
，
以
在
北
平
這
幾
年
為

最
多
，
我
與
他
住
松
館
，
所
以
書
的
本
事
大
體
知
道
。
書
首
有
〈
康
橋
再
會
罷
〉
一
詩
，
這
是
志
摩
留
別
劍
橋
的

詩
，
是
白
話
詩
的
處
女
作
，
文
言
氣
息
很
重
，
他
很
不
滿
意
，
要
想
刪
去
，
我
硬
為
編
入
，
想
不
到
今
天
在
書
店

東
出
一
本
︽
徐
志
摩
詩
文
選
︾
，
西
出
一
本
︽
徐
志
摩
詩
選
︾
，
雖
然
雜
亂
無
次
，
而
這
首
詩
總
是
冠
諸
卷
首
，

豈
是
志
摩
始
料
未
及
。
〈
蓋
上
幾
張
油
紙
〉
一
詩
是
記
我
的
鄰
居
范
家
娘
在
雨
天
去
買
幾
張
油
紙
蓋
在
野
外
她
死

去
孩
子
的
小
棺
上
，
是
我
問
了
她
而
又
告
訴
志
摩
的
。
〈
深
夜
大
沽
口
外
〉
及
〈
白
鬚
的
海
老
兒
〉
兩
詩
，
是

民
國
十
五
年
初
春
，
國
民
三
軍
孫
岳
的
軍
隊
守
在
大
沽
口
以
拒
奉
軍
，
我
與
志
摩
同
乘
通
州
輪
北
上
，
在
大
沽
口

停
了
一
星
期
，
無
法
進
口
。
志
摩
正
魂
思
夢
想
，
與
小
曼
相
見
，
徘
迴
甲
板
，
做
了
這
兩
首
詩
。
其
時
我
正
在
清

華
教
書
，
所
以
跟
他
開
玩
笑
說
：
「
即
時
船
退
回
上
海
，
我
倒
好
在
江
南
教
書
了
。
」
志
摩
罵
我
無
同
情
心
，
我

笑
他
情
急
。
到
了
第
八
天
，
米
及
小
菜
都
吃
光
了
，
太
古
公
司
才
派
來
小
輪
，
引
導
通
州
輪
進
口
。
這
近
四
十
年

前
的
情
景
，
好
像
還
在
目
前
。
志
摩
能
作
駢
文
。
又
好
讀
李
杜
古
風
，
所
以
他
的
詩
長
於
韻
律
、
氣
勢
及
詞
藻
，

當
年
有
許
多
新
文
學
家
批
評
志
摩
的
詩
是
大
出
喪
，
有
排
場
而
無
內
容
，
然
而
志
摩
的
詩
到
今
天
還
為
人
們
所
喜

愛
，
真
如
杜
甫
詩
：
「
爾
曹
身
與
名
俱
滅
，
不
廢
江
湖
萬
古
流
。
」
志
摩
在
民
國
十
三
年
送
泰
戈
爾
到
日
本
以
前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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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孟
宗
先
生
在
來
今
雨
軒
餞
別
宴
上
說
：
「
朋
友
大
家
要
當
心
志
摩
，
他
近
來
精
神
不
對
，
做
了
一
首
〈
去
罷
〉

寫
給
我
，
留
作
紀
念
。
」
他
為
鄭
重
其
事
，
寫
了
好
幾
張
。
後
來
志
摩
自
日
歸
來
，
他
對
我
笑
說
：
「
死
真
是
不

容
易
啊
。
」
想
不
到
他
於
民
國
二
十
年
來
在
濟
南
附
近
山
峯
撞
機
猝
死
，
恐
怕
其
情
景
真
似
〈
去
罷
〉
裡
所
說
：

去
罷
，
種
種
，
去
罷
！
當
前
有
插
天
的
高
峯
！

去
罷
，
一
切
，
去
罷
！
當
前
有
無
窮
的
無
窮
！

志
摩
畢
竟
是
李
謫
仙
一
流
人
物
，
他
的
飛
空
而
死
，
與
太
白
的
捉
月
而
亡
，
有
何
分
別
？

志
摩
在
〈
石
虎
胡
同
七
號
〉
詩
裡
說
：
「
大
量
的
蹇
翁
，
巨
樽
在
手
，
蹇
足
直
指
天
空
。
」
蹇
翁
是
貴
州
遵

義
蹇
季
常
先
生
，
他
在
松
館
是
總
務
主
幹
，
館
長
是
新
會
，
實
際
上
都
是
他
管
。
他
是
新
會
的
智
囊
，
也
可
以
說

是
靈
魂
，
新
會
對
他
是
言
聽
計
從
，
最
有
影
響
力
的
。
他
於
清
末
留
日
歸
國
，
任
何
南
財
政
副
監
理
官
。
南
北
議

和
，
他
是
北
方
的
議
和
代
表
。
入
民
國
後
，
他
進
袁
世
凱
幕
府
，
後
任
肅
政
使
，
並
不
任
事
，
長
居
天
津
，
終
朝

醉
酒
，
因
為
他
發
現
了
袁
氏
有
帝
制
的
企
圖
，
有
違
相
與
的
初
願
。
他
與
新
會
及
先
叔
、
松
坡
將
軍
都
有
極
深
的

友
誼
，
所
以
雲
南
起
義
，
雖
出
梁
蔡
，
而
運
籌
帷
幄
，
實
為
蹇
季
常
先
生
，
所
以
新
會
在
護
國
軍
紀
事
裡
說
，
朋

友
中
有
一
出
力
最
多
而
不
願
出
名
的
，
就
是
指
的
季
常
先
生
。
他
告
訴
我
，
松
坡
將
軍
是
由
新
會
侍
者
曹
五
代
購

車
票
，
化
裝
出
京
，
到
天
津
下
車
，
即
至
意
租
界
梁
宅
，
其
時
新
會
及
季
常
先
生
、
黃
遠
庸
、
湯
覺
頓
正
在
打
牌
，

蔡
公
神
態
閒
雅
，
若
無
其
事
，
於
是
即
共
起
集
談
，
決
定
了
梁
蔡
的
行
動
。
追
究
雲
南
起
義
最
初
的
決
定
，
由
西

南
發
動
反
對
袁
世
凱
帝
制
運
動
，
實
起
於
梁
蔡
決
議
，
招
貴
州
巡
按
使
載
戡
入
京
面
商
，
戴
氏
是
季
常
先
生
的
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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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，
促
成
了
這
個
運
動
，
所
以
北
海
快
雪
堂
松
坡
圖
書
館
的
蔡
公
祀
陳
列
有
蔡
戴
二
公
及
陳
敬
民
一
張
照
片
，
這

是
蔡
載
定
盟
的
紀
念
，
蔡
穿
陸
軍
上
將
大
禮
服
，
戴
陳
都
穿
甲
種
大
禮
服
，
不
成
功
即
成
仁
，
非
常
莊
嚴
。

蹇
季
常
先
生
一
生
好
酒
，
所
以
新
會
祝
他
五
十
壽
集
聯
說
：
「
四
十
九
歲
窮
不
死
，
三
百
六
日
醉
如
泥
。
」

真
是
記
實
。
他
每
天
下
午
在
五
時
後
就
開
始
喝
酒
，
凡
有
客
到
，
總
是
一
支
香
菸
一
杯
酒
，
並
無
小
菜
。
如
無
客

人
及
家
人
相
陪
，
則
邀
館
內
住
的
人
去
聊
天
，
我
自
在
其
列
，
所
談
大
都
是
清
末
至
民
國
的
掌
故
，
胡
適
之
先
生

勸
他
寫
自
傳
，
將
這
些
資
料
寫
進
去
，
就
成
了
一
部
很
好
的
民
國
史
，
這
就
可
以
知
道
季
常
先
生
在
北
京
政
府
時

代
與
政
府
關
係
的
深
切
。
十
九
年
七
月
我
赴
德
國
留
學
，
臨
行
，
他
對
我
說
：
「
慰
堂
，
你
回
來
時
看
不
見
我

了
。
」
我
說
：
「
短
短
兩
年
，
豈
有
看
不
到
的
道
理
。
」
他
說
：
「
你
看
罷
。
」
那
知
我
到
德
僅
一
月
餘
，
他
就

服
安
眠
藥
自
殺
了
。
因
為
新
會
故
後
，
他
就
悲
觀
消
極
，
曾
經
一
次
自
殺
不
遂
，
這
次
竟
死
了
。
松
坡
圖
書
館
第

二
館
就
此
結
束
，
與
北
海
第
一
館
合
併
，
房
子
賣
給
了
蒙
藏
學
校
，
我
並
不
迷
信
，
但
確
實
符
合
了
相
傳
的
傳
說
。

丁
在
君
先
生
繼
任
新
會
任
館
長
，
他
到
中
央
研
究
院
後
，
松
館
就
此
默
默
無
聞
了
。

民
國
十
二
年
我
進
松
館
，
即
由
先
叔
及
季
常
先
生
介
見
新
會
。
十
三
年
我
在
北
大
畢
業
，
本
來
我
想
應
南
開

中
學
的
聘
去
教
書
，
因
為
松
館
不
要
我
離
開
，
所
以
由
志
摩
介
紹
給
當
時
清
華
學
校
教
務
長
張
仲
述
先
生
，
信
是

由
新
會
寫
給
曹
雲
祥
先
生
的
。
我
進
清
華
以
後
，
與
新
會
接
觸
才
多
，
因
為
他
在
清
華
教
書
，
尤
其
在
他
令
姪
助

教
的
廷
燦
兄
離
開
北
平
的
時
候
，
叫
我
代
理
職
務
，
如
抄
講
義
之
類
，
因
為
他
的
稿
子
都
寫
在
紅
格
宣
紙
上
，
要

遺
留
千
古
的
，
不
能
拿
出
去
排
印
，
要
我
們
重
抄
，
好
在
他
的
字
最
好
認
，
我
抄
了
很
多
，
只
錯
了
一
個
字
。
我

每
星
期
一
到
校
，
星
期
五
回
城
，
十
五
年
他
任
國
立
北
平
圖
書
館
前
身
北
京
圖
書
館
館
長
，
我
也
進
了
京
館
，
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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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中
文
編
目
。
新
會
於
每
星
期
六
由
清
華
進
城
，
在
師
大
教
書
，
中
午
則
由
松
館
同
仁
輪
流
作
東
，
共
一
桌
，
如

季
常
先
生
及
李
藻
孫
、
陳
博
生
、
林
宰
平
、
楊
鼎
甫
、
梁
仲
策
、
徐
志
摩
諸
人
，
我
也
參
加
。
下
午
則
住
在
南
長

街
其
弟
仲
策
先
生
家
，
打
牌
到
深
夜
。
教
育
改
進
社
委
託
北
京
圖
書
館
編
輯
四
書
、
論
語
、
孟
子
集
目
，
由
我
擔

任
編
製
，
拿
去
請
教
新
會
，
他
看
了
很
高
興
，
深
夜
兩
時
他
約
往
談
天
，
想
照
此
辦
法
，
編
製
各
類
書
目
，
作
一

圖
書
大
辭
典
。
第
二
天
早
晨
我
去
看
他
，
則
圖
書
大
辭
典
編
製
計
畫
已
經
擬
就
，
他
在
我
走
後
即
寫
，
寫
到
天
亮
。

新
會
對
於
青
年
稍
有
寸
長
，
他
立
即
採
納
，
在
學
問
上
毫
無
成
見
，
這
是
了
不
起
而
別
人
不
可
及
的
地
方
；
至
於

他
下
筆
之
快
，
那
就
不
用
說
了
。

民
國
十
七
年
初
新
會
又
入
協
和
醫
院
檢
查
和
輸
血
，
先
叔
時
方
奉
政
府
命
赴
日
一
行
，
特
乘
車
經
東
北
來
到

北
平
探
病
，
一
到
即
吃
晚
飯
，
由
我
陪
至
協
和
醫
院
，
除
談
病
情
外
，
新
會
忽
然
說
：
「
百
里
，
我
們
這
班
人
，

不
是
太
閒
嗎
？
」
先
叔
回
說
：
「
青
天
白
日
旗
總
要
掛
滿
中
國
的
，
這
是
必
然
的
趨
勢
。
」
當
時
的
北
平
還
是
奉

軍
的
天
下
，
所
以
第
二
天
早
晨
他
就
離
開
北
平
，
而
奉
軍
國
務
總
理
潘
復
邀
吃
午
飯
的
請
帖
送
到
之
時
，
已
經
變

名
走
了
。
是
年
九
月
新
會
因
病
決
定
辭
去
中
國
圖
書
大
辭
典
工
作
，
袁
守
和
先
生
時
已
升
任
副
館
長
，
派
我
到
天

津
勸
慰
，
照
舊
工
作
。
季
常
先
生
以
為
新
會
的
病
已
經
無
藥
可
醫
，
不
過
拖
延
時
間
，
所
以
叫
我
看
看
，
如
果
病

重
，
則
接
來
北
平
進
協
和
醫
院
，
因
為
墓
地
及
朋
友
都
在
北
平
，
如
果
在
天
津
，
真
是
不
便
。
我
到
天
京
，
先
見

廷
燦
，
他
出
示
新
會
最
後
著
作
︽
辛
稼
軒
年
譜
︾
，
絕
筆
是
引
朱
子
贊
語
：
「
孰
謂
公
死
，
奕
奕
如
生
。
」
後
來

回
想
，
好
像
是
贊
新
會
的
讖
語
。
我
將
守
和
先
生
的
信
交
給
新
會
的
姨
太
太
，
並
且
說
：
「
可
見
則
見
，
不
要
勉

強
。
」
新
會
聽
說
我
到
，
即
約
相
見
。
他
告
訴
我
痔
瘡
發
，
牙
痛
，
有
微
燒
，
「
么
麼
小
醜
，
鬧
的
我
渾
身
不
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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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
。
」
我
看
他
面
如
古
銅
色
，
病
象
不
輕
。
回
到
北
平
，
報
告
了
季
長
先
生
，
他
決
定
接
新
會
至
平
，
當
時
思
成

還
在
東
北
大
學
任
教
，
所
以
一
面
催
思
成
歸
來
，
一
面
由
仲
策
先
生
接
新
會
至
平
。
十
一
月
二
十
七
日
進
協
和
醫

院
，
十
六
年
一
月
十
九
日
病
故
，
在
臨
故
一
週
前
忽
然
精
神
見
好
，
他
還
對
我
說
：
「
再
有
兩
年
，
就
六
十
歲
了
，

我
想
出
一
紀
念
冊
，
請
朋
友
替
我
寫
文
章
，
講
我
在
各
方
面
的
成
就
。
」
如
請
張
君
勱
先
生
寫
他
的
哲
學
思
想
，

林
宰
平
先
生
寫
他
佛
學
的
研
究
，
羅
復
堪
先
生
寫
他
的
詩
，
梁
平
甫
先
生
寫
他
的
書
法
。
新
會
不
肯
休
息
，
一
有

空
閒
，
就
寫
文
章
。
晚
年
絕
意
政
治
，
如
果
天
假
以
年
，
他
還
有
貢
獻
，
尤
其
是
他
寫
的
中
國
通
史
及
中
國
文
化

史
，
沒
有
完
成
，
這
是
中
國
學
術
界
的
損
失
。
志
摩
於
新
會
進
協
和
之
初
，
也
到
北
平
探
病
。
他
對
我
說
：
「
我

雖
然
是
他
學
生
，
但
是
他
早
年
的
文
章
沒
有
讀
過
，
這
次
上
車
以
前
，
買
了
一
部
︽
飲
冰
室
文
集
︾
，
略
讀
一
遍
，

雖
然
時
代
已
經
過
去
，
但
在
今
日
讀
去
，
還
有
有
味
的
。
」
胡
適
之
先
生
趕
到
送
殮
，
第
二
天
早
晨
我
到
東
城
見

到
，
剛
巧
有
新
聞
記
者
在
座
，
他
說
：
「
我
老
實
說
，
我
的
哲
學
史
是
受
著
他
的
〈
先
秦
哲
學
思
想
大
勢
鳥
瞰
〉

一
篇
影
響
的
。
我
們
今
天
讀
新
會
的
文
章
，
還
是
有
味
，
好
像
親
接
馨
欬
一
樣
。
」

在
松
館
匆
匆
住
了
八
年
，
有
良
師
益
友
之
樂
，
我
學
問
雖
無
所
成
，
但
是
粗
淺
所
知
，
是
植
基
於
這
個
時
期

的
。

民
國
十
九
年
七
月
我
經
浙
江
教
育
廳
派
赴
德
國
考
察
及
研
究
歐
洲
圖
書
館
事
業
，
離
開
石
虎
胡
同
那
一
天
下

一
點
微
雨
，
很
有
惆
觸
，
口
占
一
絕
：
「
昨
宵
夢
醒
舊
春
明
，
客
裡
整
裝
萬
里
行
，
是
喜
是
悲
渾
未
識
，
風
風
雨

雨
作
離
聲
。
」
這
是
我
八
年
石
虎
舊
夢
的
回
憶
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