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
φ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
小
小柳

Z•• 

F
E
E
-
-
z
E
.
E
.
-
E

肉
"
，
瞳
且
輯
用
，
‘
層

淡
江
大
學
中
文
系
教
授
啊

啊

置

-
t
-
E
E
E

單
」

a
a
B
E
罰
單
盟
軍
李
正
治

艸

、
肉
食
，
h
N
N
N
h
R

h
h
h

m
R
N
R
a

問
他
南
向
她
旭

、

m
a
m
h
川
、

m
n

h

m
m

am
h

指
向

冉

、
他
必

1
.、
R
N
A

魚
肉
旭

、
川

、
、

、
、

、
、
、
、
、
，

句
句
呵
呵
呵
呵
呵
呵
呵
呵
呵
呵
呵
呵
呵
，
，
或

d
d
a
m
n
s
m
m
m
'

，

m
a
-
-

叭

a
m
a
吶
喊
，
而

a吶
喊
，

4
現

a
m
m
m
m
a
m
a
m
m
a
m
a
m
a

間
訓
，

a
m
a
問
到

a
m
d
m
a
m
a
訓
品
，
a
m

呵
呵
呵
呵
呵
鈍
，

a
q
q
4
則
，
呵
呵
呵

思
想
家
的
生
存
年
代
問
題
，
與
思
想
史
的
詮
釋
有

莫
大
關
係

。

因
安
立
飄
盪
無
依
的
生
命
(
註

6
)

，
故
其
思
想
有
其
所
對
泊
的
時
代
間

為

一
種
思
想
在
歷
史
中
與
時
代
社
會
橫
面
的
互
動
關
係
，
以
及
思
想
發
題

，

自
其
書
中
即
可
見
周
文
解
體
的
挑
激
，
王
邦
雄
曾
就
五
千
言
的
內

展
前
後
之
間
的
關
聯
，
都
須
先
確
定
此
一
思
想
的
發
生
年
代
，
差
距
過
容
，
理
出
四
個
老
子
所
面
對
的
時
代
問
題
:

一
是
禮
的
僵
化
與
刑
的
肆

大
的
年
代
結

論
，
可
能
導
致
思
想
史
圖
像

不
同
的

詮
釋
結
果
。
虐
。

二
是
大
規
模
的
戰
爭
，
各
國
競
相
吞
併
二

二
是
工
商
業
的
興
起
，

在
先
秦
思
想
史
中
，
唯

一
導
生
這
種
思
想
史
圖
像
之
不
同
詮
釋
結
欲
望
普
遍
增
長

。

四
是
集
團
的
擴
大
，
形
成
名
利
爭
鼓
的
熱
潮
(
註

果
的
思
想

家

即
老
子
其
人
。
其
生
存
年
代

一
直
是
問
題
重
重
，
未
有
確

7
)
。

老
子
即
從
後
封
建
社
會
的
這
些
現
象
的
深
刻
憂
患
中
，
引
進

了

一
論。
司
馬
遷
記
述
老
子
傳
略
的

〈
老
莊
申
韓
列
傳

〉

，
其
所
據
資
料
並
「
道

」
以
解
決
政
治
、
人
生
的
問
題
。

無
力
解

答
此
一
問
題
，

是
以
異
說
紛
耘

，
問
題
叢
生

。

勞
思
光
曾
從
其
由
「
道
」
的
形
上
視
野
以
觀
檀
樂
，
老

子
的
禮
樂
思
索
呈
現
一
極

中
歸
納
出
六
大
問
題

.. 

一
為
姓
名
問
題
，

二
為
孔
子
間
禮
之
問
題
，
三
一
為
特
殊
的
型
態
。
在
禮
樂
價
值
的
反
對
陣
營
中
，
老
子
是
繼
墨
子
「
以

為
出
關
及
著
審
問
題
，
四

為
年
齡
問
題
，
五
為
老
萊
子
及

太
史
健

問
義
反
禮
」
之
後
再
掀
波
瀾
的
人
物
。
不
過
老
子
的
反
對
態
度
是
極
為
特

題
，
六
為
世
系
。
而
剋
就
各
項
悶
題
分
別
探
討
，
但
均
因
文
獻

不
足
難
殊
的
，
不
了
解
其
「
道
」
的
有
無
雙
性

，

便
難
深
入
了
解
其
禮
樂
思
索

作
確
斷

(
註
l

)
，

可
見
在
考
證
上
要
揭
露
老
子
之
訟
的
困
難

，

不
過
的
內

容
。

他
不
似
墨

子
以
功
利
組
點
直
接

否
定
禮
樂
存
在

的
積
極
價
值

後
人
為
了
理
出
老
子
在
先
秦
思
想
發
展
，
中
的
清
晰
圖
像
，
先
行
豁
清
其
，
其
所
反
對
，
是
失
去
「
道
」
之
存
在
性
的
禮
樂
，
亦
即
外
在
化
、
形

人
身
世
的
神
秘
設
圈
，
與

考
據
其

書
成
立

的
確
切

年
代
，
仍
被

認
為
研
式

化
的
禮
樂
制
度
、
儀
文
，
這
種
禮
樂
虛

文
最
足
以
極
結
生
命
，
為
堂
口

究
老
子
哲
學
的
當
務
之
急
，
並
且
也
是
探
索
先
秦
學
術
思
想
之
發
展
進
社
會
，
故
其
書
三
十
八
章
提
出
「
道
之
淪
降
」
的
看

法

，
至
瑟
禮
為

程
的
關
鍵
問
題

(
註
2
)

。
本
文

因
為
並
不
以
此
為
主
題
所

在
，
因

此
「
忠
信
之
薄
而
亂
之
首

」
，
可
見
其
對
禮
樂
虛

文
的
深
惡

痛
絕
!
由
反

不
須
涉
入
這
一
煩
瑣
的
考
證
之
中
，
僅
在
老
子
生
存
時
代
上
採
取
目
前
對
而
開
出
的
解
決
之
道
是

•• 

回
歸
於

「
道
」
，
也
就

是
使
外
在
虛
文
化

一
般
共
識
，
將
其
置
於
孔
墨
之
後
，
孟
莊
之
前

。
(
註
3

)

的
生
命
回
歸
到
真
實
本
然
的
自
然
狀
態

。
不
過
對
體
道
自
足
的
道
家
聖

老
子
的
思

想
環
繞

著
萬
物
根
源
的
「
道
」

一
觀
念
而
展
闕
，
可
說

人
而
言
，
禮
樂
並
無
存
在
的
必
要
性
，
亦

不
必
積
極
實
現
其
價

值

。
在

是
先
秦
最
富
形
上
意
味
的
思
想
家
(
註

4

)
。
但
其
形
上
思
想
絕
不
可
社
會
中
如
碰
到
如
何
對
待
禮
樂
的
問
題
，
則
聖

人
的
態
度
只
是
「
和
光

理
解
為
西

方
式
的

「
觀
解
的
形
式

上
學
」
或

「
實
有
形
態

的
形
上
學

」

同
塵

」
地
應
之
，
這
是

一
種
超
越
慢
樂
的
態

度
。

這
種
禮
樂
思
索
的
型

(
註
5
)

。

此
因
「
道
」
一
觀
念
進
入
老
子
思
想
之
中
，
並
非
純
為
理
態
，
可
稱
之
為
「
超
禮
歸
道
」
型

。

智
恩
辨
或

知
識
的
興
趣
，
而
是

淑
於

一 【

觀
變
恩
常

一
的
憂
患
意
識
，
其

出
發
點
一
開
始
就
是
價
值
取
向
的
，
試
圖
探
尋
價
值
的
最
高
歸
宿
，
以

鵝
湖
月
刊
第
二
二
卷
第
六
期
總
號
第
二
五

八

老
子
思
想
源
生
於
「
觀
變
思
常
」
的
憂
患
意
識
。

「
變
」
的
現
象
涉
及
經
驗
世
界
的
萬
物
，
《
老
子

》
云
•• 

「
飄
風
不
終

朝
，

驟
雨
不
終
日
，
孰

為
此
者

9

.

天
地
。
天
地
尚
不
能

久

，
而
況
於
人

乎
!
」

(
二
十
三
章
)
這
句
話
深
深
揭
露
宇
宙
萬
物
的
「
無
常
性
」
。

「
天
地
」

一
詞
涵
括
經
驗
世
界
的
萬
物
，
萬
物
的
存

在
都
不
能
長

久
，

人
為
宇
宙
中
的
一
個
存
在
，
如
何
能
長
生
久
視
，
這
種
人
生
「
無
常
」

的
感
覺
，
可
說
是
人

類
存

在
於
宇
宙
中
的

一
種
深
微

的
觸
動

。

而
在
宇

宙
萬
物
的
無
常
之
變
中
，
令
人
感
觸
最
深
的
應
是
人
生
之
變
。
社
會
人

事
不
斷
地
發
生
變
化
，
人
的
生
命
亦
惶
惶
不
知
何
之
。

以
老
子
所
生
的
時
代
言
，
禮
壞
樂
崩
是
當
時
重
要
的
時
代
問
題
。

周
文
新
統
的
禮
樂
失
去
其
維
繫
政
治
、
社
會
秩
序
的
常
性
，
運
用
傳
統

的
價
值
觀
與
生

活
方
式
處
身
涉
世
頓
成
間
題

。

在
整
個
社
會
人
事
的
變

化
中
，
人
的
生
命
究
應
何
去
何
從
?
徐
復
觀
對
這
種
「
觀
變
思
常
」
的

一愛
中
心
意
識
有
一
深
刻
的
抉
發
•• 

作
為
道
家
開
山
人
物
的
老
子
，
正
生
嘗
不
僅
周
室
的
統
治
平
經
瓦

解
，
並
且
各
封
建
諸
候
的
，
統
治
亦
已
鬧
聲
瓦
解
，
貴
族
階
級
亦
已

開
始
崩
潰
，
春
秋
時
代
所
流
行
的
禮
的
觀
念
與
節
文
已
失
掉
維
持

政
治

、

社
會
秩
序
的
作
用
的
時
代

，

這
正
是
一
個
大
轉
變
的
時

代
。

當
時
不
僅
已
出
現
了
千
氏
的
知
識
份
子
，
並
且
也
出
現
了
在

論
語
中
可
以
看
出
的
「
避
世
」
的
知
識
份
子

。

在
這
種
社
會
劇
烈

轉
變
中
，
使
人
感
到
既
成
的
勢
力
、
傳
統
的
價
值
觀
念
等
，
皆
隨

社
會
的
轉
變
而
失
去
效
用

。
人
們
以
傳
統
的
態
度
處
身
涉
世
，
亦

無
由
得
釗
生
命
的
安
全
，

於
是
要
求
在
劇
烈
轉
變
之
中
，
如
何
能

找
到

一
個
不
變
的
「
常
」
'
以
作
為
人
生
的
立
足
點
，
因
而
可
以

得
到
個
人
及
社
會
的
安
全
長
久
，
這
是
老
子
思
想
最
基
本
的
動

機

。
(
註
8
)

而
在
整
個
社
會
人
世
的
變
化
中
，
老
子
又
深
刻
的
發
現
生
命
外
在

化
的
問
題
，
亦
即
生
命
既
惶
惑
無
從
，
故
上
焉
者
以
仁
義
聖
知
鼓
吹
天

下
，
取
名
當
世
，
下
焉
者
縱
情
聲
色
浮
孽
，
中
無
定
主
，
整
個
社
會
充

忠
于
干
止
品
岫
老
子
「
超
禮
歸
道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18 

第

一
節

老
子
思
想
的
基
源
問
題
及
根
本
理
念

道
何
虛
，TA叩
肯
佇
立
恥
的
圳
揖
叫
亂
酬
京

1
#且
，
儡
冊
兩
間
唱
得
訓
到
仲

Z
A
m自
回
甜H
M國
防
圓圈，
的
州
灣
惘
a
m
a申
J
今
i
p

感
，

這
種
生
命
離
位
，
而
以
外
在
的
名
利
聲
華
為
其
追
求
的
現
象
，
老

子
有
優
深
的
慨
嘆

﹒

寵
辱
若
禽
，
賞
大
忌
若
身

。

何
謂
寵
辱
若
驚
?
寵
為
下
，
得
之
若

驚
，
失
之
若
禽
，
是
謂
寵
辱
若
驚
。
何
調
胡
賣
大
怠
若
身
?
吾
所
以

有
大
患
者
，
為
吾
有
身
，
及
無
吾
身
，
吾
有
何
患
?
(
十
三
章

)

「
寵
辱
」
代
表
外
在
之
物

。

世
人
追
求
這
些
外
在
之
物
，

而
有
得

失
鷺
懼
之
感
，
這
是
生
命
中
無
定
主
的
現
象
。
「
大
患
」
'
王
獨
釋
為

「
榮
龍
之
屬
」
(
註

9
)

，
這
是
就
上
下
文
脈
絡
而
作
的
解
釋
﹒
其
實

老
子
所
指
遠
比
榮
寵
的
範
圈
更
大
，
可
以
涵
括
一
切
使
生
命
異
化
的
外

在
之
物
，
如
儒
墨
高
揭
的
仁
義
，
一
般
人
普
遍
追
求
的
欲
望
享
受
。
這

些
外
在
事
物
被
視
為
與
其
形
軀
生
命
一
樣
重
要
，
然
在
老
子
眼
中
，

根
本
就
是
使
生
命
離
位

而
引
發
無
數
生
命
煩
惱
與
社
會
動
盪
的
「
大

自
亡
。

老
子
探

尋
這

「
大
患
」
的
根
源
，
發
現
就
在
人
類
受
命
賦
形
的

「
身
」
上
，
有
身
而
有
執
，
有
執
則
有
為
，
一
切
外
在
追
求
豈
不
都
在

「
執
」
與
「
為
」
之
中
?
所
以
如
能
沒
有
這
執
為
之
身
，
則
-
切
大
患

均
遠
離
而
去
。
這
裹
的
「
身
」
雖
取
一
般
意
義
的
「
形
軀
」
之
義
，
而

其
實
特
指
有
執
有
為
的
形
軀
生
命
。
所
以
「
無
身

」
並
不
是
說
希
望
自

己
不
要
誕
生
於
此
一
世
界
，
而
是
指
沒
有
此

一
形
軀
生
命
的
自
我
之

軌
，
亦
即
超
轉
此
一
形
軀
生
命
的
自
我

之
執
。

這
一
深
沈
的
慨
嘆
，
根
本
是
為
生
命
離
位
的
現
象
而
發
，
故
生
命

如
何
歸
屬
於
自
己
以
得
貞
定
，
這
是
老
子
在
「
觀
變
思
常

」
之
中
所
要

間
的
問
題
，
這
個
基
源
問
題
可
表
之
如
下
﹒
「
如
何
歸
復
生
命
的
純
樸

狀
態
?
」
(
註
間

)
其
整
個
以
「
道
」
為
中
心
的
哲
學
思
想
就
為
解
答

這
個
問
題
而
生

。

老
子
言
道
，
有
其
解
說
宇
宙
本
體
與
生
成
的
形
上
學
意
味
(
註

H

)
，
也
有
其
重
示

聖
人
體
道
境
界
的
價
值
論
色

彩
。
就
前
者
而
言
，

客
觀
恩
辨
以
建
立
「
觀
解
的
形
上
學
」
'
絕
非
老
子
的
真
正
用
意
所

在
，
所
以
即
使
是
提
出
形
上
道
體
，
老
芋
，
卻
把
它
和
整
個
生
命
的
價
值

19 


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
φ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小

小
小柳

Z•• 

F
E
E
-
-
z
E
.
E
.
-
E

肉
"
，
瞳
且
輯
用
，
‘
層

淡
江
大
學
中
文
系
教
授
啊

啊

置

-
t
-
E
E
E

單
」

a
a
B
E
罰
單
盟
軍
李
正
治

艸

、
肉
食
，
h
N
N
N
h
R

h
h
h

m
R
N
R
a

問
他
南
向
她
旭

、

m
a
m
h
川
、

m
n

h

m
m

am
h

指
向

冉

、
他
必

1
.、
R
N
A

魚
肉
旭

、
川

、
、

、
、

、
、
、
、
、
，

句
句
呵
呵
呵
呵
呵
呵
呵
呵
呵
呵
呵
呵
呵
，
，
或

d
d
a
m
n
s
m
m
m
'

，

m
a
-
-

叭

a
m
a
吶
喊
，
而

a吶
喊
，

4
現

a
m
m
m
m
a
m
a
m
m
a
m
a
m
a

間
訓
，

a
m
a
問
到

a
m
d
m
a
m
a
訓
品
，
a
m

呵
呵
呵
呵
呵
鈍
，

a
q
q
4
則
，
呵
呵
呵

思
想
家
的
生
存
年
代
問
題
，
與
思
想
史
的
詮
釋
有

莫
大
關
係

。

因
安
立
飄
盪
無
依
的
生
命
(
註

6
)

，
故
其
思
想
有
其
所
對
泊
的
時
代
間

為

一
種
思
想
在
歷
史
中
與
時
代
社
會
橫
面
的
互
動
關
係
，
以
及
思
想
發
題

，

自
其
書
中
即
可
見
周
文
解
體
的
挑
激
，
王
邦
雄
曾
就
五
千
言
的
內

展
前
後
之
間
的
關
聯
，
都
須
先
確
定
此
一
思
想
的
發
生
年
代
，
差
距
過
容
，
理
出
四
個
老
子
所
面
對
的
時
代
問
題
:

一
是
禮
的
僵
化
與
刑
的
肆

大
的
年
代
結

論
，
可
能
導
致
思
想
史
圖
像

不
同
的

詮
釋
結
果
。
虐
。

二
是
大
規
模
的
戰
爭
，
各
國
競
相
吞
併
二

二
是
工
商
業
的
興
起
，

在
先
秦
思
想
史
中
，
唯

一
導
生
這
種
思
想
史
圖
像
之
不
同
詮
釋
結
欲
望
普
遍
增
長

。

四
是
集
團
的
擴
大
，
形
成
名
利
爭
鼓
的
熱
潮
(
註

果
的
思
想

家

即
老
子
其
人
。
其
生
存
年
代

一
直
是
問
題
重
重
，
未
有
確

7
)
。

老
子
即
從
後
封
建
社
會
的
這
些
現
象
的
深
刻
憂
患
中
，
引
進

了

一
論。
司
馬
遷
記
述
老
子
傳
略
的

〈
老
莊
申
韓
列
傳

〉

，
其
所
據
資
料
並
「
道

」
以
解
決
政
治
、
人
生
的
問
題
。

無
力
解

答
此
一
問
題
，

是
以
異
說
紛
耘

，
問
題
叢
生

。

勞
思
光
曾
從
其
由
「
道
」
的
形
上
視
野
以
觀
檀
樂
，
老

子
的
禮
樂
思
索
呈
現
一
極

中
歸
納
出
六
大
問
題

.. 

一
為
姓
名
問
題
，

二
為
孔
子
間
禮
之
問
題
，
三
一
為
特
殊
的
型
態
。
在
禮
樂
價
值
的
反
對
陣
營
中
，
老
子
是
繼
墨
子
「
以

為
出
關
及
著
審
問
題
，
四

為
年
齡
問
題
，
五
為
老
萊
子
及

太
史
健

問
義
反
禮
」
之
後
再
掀
波
瀾
的
人
物
。
不
過
老
子
的
反
對
態
度
是
極
為
特

題
，
六
為
世
系
。
而
剋
就
各
項
悶
題
分
別
探
討
，
但
均
因
文
獻

不
足
難
殊
的
，
不
了
解
其
「
道
」
的
有
無
雙
性

，

便
難
深
入
了
解
其
禮
樂
思
索

作
確
斷

(
註
l

)
，

可
見
在
考
證
上
要
揭
露
老
子
之
訟
的
困
難

，

不
過
的
內

容
。

他
不
似
墨

子
以
功
利
組
點
直
接

否
定
禮
樂
存
在

的
積
極
價
值

後
人
為
了
理
出
老
子
在
先
秦
思
想
發
展
，
中
的
清
晰
圖
像
，
先
行
豁
清
其
，
其
所
反
對
，
是
失
去
「
道
」
之
存
在
性
的
禮
樂
，
亦
即
外
在
化
、
形

人
身
世
的
神
秘
設
圈
，
與

考
據
其

書
成
立

的
確
切

年
代
，
仍
被

認
為
研
式

化
的
禮
樂
制
度
、
儀
文
，
這
種
禮
樂
虛

文
最
足
以
極
結
生
命
，
為
堂
口

究
老
子
哲
學
的
當
務
之
急
，
並
且
也
是
探
索
先
秦
學
術
思
想
之
發
展
進
社
會
，
故
其
書
三
十
八
章
提
出
「
道
之
淪
降
」
的
看

法

，
至
瑟
禮
為

程
的
關
鍵
問
題

(
註
2
)

。
本
文

因
為
並
不
以
此
為
主
題
所

在
，
因

此
「
忠
信
之
薄
而
亂
之
首

」
，
可
見
其
對
禮
樂
虛

文
的
深
惡

痛
絕
!
由
反

不
須
涉
入
這
一
煩
瑣
的
考
證
之
中
，
僅
在
老
子
生
存
時
代
上
採
取
目
前
對
而
開
出
的
解
決
之
道
是

•• 

回
歸
於

「
道
」
，
也
就

是
使
外
在
虛
文
化

一
般
共
識
，
將
其
置
於
孔
墨
之
後
，
孟
莊
之
前

。
(
註
3

)

的
生
命
回
歸
到
真
實
本
然
的
自
然
狀
態

。
不
過
對
體
道
自
足
的
道
家
聖

老
子
的
思

想
環
繞

著
萬
物
根
源
的
「
道
」

一
觀
念
而
展
闕
，
可
說

人
而
言
，
禮
樂
並
無
存
在
的
必
要
性
，
亦

不
必
積
極
實
現
其
價

值

。
在

是
先
秦
最
富
形
上
意
味
的
思
想
家
(
註

4

)
。
但
其
形
上
思
想
絕
不
可
社
會
中
如
碰
到
如
何
對
待
禮
樂
的
問
題
，
則
聖

人
的
態
度
只
是
「
和
光

理
解
為
西

方
式
的

「
觀
解
的
形
式

上
學
」
或

「
實
有
形
態

的
形
上
學

」

同
塵

」
地
應
之
，
這
是

一
種
超
越
慢
樂
的
態

度
。

這
種
禮
樂
思
索
的
型

(
註
5
)

。

此
因
「
道
」
一
觀
念
進
入
老
子
思
想
之
中
，
並
非
純
為
理
態
，
可
稱
之
為
「
超
禮
歸
道
」
型

。

智
恩
辨
或

知
識
的
興
趣
，
而
是

淑
於

一 【

觀
變
恩
常

一
的
憂
患
意
識
，
其

出
發
點
一
開
始
就
是
價
值
取
向
的
，
試
圖
探
尋
價
值
的
最
高
歸
宿
，
以

鵝
湖
月
刊
第
二
二
卷
第
六
期
總
號
第
二
五

八

老
子
思
想
源
生
於
「
觀
變
思
常
」
的
憂
患
意
識
。

「
變
」
的
現
象
涉
及
經
驗
世
界
的
萬
物
，
《
老
子

》
云
•• 

「
飄
風
不
終

朝
，

驟
雨
不
終
日
，
孰

為
此
者

9

.

天
地
。
天
地
尚
不
能

久

，
而
況
於
人

乎
!
」

(
二
十
三
章
)
這
句
話
深
深
揭
露
宇
宙
萬
物
的
「
無
常
性
」
。

「
天
地
」

一
詞
涵
括
經
驗
世
界
的
萬
物
，
萬
物
的
存

在
都
不
能
長

久
，

人
為
宇
宙
中
的
一
個
存
在
，
如
何
能
長
生
久
視
，
這
種
人
生
「
無
常
」

的
感
覺
，
可
說
是
人

類
存

在
於
宇
宙
中
的

一
種
深
微

的
觸
動

。

而
在
宇

宙
萬
物
的
無
常
之
變
中
，
令
人
感
觸
最
深
的
應
是
人
生
之
變
。
社
會
人

事
不
斷
地
發
生
變
化
，
人
的
生
命
亦
惶
惶
不
知
何
之
。

以
老
子
所
生
的
時
代
言
，
禮
壞
樂
崩
是
當
時
重
要
的
時
代
問
題
。

周
文
新
統
的
禮
樂
失
去
其
維
繫
政
治
、
社
會
秩
序
的
常
性
，
運
用
傳
統

的
價
值
觀
與
生

活
方
式
處
身
涉
世
頓
成
間
題

。

在
整
個
社
會
人
事
的
變

化
中
，
人
的
生
命
究
應
何
去
何
從
?
徐
復
觀
對
這
種
「
觀
變
思
常
」
的

一愛
中
心
意
識
有
一
深
刻
的
抉
發
•• 

作
為
道
家
開
山
人
物
的
老
子
，
正
生
嘗
不
僅
周
室
的
統
治
平
經
瓦

解
，
並
且
各
封
建
諸
候
的
，
統
治
亦
已
鬧
聲
瓦
解
，
貴
族
階
級
亦
已

開
始
崩
潰
，
春
秋
時
代
所
流
行
的
禮
的
觀
念
與
節
文
已
失
掉
維
持

政
治

、

社
會
秩
序
的
作
用
的
時
代

，

這
正
是
一
個
大
轉
變
的
時

代
。

當
時
不
僅
已
出
現
了
千
氏
的
知
識
份
子
，
並
且
也
出
現
了
在

論
語
中
可
以
看
出
的
「
避
世
」
的
知
識
份
子

。

在
這
種
社
會
劇
烈

轉
變
中
，
使
人
感
到
既
成
的
勢
力
、
傳
統
的
價
值
觀
念
等
，
皆
隨

社
會
的
轉
變
而
失
去
效
用

。
人
們
以
傳
統
的
態
度
處
身
涉
世
，
亦

無
由
得
釗
生
命
的
安
全
，

於
是
要
求
在
劇
烈
轉
變
之
中
，
如
何
能

找
到

一
個
不
變
的
「
常
」
'
以
作
為
人
生
的
立
足
點
，
因
而
可
以

得
到
個
人
及
社
會
的
安
全
長
久
，
這
是
老
子
思
想
最
基
本
的
動

機

。
(
註
8
)

而
在
整
個
社
會
人
世
的
變
化
中
，
老
子
又
深
刻
的
發
現
生
命
外
在

化
的
問
題
，
亦
即
生
命
既
惶
惑
無
從
，
故
上
焉
者
以
仁
義
聖
知
鼓
吹
天

下
，
取
名
當
世
，
下
焉
者
縱
情
聲
色
浮
孽
，
中
無
定
主
，
整
個
社
會
充

忠
于
干
止
品
岫
老
子
「
超
禮
歸
道
」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18 

第

一
節

老
子
思
想
的
基
源
問
題
及
根
本
理
念

道
何
虛
，TA叩
肯
佇
立
恥
的
圳
揖
叫
亂
酬
京

1
#且
，
儡
冊
兩
間
唱
得
訓
到
仲

Z
A
m自
回
甜H
M國
防
圓圈，
的
州
灣
惘
a
m
a申
J
今
i
p

感
，

這
種
生
命
離
位
，
而
以
外
在
的
名
利
聲
華
為
其
追
求
的
現
象
，
老

子
有
優
深
的
慨
嘆

﹒

寵
辱
若
禽
，
賞
大
忌
若
身

。

何
謂
寵
辱
若
驚
?
寵
為
下
，
得
之
若

驚
，
失
之
若
禽
，
是
謂
寵
辱
若
驚
。
何
調
胡
賣
大
怠
若
身
?
吾
所
以

有
大
患
者
，
為
吾
有
身
，
及
無
吾
身
，
吾
有
何
患
?
(
十
三
章

)

「
寵
辱
」
代
表
外
在
之
物

。

世
人
追
求
這
些
外
在
之
物
，

而
有
得

失
鷺
懼
之
感
，
這
是
生
命
中
無
定
主
的
現
象
。
「
大
患
」
'
王
獨
釋
為

「
榮
龍
之
屬
」
(
註

9
)

，
這
是
就
上
下
文
脈
絡
而
作
的
解
釋
﹒
其
實

老
子
所
指
遠
比
榮
寵
的
範
圈
更
大
，
可
以
涵
括
一
切
使
生
命
異
化
的
外

在
之
物
，
如
儒
墨
高
揭
的
仁
義
，
一
般
人
普
遍
追
求
的
欲
望
享
受
。
這

些
外
在
事
物
被
視
為
與
其
形
軀
生
命
一
樣
重
要
，
然
在
老
子
眼
中
，

根
本
就
是
使
生
命
離
位

而
引
發
無
數
生
命
煩
惱
與
社
會
動
盪
的
「
大

自
亡
。

老
子
探

尋
這

「
大
患
」
的
根
源
，
發
現
就
在
人
類
受
命
賦
形
的

「
身
」
上
，
有
身
而
有
執
，
有
執
則
有
為
，
一
切
外
在
追
求
豈
不
都
在

「
執
」
與
「
為
」
之
中
?
所
以
如
能
沒
有
這
執
為
之
身
，
則
-
切
大
患

均
遠
離
而
去
。
這
裹
的
「
身
」
雖
取
一
般
意
義
的
「
形
軀
」
之
義
，
而

其
實
特
指
有
執
有
為
的
形
軀
生
命
。
所
以
「
無
身

」
並
不
是
說
希
望
自

己
不
要
誕
生
於
此
一
世
界
，
而
是
指
沒
有
此

一
形
軀
生
命
的
自
我
之

軌
，
亦
即
超
轉
此
一
形
軀
生
命
的
自
我

之
執
。

這
一
深
沈
的
慨
嘆
，
根
本
是
為
生
命
離
位
的
現
象
而
發
，
故
生
命

如
何
歸
屬
於
自
己
以
得
貞
定
，
這
是
老
子
在
「
觀
變
思
常

」
之
中
所
要

間
的
問
題
，
這
個
基
源
問
題
可
表
之
如
下
﹒
「
如
何
歸
復
生
命
的
純
樸

狀
態
?
」
(
註
間

)
其
整
個
以
「
道
」
為
中
心
的
哲
學
思
想
就
為
解
答

這
個
問
題
而
生

。

老
子
言
道
，
有
其
解
說
宇
宙
本
體
與
生
成
的
形
上
學
意
味
(
註

H

)
，
也
有
其
重
示

聖
人
體
道
境
界
的
價
值
論
色

彩
。
就
前
者
而
言
，

客
觀
恩
辨
以
建
立
「
觀
解
的
形
上
學
」
'
絕
非
老
子
的
真
正
用
意
所

在
，
所
以
即
使
是
提
出
形
上
道
體
，
老
芋
，
卻
把
它
和
整
個
生
命
的
價
值

19 



鵝
湖
月
刊
第
二
二
卷
第
六
期
總
號
第

二
五

八

導
向
關
連
起
來
，
使
道
成
為
價
值
世
界
的
形
土
基
礎
，
而
不
致
落
在
自

然
世
界
的
客
觀
探
討
上

(如
自
然
哲
學
以
至
物
理
學

)
。
道
成
為
價
值

世
界
的
形
上
基
礎
，

故
「
法
道
」
為
其
哲
學
的
重
心
所
在
(
註

U
)
，

道
的
價
值
為
生
命
存
在
的
最
高
價
值

，

法
道
而
體
現
這
種
價
值
的

就
是
老
子
所
謂
的
「
聖
人

」
。

聖
人
的
生
命
與
道
合

一
，
故
其
表
現
亦

如
道
的
表
現
。

道
有
何
司
法
?
這
必
須
揭
明
道
的
意
涵
才
能
明
白

。

在
老
子
的
宇
宙
觀
中
，
道
是
宇
宙
創
生
變
化
的
動
力
根
源
(
註

的
)

，
老
子
說
為

天
地
之
「
根
」

3

天
地
萬
物
皆
在
這

一
動
力

根
源
的

創
生
變
化
中
生
成
變
化
，
最
後
復
返
於
此

一
動
，
刀
恨
線
之
中
。
十
六
章

云
﹒

「
萬
物
並
作
」

「
萬
物
芸
芸
﹒
各
復
歸
其
被

」

'
所
講
的
便
是
此

一
運
動
過
程
(
註

M
)

。
這
一
運
動
過
程
，
老
子
又
以
「
有
」
「
無

」

的
觀
念
作
哲
學
式
的
把
握
，
把
道
的
創
生
和
萬
有
紛
呈
說
成
「
有

」

把
萬
物
復
歸
根

源
以
給
續

創
生
說
成
「
無
」

(
註
K
M
)
，
這
時
「
有
」

與

「
無
」
是
道
的
雙
相
，
格
成
道
之
周
迴
運
動
的
兩
方
面
。
對
於
道
的

觀
照
，
必
須
「
有
無
雙
持
」
，
才
能
把
握
道
的
全
徊
，
故

一
章
云
.. 

「
常
無
，
欲
以
觀
其
妙

•• 

常
有
，
欲
以
觀
其
徽
，
此
兩
者
同
出
而
異

名
。

」
聖
人
心
境
能
居
於
「
無

」
的
一
函
，
則
可
發
現
無
中
藏
有
創
生

萬
有
的
無
限
妙
用
，
能
居
於
「
有

」
的
一
面
，
則
可
發
現
創
生
的
萬
有

在
發
展
中
又
均
肉
板
源
回
歸

。

這
兩
者
同
出
於
道
，
故
聖
人
體
道
亦
必

須
「
有
無
雙
持
」

。

所
謂
「
無
為
而
無
不
為
」
'
即
「
有
無
雙
持

」
的

表
現

。

「
無
為
」
為
「
鐘
之
，

「
無
不
為
」
則
為
「
有

」
'
形
成
一
周

迴
的
運
行

。

然
道
的
運
行
之
中
，
老

子
發
現
天
地
萬
物
之
生
成
茁
壯
必
趨
衰
變

死
亡
，
故
主
張
不
執
滯
於
生
成
茁
壯
的
某
一
點
上
，
而
特
別
強
調
其
衰

亡
而

「
歸
返
於
道

」
的

一
面
。

「
歸
根
」
即
表
示
「
歸
返
於
道
」
'
歸

返
於
道
才
能
有
動
力
繼
續
生
成
，
故
整
個
天
地
循
環
變
化
的
動
力
根
源

就
在
道
上
。
同
樣
的
，
人
類
事
業
創
生
變
化
的
動
力
根
源
也
在
道
上
，

生
命
必
須
「
歸
返
於
道
」
，
才
能
具
有
其
動
力
根
源
，
以
免
停
滯
在
生

人
通
常
都
不
惜
此
道
，
不
悟
此
德

，
故
落
在

生
成
變
化
的
某

一
點
上
，

不
能
一
歸
返
於
道

一
，

以
致
脫
離
生
命
之
純
樸
狀
態

。

老
子
考
察

人
之

離
道
失
德
的
根
本

原
因
，
就
在

「
知
」
與

「
欲

」
的
突
冒
於
德
土

。

由

「
知
」
與

「
欲
」

，
人
的

一
切
皆
落
在
有
執
布
為
中
，
追
求
有
限
的
知

識
以
自
矜
，
追
求
形
軀
的
滿
足
以
自
樂
，
以
致
貴
患
若
身
，
人
與
人
間

爭
競
不
休
，
人
的
生
命
也
因

此
由

「
以
德
為
基

二
m
墮
轉
為

「
以
知
為

基
」
與

「
以
欲
為
基

」

，
不
能

復
歸
於
「
樸
」
。
但
老
子
由
道
眼
觀

之
，

深
刻
地
發
現

「
為
者
敗
之
，
執
者
失
之
，
固
定
以
聖
人
無
為
故
無

敗
，
無
執
亦
無

失
」
(
六

十
四
章
)
，
「
以
輔
萬
物
之
自
然
而
不
敢

為
」
(

同
上

)
，
為
人

指
出
一
條
「
歸
道
復
德
」
之
路
，

即
無

為
無

執
、
無
知
無
欲

。

但
人
的
無
執
無
為
、
無
知
無
欲
如
何
可
能
?
這
在
老
子
提
出
的
修

養
工
夫
固
定
「
致
虛
極
，
守
靜
篤
」
(
十
六
章
)
，
亦
即
使
心
靈
超
越
任

何
知
欲
的
有
限
之
執

，

完
全
置
於
一
虛
靜
無
著
之
精
神
境
地

。

致
虛
守

靜
即
可
生
出

一
種
超
越
俗
智
的
睿
見
，
觀
照
天
地
萬
物
所
顯
示
的
道
之

周
行
，
並
且
看
見
萬
物
「
歸
根
復
命

」
之
「
常

」
。

自
土
所
述
，
老
子

言
道
，

一
在
欲
人
自
心
知
欲
望
的
虛
妄
主
體
，

歸
返
於
道
德
的
自
然
純
樸
本
性

。

一
在
欲
人
法
道
而
展
現
道
之
周
行

，

無
為
而
無
不
為

。

但
人
問
世
界
既
已
痠
動
心
知
欲
望
的
有
執
有
為
，
所

以
首
先
的
問
題
應

在

「
如
何
歸
復
生
命
的
純
樸
狀
態
?

」
也
就
是
歸
復

生
命
之
德
、
生
命
之
常
，
在
此
基
縫

上
一
切

無
執
之
為
才
可
能
展
現

。

最
後
須
得

一
慢
的
是
，
儒
家
與
道
家
都
談
道
德
，
為
兔
混
淆
，
這

里
稍
作

意
義
上
的
區
辨

。

儒
家
所
談
的
道
德
，
均
由
人
道
這
方
面
談
，

以

「
仁
、
義
、
禮

」
界
定
其
意
涵

。

如
孔
孟
談
的
道
德
，
即
由

「
仁

義
」
的
實
蹉
而

言

，
筍
子
則
以

「
偉

」
為
其
實
義

。

老
子
開
始
的
道
家

所
談
的
道
德
，
則
白
天
道
這
方
面
談

。

依
老
子
之
見
，
天
道
為
人
道
的

基
礎
，
故

「
道
德

」
為

「
仁
義
禮
」
的
根
椒
，
離
道
失
德
，
生
命
才
墮

轉
到
「
仁
義
禮

」
的
強
調
中

。

此
義
若
明
，
則
儒
道
使
用
道
德
，
須
分

別
而
觀
，
令
人
所
謂

「
道
德
心

」
(
仁
)
、

「
道
德
規
範
」
(
禮
)
諸

患
于4止
品
巾

老
于

「
超
禮

歸
道

」
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成
現
象
的
某
一
點
上
，
妨
害
生
命
的
循
環
運
行
。

就
生
命
必
須
「
歸
返
於
道

」
一
義
，
老
子
哲
學
特

別
注
重
「
反

」

的
原
則
。
四
十
章
云

.. 

「
反
者
道
之
動
」
'

十
六
章

云
:
「
萬
物
並

作
，
五
口
以
觀
復

」

，
都
是
強
調
天
地
循
環
中
最
重
要
的
是
歸
返
於
道
的

動
力
根
源
之
中

。

所
以
萬
物
的
「
歸
根
復
命
」
和
生
命
的

「
歸
其
返

樸
」
，
對
老
子
而
言
，
為
其
思
想
重
要
的
價
值
導
向
，
如
果
違
反
此
一

導
向
，
則
生
命
將
在
失
去
根
源
的
狀
況
中
以
致
觸
途
成
滯
。

道
的
創
生
變
化
萬
物
的
方
式
，
老
子
認
為
是

「
自
然
」
的
，
所
以

說
「
道
法
自
然
」
。
「
自
然
」
並
非
道
之
上
更
高
的
一
個
層
境
，
而
只

是
道
本
身
的
性
徊
，
所
以
其
法
效
，
只
是
以
自
身
為
法
。
老
子
藉
此
表

出
道
的
創
造
變
化
萬
物
，
不
是
有
心
知
欲
望
作
用
於
其
中
，
或
依
待
外

在
條
件

而
如
此
，
而
只
是
自
己
如
此

(
註
的
)
。
這
是
老
子
對
於
道
的

本
性
最
重
要
的
一
個
觀
念

。

老
子
講
「
道
」
之
外
，
另
有
一
個
觀
念
為

「
德
」
'
德
的
本
性
依
然
是
「
自
然

L
的
。
所
謂
「
德

」
'
即
道
分
化

而
內
在
於
萬
物
的
本
質
，
為
各
物
之
所
以
為
各
物
的
根
據
。
道
與
德
只

有
全
與
分
之
別
，
並
沒
有
本
質
上
的
一
區
別
。
由
於
道
與
德
的
本
性
皆
為

「
自
然
」

'
故
其
生
養
萬
物
都
無
心
知
欲
望
的
作
用
於
其
中
，
其
「
生

而
不
有
，
為
而
不
恃

'
E
X而
不
宰
」
(
五
十
一
章
)
，
都
是
自
己
如

此
、
非
他
而
然
的
作
為
，
故
五
十
一
章
云
:
「
道
之
尊
，
德
之
貴
，
夫

莫
之
命
，
而
常
自
然
。
故
道
生
之
，
德
畜
之
，
長
之
育
之
，
亭
之
毒

之
，
養
之
覆
之
。
生
而
不
有
，
為
而
不
恃

'
E
R而
不
宰
，
固
定
謂
『
玄

德
』
」

。

換
句
話
說
，
道
德
是
無
執
無
為
的
，
其
「
為
」
是
無
執
之

為
，
是
放
在
無
執
之
為
中
而
無
不
為

。

三
十
七
章
云

.. 

「
道
常
無
為

(
王
粥
注
﹒
順
自
然
也
)
，
而
無
不
為
」
'
說
的
正
是

此
意
。
這
種
為

而
無
執
的
一
種
本
性

，
就
叫
「
玄
德

」
，
也
叫
「
常
德

」
'
「
玄
」
是

狀
辭
，
是
說
高
層

次
義
理
的
玄
妙
，
非
一
般
世
俗
的
認
知
所
能
理
解
。

「
常
」
則
是
說
其
永
恆
不
變

。

由
此
而
論
，
人
的
生
命
之
「
德

L
也
是
自
然
的
，
無
執
無
為
的
，

這
在
老
子
又

稱
為
「
樸
」

'
亦

即
人
生
命
不
離
於
道
的
純
樸
狀
態

。

但

20 

應用
不語

致，
導都

喜自
解於
。 解

釋
儒
家
的

用
至五

視
其
所
在
的

上

下脈
絡
而
留

第
二
節

道
、
禮
對
揚
及
「超
禮
歸
道
」
的
型
態

老
子
思
想
的
價
值
走
向
在
歸
復
生
命
的

「
大
道

」
與
「
玄
德
」
'

亦
即
復
歸

生
命
的
自
然
純
樸
狀
態
，
因
此
一
切
提
倡
仁
義
禮
智
以
治
國

修
身
的
主
張
，
均
為
其
強
烈
反
對
，
認
為
是
生
命
外
化
，
而
將
為
社
會

招
致
大
患
的
亂
因

。

大
道
廢
，
有
仁
義

•• 
智
慈
出
，
有
大
偽

。

六
、
貌
不
和
，
有
幸
，
佳
句
;

國
家
昏
亂
，
有
忠
臣
。
(
十
八
章
)

天
下
多
忌
諱
而
民
彌
貧
;
民
多
利
器
，
國
家
滋
昏
;
人
能
使
巧
，

奇
物
滋
起
;
法
令
滋
彰
，
盜
賊
多
有
。
(
五
十
七
章
)

一
切
離
開
道
德
的
追
求
，
均
使
生
命
的
純
樸
狀
態
破
裂
，
而
在
其

所
貴
實
之
物
的
追
求
中
，
復
招
來
反
面
的
現
象
與
反

面
的

影
響
。
故
十

八
章
言
生
命
離
開
其
玄
同
於
道
的
自
然
純
樸
'
遂
開
始
強
調
踐
仁
由

義
。
對
於
才
智
的
重
視
，
亦
相
隨
有
大
虛
偽
的
反
面
現
象
發
生

。

五
十

七
章
言
國
家
越
忌
諱
貧
窮
，
而
人
民
反
而
越
加
貧
窮
;
富
國
強
兵
多
製

造
利
器
，
反
而
被
利
用
為
作
奸
犯
科
之
具
，
導
致
社
會
更
為
混
亂

。

考

察
老
子
生
存

的
時
代
，
正

是
儒
墨
相
率
以
仁
義
繩
墨
之
言
匡
正
天

下
，

而
各
國
都
欲
富
國
強
兵
以
兼
併
攻
伐
之
時
，
這
些
強
烈
的
批
評
並
非
無

的
放
矢

。

但
這
些
批
評
亦
非
僅
止
於
對
儒
墨
的
批
評
，
而
是
普
遍
的
生

命
離
位
的
照
察
，
具
有
生
命
問
題
的
普
遍
意
義

。

禮
樂
現
象
方
面
，
老

子
亦
有
強
烈
的
激
評
，
至
認
為

「
忠
信
之
薄

而
亂
之
首

」

'
這
當
是
老
子
有
見
於
禮
樂
之
治
的
大
流
弊
，
方
有
此
憤

激
之
評
。
自
禮
康
樂
崩
之
後
，
禮
樂
的
制
度
、
儀
文
失
去
親
親
、
尊
尊

精
神
的
支
柱
，
成
為
精
神
已
亡
、
形
式
猶
存
的
空
殼
。
儒
家
之
徒
傳
承

提
倡
禮
樂
之
說
，
又
往
往
繁
飾
禮
樂
，
中
無
嘗
一
誠
，
顯
露
生
命
的
外
在

化
與
虛
筒
，
於
是
越
提
倡
續
樂
，
越
發
生
以
形
式
空
文
經
恰
人
類
生
命

的
現
象

。

老
子
於
此
深
有
感
觸
。
為
在
哲
學
上
解
釋
此
一
現
象
，
老
子
到



鵝
湖
月
刊
第
二
二
卷
第
六
期
總
號
第

二
五

八

導
向
關
連
起
來
，
使
道
成
為
價
值
世
界
的
形
土
基
礎
，
而
不
致
落
在
自

然
世
界
的
客
觀
探
討
上

(如
自
然
哲
學
以
至
物
理
學

)
。
道
成
為
價
值

世
界
的
形
上
基
礎
，

故
「
法
道
」
為
其
哲
學
的
重
心
所
在
(
註

U
)
，

道
的
價
值
為
生
命
存
在
的
最
高
價
值

，

法
道
而
體
現
這
種
價
值
的

就
是
老
子
所
謂
的
「
聖
人

」
。

聖
人
的
生
命
與
道
合

一
，
故
其
表
現
亦

如
道
的
表
現
。

道
有
何
司
法
?
這
必
須
揭
明
道
的
意
涵
才
能
明
白

。

在
老
子
的
宇
宙
觀
中
，
道
是
宇
宙
創
生
變
化
的
動
力
根
源
(
註

的
)

，
老
子
說
為

天
地
之
「
根
」

3

天
地
萬
物
皆
在
這

一
動
力

根
源
的

創
生
變
化
中
生
成
變
化
，
最
後
復
返
於
此

一
動
，
刀
恨
線
之
中
。
十
六
章

云
﹒

「
萬
物
並
作
」

「
萬
物
芸
芸
﹒
各
復
歸
其
被

」

'
所
講
的
便
是
此

一
運
動
過
程
(
註

M
)

。
這
一
運
動
過
程
，
老
子
又
以
「
有
」
「
無

」

的
觀
念
作
哲
學
式
的
把
握
，
把
道
的
創
生
和
萬
有
紛
呈
說
成
「
有

」

把
萬
物
復
歸
根

源
以
給
續

創
生
說
成
「
無
」

(
註
K
M
)
，
這
時
「
有
」

與

「
無
」
是
道
的
雙
相
，
格
成
道
之
周
迴
運
動
的
兩
方
面
。
對
於
道
的

觀
照
，
必
須
「
有
無
雙
持
」
，
才
能
把
握
道
的
全
徊
，
故

一
章
云
.. 

「
常
無
，
欲
以
觀
其
妙

•• 

常
有
，
欲
以
觀
其
徽
，
此
兩
者
同
出
而
異

名
。

」
聖
人
心
境
能
居
於
「
無

」
的
一
函
，
則
可
發
現
無
中
藏
有
創
生

萬
有
的
無
限
妙
用
，
能
居
於
「
有

」
的
一
面
，
則
可
發
現
創
生
的
萬
有

在
發
展
中
又
均
肉
板
源
回
歸

。

這
兩
者
同
出
於
道
，
故
聖
人
體
道
亦
必

須
「
有
無
雙
持
」

。

所
謂
「
無
為
而
無
不
為
」
'
即
「
有
無
雙
持

」
的

表
現

。

「
無
為
」
為
「
鐘
之
，

「
無
不
為
」
則
為
「
有

」
'
形
成
一
周

迴
的
運
行

。

然
道
的
運
行
之
中
，
老

子
發
現
天
地
萬
物
之
生
成
茁
壯
必
趨
衰
變

死
亡
，
故
主
張
不
執
滯
於
生
成
茁
壯
的
某
一
點
上
，
而
特
別
強
調
其
衰

亡
而

「
歸
返
於
道

」
的

一
面
。

「
歸
根
」
即
表
示
「
歸
返
於
道
」
'
歸

返
於
道
才
能
有
動
力
繼
續
生
成
，
故
整
個
天
地
循
環
變
化
的
動
力
根
源

就
在
道
上
。
同
樣
的
，
人
類
事
業
創
生
變
化
的
動
力
根
源
也
在
道
上
，

生
命
必
須
「
歸
返
於
道
」
，
才
能
具
有
其
動
力
根
源
，
以
免
停
滯
在
生

人
通
常
都
不
惜
此
道
，
不
悟
此
德

，
故
落
在

生
成
變
化
的
某

一
點
上
，

不
能
一
歸
返
於
道

一
，

以
致
脫
離
生
命
之
純
樸
狀
態

。

老
子
考
察

人
之

離
道
失
德
的
根
本

原
因
，
就
在

「
知
」
與

「
欲

」
的
突
冒
於
德
土

。

由

「
知
」
與

「
欲
」

，
人
的

一
切
皆
落
在
有
執
布
為
中
，
追
求
有
限
的
知

識
以
自
矜
，
追
求
形
軀
的
滿
足
以
自
樂
，
以
致
貴
患
若
身
，
人
與
人
間

爭
競
不
休
，
人
的
生
命
也
因

此
由

「
以
德
為
基

二
m
墮
轉
為

「
以
知
為

基
」
與

「
以
欲
為
基

」

，
不
能

復
歸
於
「
樸
」
。
但
老
子
由
道
眼
觀

之
，

深
刻
地
發
現

「
為
者
敗
之
，
執
者
失
之
，
固
定
以
聖
人
無
為
故
無

敗
，
無
執
亦
無

失
」
(
六

十
四
章
)
，
「
以
輔
萬
物
之
自
然
而
不
敢

為
」
(

同
上

)
，
為
人

指
出
一
條
「
歸
道
復
德
」
之
路
，

即
無

為
無

執
、
無
知
無
欲

。

但
人
的
無
執
無
為
、
無
知
無
欲
如
何
可
能
?
這
在
老
子
提
出
的
修

養
工
夫
固
定
「
致
虛
極
，
守
靜
篤
」
(
十
六
章
)
，
亦
即
使
心
靈
超
越
任

何
知
欲
的
有
限
之
執

，

完
全
置
於
一
虛
靜
無
著
之
精
神
境
地

。

致
虛
守

靜
即
可
生
出

一
種
超
越
俗
智
的
睿
見
，
觀
照
天
地
萬
物
所
顯
示
的
道
之

周
行
，
並
且
看
見
萬
物
「
歸
根
復
命

」
之
「
常

」
。

自
土
所
述
，
老
子

言
道
，

一
在
欲
人
自
心
知
欲
望
的
虛
妄
主
體
，

歸
返
於
道
德
的
自
然
純
樸
本
性

。

一
在
欲
人
法
道
而
展
現
道
之
周
行

，

無
為
而
無
不
為

。

但
人
問
世
界
既
已
痠
動
心
知
欲
望
的
有
執
有
為
，
所

以
首
先
的
問
題
應

在

「
如
何
歸
復
生
命
的
純
樸
狀
態
?

」
也
就
是
歸
復

生
命
之
德
、
生
命
之
常
，
在
此
基
縫

上
一
切

無
執
之
為
才
可
能
展
現

。

最
後
須
得

一
慢
的
是
，
儒
家
與
道
家
都
談
道
德
，
為
兔
混
淆
，
這

里
稍
作

意
義
上
的
區
辨

。

儒
家
所
談
的
道
德
，
均
由
人
道
這
方
面
談
，

以

「
仁
、
義
、
禮

」
界
定
其
意
涵

。

如
孔
孟
談
的
道
德
，
即
由

「
仁

義
」
的
實
蹉
而

言

，
筍
子
則
以

「
偉

」
為
其
實
義

。

老
子
開
始
的
道
家

所
談
的
道
德
，
則
白
天
道
這
方
面
談

。

依
老
子
之
見
，
天
道
為
人
道
的

基
礎
，
故

「
道
德

」
為

「
仁
義
禮
」
的
根
椒
，
離
道
失
德
，
生
命
才
墮

轉
到
「
仁
義
禮

」
的
強
調
中

。

此
義
若
明
，
則
儒
道
使
用
道
德
，
須
分

別
而
觀
，
令
人
所
謂

「
道
德
心

」
(
仁
)
、

「
道
德
規
範
」
(
禮
)
諸

患
于4止
品
巾

老
于

「
超
禮

歸
道

」

型
的
禮
樂
思
索

成
現
象
的
某
一
點
上
，
妨
害
生
命
的
循
環
運
行
。

就
生
命
必
須
「
歸
返
於
道

」
一
義
，
老
子
哲
學
特

別
注
重
「
反

」

的
原
則
。
四
十
章
云

.. 

「
反
者
道
之
動
」
'

十
六
章

云
:
「
萬
物
並

作
，
五
口
以
觀
復

」

，
都
是
強
調
天
地
循
環
中
最
重
要
的
是
歸
返
於
道
的

動
力
根
源
之
中

。

所
以
萬
物
的
「
歸
根
復
命
」
和
生
命
的

「
歸
其
返

樸
」
，
對
老
子
而
言
，
為
其
思
想
重
要
的
價
值
導
向
，
如
果
違
反
此
一

導
向
，
則
生
命
將
在
失
去
根
源
的
狀
況
中
以
致
觸
途
成
滯
。

道
的
創
生
變
化
萬
物
的
方
式
，
老
子
認
為
是

「
自
然
」
的
，
所
以

說
「
道
法
自
然
」
。
「
自
然
」
並
非
道
之
上
更
高
的
一
個
層
境
，
而
只

是
道
本
身
的
性
徊
，
所
以
其
法
效
，
只
是
以
自
身
為
法
。
老
子
藉
此
表

出
道
的
創
造
變
化
萬
物
，
不
是
有
心
知
欲
望
作
用
於
其
中
，
或
依
待
外

在
條
件

而
如
此
，
而
只
是
自
己
如
此

(
註
的
)
。
這
是
老
子
對
於
道
的

本
性
最
重
要
的
一
個
觀
念

。

老
子
講
「
道
」
之
外
，
另
有
一
個
觀
念
為

「
德
」
'
德
的
本
性
依
然
是
「
自
然

L
的
。
所
謂
「
德

」
'
即
道
分
化

而
內
在
於
萬
物
的
本
質
，
為
各
物
之
所
以
為
各
物
的
根
據
。
道
與
德
只

有
全
與
分
之
別
，
並
沒
有
本
質
上
的
一
區
別
。
由
於
道
與
德
的
本
性
皆
為

「
自
然
」

'
故
其
生
養
萬
物
都
無
心
知
欲
望
的
作
用
於
其
中
，
其
「
生

而
不
有
，
為
而
不
恃

'
E
X而
不
宰
」
(
五
十
一
章
)
，
都
是
自
己
如

此
、
非
他
而
然
的
作
為
，
故
五
十
一
章
云
:
「
道
之
尊
，
德
之
貴
，
夫

莫
之
命
，
而
常
自
然
。
故
道
生
之
，
德
畜
之
，
長
之
育
之
，
亭
之
毒

之
，
養
之
覆
之
。
生
而
不
有
，
為
而
不
恃

'
E
R而
不
宰
，
固
定
謂
『
玄

德
』
」

。

換
句
話
說
，
道
德
是
無
執
無
為
的
，
其
「
為
」
是
無
執
之

為
，
是
放
在
無
執
之
為
中
而
無
不
為

。

三
十
七
章
云

.. 

「
道
常
無
為

(
王
粥
注
﹒
順
自
然
也
)
，
而
無
不
為
」
'
說
的
正
是

此
意
。
這
種
為

而
無
執
的
一
種
本
性

，
就
叫
「
玄
德

」
，
也
叫
「
常
德

」
'
「
玄
」
是

狀
辭
，
是
說
高
層

次
義
理
的
玄
妙
，
非
一
般
世
俗
的
認
知
所
能
理
解
。

「
常
」
則
是
說
其
永
恆
不
變

。

由
此
而
論
，
人
的
生
命
之
「
德

L
也
是
自
然
的
，
無
執
無
為
的
，

這
在
老
子
又

稱
為
「
樸
」

'
亦

即
人
生
命
不
離
於
道
的
純
樸
狀
態

。

但

20 

應用
不語

致，
導都

喜自
解於
。 解

釋
儒
家
的

用
至五

視
其
所
在
的

上

下脈
絡
而
留

第
二
節

道
、
禮
對
揚
及
「超
禮
歸
道
」
的
型
態

老
子
思
想
的
價
值
走
向
在
歸
復
生
命
的

「
大
道

」
與
「
玄
德
」
'

亦
即
復
歸

生
命
的
自
然
純
樸
狀
態
，
因
此
一
切
提
倡
仁
義
禮
智
以
治
國

修
身
的
主
張
，
均
為
其
強
烈
反
對
，
認
為
是
生
命
外
化
，
而
將
為
社
會

招
致
大
患
的
亂
因

。

大
道
廢
，
有
仁
義

•• 
智
慈
出
，
有
大
偽

。

六
、
貌
不
和
，
有
幸
，
佳
句
;

國
家
昏
亂
，
有
忠
臣
。
(
十
八
章
)

天
下
多
忌
諱
而
民
彌
貧
;
民
多
利
器
，
國
家
滋
昏
;
人
能
使
巧
，

奇
物
滋
起
;
法
令
滋
彰
，
盜
賊
多
有
。
(
五
十
七
章
)

一
切
離
開
道
德
的
追
求
，
均
使
生
命
的
純
樸
狀
態
破
裂
，
而
在
其

所
貴
實
之
物
的
追
求
中
，
復
招
來
反
面
的
現
象
與
反

面
的

影
響
。
故
十

八
章
言
生
命
離
開
其
玄
同
於
道
的
自
然
純
樸
'
遂
開
始
強
調
踐
仁
由

義
。
對
於
才
智
的
重
視
，
亦
相
隨
有
大
虛
偽
的
反
面
現
象
發
生

。

五
十

七
章
言
國
家
越
忌
諱
貧
窮
，
而
人
民
反
而
越
加
貧
窮
;
富
國
強
兵
多
製

造
利
器
，
反
而
被
利
用
為
作
奸
犯
科
之
具
，
導
致
社
會
更
為
混
亂

。

考

察
老
子
生
存

的
時
代
，
正

是
儒
墨
相
率
以
仁
義
繩
墨
之
言
匡
正
天

下
，

而
各
國
都
欲
富
國
強
兵
以
兼
併
攻
伐
之
時
，
這
些
強
烈
的
批
評
並
非
無

的
放
矢

。

但
這
些
批
評
亦
非
僅
止
於
對
儒
墨
的
批
評
，
而
是
普
遍
的
生

命
離
位
的
照
察
，
具
有
生
命
問
題
的
普
遍
意
義

。

禮
樂
現
象
方
面
，
老

子
亦
有
強
烈
的
激
評
，
至
認
為

「
忠
信
之
薄

而
亂
之
首

」

'
這
當
是
老
子
有
見
於
禮
樂
之
治
的
大
流
弊
，
方
有
此
憤

激
之
評
。
自
禮
康
樂
崩
之
後
，
禮
樂
的
制
度
、
儀
文
失
去
親
親
、
尊
尊

精
神
的
支
柱
，
成
為
精
神
已
亡
、
形
式
猶
存
的
空
殼
。
儒
家
之
徒
傳
承

提
倡
禮
樂
之
說
，
又
往
往
繁
飾
禮
樂
，
中
無
嘗
一
誠
，
顯
露
生
命
的
外
在

化
與
虛
筒
，
於
是
越
提
倡
續
樂
，
越
發
生
以
形
式
空
文
經
恰
人
類
生
命

的
現
象

。

老
子
於
此
深
有
感
觸
。
為
在
哲
學
上
解
釋
此
一
現
象
，
老
子
到



鵝
湖
月
刊
第
二
二
卷
第
六
期
總
號
第
二
五
八

提
出
生
命
離
道
而
層
層
降
縛
的
歷
程
，
這
也
就
是

三
十
八
章
的

一
套

「
道
之
淪
降
」

(
註
口
)
的
墮
落
觀
。

土
德
不
德
，
是
以
有
德

。

下
德
不
失
德
，
是
以
無
德
。
上
德
無
為

而
無
以
為
，
下
咕
咕
為
之
而
有
以
為
。
上
仁
為
之
而
無
以
為
，
土
義

為
之
而
有
以
為
。
上
站
值
為
之
而
菜
、
之
應
，
則
攘
臂
而
扔
之
。
故
，
失

進
而
後
德
，
.
失
德
而
後
仁
，
失
仁
而
後
義
，
失
寂
而
後
禮

s

夫
禮

者
，
忠
信
之
海
而
亂
之
首
。
前
識
者
，
這
之
華
而
愚
之
始
，
是
以

大
丈
夫
處
其
厚
，
不
居
其
薄
，
處
其
實
，
不
居
其
筆
，
故
去
彼
取

-VLMB 
已
証
，
t

在
這
段
話
中
，
「
道
、
德
、
仁
、
義
、
禮
、
智
(
前
識
)
」
六
者

構
成
一
步
步
下
降
的
系
列
(
註

M
)

，
而
層
層
降
轉
到

「
禮
、
智
」
時

則
巴
為
墮
落
之
極
致
，

一
切
虛
偽
禍
亂
均
隨
之
而
生
。
仁
義
禮
智
都
是

老
子
眼
中
的
有
執
有
為
之
物
，
仁
義
是
內
在
的
有
執
有
為
，
禮
智
則
更

顯
其
生
命
執
為
的
外
在
化
，
故
王
粥
一
五

•• 

「
夫
仁
義
發
於
內
，
為
之
猶

筒
，
況
務
外
飾
而
可
久
乎
!
」
(
註
凹
)
所
謂
「
忠
信
之
薄
」
，
即
徒

有
外
在
的
倪
仰
周
旋
威
儀
之
禮
的
表
現
，
而
內
心
並
無
忠
信
等
的
真
實

之
情
(
註
油
)
。
這
是
戰
國
俗
儒
屢
被

批
評
的
內
外
不
符
的
現
象
，
也

是
治
國
用
禮
所
造
成
的
一
大
虛
偽
。
為
何
說
「
亂
之
首
」
?
因
為
禮
既

成
為
空
文
，
再
以
僧
來
規
範
天
下
人
，
則
適
足
以
經
給
人
類
生
命
，
使

天
下
人
均
不
能
歸
真
退
樸

。

這
一
一
裊
道
和
禮
形
成

一
大
對
皮
，
明
顯
地
是

「
以
道
反
禮

」

(
註
訂
)
。
老
子
於
此
指

出
一
條
歸
真
返
樸
的
價
值
導

向

，
即
不
讓
生
命
淪
沒
於
外
在
的

禮
樂
虛
文
，
回
返
內
在
真
實
，
並
層

層
超
轉
，
以
上
歸
於
道
德
層
境
，
這
是

「
去
彼
取
此
」
之
意
。

十
九

章

言
棄
絕
壁
知

仁
義
而
少
私
寡
欲
，
歸
之
素
樸
，
也

正
是
這
個
意
思

絕
聖
棄
智
，
民
利
百
倍

•• 

絕
仁
棄
義
，
民
復
孝
忌
，
絕
巧
棄
利
，

盜
賊
無
有

。

此
三
者
以
為
﹒
文
不
足
，
故
令
有
所
屬

。

見
幸
抱
樣
，

少
私
寡
欲

。

這
里
有
一
問
題
是
﹒
老

子
反
對
禮
樂
是
那

一
種
意
義
的
反
?
如
果

禮
樂
完
全
為
其
否
定
，
則
道
與
禮
樂
是
本
質
上
即
相
衝
突
者
，
依
此
一

牟
宗
三
曾
澄
清
以
前
對
於
道
家
否
定
聖
知
仁
義
禮
樂
的
誤
解
，
可

以
提

供
我
們
理
解
老

子
的
這
個
問
題

c

他
藉

「
實
有
層
的
肯
定
一
和

「
作
用
層
的
否
定
」
兩
個
語
詞
來
說
明
。
儒
家
正
面
的
肯
定
聖
知
仁
義

禮
樂
的
存
在
，
道
家
則
不
作
正
面
的
肯
定
與
否
定
。
道
家
說
聖
知
仁
義

禮
樂
，
只
是
順
儒
家
所
說
而
提
，
並
非
作
正
面
的
肯
定
與
否

定

。
道
家

對
聖
知
仁
義
禮
樂
只
有

一
個
問
題
，
即

.. 

如
何
以
最
好
的
方
式
體
現

之
?
所
謂
←
絕
聖
棄
智
」
、
「
絕
仁
棄
義
」
或
絕
棄
禮
樂
等
話
語
，
都

不
是
在
實
，
有
層
上
加
以
否
定
，
而
是
從
作
用
層
上
否
定
(
註
日
)

，
亦

即
超
轉
出
心
靈
更
高
的
境
界
來
體
現
聖
知
仁
義
禮
樂
。

故
作
用
層
的
否

定
，
其
實

即
作
用
地
保
存
佐
聖
知
仁
義
禮
樂

。
道
家
之
「
無
為

而
無
不

為
」
之
義
亦
從

此
處
透
露

。
依
牟

宗
三
此
一
澄
清
，
可
見
道
與
禮
樂
本

質
上
並
未
對
皮
，
道
的
境
界
正
是
體
現
禮
樂
的
最
好
方
式
。

然

而
道
之
體
現
禮
樂
，
是
否
如
儒
家
之
充
分
的
實
現
禮
樂
的文化

價
值
?
是
又
不

然
!
老
子
並
未
積
極
的
肯
定
禮
樂
的
意
義
與
價
值
，
只

是
在
生
活
上
隨
順
已
有
的
禮
儀
而
無
執
地
表
現
，
這
是
超
越
於
禮
樂
的

態
度
，
其
型
態
是
「
超
禮
歸
道
」
型
。

第
三
節

「
大
音
希
聲
」
的
音
樂
思
想

老
子
以

「
道
」
為
價
值
世
界
的
形
上
基
礎
任
何
生
命
失
去
道
的
存

在
性
而
外
在
化
或
異
化
，
均
為
老
子
所
不
取
。
對
於
人
離
其
純
樸
，
縱

情
於
音
樂
享
樂
的
現
象
，
老
子
自
然
表
示
反
對
的
情
詩
恨

。

五
色
令
人
自
盲
，
五
音
令
入
耳
聾
，
五
味
令
人
口
爽
，
馳
騁
哎
獵

人
?
人
心
管
狂
，
難
得
之
貨
令
人
行
妨
，
是
以
聖
人
為
腹
不
為
目
，

故
去
放
取
此

。

(
十
二
章
)

這
段
話
基
本
表
示
「
玩
物
喪
道
」
觀
點

。

「
五
色

L
、

「
五
音
」
、

「
五
味
」
、

「
峽
獵
」
、

「
難
得
之
貨

」

，
都
是
感
官
欲
望
追
求
的
生

活
享
樂
之
物
，
但
是
當
生
命
離
道
而
任
欲
馳
騁
峙
，
生
命
即
外
在
化
於

所
追
求
的
事
物
及
其
滿
足
之
中
，
對
老
子
而
言
，
這
些
欲
望
追
逐
的
活

動
都
是
必
須
「
去
」
掉
的
，
否
則
人
即
不
能
歸
屬
於
自
己
，
因
復
生
命

多
e
f品
品
岫

品
也
平4
「
蚵
呵
呵
神
恤
揖
卸

抽
血『
」
g
T
的
講
恤
攝
揮
國川、
-
索

說
，
則
「
以
道
反
禮
」
即
為
老
子
禮
樂
思
想
的
型
態
。
如
果
在
返
樸
歸
旦

真
的
生
命
境
界
上
，
續
樂
仍
可
為
聖
人
生
活
的
自
然
表
現
，
則
禮
樂
本

質
上
是
與
道
不
相
衝
突
者
。
依
此
一
說
，
則
可
以
有
超
越
於
世
俗
之
禮

的
無
執
表
現
。
學
者
在
此
大
拯
採
前
一
說
，
認
為
兩
者
本
質
為
相
衝
突

者
。
揚
雌
《
法
言
﹒
問
道
》
云

.. 

「
老
子
之

言
道
德

，
吾
有
取
焉
耳
•• 

及
槌
提
仁
義
，
絕
滅
禮
樂
，
五
口
無
取
焉
耳
。
」
梁
啟
超
《
先
秦
政
治
思

想
史
》
亦
以
兩
者
對
立
，
故
其
書
指
出
老
子
與
儒
家
的
政
治
理
論
精
神

迴
異
，

一
日
「
我
無
為
而
民
自
化
，
我
好
靜
而
民
自
正
，
我
無
事
而
民

自

富
，
我
無
欲
而
民
自
樸

」

(
五
十
七
章
)
，

-
日
「
上
好
禮
則
民
莫

敢
不
敬
」
'
「
君
子
篤
於
親
則
民
興
於
仁
」
'
一
以
無
為
之
教
，

一
倡

禮
樂
教
化
，
老
子
既
主
張
絕
對
放
任
(
按

•• 

梁
氏
以
「
絕
對
放
任
」
說

老
子
並
不
恰
當
)
，
故
極
力
排
斥
禮
樂
教
化
的
干
涉
〈
註
位
)
。
劉
光

毅
探
究
老
莊
禮
論
，
亦
認
為
老
莊
斥
慢
而
不
飲
用
，
云

•• 

「
道
家
崇
自

然
、
重
無
為
，
於
一
切
人
為
之
事
物
，
全
不
以
為
然
。
禮
，
人
類
社
會

中
的
產
物
，
是
維
持
人
際
關
係
的
手
段
，
自
然
也
是
有
為
之
事
，
放
道

家
排
拒
之
」
(
註
泌
)

這
些
看
法
，
均
有
文
獻
的
支
持
，

不
能
算
錯
。

但
仔
細
體
會
老
子
思
想
，
種
樂
(
甚
至
仁
義
)
之
所
以
被
否
定
，
實
因

其
喪
失
道
德
的
存
在
性
，
譬
如
默
默
行
善
，
則
內
不
失
道
，
行
善
自

矜
，
則
善
亦
離
道
，
離
道
之
善
，
便
與
道
成
對
皮
。
但
道
與
善
本
無
本

質
的
衝
突
，
老
子
亦
不
以
為
有
衝
突
。
道
與
一
事
物
間
的
衝
突
，
皆
因
事

物
之
欲
執
而
起
。
如
無
欲
執
，
則
道
乃
實
現
一
切
事
物
的
最
佳
方
式
。

老
子
即
云

.. 

「
天
之
道
，
利
而
不
害
;
聖
人
之
道
，
為
而
不
爭
」

(
八

十
一

章
)
，
天
道

「
無
為
而
無
不
為

」
，
對
萬
物
「
生
而
不
有
，
為
而

不
恃
」
(

二
章
)
，

「
生
」
「
為
」
皆
對
生
養
萬
物
有
利
，
但

天
道
並

不
自
矜
其
功
，
只
自
然
的
展
現
其
生
養
萬
物
之
無
執
之
為
。
聖
人
之

「
為
」
'
亦
是
一
種
無
執
之
為
，
故
在
為
中
成
就
了
事
物
，
但
卻
對
事

物

-
無
所
執
，
使

一
切
表
現
都
屬
於
純
樸
生
命
的
自
然
表
現
。
如
此
，

則
禮
樂
可
表
現
於
聖
人
的
生
活
，
這
固
定
老
子
對
禮
樂
的
另
一
種
態
度

。

這
種
態
度
是
超
越
於
禮
，
但
不
是
對
反
於
權
的
態
度
﹒

的
純
樸
狀
態
。
故
聖
人
要
去
除
聲
色
犬
馬
'
的
追
求
與
滿
足
，
而
最
帳
本

即
在
去
除
虛
妄
主
體
的
欲
求
，
因
為
聲
色
犬
馬
的
追
遷
，
開
源
於
人
的

欲
求
，
故
「
罪
莫
大
於
可
欲
」
(
四
十
八
章
)
，
「
禍
莫
大
於
不
知

口
沌
，
咎
莫
大
於
欲
得
」
(
四
十
六
章
)
，
只
有
透
過
「
去
甚
、
去
奢
、

去
泰

」

(
二
十
九
章
)

，

「
少
私
寡
欲
」
，
才
能

「
見
素
抱
樸
」
(
十

九
章
)
，
與
道
合

一

由
這
段
話
中
的
「
五
音

令
人
耳

聾
」
一
旬
，
很
多

人
據
以
斷
言
老

子
採
取
音
樂
否
定
論
，
如
蔣
孔
揚
云

﹒

老
子
的
音
樂
美
學
思
想
，
歸
根
到
底
是
要
取
消
世
俗
的
、
現
實
的

音
樂
藝
術

0
(
註
前
)

葉
朗
云

•. 在
老
子
的
時
代
，
美
的
藝
街
是
專
供
奴
隸
主
貴
族
享
受
的
。
他
們

窮
奢
拯
欲
，
而
老
百
姓
則
吃
不
飽
、
穿
不
暖
。
老
子
對
這
種
情
況

徑
為
不
滿
，
因
此
他
對
美
和
藝
術
採
取
了
一
種
簡
單
的
否
定
的
態

度
。
(
‘
紅
m
m
)

如
此
說
來
，
老
子
應
是
「
以
這
反
樂
」
的
型
態
。

這
種
音
樂
否
定
論
的
看
法
，
在

解
釋
老
子
「
大
音
希
聲
」
(
四
十

一
章
)
一
句
時
，
也
一
再
被
提
出
。
王
增
范
即
云
:
「
在
先
秦
諸
子
的

文
藝
思
想
研
究
中
，
人

們
一
向
是
把
老
子
作
為

一
個
文
藝

否
定
論
者
來

看
待
的

，
而
建
立
這
種
觀
點
的

一
個
重
要
根
據
就
是
老
子
的
『
大
音
希

聲
』

說
。
」
(
註
訂
)

「
大
音
希
聲
L
雖
只
四
字
，
其
實
頗
難
了
解
。
耍
了
解
這
四
個

字
，
首
先
必
須
明
瞭
這
是
個
「
辯
證
的
詭
辭
」
，
也
就
是
老
子
所
說
的

「
正
言
若
反
」

。
這
種
詭
辭
在
道
家
思
想
中
大
量
地
被
使
用

，

其
目
的

在
使
五
日
人
感
覺
這
些
語
旬
的
詭
異
於
俗
之
際
，
超
離
經
驗
認
知
而
契
會

道
的
層
境
。
與
「
大
音
希
聲
」
同
類
的
詭
辭
如

大
方
無
隅

大
象
無
形

「
大
」
是
「
道
」
的
一
個
形
容
辭
(
狀
辭
)

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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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出
生
命
離
道
而
層
層
降
縛
的
歷
程
，
這
也
就
是

三
十
八
章
的

一
套

「
道
之
淪
降
」

(
註
口
)
的
墮
落
觀
。

土
德
不
德
，
是
以
有
德

。

下
德
不
失
德
，
是
以
無
德
。
上
德
無
為

而
無
以
為
，
下
咕
咕
為
之
而
有
以
為
。
上
仁
為
之
而
無
以
為
，
土
義

為
之
而
有
以
為
。
上
站
值
為
之
而
菜
、
之
應
，
則
攘
臂
而
扔
之
。
故
，
失

進
而
後
德
，
.
失
德
而
後
仁
，
失
仁
而
後
義
，
失
寂
而
後
禮

s

夫
禮

者
，
忠
信
之
海
而
亂
之
首
。
前
識
者
，
這
之
華
而
愚
之
始
，
是
以

大
丈
夫
處
其
厚
，
不
居
其
薄
，
處
其
實
，
不
居
其
筆
，
故
去
彼
取

-VLMB 
已
証
，
t

在
這
段
話
中
，
「
道
、
德
、
仁
、
義
、
禮
、
智
(
前
識
)
」
六
者

構
成
一
步
步
下
降
的
系
列
(
註

M
)

，
而
層
層
降
轉
到

「
禮
、
智
」
時

則
巴
為
墮
落
之
極
致
，

一
切
虛
偽
禍
亂
均
隨
之
而
生
。
仁
義
禮
智
都
是

老
子
眼
中
的
有
執
有
為
之
物
，
仁
義
是
內
在
的
有
執
有
為
，
禮
智
則
更

顯
其
生
命
執
為
的
外
在
化
，
故
王
粥
一
五

•• 

「
夫
仁
義
發
於
內
，
為
之
猶

筒
，
況
務
外
飾
而
可
久
乎
!
」
(
註
凹
)
所
謂
「
忠
信
之
薄
」
，
即
徒

有
外
在
的
倪
仰
周
旋
威
儀
之
禮
的
表
現
，
而
內
心
並
無
忠
信
等
的
真
實

之
情
(
註
油
)
。
這
是
戰
國
俗
儒
屢
被

批
評
的
內
外
不
符
的
現
象
，
也

是
治
國
用
禮
所
造
成
的
一
大
虛
偽
。
為
何
說
「
亂
之
首
」
?
因
為
禮
既

成
為
空
文
，
再
以
僧
來
規
範
天
下
人
，
則
適
足
以
經
給
人
類
生
命
，
使

天
下
人
均
不
能
歸
真
退
樸

。

這
一
一
裊
道
和
禮
形
成

一
大
對
皮
，
明
顯
地
是

「
以
道
反
禮

」

(
註
訂
)
。
老
子
於
此
指

出
一
條
歸
真
返
樸
的
價
值
導

向

，
即
不
讓
生
命
淪
沒
於
外
在
的

禮
樂
虛
文
，
回
返
內
在
真
實
，
並
層

層
超
轉
，
以
上
歸
於
道
德
層
境
，
這
是

「
去
彼
取
此
」
之
意
。

十
九

章

言
棄
絕
壁
知

仁
義
而
少
私
寡
欲
，
歸
之
素
樸
，
也

正
是
這
個
意
思

絕
聖
棄
智
，
民
利
百
倍

•• 

絕
仁
棄
義
，
民
復
孝
忌
，
絕
巧
棄
利
，

盜
賊
無
有

。

此
三
者
以
為
﹒
文
不
足
，
故
令
有
所
屬

。

見
幸
抱
樣
，

少
私
寡
欲

。

這
里
有
一
問
題
是
﹒
老

子
反
對
禮
樂
是
那

一
種
意
義
的
反
?
如
果

禮
樂
完
全
為
其
否
定
，
則
道
與
禮
樂
是
本
質
上
即
相
衝
突
者
，
依
此
一

牟
宗
三
曾
澄
清
以
前
對
於
道
家
否
定
聖
知
仁
義
禮
樂
的
誤
解
，
可

以
提

供
我
們
理
解
老

子
的
這
個
問
題

c

他
藉

「
實
有
層
的
肯
定
一
和

「
作
用
層
的
否
定
」
兩
個
語
詞
來
說
明
。
儒
家
正
面
的
肯
定
聖
知
仁
義

禮
樂
的
存
在
，
道
家
則
不
作
正
面
的
肯
定
與
否
定
。
道
家
說
聖
知
仁
義

禮
樂
，
只
是
順
儒
家
所
說
而
提
，
並
非
作
正
面
的
肯
定
與
否

定

。
道
家

對
聖
知
仁
義
禮
樂
只
有

一
個
問
題
，
即

.. 

如
何
以
最
好
的
方
式
體
現

之
?
所
謂
←
絕
聖
棄
智
」
、
「
絕
仁
棄
義
」
或
絕
棄
禮
樂
等
話
語
，
都

不
是
在
實
，
有
層
上
加
以
否
定
，
而
是
從
作
用
層
上
否
定
(
註
日
)

，
亦

即
超
轉
出
心
靈
更
高
的
境
界
來
體
現
聖
知
仁
義
禮
樂
。

故
作
用
層
的
否

定
，
其
實

即
作
用
地
保
存
佐
聖
知
仁
義
禮
樂

。
道
家
之
「
無
為

而
無
不

為
」
之
義
亦
從

此
處
透
露

。
依
牟

宗
三
此
一
澄
清
，
可
見
道
與
禮
樂
本

質
上
並
未
對
皮
，
道
的
境
界
正
是
體
現
禮
樂
的
最
好
方
式
。

然

而
道
之
體
現
禮
樂
，
是
否
如
儒
家
之
充
分
的
實
現
禮
樂
的文化

價
值
?
是
又
不

然
!
老
子
並
未
積
極
的
肯
定
禮
樂
的
意
義
與
價
值
，
只

是
在
生
活
上
隨
順
已
有
的
禮
儀
而
無
執
地
表
現
，
這
是
超
越
於
禮
樂
的

態
度
，
其
型
態
是
「
超
禮
歸
道
」
型
。

第
三
節

「
大
音
希
聲
」
的
音
樂
思
想

老
子
以

「
道
」
為
價
值
世
界
的
形
上
基
礎
任
何
生
命
失
去
道
的
存

在
性
而
外
在
化
或
異
化
，
均
為
老
子
所
不
取
。
對
於
人
離
其
純
樸
，
縱

情
於
音
樂
享
樂
的
現
象
，
老
子
自
然
表
示
反
對
的
情
詩
恨

。

五
色
令
人
自
盲
，
五
音
令
入
耳
聾
，
五
味
令
人
口
爽
，
馳
騁
哎
獵

人
?
人
心
管
狂
，
難
得
之
貨
令
人
行
妨
，
是
以
聖
人
為
腹
不
為
目
，

故
去
放
取
此

。

(
十
二
章
)

這
段
話
基
本
表
示
「
玩
物
喪
道
」
觀
點

。

「
五
色

L
、

「
五
音
」
、

「
五
味
」
、

「
峽
獵
」
、

「
難
得
之
貨

」

，
都
是
感
官
欲
望
追
求
的
生

活
享
樂
之
物
，
但
是
當
生
命
離
道
而
任
欲
馳
騁
峙
，
生
命
即
外
在
化
於

所
追
求
的
事
物
及
其
滿
足
之
中
，
對
老
子
而
言
，
這
些
欲
望
追
逐
的
活

動
都
是
必
須
「
去
」
掉
的
，
否
則
人
即
不
能
歸
屬
於
自
己
，
因
復
生
命

多
e
f品
品
岫

品
也
平4
「
蚵
呵
呵
神
恤
揖
卸

抽
血『
」
g
T
的
講
恤
攝
揮
國川、
-
索

說
，
則
「
以
道
反
禮
」
即
為
老
子
禮
樂
思
想
的
型
態
。
如
果
在
返
樸
歸
旦

真
的
生
命
境
界
上
，
續
樂
仍
可
為
聖
人
生
活
的
自
然
表
現
，
則
禮
樂
本

質
上
是
與
道
不
相
衝
突
者
。
依
此
一
說
，
則
可
以
有
超
越
於
世
俗
之
禮

的
無
執
表
現
。
學
者
在
此
大
拯
採
前
一
說
，
認
為
兩
者
本
質
為
相
衝
突

者
。
揚
雌
《
法
言
﹒
問
道
》
云

.. 

「
老
子
之

言
道
德

，
吾
有
取
焉
耳
•• 

及
槌
提
仁
義
，
絕
滅
禮
樂
，
五
口
無
取
焉
耳
。
」
梁
啟
超
《
先
秦
政
治
思

想
史
》
亦
以
兩
者
對
立
，
故
其
書
指
出
老
子
與
儒
家
的
政
治
理
論
精
神

迴
異
，

一
日
「
我
無
為
而
民
自
化
，
我
好
靜
而
民
自
正
，
我
無
事
而
民

自

富
，
我
無
欲
而
民
自
樸

」

(
五
十
七
章
)
，

-
日
「
上
好
禮
則
民
莫

敢
不
敬
」
'
「
君
子
篤
於
親
則
民
興
於
仁
」
'
一
以
無
為
之
教
，

一
倡

禮
樂
教
化
，
老
子
既
主
張
絕
對
放
任
(
按

•• 

梁
氏
以
「
絕
對
放
任
」
說

老
子
並
不
恰
當
)
，
故
極
力
排
斥
禮
樂
教
化
的
干
涉
〈
註
位
)
。
劉
光

毅
探
究
老
莊
禮
論
，
亦
認
為
老
莊
斥
慢
而
不
飲
用
，
云

•• 

「
道
家
崇
自

然
、
重
無
為
，
於
一
切
人
為
之
事
物
，
全
不
以
為
然
。
禮
，
人
類
社
會

中
的
產
物
，
是
維
持
人
際
關
係
的
手
段
，
自
然
也
是
有
為
之
事
，
放
道

家
排
拒
之
」
(
註
泌
)

這
些
看
法
，
均
有
文
獻
的
支
持
，

不
能
算
錯
。

但
仔
細
體
會
老
子
思
想
，
種
樂
(
甚
至
仁
義
)
之
所
以
被
否
定
，
實
因

其
喪
失
道
德
的
存
在
性
，
譬
如
默
默
行
善
，
則
內
不
失
道
，
行
善
自

矜
，
則
善
亦
離
道
，
離
道
之
善
，
便
與
道
成
對
皮
。
但
道
與
善
本
無
本

質
的
衝
突
，
老
子
亦
不
以
為
有
衝
突
。
道
與
一
事
物
間
的
衝
突
，
皆
因
事

物
之
欲
執
而
起
。
如
無
欲
執
，
則
道
乃
實
現
一
切
事
物
的
最
佳
方
式
。

老
子
即
云

.. 

「
天
之
道
，
利
而
不
害
;
聖
人
之
道
，
為
而
不
爭
」

(
八

十
一

章
)
，
天
道

「
無
為
而
無
不
為

」
，
對
萬
物
「
生
而
不
有
，
為
而

不
恃
」
(

二
章
)
，

「
生
」
「
為
」
皆
對
生
養
萬
物
有
利
，
但

天
道
並

不
自
矜
其
功
，
只
自
然
的
展
現
其
生
養
萬
物
之
無
執
之
為
。
聖
人
之

「
為
」
'
亦
是
一
種
無
執
之
為
，
故
在
為
中
成
就
了
事
物
，
但
卻
對
事

物

-
無
所
執
，
使

一
切
表
現
都
屬
於
純
樸
生
命
的
自
然
表
現
。
如
此
，

則
禮
樂
可
表
現
於
聖
人
的
生
活
，
這
固
定
老
子
對
禮
樂
的
另
一
種
態
度

。

這
種
態
度
是
超
越
於
禮
，
但
不
是
對
反
於
權
的
態
度
﹒

的
純
樸
狀
態
。
故
聖
人
要
去
除
聲
色
犬
馬
'
的
追
求
與
滿
足
，
而
最
帳
本

即
在
去
除
虛
妄
主
體
的
欲
求
，
因
為
聲
色
犬
馬
的
追
遷
，
開
源
於
人
的

欲
求
，
故
「
罪
莫
大
於
可
欲
」
(
四
十
八
章
)
，
「
禍
莫
大
於
不
知

口
沌
，
咎
莫
大
於
欲
得
」
(
四
十
六
章
)
，
只
有
透
過
「
去
甚
、
去
奢
、

去
泰

」

(
二
十
九
章
)

，

「
少
私
寡
欲
」
，
才
能

「
見
素
抱
樸
」
(
十

九
章
)
，
與
道
合

一

由
這
段
話
中
的
「
五
音

令
人
耳

聾
」
一
旬
，
很
多

人
據
以
斷
言
老

子
採
取
音
樂
否
定
論
，
如
蔣
孔
揚
云

﹒

老
子
的
音
樂
美
學
思
想
，
歸
根
到
底
是
要
取
消
世
俗
的
、
現
實
的

音
樂
藝
術

0
(
註
前
)

葉
朗
云

•. 在
老
子
的
時
代
，
美
的
藝
街
是
專
供
奴
隸
主
貴
族
享
受
的
。
他
們

窮
奢
拯
欲
，
而
老
百
姓
則
吃
不
飽
、
穿
不
暖
。
老
子
對
這
種
情
況

徑
為
不
滿
，
因
此
他
對
美
和
藝
術
採
取
了
一
種
簡
單
的
否
定
的
態

度
。
(
‘
紅
m
m
)

如
此
說
來
，
老
子
應
是
「
以
這
反
樂
」
的
型
態
。

這
種
音
樂
否
定
論
的
看
法
，
在

解
釋
老
子
「
大
音
希
聲
」
(
四
十

一
章
)
一
句
時
，
也
一
再
被
提
出
。
王
增
范
即
云
:
「
在
先
秦
諸
子
的

文
藝
思
想
研
究
中
，
人

們
一
向
是
把
老
子
作
為

一
個
文
藝

否
定
論
者
來

看
待
的

，
而
建
立
這
種
觀
點
的

一
個
重
要
根
據
就
是
老
子
的
『
大
音
希

聲
』

說
。
」
(
註
訂
)

「
大
音
希
聲
L
雖
只
四
字
，
其
實
頗
難
了
解
。
耍
了
解
這
四
個

字
，
首
先
必
須
明
瞭
這
是
個
「
辯
證
的
詭
辭
」
，
也
就
是
老
子
所
說
的

「
正
言
若
反
」

。
這
種
詭
辭
在
道
家
思
想
中
大
量
地
被
使
用

，

其
目
的

在
使
五
日
人
感
覺
這
些
語
旬
的
詭
異
於
俗
之
際
，
超
離
經
驗
認
知
而
契
會

道
的
層
境
。
與
「
大
音
希
聲
」
同
類
的
詭
辭
如

大
方
無
隅

大
象
無
形

「
大
」
是
「
道
」
的
一
個
形
容
辭
(
狀
辭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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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{
子
之
日
道
，
強
名
之
日
大

。
」
這
個
狀
辭
在
辯
證
詭
辭
中
表
示
超
越

經
驗
界

。

經
驗
界
的
事
物
均
為
相
對
，
如

二
章
所
一
五.. 

「
有
無
相
生
，

難
易
相
成
，
長
短
相
形
，
高
下
相
傾
，
音
聲
相
和
，
前
後
相
隨
。

L
經

驗
界
的
事
物
加

一
「
大
」
字

，
則
成
為
道
境
中
的
絕
對
事
物
，
超
越
於

經
驗
界
，
不
能
復
以
對
於
經
驗
事
物
的
認
知
方
式
去
把
握

。

是
故

「
大

音
」

和
「
聲

」
是
不
同
層
次
的
，
「
聲
」
是
經
驗
界
的

一
般
聲
音
，

「
大
音
」
則
是
道
境
的
絕
對
之
音

。

這
種
聲
音
不
是
無
聲
可
間
，
而
是

聽
之
不
間

。

為
何
聽
之
不
間
?
因
為
大
音
本
非
經
驗
界
的
一
般
音
聲
，

不
能
由
平
常
的
聽
覺
去
把
握

。

我
們
所
聽
得
見
的
是

一
般
的
音
樂
，
而

不
是
道
境
的
絕
對
之

音
。

然
而
道
境
的
絕
對
之
音
如
何
理
解
?
其
實
其

所
指
的
就
是

「
道
」

'
這
種
詭
辭
只
是
透
過
音
聲
的
角
度
遮
顯
超
我
於

一
般
音
聲
的
形
上
層
境
，
道

不
能
自
音
聲
設
想
，
故
「

大
音
」
即
指

道
ι

這
種
由
音
對
聲
顯
形
上
之
道
的
方
式
，
其
中
，
包
含
著
音
聲
之
「
全

」
與
「
分

」
的
觀
念
在
內

。

道
境
的
絕
對
之
音
是
整

全
的
，
涵
攝

一
切

立
回
聲
，
故
不
能
執
經
驗
界
的
某

一
音
聲
以
論
道

音
之
全
。

反
之
，

經
驗

界
的
音
聲
卻
是
由
整
全
中
分
割
而
成
的
有
限
之
贅
，
故
落
在

「
有
分
」

之
境
。
這
種

「
有
分
之
聲

」

，
本
質
上
即
必
為
有
限
者

。

王
粥
註
解

「
大
音
希
聲
」
，
即
自
此

一
角
度
進
入
.. 

聽
之
不
聞
名
曰
希
，
不
可
得
蚓
、
之
音

也
。

有
聲
則
有
分
，
有
分
別

不
宮
而
商
矣

。

分
則
不
能
統
眾
，
故
有
聲
者
非
大
舌

。
(
‘
紅
油
)

王
注
指
出

「
大
音
」
非

「
有
分
之
聲

」
'
因

「
有
分
之
聲

」
厲
聲
音
的

分
化
狀
態
，
非
宮
即
商
，
其
本
質
即
為

「
有
分

」

'
故
不
能
涵
攝

一
切

音
聲

。

相
反
的
，

大
音
則
是
聲
音
未
發
生
分
別
峙
的
整
全
狀
態
，
其
本

質
為

「
無
分

」
。
郭
象
注
莊
，
其
中
有
一
段
話
亦
可
闡
明
此
一
觀
念

.. 

夫
聲
不
可
勝
串
串
也
，
故
吹
管
揉
絃
，
雖
有
繁
手
，
造
聲
多
矣

。

而

執
雙
臂
鳴
弦
者
，
欲
以
彰
聲
也
，
彰
聲
而
聲
述

，

不
彰
聲
而
聲
金

。

佇
立
的
)

道
音
所
指
厲
的

一
切
音
聲
固
定

「
不
可
勝
舉

」
的
，

「
吹
管
操
絃
」
的
立
日

註
2

•• 

王
邦
雄
《
老
子
的
哲
學

V
L

貝
三
六
，
東
大
圖
書
公
司
。

註
1

.. 
關
於
老
子
年

代
的

考
證
'
可
以
分

成
兩

大
壁
壘
，
斷
定
老
子
在

孔
子
之

先
，
道
德

經
就
是
老

子
的
作
品
者
，
有
胡
適
、
張
煦

、

唐
蘭
、
音

(方
剛
、
馬
敘
倫
等

.• 

懷
疑
此
說
者
，
有
梁
啟
超
、
張

壽
林
、
錢
穆
、
張
蔭
麟
、
馮
友
蘭
、
張
季
同

、

羅
根
澤
、
顧
頡

剛
、
熊
偉
等

。

不
過
持
後

一
說
者
，
彼
此
之
間
有
歧
見
在

。

如

張
季
同
、
羅
根
澤

認
定
在
孟
莊
前
，
精

友
蘭
以
為
在
孟
子

之
後

、
莊
子
之
先
，
錢
穆
以
為
在
莊
子
、
公
孫
龍
之
後
，
首
倡
「
莊

前
老
後

」
之
說

。

顧
頭
剛
則
認
為
《
老

子
》

是
戰
國
末
年
或
是

兩
漠
初
年
的
著
作
，
張
蔭
麟
則
認
為
老
子
時
代
在
莊
子
前
，
其

書
寫
定
則
在
《
准
南
子
》
之
後
。
此
外
有
徐
復
觀
，
原
持
「
其

人
必
在
孔
墨
之
後
，
但
在
莊
子
之
前

」

，
其
後
則
修
正
為
「
老

子
與
孔
子
同
時
，
而
略
早
於
孔
子
」

。

以
上
引
述
，
均
見
《
老

子
的
哲
學
》
第
一
輩

〈
身
世
之
謎
及
其
成
書
年
代
的
推
斷

〉

唐
君
毅
、
牟
宗
三
均
以
老
子
在
孔
墨
後
，
勞
恩
光
與
王
邦
雄
考

證
之
結
論
亦
悶

，
此
已
成
目
前
一
般
共
識

。

註
4
•• 

依
易
繫
辭
傳
「
形
而
上
者
謂
之
道
，
形
而
下
者
謂
之
器

」
的
觀

點
而
言

，
形
上
是
涉
及
萬
有
創
造
與
變
化
之
源
的
恨
本
存
在
，

則
老

子
所
謂
的

「
道
」
屬
形
而
上

，

當
無
問
題

。

如
將
形
上
學

界
定
為

「
我
人
對
自
己
所

經
驗
所
思
考
的
實
在
界
所
作
的
終
極

解
釋
」

，
有
如
項
退
結
在
《
現
代
中
國
與
形
上
學
》
中
提
出
的

「
描
述
定
義

」
所
一
一
=
口
，
則
老
子
有
其
對
實
在
界
所
作
的
終
極
解

釋
，

說
其
具
有
形
上
意
味
，
亦
不
成
問
題

。

但
若
以
亞
里
斯
多

德
形
上
學
所
說
:
「
形
上
學

為

論
萬
有
之
存
有
及
其
特
性
之

學
」
，
則
顯
然
有
形
上
學
型
態
的
不
同

。

通
常
對
中
西
形
上
學

的
大
區

分
為
•• 

「
實
踐
的
形
上
學

」
對

「
知
解

(或
觀
解

)
的

形
上
學

」
。

註
5
.

此
二
詞
語
出
自
牟

宗
三
。

牟
氏
藉
之
以
說
明
希
臘
哲
學
的
特

色
。

希
臘
哲
學
對
自
然

、
人
事
喜
作
客
敏
的
理
解
，
富
於
理
智

怒
于
干
止
拈
徊
老
子
「

超
禮
歸
道
」
型
的

禮
樂
思
索

樂
演
奏
必
然

「
遺
聲
多
矣
」
'

這
是
在
立
日
聲
的
本
質
之
處
即
已
被
決
定
到

者
。

「
彰
聲
」
之
「
彰

」

'
則
揭
露
經
驗
界
的
音
樂
活
動
具
有
對
於

「
有
分
之
聲
」
的
執
著
，
「
彰
聲
而
聲
遺
」
是
其
必
然
的
結
局
。
由
此

「
全
」
與

「
分

」
的
觀
念
，
可
見
經
驗
界
的
音
樂
並
非
道
音
，
對
於
經

驗
界
的

音
樂
喜
好
與
追
求
，
則
更
是
與
道
相
離

。

唯
有
「
不
彰
聲
」
'

化
掉
對
於

「
有
分
之
聲
」
的
執
著
，
才
能
使
音
聲
保
留
在
「
聲
全
」
的

狀
態
，
換

言
之
，
即
使
生
命
在
無
執
狀
態
下
體
會
道
音
的
整
全
之
義

。

老
予
以
這
種
道
、
聲
的
對
揚
方
式
，
並
不
是
要
在
形
式
上
區
辨
道

與
聲
的
層

次
而
己
，
其
基
本
用
意
是
要
人
超
越
經
驗
界

一
切
音
聲
的
執

著

，
尤
其
是
「
五
音
令
人
耳
聾

」
的
音
樂

享
樂
，
回
歸
於
道
，
可
以
說

含
有

「
超
樂
歸
道

」
的
意
思

。

但
超
樂
歸
道

是
否
反
對
音
樂
的
存
在
和
聆
賞
呢
?
是
否
道
家
聖
人

完
全
沒
有
音
樂
生
活
呢
?
不
然
，
因
為
老
子
所
反
對
的
不
是
事
物
的
存

在
，
而
是
生
命
失
去
道
的
存
在
性
而
擾
動
的
欲
求
及
其
活
動
。
生
命
若

「
以
欲
為
基

」

'
音
樂
欣
賞
即
淪
為
慾
望
的
滿
足
，
而
過
度
追
求
，
即

使
人
聽
覺

為
之
「

耳
聾

」
。

但
如
生
命
「
以
道
為
基

」
'
則
聆
賞
心
態

是
無
執
無
為
的
，
不
會
造
成
「
耳
聾
」
的
惡
果

。

換
言
之
，
道
家
聖
人

事
實
上
是
在
道
境
中
涵
容
音
樂
的
存
在
，
並
且
也
有
其
音
樂
生
活
。
只

是
聖
人
並
無
積
極
肯
定
音
樂
價

值
之
意
，
亦
無
以
樂
治
國
之
意
，
態
度

與
儒
家
異

。

綜
上
所
述
，
老
子
的
禮
樂
思
索
有

其
「

以
道
反
復
」
的

一
面
，

這

一
反
對
是
在
特
殊
限
定
下
的
反
對
，
不
可
誤
為
老
子
的
基
本
型
態

。

禮

樂
與
道
本
質
上
是

不
衝
突
的
，
故
聖
人
亦
可
在

生
活
中
表
現
禮
樂

。

不

過
老
子
終
非
積
極
的
肯
定
禮
樂
的
意
義
與
價
值
，
故
其
型
態
為
「
超
禮

歸
道
」
型

。

附

註

註
l

﹒

《
中
國
哲

學
史
﹒
第

一
智
心
，
頁

一
三
O
起
，
香
港
中
大

崇
墓

起
干
世
忱。

思
辨
的
興
趣
及
分
解
的
精
神
。
其
形
上
學
乃
經
由
客
囡
"
分
解
掰

造
而
建

立
(

以
柏
拉
園

、

亞
里
斯
多
德
為
著
)
，
牟
氏
稱
之
為

「
觀
解
的
形
上
學

」
或
「
實
有
形
態
的
形
上
學
，
見
《
中
國
哲

學
的
特
質

》

'
頁

一
0
，
蘭
臺
書
局
。

註
6
.

袁
保
新
〈
老
子
形
上
思
想
之
詮
釋
與
重
建

@
〉
，
錯
湖

月
刊
第

二

五
期
，
七
四
年

一
月
，
頁
四
五
。
關
於
「
觀
變
思
常
」
之

說
，
徐
復
觀
最
先
提
出
，
見
其

〈
文
化
新
理
念
之
開
創
|
|
老

子
的
道
德
思
想
之
成
立

〉
一
文
，
但
徐
氏
尚
未
撰
成
此
語

。

其

後
勞
恩
光
《
中
國
哲
學
史
﹒
第

一
卷
》
論
述
老
子
哲
學
，
乃
撰

成
此
話
，
學
者
於
是
相
互
沿
用
。
袁
氏
亦
用
其
說
。

註
7

•• 

《
老
子
的
哲
學
芋
，
頁

四
八
起
。

註
8

.. 
徐
復
觀
《
中
國
人
性
論
史
》
'
頁
三
二
七
，
商
務
印
書
館
。

註
9

.. 

王
粥
《
老
子
註
》
'
頁
二
四
，
藝
文
印
書
館
。

註
m.. 
袁
保
新
依
基
源
問
題
研
究
法
的
理
論
還
原
方
式
，
指
出
《
老

子
》
的
思
想
中
有

四
個
根

本
意
向
.. 

一
是
如
何
建
立
理
想
的
政

治
?
二
是
如
何
成
為
聖
人
?
三
是
如
何
向
上
實
現
生
命
之
善
與

大
?
四
是
「
道

」
何
以
失
落
?
可
補
本
文
在
理
論
的
根
本
意
向

展
示
的
不
足
。
聖
人
、
生
命
的
善
與
大
、
道
都
與
生
命
的
純
樸

狀
態
有
密
切
關
聯
，

而
老

子
理
想
政
治

，

其
實
也
是
使
人
民
的

生
命
都
歸
復
純
樸
狀
態
的
無
為
之
治
，
故
這
些
根
本
意
向
都
和

本
文
表
出
的
基
源
問
題
相
干
。
至
於
袁
氏
認
為
老
子
思
想
的
基

頭
問
題
，
就
是
對
「
道

」
的
失
落
與
回
歸
的
反
省

，
與
本
文
表

面
似
異
，
其
實
則
同

。

袁
氏
之
說
，
見

〈
老
子
形
上
思
想
之
詮

釋
與
重
建

@
〉
鶴
湖
月
刊
第
一

一
四
期
，

七
三
年

十
二
月

，

頁

二
五
、

二
六
。

註
H

.. 
如

「
有
物
混
成

」
一
章
，
「
天
下
萬
物
生
於
有
，
有
生
於
無
」

一
章
，

「
道
生
一
、
一
生

二
、

二
生
三
、
三
生
萬
物
」

一
章
。

註
U
:

二
十
五
章
云
:

「
人
法
地
，
地
法
天
，
天

法
道
，
道
法
自
然

」

5

。

這
旬
話
根
本
意
義
在
「
法
效
道
」
及

「
法
效
自
然
」

。
「
自

2



鵝
湖

月
刊
第
二
二
卷
第
六
期
總
號

第

二
五

八

「
{
子
之
日
道
，
強
名
之
日
大

。
」
這
個
狀
辭
在
辯
證
詭
辭
中
表
示
超
越

經
驗
界

。

經
驗
界
的
事
物
均
為
相
對
，
如

二
章
所
一
五.. 

「
有
無
相
生
，

難
易
相
成
，
長
短
相
形
，
高
下
相
傾
，
音
聲
相
和
，
前
後
相
隨
。

L
經

驗
界
的
事
物
加

一
「
大
」
字

，
則
成
為
道
境
中
的
絕
對
事
物
，
超
越
於

經
驗
界
，
不
能
復
以
對
於
經
驗
事
物
的
認
知
方
式
去
把
握

。

是
故

「
大

音
」

和
「
聲

」
是
不
同
層
次
的
，
「
聲
」
是
經
驗
界
的

一
般
聲
音
，

「
大
音
」
則
是
道
境
的
絕
對
之
音

。

這
種
聲
音
不
是
無
聲
可
間
，
而
是

聽
之
不
間

。

為
何
聽
之
不
間
?
因
為
大
音
本
非
經
驗
界
的
一
般
音
聲
，

不
能
由
平
常
的
聽
覺
去
把
握

。

我
們
所
聽
得
見
的
是

一
般
的
音
樂
，
而

不
是
道
境
的
絕
對
之

音
。

然
而
道
境
的
絕
對
之
音
如
何
理
解
?
其
實
其

所
指
的
就
是

「
道
」

'
這
種
詭
辭
只
是
透
過
音
聲
的
角
度
遮
顯
超
我
於

一
般
音
聲
的
形
上
層
境
，
道

不
能
自
音
聲
設
想
，
故
「

大
音
」
即
指

道
ι

這
種
由
音
對
聲
顯
形
上
之
道
的
方
式
，
其
中
，
包
含
著
音
聲
之
「
全

」
與
「
分

」
的
觀
念
在
內

。

道
境
的
絕
對
之
音
是
整

全
的
，
涵
攝

一
切

立
回
聲
，
故
不
能
執
經
驗
界
的
某

一
音
聲
以
論
道

音
之
全
。

反
之
，

經
驗

界
的
音
聲
卻
是
由
整
全
中
分
割
而
成
的
有
限
之
贅
，
故
落
在

「
有
分
」

之
境
。
這
種

「
有
分
之
聲

」

，
本
質
上
即
必
為
有
限
者

。

王
粥
註
解

「
大
音
希
聲
」
，
即
自
此

一
角
度
進
入
.. 

聽
之
不
聞
名
曰
希
，
不
可
得
蚓
、
之
音

也
。

有
聲
則
有
分
，
有
分
別

不
宮
而
商
矣

。

分
則
不
能
統
眾
，
故
有
聲
者
非
大
舌

。
(
‘
紅
油
)

王
注
指
出

「
大
音
」
非

「
有
分
之
聲

」
'
因

「
有
分
之
聲

」
厲
聲
音
的

分
化
狀
態
，
非
宮
即
商
，
其
本
質
即
為

「
有
分

」

'
故
不
能
涵
攝

一
切

音
聲

。

相
反
的
，

大
音
則
是
聲
音
未
發
生
分
別
峙
的
整
全
狀
態
，
其
本

質
為

「
無
分

」
。
郭
象
注
莊
，
其
中
有
一
段
話
亦
可
闡
明
此
一
觀
念

.. 

夫
聲
不
可
勝
串
串
也
，
故
吹
管
揉
絃
，
雖
有
繁
手
，
造
聲
多
矣

。

而

執
雙
臂
鳴
弦
者
，
欲
以
彰
聲
也
，
彰
聲
而
聲
述

，

不
彰
聲
而
聲
金

。

佇
立
的
)

道
音
所
指
厲
的

一
切
音
聲
固
定

「
不
可
勝
舉

」
的
，

「
吹
管
操
絃
」
的
立
日

註
2

•• 

王
邦
雄
《
老
子
的
哲
學

V
L

貝
三
六
，
東
大
圖
書
公
司
。

註
1

.. 
關
於
老
子
年

代
的

考
證
'
可
以
分

成
兩

大
壁
壘
，
斷
定
老
子
在

孔
子
之

先
，
道
德

經
就
是
老

子
的
作
品
者
，
有
胡
適
、
張
煦

、

唐
蘭
、
音

(方
剛
、
馬
敘
倫
等

.• 

懷
疑
此
說
者
，
有
梁
啟
超
、
張

壽
林
、
錢
穆
、
張
蔭
麟
、
馮
友
蘭
、
張
季
同

、

羅
根
澤
、
顧
頡

剛
、
熊
偉
等

。

不
過
持
後

一
說
者
，
彼
此
之
間
有
歧
見
在

。

如

張
季
同
、
羅
根
澤

認
定
在
孟
莊
前
，
精

友
蘭
以
為
在
孟
子

之
後

、
莊
子
之
先
，
錢
穆
以
為
在
莊
子
、
公
孫
龍
之
後
，
首
倡
「
莊

前
老
後

」
之
說

。

顧
頭
剛
則
認
為
《
老

子
》

是
戰
國
末
年
或
是

兩
漠
初
年
的
著
作
，
張
蔭
麟
則
認
為
老
子
時
代
在
莊
子
前
，
其

書
寫
定
則
在
《
准
南
子
》
之
後
。
此
外
有
徐
復
觀
，
原
持
「
其

人
必
在
孔
墨
之
後
，
但
在
莊
子
之
前

」

，
其
後
則
修
正
為
「
老

子
與
孔
子
同
時
，
而
略
早
於
孔
子
」

。

以
上
引
述
，
均
見
《
老

子
的
哲
學
》
第
一
輩

〈
身
世
之
謎
及
其
成
書
年
代
的
推
斷

〉

唐
君
毅
、
牟
宗
三
均
以
老
子
在
孔
墨
後
，
勞
恩
光
與
王
邦
雄
考

證
之
結
論
亦
悶

，
此
已
成
目
前
一
般
共
識

。

註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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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
易
繫
辭
傳
「
形
而
上
者
謂
之
道
，
形
而
下
者
謂
之
器

」
的
觀

點
而
言

，
形
上
是
涉
及
萬
有
創
造
與
變
化
之
源
的
恨
本
存
在
，

則
老

子
所
謂
的

「
道
」
屬
形
而
上

，

當
無
問
題

。

如
將
形
上
學

界
定
為

「
我
人
對
自
己
所

經
驗
所
思
考
的
實
在
界
所
作
的
終
極

解
釋
」

，
有
如
項
退
結
在
《
現
代
中
國
與
形
上
學
》
中
提
出
的

「
描
述
定
義

」
所
一
一
=
口
，
則
老
子
有
其
對
實
在
界
所
作
的
終
極
解

釋
，

說
其
具
有
形
上
意
味
，
亦
不
成
問
題

。

但
若
以
亞
里
斯
多

德
形
上
學
所
說
:
「
形
上
學

為

論
萬
有
之
存
有
及
其
特
性
之

學
」
，
則
顯
然
有
形
上
學
型
態
的
不
同

。

通
常
對
中
西
形
上
學

的
大
區

分
為
•• 

「
實
踐
的
形
上
學

」
對

「
知
解

(或
觀
解

)
的

形
上
學

」
。

註
5
.

此
二
詞
語
出
自
牟

宗
三
。

牟
氏
藉
之
以
說
明
希
臘
哲
學
的
特

色
。

希
臘
哲
學
對
自
然

、
人
事
喜
作
客
敏
的
理
解
，
富
於
理
智

怒
于
干
止
拈
徊
老
子
「

超
禮
歸
道
」
型
的

禮
樂
思
索

樂
演
奏
必
然

「
遺
聲
多
矣
」
'

這
是
在
立
日
聲
的
本
質
之
處
即
已
被
決
定
到

者
。

「
彰
聲
」
之
「
彰

」

'
則
揭
露
經
驗
界
的
音
樂
活
動
具
有
對
於

「
有
分
之
聲
」
的
執
著
，
「
彰
聲
而
聲
遺
」
是
其
必
然
的
結
局
。
由
此

「
全
」
與

「
分

」
的
觀
念
，
可
見
經
驗
界
的
音
樂
並
非
道
音
，
對
於
經

驗
界
的

音
樂
喜
好
與
追
求
，
則
更
是
與
道
相
離

。

唯
有
「
不
彰
聲
」
'

化
掉
對
於

「
有
分
之
聲
」
的
執
著
，
才
能
使
音
聲
保
留
在
「
聲
全
」
的

狀
態
，
換

言
之
，
即
使
生
命
在
無
執
狀
態
下
體
會
道
音
的
整
全
之
義

。

老
予
以
這
種
道
、
聲
的
對
揚
方
式
，
並
不
是
要
在
形
式
上
區
辨
道

與
聲
的
層

次
而
己
，
其
基
本
用
意
是
要
人
超
越
經
驗
界

一
切
音
聲
的
執

著

，
尤
其
是
「
五
音
令
人
耳
聾

」
的
音
樂

享
樂
，
回
歸
於
道
，
可
以
說

含
有

「
超
樂
歸
道

」
的
意
思

。

但
超
樂
歸
道

是
否
反
對
音
樂
的
存
在
和
聆
賞
呢
?
是
否
道
家
聖
人

完
全
沒
有
音
樂
生
活
呢
?
不
然
，
因
為
老
子
所
反
對
的
不
是
事
物
的
存

在
，
而
是
生
命
失
去
道
的
存
在
性
而
擾
動
的
欲
求
及
其
活
動
。
生
命
若

「
以
欲
為
基

」

'
音
樂
欣
賞
即
淪
為
慾
望
的
滿
足
，
而
過
度
追
求
，
即

使
人
聽
覺

為
之
「

耳
聾

」
。

但
如
生
命
「
以
道
為
基

」
'
則
聆
賞
心
態

是
無
執
無
為
的
，
不
會
造
成
「
耳
聾
」
的
惡
果

。

換
言
之
，
道
家
聖
人

事
實
上
是
在
道
境
中
涵
容
音
樂
的
存
在
，
並
且
也
有
其
音
樂
生
活
。
只

是
聖
人
並
無
積
極
肯
定
音
樂
價

值
之
意
，
亦
無
以
樂
治
國
之
意
，
態
度

與
儒
家
異

。

綜
上
所
述
，
老
子
的
禮
樂
思
索
有

其
「

以
道
反
復
」
的

一
面
，

這

一
反
對
是
在
特
殊
限
定
下
的
反
對
，
不
可
誤
為
老
子
的
基
本
型
態

。

禮

樂
與
道
本
質
上
是

不
衝
突
的
，
故
聖
人
亦
可
在

生
活
中
表
現
禮
樂

。

不

過
老
子
終
非
積
極
的
肯
定
禮
樂
的
意
義
與
價
值
，
故
其
型
態
為
「
超
禮

歸
道
」
型

。

附

註

註
l

﹒

《
中
國
哲

學
史
﹒
第

一
智
心
，
頁

一
三
O
起
，
香
港
中
大

崇
墓

起
干
世
忱。

思
辨
的
興
趣
及
分
解
的
精
神
。
其
形
上
學
乃
經
由
客
囡
"
分
解
掰

造
而
建

立
(

以
柏
拉
園

、

亞
里
斯
多
德
為
著
)
，
牟
氏
稱
之
為

「
觀
解
的
形
上
學

」
或
「
實
有
形
態
的
形
上
學
，
見
《
中
國
哲

學
的
特
質

》

'
頁

一
0
，
蘭
臺
書
局
。

註
6
.

袁
保
新
〈
老
子
形
上
思
想
之
詮
釋
與
重
建

@
〉
，
錯
湖

月
刊
第

二

五
期
，
七
四
年

一
月
，
頁
四
五
。
關
於
「
觀
變
思
常
」
之

說
，
徐
復
觀
最
先
提
出
，
見
其

〈
文
化
新
理
念
之
開
創
|
|
老

子
的
道
德
思
想
之
成
立

〉
一
文
，
但
徐
氏
尚
未
撰
成
此
語

。

其

後
勞
恩
光
《
中
國
哲
學
史
﹒
第

一
卷
》
論
述
老
子
哲
學
，
乃
撰

成
此
話
，
學
者
於
是
相
互
沿
用
。
袁
氏
亦
用
其
說
。

註
7

•• 

《
老
子
的
哲
學
芋
，
頁

四
八
起
。

註
8

.. 
徐
復
觀
《
中
國
人
性
論
史
》
'
頁
三
二
七
，
商
務
印
書
館
。

註
9

.. 

王
粥
《
老
子
註
》
'
頁
二
四
，
藝
文
印
書
館
。

註
m.. 
袁
保
新
依
基
源
問
題
研
究
法
的
理
論
還
原
方
式
，
指
出
《
老

子
》
的
思
想
中
有

四
個
根

本
意
向
.. 

一
是
如
何
建
立
理
想
的
政

治
?
二
是
如
何
成
為
聖
人
?
三
是
如
何
向
上
實
現
生
命
之
善
與

大
?
四
是
「
道

」
何
以
失
落
?
可
補
本
文
在
理
論
的
根
本
意
向

展
示
的
不
足
。
聖
人
、
生
命
的
善
與
大
、
道
都
與
生
命
的
純
樸

狀
態
有
密
切
關
聯
，

而
老

子
理
想
政
治

，

其
實
也
是
使
人
民
的

生
命
都
歸
復
純
樸
狀
態
的
無
為
之
治
，
故
這
些
根
本
意
向
都
和

本
文
表
出
的
基
源
問
題
相
干
。
至
於
袁
氏
認
為
老
子
思
想
的
基

頭
問
題
，
就
是
對
「
道

」
的
失
落
與
回
歸
的
反
省

，
與
本
文
表

面
似
異
，
其
實
則
同

。

袁
氏
之
說
，
見

〈
老
子
形
上
思
想
之
詮

釋
與
重
建

@
〉
鶴
湖
月
刊
第
一

一
四
期
，

七
三
年

十
二
月

，

頁

二
五
、

二
六
。

註
H

.. 
如

「
有
物
混
成

」
一
章
，
「
天
下
萬
物
生
於
有
，
有
生
於
無
」

一
章
，

「
道
生
一
、
一
生

二
、

二
生
三
、
三
生
萬
物
」

一
章
。

註
U
:

二
十
五
章
云
:

「
人
法
地
，
地
法
天
，
天

法
道
，
道
法
自
然

」

5

。

這
旬
話
根
本
意
義
在
「
法
效
道
」
及

「
法
效
自
然
」

。
「
自

2



鵝
湖
月
刊
第
二
二
卷
第
六
期
總
號
第
二
五
八

然
」
是
載
道
之
創
生
自
身
的
無
執
無
為
說
。

註
口
.. 

道
為
創
生
變
化
的
動
力
根
線
，
徐
復
觀
亦
有
類
似
之
說
。
他

說.. 

「
老
子
的
所
謂
道
，
指
的
是
創
生
宇
宙
萬
物
的
一
種
基
本

動
力
，
我
不
稱
為
『
原
理
』
而
稱
為
『
動
力
』
，
因
家
『
原

理
)
是
靜
態
的
存
在
，
其
本
身
不
能
創
生
，
要
創
生
，
後
面
還

需
要
創
生
者
。
」
見
《
中
國
人
性
論
史
》
'
頁
三
二
九
。

註
M
•• 
天
地
萬
物
之
周
行
，
乃
在
顯
示
道
之
周
行
。
老
子
於
二
十
五
章

講
到
道
之
周
行
云
:
「
獨
立
而
不
改
，
周
行
而
不
殆
」
'
亦
即

說
其
創
生
變
化
而
動
力
不
竭
，
並
且
獨
立
不
變
，
永
遠
保
持
自

身
的
問
一
位
。

註
的
.. 

老
子
所
謂
的
「
無
」
'
並
非
「
沒
有
」
之
意
，
而
是
無
形
無
狀

的
存
在
。

註
M
M
.
-徐
復
觀
以
為
郭
象
注
莊
'
對
於
「
自
然
」
的
解
釋
有
「
自
己
如

此
」
之
意
。
但
郭
之
「
任
物
自
然
」
之
說
，
並
不
能
用
來
解
釋

老
子
，
因
為
老
子
講
道
的
創
造
，
不
講
萬
物
皆
係
自
生
，
所
以

他
說
:
「
老
莊
兩
書
，
中
，
其
對
道
之
創
造
作
用
說
得
很
清
楚
，

則
萬
物
又
何
嘗
是
自
己
如
此
。
但
老
莊
以
為
道
之
創
造
並
非
出

於
意
志
，
亦
不
含
有
目
的
，
只
是
不
知
其
然
而
然
的
創
造
。
」

吾
人
則
以
為
「
自
己
如
此
」
之
義
並
不
能
解
老
，
道
之
創
生
亦

可
說
為
自
己
如
此
，
萬
物
之
變
化
亦
可
說
為
自
己
如
此
，
兩
者

皆
為
自
然

。

郭
象
「
任
物
自
然
」
之
說
只
是
缺
了
道
創
生
之
自

然
一
義
。
蓋
其
意
在
化
消
道
的
實
體
相
及
作
用
相
，
而
不
知
如

此
與
老
子
原
義
有
出
入
。

註
口
.. 

「
道
之
淪
降
」
一
語
出
自
王
煜
〈
老
莊
論
道
之
淪
降
〉

一
文
，

見
《
老
莊
思
想
論
集
》
，
一
貝
五
仁
，
聯
經
出
版
公
司
。

註
M
•• 
這
層
層
降
縛
的
系
列
，
依
「
失
道
而
後
德
」

一
段
說
，
序
次
清

晰
。

依
「
主
德
不
德
」

一
段
說
，
則
有
「
下
德
」
究
竟
處
於
「

道
、
上
德
、
上
仁
、
上

義
、
上
禮
、

前
識
」
中
那

一
序
次
的
問

題
。

文
中
序
次
為
主
德
然
後
下
德
，
下
德
即
生
命
執
著
於
內
在

之
德
，
以
致
喪
失
玄
同
於
道
之
德
的
沖
和
之
性
，
使
玄
德
狀
態

發
生
破
裂
。
老
子
意
在
以
下
德
指
仁
、
義
、
禮
、
智
諸
德
，
然

其
解
釋
下
德
的
「
為
之
而
有
以
為
」
，
反
落
在
上
仁
「
昂
之
而

無
以
為
」
之
下
一
層
次
，
所
以
序
次
有
思
想
上
的
問
題
。
一
般

解
釋
均
未
討
論
此
一
問
題
，
因
為
在
淪
降
序
次
上
均
採
後
面
一

段
而
說
。

註
的
.. 

《
老
子
注
》
'
頁
七
九
，
藝
文
印
書
館
。

註
m•• 
老
子
說
「
忠
信
之
簿
」

'

忠
信
只
是
代
表
性
的
學
示
，
指
實
踐

禮
的
行
為
內
在
必
須
具
有
的
真
誠
之
情
。
如
處
喪
之
哀
，
為
喪

禮
須
具
有
的
內
在
真
情

。

處
喪
不
哀
，
則
喪
禮
均
成
外
在
空

文
，
而
人
情
亦
成
一
大
虛
偽
。

註
叫
“.. 

勞
恩
光
即
認
為
「
仁
義
禮
」
等
在
老
子
眼
中
皆
為
守
道
者
所
不

取
，
其
否
定
態
度
極
為
明
顯
，
大
部
分
學
者
在
解
釋
此
段
時
亦

均
持
此
說
。
見
《
中
國
哲
學
史
﹒
第
一
卷
》
'
頁
一
六
九

。

註
n.. 
參
見
《
先
秦
政
治
思
想
史

V
'
頁
二
七
，
東
大
圖
書
公
司
。

註
n.. 
劉
光
義
〈
老
莊
於
禮
俗
〉
二
東
吳
哲
學
系
傳
習
錄
第
三
期
，
七

三
年
十
月
，
頁
六
一

註
M
M
.
-參
見
《
中
國
哲
學
十
九
講
》
第
七
講
〈
道
之
作
用
的
表
象
〉

0

牟
氏
云

.. 

「
以
前
有
人
罵
道
家
為
異
端
，
就
是
以
為
道
家
對
聖

智
仁
義
加
以
否
定
，
這
個
了
解
是
不
行
的
。
這
樣
了
解
，
道
家

如
何
能
成
為

一
個
大
教
呢
?
我
以
實
有
層
和
作
用
層
來
解
消
這

種
誤
解
。
」

註
自
.. 

蔣
孔
陽
《
先
秦
音
樂
學
思
想
論
稿
》
'
買
一
-

一四
，
人
民
文
學

出
版
社
。

註
泊
.. 

葉
朗
《
中
國
美
學
史
大
網
》
上
冊
，
頁
二
二
，
滄
浪
出
版
社
。

註
訂
.. 

主
增
范
〈
「
大
音
希
聲

」
及
老
子
的
評
價
問
題
〉
，
見
《
中
國

古
代
美
學
史
研
究
》
二
貝
一
三
了
復
旦
大
學
出
版
社
。

註
訝
:
《
老
子
注

》
，

頁
八
八

，
藝
文
印
書
館

。

註
的
.. 

金
恥
之
J

集
體
忌
，
頁
七
六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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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、
本
誼

L

談
告
子
常
是
為
了
孟
子
的
性
善
說
而
談
，
而
且
談
說
的
方
式
也

深
受
孟
子
的
影
響
，
所
以
若
說
告
子
始
終
活
在
孟
子
的
巨
影
之
下
是
不

為
過
的
(
見
附
論
)
。
本
文
以
為
，
告
子
的
思
想
有
單
獨
處
理
的
價

值
工
向
且
盡
過
它
用
來
切
入
了
解
企
望
忠
、
《
老
平

J
V
、
《
孟
子
》
、

《
恩
草
J
V
、
《
苟
子
V
、
《
韓
非
子

》
諸
子
書
對
治
道
的
思
考
似
乎
也

不
失
為
一
條
方
便
的
途
徑
。
以
下
就
是
在
擺
脫
孟
子
的
影
響
下
，
對
告

子
天
性
論
所
做
的
嘗
試
性
的
解
釋
。

2

告
子
論
性
的
主
張
才
幾
段
話
，
都
出
自
《
孟
子

V
的
告
子
篇
。

以
下
即
依
思
考
邏
耨
宜
有
的
秩
序
二
列
舉
，
然
後
再
依
次
論
述
其
中

的
圳
閻
閥
混
甘
心
創
刊
音
當
薇
。

A
(

性
無
善
無
不
善
)
.. 

「
性
無
善
無
不
善
也
。
」

B
(

性
猶
滴
水
與
把
柳
樁
樁
)

•. 

B
l
.
-

「
性
猶
渴
水
也
，
決
諸
東
方
則
象
況
，
決
諸
西
方
則
西

流
。
人
性
之
無
分

A
F孟
眉
不
善
也
，
猶
水
之
無
分
於
象
西
也
。
」

B2 

.. 

「
性
，
猶
紀
柳
也
;
義
，
猶
榕
捲
也
。
以
人
性
為
仁

義
，
猶
以
紀
柳
為
格
格
。
」

址
刑
時H
V
#
最

天
性
與
人
為

l
t
l
l

告
于
天
性
論
簡
釋

C
(
生
之
謂
性
)
.. 

「
生
之
謂
性
。
」

「
白
羽
之
白
也
，
猶
白
雪
之
白
;
白
雪
之
白
，
猶
白
玉
之
白
。
」

「
夫
之
性
猶
牛
之
性
•• 

牛
，
之
性
猶
人
之
性
。
」
(
誰

1
v

D
(

仁
內
義
外
)
•. 

「
令
色
，
性
也
。
仁
，
內
也
，
非
外
也
。
義
，
外
也
，
非
內
也
。
」

「
彼
長
而
.
我
長
之
，
非
有
長
於
我
也
。
猶
彼
白
而
我
白
之
，
從
其

白

A
F、
外
也
，
故
謂
之
外
也
。
」

「
吾
弟
別
愛
之
，
秦
人
之
弟
則
不
愛
也
，
是
以
我

e
h悅
者
也
，
故

謂
之
內
。
長
楚
人
之
長
，
亦
長
吾
之
長
，
是
以
長
為
悅
者
也
，

故
謂
之
外
也
。
」

1

首
先
是

A
(

性
無
善
無
不
善
)

「
性
無
善
無
不
善
也
」
二
話
即
擺
明
了
&
口
子
天
性
論
的
基
本
見

解
。
它
的
意
義
淺
顯
，
不
過
是
指
人
性
物
性
皆
天
生
之
物
，
並
不
合
善

不
善
這
種
人
為
的
價
值
。
這
不
能
誤
解
為
對
天
性
的
種
種
得

一
視
同
仁

或
平
等
看
待
。
因
為
是
否
平
等
看
待
也
是
善
不
善
的
一
種
衡
量
，
同
為

性
外
人
為
價
值
之
物
。

所
以
，
它
一
下
子
就
確
立
了
「
天
性
與
人
為
(
教
誨
)
」
相
對
的

思
考
格
局
。
看
起
來
簡
單
，
卻
也
讀
涵
豐
富
的
意
義
。
本
文
以
下
即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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