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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﹁
外
王
﹂
到
﹁
內
聖
﹂
：
新
儒
學
之
後
對
﹁
內
聖
外
王
﹂
的
翻
轉 

元
亨
書
院
院
長
、
中
央
大
學
哲
學
所
兼
任
教
授 

林
安
梧 

摘 

要 本
論
文
旨
在
針
對
當
代
新
儒
學
有
關
﹁
內
聖
外
王
﹂
的
理
論

提
出
一
根
本
性
的
反
思
。
首
先
由
學
習
歷
程
的
真
實
情
境
之

覺
知
，
喚
醒
公
民
儒
學
的
萌
芽
。
再
者
，
宏
觀
儒
學
的
三
波

變
遷
，
指
出
我
們
已
然
進
到
了
嶄
新
的
公
民
儒
學
階
段
。
重

新
省
思
﹁
血
緣
性
縱
貫
軸
：
解
開
帝
制
、
重
建
儒
學
﹂
的
可

能
，
並
探
索
當
代
新
儒
學
有
關
返
本
開
新
﹁
民
主
、
科
學
開

出
論
﹂
的
限
制
，
進
而
超
越
﹁
由
﹃
內
聖
﹄
開
﹃
外
王
﹄
﹂

的
轉
化
論
﹂
，
改
而
主
張
﹁
由
﹃
外
王
﹄
而
﹃
內
聖
﹄
調
適

論
﹂
。
深
刻
省
思
從
﹁
社
會
正
義
﹂
到
﹁
心
性
修
養
﹂
的
變

遷
，
這
裡
含
著
公
民
儒
學
﹁
外
王
│
內
聖
﹂
學
的
嶄
新
結

構
。
當
然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我
們
就
檢
討
釐
清
了
﹁
聖
王
﹂
與

﹁
王
聖
﹂
弔
詭
，
並
且
釐
清
了
﹁
君
子
﹂
與
﹁
公
民
﹂
概
念

的
異
同
。
最
後
，
點
出
有
﹁
人
倫
﹂
的
﹁
人
權
﹂
，
有
﹁
自

覺
﹂
的
﹁
自
由
﹂
，
有
﹁
民
本
﹂
的
﹁
民
主
﹂
，
是
公
民
儒

學
必
須
進
一
步
去
發
展
的
論
述
。 

關
鍵
詞 內

聖 

外
王 

公
民 

君
子 

縱
貫
軸 

帝
制 

社
會 

正

義 

心
性 

一
、
問
題
的
緣
起
：
我
的
學
習
歷
程
與
公
民
儒
學
的
關
係 

早
在
一
九
八
○
年
代
末
葉
到
一
九
九
○
年
代
中
葉
，
我
廣
蒐
西

方
社
會
契
約
論
之
著
作
而
讀
之
，
便
開
啟
了
許
多
有
別
於
當
代
新
儒

家
的
思
考
。
這
些
思
考
，
主
要
是
我
在
台
大
念
碩
士
、
博
士
時
，
受

益
於
郭
博
文
教
授
、
林
正
弘
教
授
兩
位
教
授
的
教
導
。
特
別
是
郭
先

生
所
授
有
關
社
會
哲
學
、
歷
史
哲
學
、
文
化
哲
學
，
對
於
我
的
儒
學

研
究
起
了
極
為
深
刻
的
影
響
。
1 

在
牟
先
生
晚
年
，
我
即
有
此
看

法
，
後
來
寫
作
︿
批
判
的
新
儒
學
與
護
教
的
新
儒
學
﹀
2 

︿
牟
宗

三
先
生
之
後
：
咒
術
、
專
制
、
良
知
與
解
咒
：
對
﹁
臺
灣
當
代
新
儒

學
﹂
的
批
判
與
前
瞻
﹀
3

︿
﹁
道
德
與
思
想
之
意
圖
﹂
的
背
景
理
解
：

以
﹁
血
緣
性
縱
貫
軸
﹂
為
核
心
的
展
開
﹀
4 

都
與
此
密
切
相
關
。 

換
言
之
，
我
雖
受
業
於
牟
宗
三
先
生
，
但
同
時
也
受
業
於
台

大
諸
位
先
生
，
因
此
，
我
是
獨
立
思
考
此
問
題
的
，
我
並
不
是
在

牟
先
生
過
世
之
後
，
才
有
這
些
思
考
。
也
不
是
牟
先
生
一
過
世
，

就
開
始
走
﹁
後
牟
宗
三
﹂
的
路
。
早
在
一
九
九
四
年
，
在
美
國
威

斯
康
辛
大
學
︵
麥
迪
遜
校
區
︶
訪
學
時
我
就
寫
作
了
︿
後
新
儒
學

論
綱
﹀
。
5 

當
然
，
要
說
﹁
公
民
儒
學
﹂
的
確
立
應
該
是
到
了
新

加
坡
參
加
會
議
時
，
寫
作
了
︿
後
新
儒
學
的
社
會
哲
學
：
契
約
、

責
任
與
﹁
一
體
之
仁
﹂
：
邁
向
以
社
會
正
義
論
為
核
心
的
儒
學
思

考
﹀
才
徹
底
確
立
的
。
6 

不
過
，
所
謂
公
民
儒
學
的
思
考
，
總
的

來
說
，
是
在
台
灣
現
代
化
的
歷
程
中
，
被
帶
領
出
來
的
思
考
。 

前
些
日
子
，
一
位
朋
友
問
起
，
我
是
如
何
開
啟
﹁
公
民
儒
學
﹂

的
思
考
的
。
又
大
約
在
甚
麼
時
候
開
啟
的
。
歲
月
悠
渺
，
思
之
遠

矣
！
從
本
世
紀
初
，
又
回
到
了
上
個
世
紀
，
由
九
○
年
代
，
又
追
溯

到
八
○
年
代
，
又
回
到
了
七
○
年
代
，
方
才
悠
悠
停
歇
了
下
來
。
當

然
，
還
要
再
往
前
追
溯
的
話
，
那
可
以
到
六
○
年
代
末
期
。 



 

林
安
梧 

從
﹁
外
王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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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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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
六
○
年
代
末
，
我
陰
錯
陽
差
地
考
進
了
台
中
市
的
衛
道
中

學
，
這
是
一
所
由
天
主
教
衛
道
會
開
辦
的
學
校
。
當
時
，
我
才
十

二
歲
，
懵
懂
的
我
，
來
自
鄉
下
，
初
次
進
城
來
，
見
到
了
外
國

人
，
外
國
傳
教
士
，
他
們
並
不
對
我
們
傳
教
，
他
們
只
教
學
，
而

且
也
管
理
我
們
的
生
活
作
息
。
當
然
，
主
要
的
老
師
仍
然
是
華

人
，
但
是
學
校
的
管
理
，
多
少
帶
有
些
洋
氣
。
這
是
我
近
距
離

的
、
落
入
實
存
境
遇
，
具
體
的
存
在
覺
知
到
這
世
界
是
如
此
大
的

不
同
。
7 

我
回
想
了
一
下
，
這
些
洋
人
主
要
來
自
美
國
與
加
拿
大
，
果

真
這
些
洋
人
的
思
考
與
我
原
先
所
處
的
農
家
耕
讀
傳
統
，
講
究
的

人
倫
孝
悌
，
是
不
同
的
。
我
們
講
的
是
﹁
人
倫
﹂
，
他
們
講
的
是

﹁
人
權
﹂
。
我
們
講
的
是
﹁
自
覺
﹂
，
他
們
講
的
是
﹁
自
由
﹂
。

我
們
講
的
是
﹁
民
本
﹂
，
他
們
講
的
是
﹁
民
主
﹂
。
還
有
在
更
為

根
本
的
宗
教
上
，
我
們
講
的
是
﹁
道
德
的
反
省
﹂
，
他
們
講
的
卻

是
﹁
神
意
的
臣
服
﹂
。
或
者
概
括
地
說
，
我
的
身
世
背
景
，
是
在

極
為
傳
統
的
農
村
長
成
的
，
心
靈
無
意
識
裡
與
儒
道
佛
三
教
是
不

可
分
的
。
當
然
，
儒
家
教
養
的
成
分
會
是
最
為
主
要
的
。 

相
對
來
說
，
這
些
洋
人
來
自
加
拿
大
、
美
國
，
他
們
的
氛
圍

是
民
主
的
、
是
現
代
的
，
而
他
們
又
都
是
一
神
論
基
督
宗
教
︵
天

主
教
︶
的
教
士
。
與
他
們
近
距
離
的
相
處
，
從
生
活
習
性
的
異

同
，
到
無
意
識
的
心
靈
碰
撞
，
現
在
回
想
起
來
，
此
中
就
含
著

﹁
儒
、
耶
的
對
話
﹂
，
也
有
著
﹁
現
代
公
民
﹂
與
﹁
傳
統
儒
學
﹂

的
對
比
。
只
是
，
當
時
還
小
，
這
些
論
題
還
沒
法
提
到
意
識
層
面

來
分
辨
，
卻
在
無
意
識
裡
，
起
了
一
種
﹁
隱
密
之
知
﹂
︵tacit 

know
ledge

︶
的
作
用
。 

七
○
年
代
初
，
我
進
到
台
中
一
中
就
讀
，
這
是
一
所
台
灣
人

在
日
據
時
代
，
自
己
建
立
起
來
的
學
校
，
他
的
調
性
是
抗
日
的
，

是
要
向
日
本
爭
取
民
主
的
。
抗
日
，
自
然
文
化
教
養
上
，
就
是
承

繼
著
中
華
道
統
的
。
一
九
四
五
年
台
灣
光
復
，
他
仍
然
有
著
很
強

的
民
族
文
化
意
識
以
及
很
強
的
民
主
自
覺
意
識
。
記
得
，
我
們
當

時
，
還
掛
著
龍
牌
，
表
示
我
們
是
龍
的
傳
人
。
不
過
，
伴
隨
著
台

灣
的
經
濟
發
展
，
中
產
階
級
的
興
起
，
台
灣
的
民
主
意
識
越
來
越

強
旺
，
本
來
又
具
有
民
主
苗
芽
的
台
中
一
中
，
校
園
內
的
民
主

化
、
現
代
化
的
意
識
，
早
已
壓
過
了
中
國
傳
統
文
化
意
識
。 

獨
特
的
是
，
我
高
一
的
時
候
遇
到
了
教
我
們
國
文
的
楊
德
英

老
師
，
開
啟
了
我
閱
讀
古
典
的
興
趣
，
又
因
為
楊
老
師
的
先
生
是

蔡
仁
厚
教
授
，
就
這
樣
後
來
讀
了
許
多
唐
君
毅
、
牟
宗
三
諸
位
先

生
的
書
，
接
續
上
了
當
代
新
儒
家
的
統
緒
。
後
來
又
遇
到
了
另
一

位
國
文
老
師
胡
楚
卿
先
生
，
他
是
大
作
家
，
出
了
許
多
現
代
小

說
，
他
的
小
說
還
被
翻
譯
成
外
國
文
字
，
並
且
獲
得
了
國
際
獎

項
，
他
開
啟
了
我
們
現
代
文
學
的
閱
讀
與
寫
作
，
連
帶
地
，
也
讀

了
西
方
的
許
多
文
學
與
哲
學
。
這
些
碰
撞
，
從
高
二
起
，
在
﹁
公

民
與
道
德
﹂
的
課
上
，
有
著
中
西
的
對
比
，
有
著
古
今
的
交
錯
，

後
來
到
高
三
，
我
們
還
組
織
了
一
個
文
學
社
團
，
叫
﹁
繆
思
社
﹂

︵m
use literature society

︶
，
中
西
古
今
的
對
話
更
多
了
。
8 

說

真
的
，
公
民
意
識
在
長
成
中
，
儒
學
的
義
理
在
調
理
中
。
現
在
回

想
起
來
，
這
裡
有
著
﹁
公
民
儒
學
﹂
的
根
苗
。
我
這
些
回
憶
，
足

以
闡
明
，
公
民
儒
學
就
在
這
樣
的
氛
圍
長
成
的
。
就
像
高
中
時
的

﹁
公
民
與
道
德
﹂
課
本
一
樣
，
這
名
稱
就
含
著
公
民
儒
學
的
意
涵

在
。
只
是
這
些
往
往
是
在
無
意
識
的
狀
態
下
生
長
著
，
他
需
要
被

點
釋
出
來
，
才
能
參
與
到
更
高
層
的
學
術
對
談
之
中
。 

隨
著
台
灣
的
經
濟
發
展
，
政
治
的
自
主
意
識
、
民
主
、
自
由
、

人
權
的
要
求
也
逐
漸
顯
豁
起
來
，
社
會
的
公
民
意
識
當
然
也
就
逐
漸

生
長
起
來
。
而
國
民
黨
的
威
權
體
制
為
了
對
抗
當
時
大
陸
的
﹁
文
化

大
革
命
﹂
，
他
強
調
中
國
文
化
復
興
運
動
，
我
們
也
在
這
運
動
下
，

在
正
式
的
教
育
體
制
下
讀
著
︽
中
國
文
化
基
本
教
材
︾
，
儘
管
可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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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

為
的
是
政
治
目
的
，
但
我
們
卻
也
真
真
切
切
的
讀
了
︽
論
語
︾
、

︽
孟
子
︾
、
︽
大
學
︾
、
︽
中
庸
︾
，
您
說
這
過
程
不
就
是
﹁
公
民

意
識
﹂
與
﹁
儒
家
教
養
﹂
的
磨
合
嗎
﹖
是
的
！
就
這
樣
﹁
公
民
儒

學
﹂
正
在
台
灣
的
經
濟
發
展
、
政
治
社
會
的
發
展
下
一
步
步
地
生
長

著
，
潤
物
細
無
聲
，
生
生
不
息
的
長
育
著
。 

真
正
將
公
民
與
儒
學
，
浮
到
檯
面
上
來
思
考
，
有
意
識
地
去

面
對
它
，
至
少
已
經
是
到
了
上
個
世
紀
七
○
年
代
中
葉
的
事
了
。

當
時
，
我
在
台
灣
師
範
大
學
讀
本
科
，
國
文
系
的
教
養
基
本
上
是

極
端
傳
統
的
國
學
院
的
培
育
，
儒
教
的
氣
氛
當
然
很
濃
，
但
台
灣

的
社
會
政
治
氣
氛
是
一
天
天
地
朝
向
西
化
與
現
代
化
，
我
們
自
然

也
就
深
深
受
其
薰
習
。
學
校
的
組
織
，
儘
管
仍
有
威
權
的
影
子
，

但
基
本
上
仍
然
是
現
代
化
的
體
制
下
的
大
學
，
我
擔
任
了
國
文
系

學
會
的
會
長
，
這
系
可
能
是
全
世
界
最
大
的
系
，
日
夜
間
部
加
起

來
當
時
約
有
兩
千
個
學
生
。
我
們
的
組
織
與
管
理
方
式
，
基
本
上

是
公
民
社
群
的
方
式
，
這
是
我
第
一
次
學
習
用
現
代
的
方
式
來
處

理
這
麼
龐
大
的
機
制
。
儘
管
他
只
是
一
個
學
生
會
，
但
對
於
一
個

十
八
歲
的
我
來
講
，
卻
是
很
好
的
學
習
。
我
認
為
此
中
就
有
公
民

儒
學
，
而
且
對
於
喜
歡
哲
學
思
考
的
我
來
講
，
已
經
浮
到
意
識
的

層
面
來
思
考
了
。 

記
憶
中
，
一
九
七
五
、
七
六
年
間
，
讀
到
余
英
時
︽
反
智
論

與
中
國
政
治
傳
統
︾
，
9 

一
方
面
覺
得
眼
光
一
亮
，
驚
艷
不
已
，

一
方
面
，
卻
又
覺
得
此
中
有
些
話
要
說
清
楚
，
我
連
著
從
牟
宗
三

︽
政
道
與
治
道
︾
、
10 

徐
復
觀
︽
儒
家
政
治
思
想
與
自
由
民
主
人

權
︾
、
11 

︽
學
術
與
政
治
之
間
︾
12 

所
學
習
到
的
思
考
，
對
比

著
余
先
生
所
做
論
述
，
做
了
進
一
步
的
闡
述
、
辯
證
、
釐
清
，
在

一
九
七
九
年
寫
成
了
︿
中
國
政
治
傳
統
中
主
智
、
超
智
與
反
智
的

糾
結
：
環
繞
先
秦
儒
道
二
家
政
治
思
想
的
試
探
與
考
察
﹀
，
13 

並

隱
約
的
示
顯
出
﹁
道
的
錯
置
﹂
︵m

isplaced

︶
的
論
旨
來
。
我
以

為
唐
牟
徐
三
位
先
生
，
其
實
進
一
步
便
可
豁
顯
出
﹁
公
民
儒
學
﹂

的
意
旨
來
。
甚
至
可
以
說
﹁
民
主
開
出
論
﹂
很
重
要
的
內
容
之
一

便
是
公
民
儒
學
。 

二
、
儒
學
的
三
波
變
遷
，
進
到
了
嶄
新
的
公
民
儒
學
、
社
會

儒
學
階
段 

這
些
年
來
，
多
所
反
思
，
我
以
為
講
儒
學
應
該
到
了
再
一
波

﹁
革
命
﹂
的
年
代
了
。
﹁
再
一
波
﹂
意
味
著
以
前
也
有
過
好
幾
回

的
儒
學
革
命
，
而
現
在
又
到
了
新
的
一
個
階
段
。
沒
錯
！
以
前
最

早
的
原
始
儒
學
原
初
誕
生
於
﹁
周
代
﹂
，
盛
行
於
﹁
兩
漢
﹂
，
又

重
新
光
復
於
﹁
宋
明
﹂
，
再
造
於
﹁
現
代
﹂
。
周
代
重
的
是
﹁
宗

法
封
建
，
人
倫
為
親
﹂
的
﹁
大
一
統
﹂
格
局
，
到
了
漢
代
以
後
，

一
直
到
民
國
以
前
則
是
﹁
帝
皇
專
制
，
忠
君
為
上
﹂
的
﹁
大
統

一
﹂
格
局
。
民
國
以
來
，
發
展
到
現
在
，
可
應
該
是
﹁
民
主
憲

政
，
公
義
為
主
﹂
的
﹁
多
元
而
一
統
﹂
的
格
局
。 

孔
子
完
成
了
第
一
波
﹁
革
命
﹂
，
使
得
原
先
所
重
﹁
社
會
的

階
層
概
念
﹂
的
﹁
君
子
﹂
轉
成
了
﹁
德
行
的
位
階
概
念
﹂
的
﹁
君

子
﹂
，
使
得
﹁
君
子
修
養
﹂
成
了
﹁
人
格
生
命
的
自
我
完
善
過

程
﹂
，
當
然
這
是
在
親
情
人
倫
中
長
成
的
。
用
我
這
些
年
來
所
常

用
的
學
術
用
語
來
說
，
這
是
在
﹁
血
緣
性
的
自
然
連
結
﹂
下
長
成

的
﹁
人
格
性
的
道
德
連
結
﹂
。
14 

孟
子
云
﹁
人
人
親
其
親
，
長
其

長
，
而
天
下
平
﹂
，
15 

﹁
書
云
：
孝
乎
惟
孝
，
友
于
兄
弟
，
施
於

有
政
，
是
亦
為
政
，
奚
其
為
為
政
﹂
；
16 

就
這
樣
，
孔
子
主
張

﹁
為
政
以
德
﹂
，
強
調
﹁
政
治
是
要
講
道
德
的
﹂
。
孔
子
這
一
波

革
命
，
要
成
就
的
不
只
是
﹁
家
天
下
﹂
的
﹁
小
康
之
治
﹂
；
他
要

成
就
的
更
是
﹁
公
天
下
﹂
的
﹁
大
同
之
治
﹂
，
像
︽
禮
記
‧
禮
運

大
同
篇
︾
講
﹁
大
道
之
行
也
，
天
下
為
公
﹂
，
︽
易
傳
‧
乾
卦
︾

講
﹁
乾
元
用
九
，
群
龍
無
首
，
吉
﹂
，
這
說
的
是
因
為
每
個
人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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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﹁
外
王
﹂
到
﹁
內
聖
﹂
：
新
儒
學
之
後
對
﹁
內
聖
外
王
﹂
的
翻
轉 

5 

命
自
我
完
善
了
，
人
人
都
是
﹁
真
龍
天
子
﹂
，
人
人
都
有
﹁
士
君

子
之
行
﹂
，
當
然
就
不
須
要
﹁
誰
來
領
導
誰
﹂
，
這
是
﹁
群
龍
無

首
﹂
的
真
義
。
有
趣
的
是
，
現
在
世
俗
反
將
﹁
群
蛇
亂
舞
﹂
說
成

﹁
群
龍
無
首
﹂
。
不
過
，
這
倒
也
可
見
孔
子
的
﹁
道
德
理
想
﹂
畢

竟
還
只
是
﹁
道
德
理
想
﹂
，
並
沒
真
正
實
現
過
。 

第
二
波
革
命
，
則
是
相
應
於
秦
朝
之
後
，
漢
帝
國
建
立
起
來

了
，
這
時
已
經
不
再
是
﹁
春
秋
大
一
統
﹂
的
﹁
王
道
理
想
﹂
，
而

是
﹁
帝
國
大
統
一
﹂
的
﹁
帝
皇
專
制
﹂
年
代
了
。
帝
皇
專
制
徹
底

的
將
孔
老
夫
子
的
﹁
聖
王
﹂
思
想
，
做
了
一
個
現
實
上
的
轉
化
，

轉
化
成
﹁
王
聖
﹂
。
孔
夫
子
的
理
想
是
﹁
聖
者
當
為
王
﹂
這
樣
的

﹁
聖
王
﹂
，
而
帝
皇
專
制
則
成
了
﹁
王
者
皆
為
聖
﹂
這
樣
的
﹁
王

聖
﹂
。
本
來
是
﹁
孝
親
﹂
為
上
的
﹁
人
格
性
道
德
連
結
﹂
，
轉
成

了
﹁
忠
君
﹂
為
上
的
﹁
宰
制
性
政
治
連
結
﹂
。
這
麼
一
來
，
﹁
五

倫
﹂
轉
成
了
﹁
三
綱
﹂
，
原
先
強
調
的
是
﹁
父
子
有
親
、
君
臣
有

義
、
夫
婦
有
別
、
長
幼
有
序
、
朋
友
有
信
﹂
，
帝
制
時
強
調
的
是

﹁
君
為
臣
綱
，
父
為
子
綱
，
夫
為
婦
綱
﹂
。
顯
然
地
，
原
先
﹁
五

倫
﹂
強
調
的
是
﹁
人
﹂
與
﹁
人
﹂
的
﹁
相
對
的
、
真
實
的
感

通
﹂
；
而
後
來
的
﹁
三
綱
﹂
強
調
的
則
是
﹁
絕
對
的
、
專
制
的
服

從
﹂
。
原
先
重
的
是
﹁
我
與
你
﹂
真
實
的
感
通
，
帝
制
時
重
的
是

﹁
他
對
我
﹂
的
實
際
控
制
，
儒
家
思
想
就
在
這
兩
千
年
間
逐
漸

﹁
他
化
﹂
成
﹁
帝
制
式
的
儒
學
﹂
。
17 

不
過
，
第
三
波
革
命
來
了
，
一
九
一
一
年
，
兩
千
年
的
帝
皇

專
制
被
推
翻
了
。
孫
中
山
開
啟
了
民
主
革
命
，
但
如
他
所
說
﹁
革

命
尚
未
成
功
，
同
志
仍
須
努
力
﹂
，
不
過
這
﹁
民
主
革
命
﹂
總
算

向
前
推
進
了
近
一
百
年
；
如
此
一
來
，
使
得
華
人
不
可
能
停
留
在

帝
皇
專
制
下
來
思
考
，
華
人
想
的
不
能
只
是
帝
制
時
代
下
的
﹁
三

綱
﹂
，
也
不
能
只
是
春
秋
大
一
統
的
﹁
五
倫
﹂
，
而
應
是
﹁
公
民

社
會
、
民
主
憲
政
﹂
下
的
﹁
社
會
正
義
﹂
如
何
可
能
。
18 

強
調
﹁
社
會
正
義
﹂
應
是
第
三
波
儒
學
的
重
心
所
在
，
但
這

波
儒
學
來
得
甚
晚
，
以
前
在
救
亡
圖
存
階
段
，
為
了
面
對
整
個
族

群
內
在
心
靈
危
機
，
強
調
的
是
以
﹁
心
性
修
養
﹂
為
主
而
開
啟
了

﹁
道
德
的
形
而
上
學
﹂
。
現
在
該
從
﹁
道
德
的
形
而
上
學
﹂
轉
為

﹁
道
德
的
人
間
學
﹂
，
由
﹁
心
性
修
養
﹂
轉
而
強
調
﹁
社
會
正

義
﹂
，
在
重
視
﹁
君
子
﹂
之
前
，
更
得
重
視
﹁
公
民
﹂
這
概
念
。

一
言
以
蔽
之
，
該
是
第
三
波
儒
學
革
命
的
階
段
了
，
這
是
﹁
公
民

儒
學
﹂
的
革
命
。 

三
、
關
於
﹁
血
緣
性
縱
貫
軸
：
解
開
帝
制
、
重
建
儒
學
﹂
的

可
能 

﹁
血
緣
性
縱
貫
軸
﹂
這
概
念
大
約
上
個
世
紀
九
○
年
代
初
，

我
約
簡
理
出
整
個
中
國
政
治
傳
統
的
理
解
與
詮
釋
而
構
作
的
概

念
。
其
長
成
的
過
程
，
現
且
以
我
在
︽
血
緣
性
縱
貫
軸
：
解
開
帝

制･

重
建
儒
學
︾
一
書
序
言
所
載
的
一
部
分
，
來
闡
述
這
過
程
。

述
之
如
下
： 

這
部
︽
﹁
血
緣
性
縱
貫
軸
﹂
：
解
開
帝
制･

重
建
儒
學
︾
是

我
近
三
十
多
年
來
對
於
帝
皇
專
制
、
父
權
高
壓
與
儒
學
體
系

的
深
層
反
省
之
一
。
面
對
著
儒
家
人
倫
教
化
的
核
心
，
最
為

重
要
的
﹁
五
倫
三
綱
﹂
，
環
繞
著
﹁
血
緣
性
縱
貫
軸
﹂
這
概

念
叢
結
，
展
開
了
深
層
的
哲
學
闡
析
。
19 

猶
記
少
時
，
讀
︽
論
語
︾
，
喜
其
平
易
，
平
易
中
有
堅
定
，
堅
定
中

有
恆
久
，
覺
此
孝
悌
人
倫
、
道
德
仁
義
，
高
明
中
庸
，
天
長
地
久
之

教
也
。
因
而
立
志
，
欲
效
孔
子
之
周
遊
列
國
，
弘
揚
中
華
文
化
於
天

下
。
但
我
總
覺
得
儒
學
有
一
難
以
處
理
的
問
題
，
那
便
是
與
﹁
帝
皇

專
制
﹂
、
﹁
父
權
高
壓
﹂
及
﹁
男
性
中
心
﹂
糾
結
一
處
，
為
許
多
所

謂
現
代
化
的
進
步
開
明
派
所
摒
棄
。
我
亦
覺
此
問
題
若
不
得
解
決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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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
學
之
興
復
，
總
是
有
個
病
痛
在
，
動
不
動
就
會
發
起
病
來
。
而
且

一
發
起
病
來
，
就
麻
煩
得
緊
。
業
力
現
前
，
難
以
了
脫
。 

年
青
時
，
讀
了
許
多
對
於
儒
學
批
判
的
書
，
總
覺
得
這
些
書

很
少
能
進
到
裡
處
，
見
到
病
源
，
往
往
只
就
現
象
說
說
，
概
括
出

一
些
病
徵
，
說
出
些
片
面
的
道
理
。
有
些
雖
進
到
歷
史
諸
多
層

面
，
但
由
於
哲
學
的
高
度
所
限
，
其
反
思
看
似
有
些
知
識
理
論
的

建
構
，
但
仍
只
是
概
括
而
已
，
實
不
足
以
解
其
病
痛
也
。
除
此
之

外
，
我
年
青
時
，
更
多
時
間
閱
讀
了
當
代
新
儒
家
的
書
，
他
們
對

儒
學
既
有
虔
誠
之
敬
意
，
也
有
較
為
深
刻
的
反
思
，
但
我
還
是
覺

得
這
些
反
思
，
仍
有
進
一
步
探
求
的
必
要
。 

上
個
世
紀
七
十
年
代
，
接
聞
陽
明
學
，
讀
︽
傳
習
錄
︾
，
直

捷
簡
易
，
透
闢
明
達
，
讀
之
歡
喜
，
踴
躍
不
已
。
我
當
時
想
，
這

等
大
學
問
，
一
體
之
仁
，
落
於
人
間
之
實
踐
，
卻
有
千
萬
個
困

難
，
此
又
何
也
。
我
覺
得
此
中
一
定
有
個
大
病
痛
、
大
困
結
在
。

當
時
，
好
讀
書
，
廣
搜
中
西
、
舉
凡
社
會
哲
學
、
歷
史
哲
學
、
文

化
哲
學
，
莫
不
蒐
讀
，
摘
抄
筆
記
，
反
覆
思
考
，
何
以
權
力
之
糾

葛
，
如
此
其
深
也
。
大
道
之
不
明
，
如
此
其
久
也
。
此
中
糾
結

處
，
必
當
點
出
，
儒
學
方
有
重
生
之
可
能
。 

嚴
重
的
問
題
並
不
是
出
在
儒
學
本
身
，
而
是
兩
千
年
的
帝
皇

專
制
，
連
帶
此
帝
皇
專
制
而
強
化
了
父
權
高
壓
，
也
嚴
重
化
了
男

性
中
心
。
﹁
君
為
臣
綱
、
父
為
子
綱
、
夫
為
婦
綱
﹂
，
三
綱
之
說

本
要
說
的
也
是
個
常
道
，
仍
是
相
待
而
依
倚
的
、
﹁
兩
端
而
一

致
﹂
的
和
合
之
理
，
結
果
鬧
到
後
來
，
成
了
﹁
君
要
臣
死
，
臣
不

能
不
死
；
父
要
子
亡
，
子
不
得
不
亡
﹂
，
這
就
實
在
太
過
頭
了
。

要
寡
婦
守
節
，
原
意
也
不
差
，
但
弄
到
後
來
，
拿
個
貞
節
牌
坊
，

來
桎
梏
人
的
身
心
，
就
連
未
過
門
的
媳
婦
，
也
得
守
寡
。
你
說
這

會
合
孔
老
夫
子
仁
愛
之
本
懷
嗎
？
但
聽
說
有
人
也
把
這
叫
做
儒

學
，
說
真
的
，
這
是
哪
門
子
儒
學
啊
！ 

不
是
儒
學
，
但
被
說
成
是
儒
學
，
而
且
還
高
掛
著
儒
學
的
匾

額
，
這
樣
的
三
綱
，
這
樣
的
儒
學
，
這
樣
的
父
權
高
壓
的
儒
學
，

這
樣
的
帝
皇
專
制
的
儒
學
，
這
樣
的
男
性
中
心
的
儒
學
，
你
要

嗎
？
我
想
不
會
有
人
要
的
。
如
果
，
這
叫
做
傳
統
，
那
不
只
反
傳

統
主
義
者
要
反
，
我
也
要
反
，
陽
明
要
反
，
孟
子
要
反
，
就
連
孔

老
夫
子
本
人
也
要
反
，
夫
子
不
只
說
﹁
非
吾
徒
也
，
小
子
鳴
鼓
而

攻
之
可
也
！
﹂
，
20 

他
會
親
自
督
軍
，
要
子
路
帶
兵
，
跟
著
一
群

子
弟
，
殺
過
去
的
。
真
儒
與
俗
儒
、
偽
儒
、
陋
儒
，
這
場
鬥
爭
是

必
要
的
。 

這
鬥
爭
，
不
只
是
有
形
有
象
的
外
在
鬥
爭
，
它
更
困
難
的
是

無
形
無
象
的
內
在
鬥
爭
，
它
不
只
是
外
在
的
歷
史
表
象
問
題
，
它

更
是
內
在
身
心
業
力
的
問
題
，
是
整
個
民
族
、
整
個
文
明
，
自
古

及
今
，
兩
千
年
來
的
身
心
業
力
問
題
。
它
的
確
是
一
陰
陽
相
害
、

神
魔
交
侵
，
而
難
以
處
理
的
論
題
。
上
個
世
紀
七
十
年
代
起
，
我

一
方
面
接
聞
儒
家
之
心
學
一
脈
，
喜
其
高
明
透
脫
，
洞
徹
有
力
，

卻
也
發
現
此
中
有
一
難
解
之
﹁
咒
術
﹂
在
焉
！
21 

一
方
面
又
讀
了

諸
多
西
方
哲
學
，
特
別
是
歷
史
哲
學
、
政
治
哲
學
、
文
化
批
判
諸

書
。
因
而
我
漸
漸
看
出
此
中
的
大
問
題
來
，
也
有
了
解
開
的
途

徑
。 

我
以
為
此
中
有
一
嚴
重
的
大
困
結
，
我
且
名
之
曰
﹁
道
的
錯

置
﹂
︵M

isplaced T
ao

︶
。
兩
千
多
年
來
，
儒
學
陷
溺
在
帝
皇
專

制
、
父
權
高
壓
、
男
性
中
心
的
嚴
重
困
結
之
中
，
把
權
力
與
道

德
、
專
制
與
良
知
，
攪
和
一
處
，
莫
明
所
以
。
本
是
國
家
領
導
，

期
望
他
能
作
為
好
的
國
君
，
這
當
然
是
好
的
。
﹁
聖
君
﹂
本
是
要

求
其
為
﹁
內
聖
﹂
，
方
能
成
為
﹁
外
王
﹂
，
這
是
有
德
者
、
有
能

者
，
才
能
居
其
位
、
行
其
權
的
說
法
，
這
當
然
是
對
的
。
本
來
求

其
為
﹁
聖
君
﹂
，
但
現
實
上
，
卻
是
他
既
為
﹁
君
﹂
了
，
他
就
自

以
為
是
﹁
聖
﹂
了
。
不
只
他
自
以
為
，
而
是
大
家
都
這
樣
認
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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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樣
一
來
，
有
了
權
力
、
就
有
了
道
德
，
而
且
絕
對
的
權
力
、
絕

對
的
道
德
，
﹁
君
聖
﹂
與
﹁
聖
君
﹂
就
錯
置
了
。 

還
有
﹁
君
者
，
能
群
者
也
﹂
，
22 

他
應
是
政
治
社
會
共
同

體
的
領
導
者
，
與
血
緣
親
情
所
成
的
自
然
連
結
，
是
有
所
區
別

的
，
現
在
硬
要
連
結
在
一
起
。
君
臣
關
係
原
是
相
待
而
依
倚
的
，

﹁
君
臣
以
義
合
，
合
則
留
，
不
合
以
義
去
﹂
，
23 

結
果
把
﹁
君
﹂

緊
密
的
關
連
著
﹁
父
﹂
來
說
，
說
是
﹁
君
父
﹂
，
這
也
是
錯
置
。

﹁
君
、
父
、
聖
﹂
三
者
形
成
嚴
重
的
錯
置
，
道
德
仁
義
也
隨
之
錯

置
；
錯
置
者
，
倒
懸
也
。
如
何
解
此
儒
學
之
倒
懸
、
解
此
﹁
君
、

父
、
聖
﹂
之
錯
置
，
一
直
是
我
從
事
儒
學
研
究
、
教
學
，
最
為
重

要
的
工
作
之
一
。
24 

中
國
政
治
傳
統
固
有
其
反
智
論
之
傳
統
，
然
非
只
反
智
也
。
這

裡
有
著
﹁
主
智
、
超
智
與
反
智
﹂
的
糾
結
在
。
這
糾
結
與
﹁
道
的
錯

置
﹂
︵M

isplaced T
ao

︶
密
切
相
關
，
須
得
明
示
之
，
分
疏
之
、

闡
釋
之
、
開
解
之
。
﹁
道
﹂
如
何
錯
置
，
這
必
得
深
入
﹁
君
、
父
、

聖
﹂
的
﹁
意
底
牢
結
﹂
︵ideology

︶
中
，
才
得
解
開
。
﹁
君
﹂
為

﹁
宰
制
性
政
治
連
結
﹂
的
最
高
頂
點
，
﹁
父
﹂
為
﹁
血
緣
性
自
然
連

結
﹂
的
最
高
頂
點
，
﹁
聖
﹂
為
﹁
人
格
性
道
德
連
結
﹂
的
最
高
頂

點
，
﹁
血
緣
性
的
自
然
連
結
﹂
、
﹁
人
格
性
的
道
德
連
結
﹂
、
﹁
宰

制
性
的
政
治
連
結
﹂
，
這
三
者
構
成
了
我
所
謂
的
﹁
血
緣
性
的
縱
貫

軸
﹂
，
他
影
響
了
整
個
中
國
文
明
的
走
向
。
中
國
文
明
數
千
年
而
不

衰
，
與
此
相
關
也
。
中
國
文
明
停
滯
了
一
兩
千
年
而
不
進
，
與
此
相

關
也
。
中
國
儒
學
之
有
帝
制
式
的
儒
學
、
生
活
化
的
儒
學
、
批
判
性

的
儒
學
，
這
三
端
，
與
此
密
切
相
關
也
。
中
國
文
明
之
強
調
縱
貫
的

道
德
創
生
，
把
本
體
論
與
宇
宙
論
連
在
一
起
，
把
存
在
與
價
值
和
合

一
處
來
說
，
把
天
人
、
物
我
、
人
己
，
三
者
通
而
為
一
；
原
強
調
的

﹁
春
秋
大
一
統
﹂
，
結
果
變
成
﹁
秦
漢
大
統
一
﹂
，
這
莫
不
與
此

﹁
血
緣
性
的
縱
貫
軸
﹂
密
切
相
關
。 

既
與
﹁
血
緣
性
縱
貫
軸
﹂
這
結
構
密
切
相
關
，
那
研
究
儒

學
、
研
究
中
國
文
明
、
研
究
中
國
歷
史
社
會
總
體
，
研
究
中
國
哲

學
最
為
核
心
的
，
莫
不
是
要
好
好
解
開
這
難
以
解
開
的
困
結
，
這

本
書
標
舉
出
﹁
血
緣
性
縱
貫
軸
﹂
為
的
是
要
去
分
析
、
闡
釋
、
解

構
此
難
以
解
開
的
困
結
，
並
冀
求
其
有
所
開
發
、
有
所
創
造
、
有

所
生
長
也
。 

這
部
書
起
稿
於
上
個
世
紀
九
十
年
代
中
，
九
三
年
到
九
四
年

間
，
那
時
我
在
威
斯
康
辛
大
學
麥
迪
遜
校
區
︵W

isconsin 
U

niversity at M
adison

︶
歷
史
系
訪
問
，
從
學
於
林
毓
生
先
生
，

並
與
諸
多
師
友
討
論
，
心
得
筆
記
，
重
新
疏
理
，
終
而
得
成
。
當

時
往
來
最
多
、
討
論
最
多
的
朋
友
，
陸
先
恆
博
士
，
竟
爾
作
古
多

時
，
想
來
不
禁
欷
噓
。
如
今
想
來
，
如
在
昨
日
，
想
起
鄭
再
發
教

授
的
博
雅
言
談
、
想
起
在
周
策
縱
教
授
處
的
縱
酒
高
歌
，
還
有
與

鄭
同
僚
、
黃
崇
憲
、
馬
家
輝
的
討
論
，
都
不
免
有
著
久
久
的
惻

悱
，
有
著
深
深
的
感
恩
。
過
了
二
十
一
年
了
，
我
的
老
師
啊
！
我

的
朋
友
啊
！
有
在
有
不
在
的
了
。
我
的
儒
學
啊
！
仍
然
在
艱
苦
奮

鬥
中
，
困
結
依
舊
存
在
，
仍
須
奮
鬥
疏
理
、
仍
須
用
力
開
決
。
疏

理
、
開
決
，
儒
學
方
有
所
進
也
。 

中
國
政
治
思
想
的
根
本
研
究
，
大
體
在
一
九
九
四
年
春
夏
之

交
，
有
了
一
個
暫
時
性
的
總
結
。
後
來
我
又
修
改
數
次
，
一
九
九

六
年
以
︽
儒
學
與
中
國
傳
統
社
會
之
哲
學
省
察
：
以
﹁
血
緣
性
縱

貫
軸
﹂
為
核
心
的
理
解
與
詮
釋
︾
為
題
初
次
出
版
於
台
北
，
一
九

九
八
年
又
在
上
海
再
行
修
訂
出
版
。 

︽
血
緣
性
縱
貫
軸
︾
一
書
的
寫
成
，
在
我
的
為
學
歷
程
來
說

是
重
要
的
，
在
政
治
哲
學
、
社
會
哲
學
的
探
討
上
，
﹁
血
緣
性
縱

貫
軸
﹂
這
詞
的
提
出
有
其
關
鍵
性
在
，
﹁
道
的
錯
置
﹂
如
何
構

成
，
如
何
疏
解
開
來
，
必
須
以
此
作
為
核
心
，
展
開
努
力
。
25 

從

傳
統
儒
學
如
何
開
啟
公
民
儒
學
，
也
必
須
在
此
有
所
著
力
。
儒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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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能
只
停
留
在
心
性
修
養
，
儒
學
必
須
更
重
視
社
會
公
義
，
亦
必

須
在
此
著
力
。
從
陸
王
本
心
論
為
主
的
思
考
，
而
調
節
為
以
橫
渠

船
山
天
道
論
為
本
的
思
考
，
從
牟
宗
三
先
生
的
﹁
兩
層
存
有
論
﹂

轉
化
為
我
所
構
作
的
﹁
存
有
三
態
論
﹂
，
26 

從
帶
有
護
教
式
的

﹁
新
儒
學
﹂
到
批
判
性
的
﹁
後
新
儒
學
﹂
，
也
都
與
此
研
究
密
切

相
關
。 

四
、
從
﹁
民
主
、
科
學
開
出
論
﹂
到
﹁
由
﹃
外
王
﹄
而
﹃
內

聖
﹄
調
適
論
﹂ 

以
上
這
些
思
考
，
顯
然
的
與
當
代
新
儒
家
的
﹁
民
主
開
出

論
﹂
有
著
密
切
的
關
聯
，
但
又
不
是
同
調
合
流
，
甚
至
是
背
離
，

或
者
說
，
不
是
背
離
，
而
是
另
外
尋
出
了
一
個
更
為
合
理
的
路

子
。
主
要
的
理
由
是
這
樣
的
，
我
以
為
當
代
新
儒
家
與
徹
底
的
反

傳
統
論
者
，
雖
然
立
場
上
大
相
逕
庭
，
一
者
認
為
中
國
傳
統
文
化

並
不
妨
礙
現
代
化
，
另
者
認
為
中
國
傳
統
文
化
徹
底
妨
礙
現
代

化
。
但
他
們
都
崇
信
方
法
論
上
的
本
質
主
義
︵m

ethodological 
essentialism

︶
，
都
認
定
文
化
有
其
恆
定
的
本
質
。
27 

反
傳
統
主

義
者
認
為
中
國
傳
統
文
化
的
本
質
是
專
制
而
封
閉
的
，
所
以
開
不

出
民
主
科
學
的
。
如
果
要
引
進
民
主
科
學
，
那
就
只
能
徹
底
把
中

國
傳
統
文
化
掃
除
殆
盡
才
有
可
能
。 

當
然
，
這
想
法
是
不
切
實
際
，
而
且
不
合
乎
史
實
的
。
只
是

民
國
以
來
許
多
號
稱
開
明
的
啟
蒙
者
，
果
真
是
這
樣
想
的
。
因
為

他
們
處
在
意
義
的
迷
失
、
甚
至
是
形
而
上
的
迷
失
之
中
。
作
為
對

立
面
的
當
代
新
儒
家
卻
不
以
為
然
，
他
們
認
為
中
國
文
化
的
本
質

是
內
聖
，
雖
然
中
國
傳
統
以
前
並
沒
有
民
主
、
科
學
，
不
過
可
以

從
這
內
聖
開
出
新
外
王
，
只
是
這
不
是
順
著
就
可
以
開
出
，
而
必

須
經
由
一
個
﹁
自
我
坎
陷
﹂
的
過
程
，
這
是
一
個
曲
通
的
歷
程
，

經
由
這
樣
才
能
由
原
先
的
﹁
隸
屬
之
局
﹂
︵subordination

︶
轉

化
為
﹁
對
列
之
局
﹂
︵coordination

︶
，
才
能
開
出
民
主
、
科

學
。
最
具
有
代
表
性
的
是
牟
宗
三
先
生
所
提
出
的
良
知
的
自
我
坎

陷
以
開
出
知
性
主
體
，
並
以
此
開
出
民
主
科
學
。
我
以
為
牟
先
生

這
極
創
意
的
構
造
，
其
實
是
混
淆
了
詮
釋
學
上
﹁
理
論
的
邏
輯
次

序
﹂
，
以
及
﹁
歷
史
的
發
生
次
序
﹂
，
還
有
忽
略
了
﹁
實
踐
的
學

習
次
序
﹂
這
三
者
的
差
異
。
28 

整
個
西
方
近
現
代
的
發
展
歷
程
，
自
有
其
發
展
歷
程
，
在
時

間
的
遞
移
下
，
自
有
其
一
套
完
整
的
歷
史
的
發
生
次
序
。
就
這
發

展
成
的
近
現
代
化
的
歷
程
，
我
們
可
以
進
一
步
後
返
的
去
追
溯
其

理
論
的
基
礎
，
因
之
而
形
成
一
套
詮
釋
學
意
義
下
的
理
論
的
邏
輯

次
序
，
像
韋
伯
︵M

ax. W
eber

︶
的
︽
基
督
新
教
倫
理
與
資
本
主

義
精
神
︾
一
書
就
是
著
名
的
例
子
。
當
然
，
他
之
所
論
又
涉
及
到

不
同
宗
教
型
態
的
論
述
及
資
本
主
義
精
神
之
處
，
是
否
是
準
確

的
，
特
別
是
儒
教
與
資
本
主
義
精
神
的
論
述
，
明
顯
的
已
經
被
證

明
是
不
適
當
的
。
牟
宗
三
先
生
做
成
的
儒
教
的
民
主
科
學
開
出

論
，
是
如
何
的
從
儒
教
的
本
質
經
由
一
種
曲
通
的
方
式
，
在
良
知

的
自
我
坎
陷
下
，
開
出
知
性
主
體
，
開
出
民
主
科
學
。
這
顯
然

地
，
與
韋
伯
的
論
述
是
大
相
逕
庭
的
，
但
他
也
是
一
種
詮
釋
學
意

義
下
的
理
論
的
邏
輯
次
序
的
安
排
，
而
不
是
歷
史
的
發
生
次
序
，

當
然
更
不
是
實
踐
的
學
習
次
序
。 

顯
然
的
，
以
東
亞
的
現
代
化
歷
程
來
看
，
他
本
來
就
不
是
現

代
化
的
原
生
地
，
他
是
現
代
化
的
衍
生
地
，
他
是
在
整
個
現
代
化

全
球
化
的
過
程
中
被
推
波
助
瀾
而
帶
出
來
的
。
他
的
現
代
化
歷
程

當
然
不
會
等
同
於
西
方
原
生
地
現
代
化
的
歷
史
發
生
的
次
序
，
但

他
也
不
是
如
同
牟
宗
三
先
生
所
以
為
的
本
內
聖
而
開
出
外
王
的
開

出
過
程
，
不
是
經
由
良
知
的
自
我
坎
陷
開
出
知
性
主
體
，
以
開
出

民
主
科
學
的
過
程
。
他
的
發
展
歷
程
並
不
是
順
著
這
樣
的
詮
釋
學

意
義
下
的
理
論
邏
輯
次
序
而
開
啟
的
，
他
是
在
實
踐
的
學
習
過
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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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而
開
啟
的
。
幾
十
年
來
，
我
們
從
日
本
、
韓
國
、
香
港
、
新
加

坡
、
台
灣
，
以
及
最
近
四
十
年
來
中
國
大
陸
的
發
展
經
驗
，
我
們

發
現
到
這
個
實
踐
的
學
習
次
序
，
並
不
是
本
內
聖
以
開
出
新
外

王
，
也
不
是
如
何
的
由
良
知
的
自
我
坎
陷
，
如
何
的
開
出
知
性
主

體
，
開
出
民
主
科
學
。
相
對
來
說
，
他
是
在
新
外
王
的
學
習
過
程

裡
，
回
過
頭
去
啟
動
了
內
聖
學
，
做
出
調
節
融
通
的
可
能
。
這
是

在
民
主
科
學
的
實
踐
學
習
過
程
中
，
回
過
頭
去
又
與
自
家
的
文
明

傳
統
起
著
重
大
的
調
節
性
作
用
。
兩
者
﹁
互
藏
以
為
宅
，
交
發
以

為
用
﹂
，
29 

而
形
成
了
一
個
獨
特
的
現
代
化
歷
程
及
現
代
化
模

式
。 

我
這
樣
的
思
考
，
多
少
受
到
了
王
船
山
所
強
調
的
﹁
無
其
器

則
無
其
道
﹂
以
及
﹁
道
器
合
一
﹂
的
主
張
，
在
發
生
學
上
是
﹁
器

先
而
道
後
﹂
，
所
謂
無
其
器
則
無
其
道
，
無
弓
矢
則
無
射
之
道
，

無
車
馬
則
無
駕
之
道
。
但
在
本
體
論
上
，
則
當
器
之
未
形
之
前
，

早
已
經
有
一
形
而
上
隱
然
未
現
的
理
則
在
焉
！
這
兩
者
果
真
是
互

藏
以
為
宅
，
交
發
以
為
用
的
。
30 

就
實
踐
的
學
習
次
序
來
說
，
顯

然
的
，
並
不
是
牟
宗
三
先
生
的
良
知
的
自
我
坎
陷
開
出
知
性
主

體
，
開
出
民
主
科
學
，
而
是
民
主
科
學
的
實
踐
學
習
過
程
裡
，
內

聖
之
學
因
之
而
有
調
整
。
這
樣
的
調
整
最
明
顯
不
過
的
應
該
是
由

原
先
的
﹁
君
子
儒
學
﹂
，
轉
化
為
﹁
公
民
儒
學
﹂
。
31 

五
、
從
﹁
社
會
正
義
﹂
到
﹁
心
性
修
養
﹂
：
新
的
﹁
外
王
│

內
聖
﹂
學
的
嶄
新
結
構 

在
血
緣
性
縱
貫
軸
下
的
舊
三
綱
下
，
所
開
啟
的
﹁
內
聖
外

王
﹂
思
考
是
一
內
傾
式
的
、
封
閉
性
的
思
考
，
這
與
儒
學
之
本
懷

大
異
其
趣
。
現
下
最
重
要
的
便
是
正
視
吾
人
實
已
由
原
先
的
血
緣

性
縱
貫
軸
所
成
的
宗
法
家
族
社
會
，
轉
而
向
一
契
約
性
社
會
連
結

的
現
代
公
民
社
會
邁
進
。
換
言
之
，
儒
家
道
德
學
當
以
此
做
為
理

解
及
實
踐
的
基
底
，
這
是
以
﹁
社
會
公
義
﹂
為
優
位
的
道
德
學
，

而
不
是
以
﹁
心
性
修
養
﹂
為
優
位
的
道
德
學
。
筆
者
以
為
此
社
會

公
義
論
核
心
的
道
德
學
，
有
別
於
以
前
的
﹁
內
聖
│
│
外
王
﹂
的

思
考
方
式
，
一
轉
而
為
﹁
外
王
│
│
內
聖
﹂
的
思
考 

。 

﹁
社
會
公
義
﹂
指
的
是
就
一
政
治
社
會
總
體
而
說
的
﹁
公

義
﹂
。
﹁
社
會
﹂
︵society

︶
一
般
用
來
指
的
是
經
由
﹁
公
民
﹂

以
﹁
契
約
﹂
而
締
結
成
的
總
體
。
這
樣
的
總
體
經
由
﹁
公
民
﹂
以

﹁
契
約
﹂
締
結
而
成
，
故
可
稱
之
為
﹁
公
民
社
會
﹂
或
﹁
契
約
社

會
﹂
。
此
與
中
國
傳
統
的
血
緣
性
縱
貫
軸
所
成
之
總
體
有
別
，
它

是
一
有
別
於
﹁
我
與
你
﹂
之
外
的
﹁
他
在
﹂
。
這
樣
的
﹁
他
在
﹂

所
依
循
的
不
是
﹁
血
緣
親
情
﹂
，
而
是
﹁
社
會
契
約
﹂
。
﹁
公

民
﹂
並
不
是
內
在
具
著
﹁
大
公
無
私
﹂
本
質
之
民
，
而
是
進
入

﹁
公
眾
領
域
﹂
之
民
。
32 

﹁
公
民
﹂
並
不
同
於
﹁
天
民
﹂
，
亦
不
同
於
﹁
人
民
﹂
。

﹁
天
民
﹂
是
﹁
自
然
人
﹂
，
﹁
人
民
﹂
是
﹁
大
眾
人
﹂
，
而
﹁
公

民
﹂
是
﹁
公
約
人
﹂
。
中
國
傳
統
雖
屬
專
制
，
但
﹁
皇
民
﹂
之
觀

念
不
強
，
而
﹁
天
民
﹂
之
觀
念
甚
強
；
截
至
目
前
，
其
﹁
公
民
﹂

之
觀
念
仍
頗
為
薄
弱
。
這
與
中
國
之
重
﹁
血
緣
親
情
﹂
、
﹁
孝
悌

仁
義
﹂
之
傳
統
密
切
相
關
，
此
即
一
﹁
差
序
格
局
﹂
，
一
﹁
波
紋

型
的
格
局
﹂
。
33 

﹁
公
民
﹂
是
進
入
﹁
公
眾
領
域
﹂
之
民
，
這
樣
的
﹁
民
﹂
不
是

﹁
道
德
人
﹂
，
而
是
一
﹁
公
約
人
﹂
，
是
由
一
般
具
有
個
體
性
的
個

人
做
基
礎
而
做
成
的
。
如
是
言
之
，
先
做
為
一
個
﹁
個
人
﹂
，
然
後

經
由
﹁
公
約
﹂
，
才
做
為
一
個
﹁
公
民
﹂
；
但
若
從
另
一
面
來
說
，

如
此
之
個
人
當
在
公
約
所
成
之
公
民
社
會
下
，
而
成
一
個
人
。
這
樣

的
﹁
個
人
﹂
進
入
到
﹁
公
眾
領
域
﹂
才
發
生
其
﹁
公
民
性
﹂
，
才
成

為
一
公
民
。
或
者
說
，
在
公
共
領
域
下
方
得
成
就
一
普
遍
意
志
，
即

此
﹁
普
遍
意
志
﹂
才
有
所
謂
的
﹁
公
義
﹂
。
3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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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公
義
﹂
指
的
是
依
其
﹁
普
遍
意
志
﹂
為
基
礎
而
建
立
之
行

為
規
準
背
後
之
形
式
性
。
原
則
。
換
言
之
，
﹁
公
義
﹂
並
不
是

﹁
大
公
無
私
﹂
之
義
，
而
是
﹁
有
公
有
私
﹂
之
義 

。
這
樣
的

﹁
公
﹂
與
﹁
私
﹂
並
不
是
截
然
相
互
背
反
的
，
它
有
其
連
續
性
。

這
樣
的
﹁
公
﹂
是
建
立
在
﹁
私
﹂
之
上
的
，
﹁
私
﹂
不
是
﹁
自
環

也
﹂
的
﹁
私
﹂
，
而
是
一
獨
立
之
單
位
的
﹁
私
﹂
，
是
做
為

﹁
公
﹂
的
基
礎
的
﹁
私
﹂
。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：
﹁
公
﹂
與
﹁
私
﹂

的
連
續
性
，
並
不
建
立
在
﹁
性
命
天
道
相
貫
通
﹂
這
樣
的
連
續

性
，
而
是
建
立
在
經
由
﹁
契
約
﹂
所
構
造
成
的
連
續
性
。
這
﹁
連

續
性
﹂
不
是
內
在
﹁
氣
的
感
通
﹂
義
下
的
連
續
性
，
而
是
外
在

﹁
話
語
的
論
定
﹂
義
下
的
連
續
性
。
不
是
內
在
親
緣
的
連
續
性
，

而
是
外
在
契
約
的
連
續
性
。
35 

相
對
於
這
樣
所
成
的
政
治
社
會
共
同
體
，
其
背
後
的
根
源
性

依
據
乃
來
自
於
﹁
普
遍
意
志
﹂
。
﹁
普
遍
意
志
﹂
是
﹁
契
約
﹂
的

根
源
，
而
契
約
則
是
普
遍
意
志
實
現
的
途
徑
。
﹁
普
遍
意
志
﹂
並

不
同
於
﹁
天
理
﹂
，
因
為
﹁
普
遍
意
志
﹂
之
所
對
是
﹁
公
民
﹂
，

而
﹁
天
理
﹂
之
所
對
則
為
﹁
天
民
﹂
。
天
民
與
公
民
並
不
相
同
。

康
德
︵I. K

ant

︶
更
由
盧
梭
︵J. J. R

ousseau
︶
的
﹁
普
遍
意

志
﹂
︵general 

w
ill

︶
轉
而
言
﹁
無
上
命
令
﹂
︵C

ategorical 
Im

perative

︶
，
這
正
如
同
儒
家
之
由
﹁
天
理
﹂
轉
而
言
﹁
良

知
﹂
。
康
德
學
與
其
社
會
契
約
論
的
傳
統
密
切
相
關
，
儒
學
與
其

血
緣
性
縱
貫
軸
所
成
之
總
體
密
切
相
關
。
儒
學
與
康
德
學
頗
為
不

同
。
36 換

言
之
，
﹁
公
義
﹂
並
不
是
經
由
內
在
的
修
養
來
作
成
，
而

是
經
由
一
﹁
話
語
的
公
共
論
域
﹂
而
達
致
。
社
會
契
約
是
經
由
話

語
的
公
共
論
域
而
產
生
的
，
是
經
由
彼
此
的
交
談
而
出
現
的
。
這

樣
所
成
的
倫
理
，
徹
底
的
講
不
能
停
留
在
﹁
獨
白
的
倫
理
﹂
，
而

必
須
走
向
一
﹁
交
談
的
倫
理
﹂
。
儒
家
是
一
﹁
交
融
的
倫
理
﹂
並

不
是
一
﹁
交
談
的
倫
理
﹂
，
當
然
也
不
是
一
﹁
獨
白
的
倫
理
﹂
。

﹁
交
融
的
倫
理
﹂
以
血
緣
親
情
為
主
，
而
﹁
交
談
的
倫
理
﹂
則
是

以
公
民
互
動
為
主 

。
前
者
是
以
家
庭
為
本
位
的
，
而
後
者
則
是

以
個
人
為
本
位
的
；
由
個
人
而
走
向
一
契
約
的
社
會
，
前
者
則
是

一
宗
法
社
會
。
37 

進
入
到
現
代
化
的
社
會
之
中
，
契
約
性
的
社
會
連
結
是
優
先

於
血
緣
性
的
自
然
連
結
的
，
原
先
長
自
血
緣
性
的
自
然
連
結
的

﹁
仁
愛
之
道
﹂
，
現
在
當
長
成
一
﹁
社
會
公
義
﹂
。
真
切
的
涉
入

到
公
共
領
域
中
，
經
由
﹁
交
談
﹂
互
動
，
凝
成
共
識
，
上
契
於
社

會
之
道
，
在
這
樣
的
社
會
公
義
下
，
才
有
真
正
的
﹁
心
性
修

養
﹂
，
才
有
真
正
的
內
聖
。 

六
、
從
﹁
聖
王
﹂
、
﹁
王
聖
﹂
到
﹁
君
子
﹂
、
﹁
公
民
﹂ 

這
幾
十
年
來
處
理
﹁
道
的
錯
置
﹂
問
題
，
大
體
集
中
檢
討
了

﹁
血
緣
性
縱
貫
軸
﹂
的
構
成
及
其
帶
來
的
限
制
。
我
指
出
了

﹁
君
、
父
、
聖
﹂
的
奇
詭
結
構
，
把
父
子
之
倫
收
攝
入
於
君
臣
之

義
的
結
構
之
中
，
強
調
﹁
君
父
│
臣
子
﹂
；
再
者
，
將
文
化
教
養

的
師
儒
聖
賢
傳
統
收
攝
入
於
君
臣
之
倫
，
轉
成
了
﹁
聖
君
│
賢

相
﹂
的
格
局
。
再
者
，
由
於
權
力
的
扭
曲
與
異
化
，
讓
﹁
聖
君
﹂

變
成
了
﹁
君
聖
﹂
，
讓
﹁
聖
王
﹂
轉
換
成
了
﹁
王
聖
﹂
；
如
此
一

來
，
便
形
成
了
一
嚴
重
的
﹁
道
的
錯
置
﹂
狀
態
。 

所
謂
從
﹁
道
的
錯
置
﹂
迴
返
為
﹁
道
的
正
置
﹂
，
便
是
要
將

﹁
聖
王
﹂
與
﹁
王
聖
﹂
作
區
隔
，
進
一
步
釐
清
﹁
聖
﹂
是

﹁
聖
﹂
，
﹁
王
﹂
是
﹁
王
﹂
。
讓
﹁
君
父
﹂
做
一
適
當
的
區
隔
，

﹁
君
﹂
是
﹁
君
﹂
，
﹁
父
﹂
是
﹁
父
﹂
。
做
了
這
區
分
後
，
保
住

了
﹁
父
﹂
與
﹁
聖
﹂
，
而
該
瓦
解
的
是
﹁
君
﹂
，
﹁
君
﹂
被
瓦
解

後
，
轉
成
了
﹁
群
﹂
，
而
開
啟
了
﹁
公
民
社
會
﹂
，
在
由
此
公
民

社
會
建
立
起
﹁
民
主
憲
政
﹂
。
這
就
是
我
所
說
的
瓦
解
了
﹁
宰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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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的
政
治
連
結
﹂
，
開
啟
了
﹁
契
約
性
的
社
會
連
結
﹂
，
重
新
締

結
了
﹁
委
託
性
的
政
治
連
結
﹂
。
至
於
原
先
所
強
調
的
﹁
血
緣
性

的
自
然
連
結
﹂
，
以
及
﹁
人
格
性
的
道
德
連
結
﹂
則
應
守
著
它
應

該
有
的
份
位
，
人
倫
次
序
的
定
位
當
然
是
必
要
的
，
文
化
教
養
的

生
長
也
是
必
要
的
；
但
他
們
應
該
被
區
隔
於
政
治
權
力
的
控
制
之

外
，
並
且
回
過
頭
來
對
於
政
治
權
力
有
所
審
議
與
鑒
察
。 

這
些
論
題
釐
清
以
後
，
我
們
將
清
楚
明
白
的
知
道
，
我
們
可

以
反
﹁
父
權
高
壓
﹂
，
但
不
能
反
﹁
孝
道
人
倫
﹂
。
我
們
可
以
反

﹁
帝
皇
專
制
﹂
，
但
不
能
反
﹁
聖
賢
教
養
﹂
。
我
們
將
更
確
認
聖

賢
教
養
、
孝
道
人
倫
是
我
們
生
活
所
必
須
者
，
是
我
們
存
在
的
基

礎
所
在
；
而
且
他
回
過
頭
來
適
足
以
制
衡
父
權
高
壓
與
帝
皇
專
制

的
。
民
初
的
反
傳
統
主
義
者
，
反
孝
道
、
非
人
倫
、
反
對
孔
子
、

非
議
聖
賢
，
這
並
不
足
以
瓦
解
父
權
高
壓
、
更
不
足
以
瓦
解
帝
皇

專
制
，
這
仍
被
歸
在
﹁
道
的
錯
置
﹂
的
範
圍
之
中
。 

當
代
新
儒
學
雖
對
徹
底
的
反
傳
統
主
義
者
多
所
批
評
，
但
他

們
所
提
出
的
中
國
政
治
傳
統
﹁
只
有
治
道
，
而
無
政
道
﹂
，
中
國

古
代
﹁
只
有
科
技
，
而
無
科
學
﹂
，
中
國
重
視
的
是
﹁
道
德
﹂
，

而
不
重
視
﹁
知
識
﹂
，
這
些
論
點
，
看
似
分
明
，
其
實
並
不
準

確
。
其
實
，
有
治
道
當
然
也
就
有
政
道
，
只
是
這
政
道
不
是
西
方

近
現
代
以
來
的
政
道
；
有
科
技
當
然
也
就
有
科
學
，
只
是
這
科
學

不
是
西
方
近
現
代
以
來
的
科
學
。
中
國
當
然
有
道
德
、
有
知
識
，

西
方
也
是
，
只
是
彼
此
的
道
德
之
長
成
、
知
識
的
習
得
，
卻
大
有

差
別
。
西
方
以
前
的
君
主
專
制
，
其
專
制
的
嚴
苛
絕
不
下
於
中
國

古
代
，
甚
至
是
有
過
之
無
不
及
，
但
與
中
國
古
代
的
專
制
是
有
不

同
之
處
。
西
方
的
民
主
並
不
是
他
本
質
上
就
如
此
，
他
也
是
在
歷

史
的
發
展
歷
程
中
長
成
的
，
中
國
文
化
傳
統
當
然
也
可
以
在
學
習

的
過
程
中
，
長
育
而
成
。
我
以
為
打
破
了
文
化
的
理
解
上
所
使
用

的
方
法
論
上
的
本
質
主
義
︵m

ethodological essentialism

︶
，

而

待

之

以

方

法

論

上

的

約

定

主

義

︵m
ethodological 

conventionism

︶
，
這
是
使
得
﹁
道
的
錯
置
﹂
，
撥
亂
反
正
的
最

重
要
理
由
；
經
由
這
樣
的
撥
亂
反
正
，
就
可
以
回
到
我
所
謂
的

﹁
道
的
正
置
﹂
。 

﹁
血
緣
性
的
縱
貫
軸
﹂
解
開
了
，
﹁
人
際
性
的
互
動
軸
﹂
生

長
起
來
了
；
除
了
﹁
血
緣
性
的
自
然
連
結
﹂
，
更
開
啟
了
﹁
契
約

性
的
社
會
連
結
﹂
，
並
在
這
契
約
性
的
社
會
連
結
所
成
的
公
民
社

會
中
重
新
調
整
了
原
先
的
﹁
人
格
性
的
道
德
連
結
﹂
，
開
啟
了
新

的
心
性
之
學
、
新
的
內
聖
之
學
，
同
時
，
也
在
這
樣
的
狀
況
下
，

將
那
已
經
瓦
解
了
的
﹁
宰
制
性
政
治
連
結
﹂
，
轉
化
為
﹁
委
託
性

的
政
治
連
結
﹂
，
締
造
了
一
良
善
的
民
主
憲
政
傳
統
。
這
樣
的
儒

學
，
不
在
是
傳
統
社
會
，
以
血
緣
親
情
為
主
導
的
﹁
君
子
儒

學
﹂
，
而
是
以
契
約
正
義
公
民
社
會
為
主
導
的
﹁
公
民
儒
學
﹂
。 

伴
隨
著
原
先
﹁
道
的
錯
置
﹂
下
的
儒
學
，
與
帝
皇
專
制
、
父

權
高
壓
、
男
性
中
心
，
相
待
依
倚
、
相
抗
相
持
的
理
學
、
心
學
、

道
學
傳
統
，
也
得
做
出
一
嶄
新
的
調
整
。
最
明
顯
的
是
，
當
代
新

儒
學
所
強
調
的
良
知
學
︵
本
心
論
︶
的
優
位
傳
統
所
建
構
的
道
德

的
形
而
上
學
，
也
得
做
一
番
大
調
整
。
他
將
由
﹁
道
德
的
形
而
上

學
﹂
轉
為
一
﹁
道
德
的
人
間
學
﹂
。
公
民
儒
學
不
再
宣
稱
如
何
的

﹁
從
內
聖
開
外
王
﹂
，
而
是
清
楚
地
知
道
，
這
不
是
依
﹁
理
論
的

邏
輯
次
序
﹂
所
能
處
理
，
而
是
要
依
循
著
﹁
實
踐
的
學
習
次
序
﹂

才
能
得
當
。
這
應
該
是
一
由
新
外
王
的
學
習
轉
而
新
內
聖
的
調

整
。
新
儒
學
也
就
在
這
樣
的
歷
史
進
程
裡
，
呼
籲
著
如
何
從
傳
統

邁
向
現
代
化
；
再
轉
化
成
，
在
現
代
化
及
現
代
化
之
後
，
中
國
文

化
傳
統
如
何
起
著
一
嶄
新
的
交
談
、
互
動
與
融
通
。
儘
管
現
代
化

還
是
如
火
如
荼
，
但
顯
然
地
世
紀
已
到
了
﹁
後
現
代
﹂
；
儒
學
也

跨
過
了
﹁
新
儒
學
﹂
，
到
了
﹁
後
新
儒
學
﹂
。 



鵝
湖
月
刊
第
四
十
六
卷
第
十
二
期
總
號
第
五
五
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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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、
結
語 

約
莫
超
過
二
十
年
了
，
我
提
倡
﹁
公
民
儒
學
﹂
做
為
﹁
後
新

儒
學
﹂
的
社
會
哲
學
向
度
。
我
的
想
法
與
當
代
新
儒
學
所
說
的

﹁
外
王
開
出
說
﹂
，
或
有
所
承
，
但
根
本
上
是
不
同
的
。
我
以
為

他
們
強
調
的
是
﹁
由
內
聖
開
出
新
外
王
﹂
，
我
則
偏
重
於
﹁
由
新

外
王
而
重
新
調
理
一
新
內
聖
﹂
。
這
關
鍵
點
就
在
於
﹁
君
子
﹂
與

﹁
公
民
﹂
這
兩
個
概
念
的
差
異
。
以
前
的
新
儒
學
強
調
的
是
﹁
君

子
儒
學
﹂
，
而
我
強
調
的
是
﹁
公
民
儒
學
﹂
。
再
者
，
﹁
公
民
儒

學
﹂
與
﹁
儒
教
憲
政
論
﹂
者
，
看
似
有
些
相
類
，
但
其
實
卻
有
著

本
質
上
的
差
異
。
大
體
說
來
，
儒
教
憲
政
論
者
強
調
依
﹁
儒
教
﹂

去
做
成
﹁
憲
政
﹂
，
而
我
則
主
張
順
著
﹁
憲
政
﹂
而
去
調
理
﹁
儒

學
﹂
，
並
且
由
儒
學
之
道
理
，
而
來
調
適
憲
政
。
當
然
，
這
與
我

所
說
的
﹁
外
王
│
內
聖
﹂
的
思
考
向
度
是
一
致
的
。 

當
然
，
這
﹁
外
王
│
內
聖
﹂
的
思
考
方
式
，
只
是
指
出
我
們

應
該
從
原
先
的
﹁
內
聖
│
外
王
﹂
的
思
考
方
式
解
放
出
來
，
不
應

該
用
方
法
論
上
的
本
質
論
方
式
停
留
在
儒
家
內
聖
學
為
根
本
的
迷

障
之
中
，
而
應
該
留
意
到
另
一
發
展
的
可
能
。
當
然
，
在
現
代
化

的
進
程
裡
，
儒
教
傳
統
不
是
只
能
適
應
現
代
化
，
而
是
要
調
節
現

代
化
，
讓
現
代
化
落
實
在
地
的
過
程
有
其
真
切
性
、
具
體
性
、
實

存
性
。
我
主
張
現
代
化
不
是
一
個
單
數
的
概
念
，
而
有
其
複
數
的

概
念
，
現
代
化
是
多
元
的
，
有
其
在
地
性
、
本
土
性
。
這
些
年

來
，
我
一
直
主
張
中
國
文
化
傳
統
中
的
人
倫
性
、
自
覺
性
、
民
本

性
，
是
很
重
要
的
，
我
認
定
：
有
﹁
人
倫
﹂
的
﹁
人
權
﹂
，
比
起

沒
有
人
倫
的
人
權
；
有
﹁
自
覺
﹂
的
﹁
自
由
﹂
，
比
起
沒
自
覺
的

自
由
，
有
﹁
民
本
﹂
的
﹁
民
主
﹂
，
比
起
沒
有
民
本
的
民
主
，
那

會
好
得
多
，
而
且
這
應
該
是
公
民
儒
學
的
核
心
向
度
。
當
再
尋
一

時
間
，
對
此
展
開
進
一
步
的
論
述
。 

│
│
庚
子
中
秋
，
訂
定
完
稿
│
│ 

註
釋 

1
：
林
安
梧
講
述
、
山
東
大
學
尼
山
學
堂
採
訪
整
理
︽
林
安
梧
訪
談

錄
：
後
新
儒
家
的
焦
思
與
苦
索
︾
︿
台
灣
大
學
哲
學
研
究
所
求
學

歷
程
﹀
，
頁
四
二
│
五
○
，
二
○
二
○
年
七
月
第
三
次
印
行
，
山

東
人
民
出
版
社
。  

2
：
︿
牟
宗
三
先
生
之
後
：
﹁
護
教
的
新
儒
學
﹂
與
﹁
批
判
的
新
儒

學
﹂
﹀ 

，
曾
在
一
九
九
六
年
十
二
月
，
由
中
央
研
究
院
中
國
文
哲

研
究
所
、
中
央
大
學
、
東
方
人
文
基
金
會
等
於
台
北
所
舉
辦
的

﹁
第
四
屆
當
代
新
儒
學
國
際
會
議
﹂
上
宣
讀
。
後
收
入
林
安
梧
︽
儒

學
革
命
論
：
後
新
儒
家
的
問
題
向
度
︾
第
二
章
，
一
九
九
八
，
台

北
：
台
灣
學
生
書
局
。 

3
：
︿
牟
宗
三
先
生
之
後
：
咒
術
、
專
制
、
良
知
與
解
咒
│
│
對
﹁
臺

灣
當
代
新
儒
學
﹂
的
批
判
與
前
瞻
﹀
，
一
九
九
七
年
十
月
台
北
：

︽
鵝
湖
︾
二
十
三
卷
四
期
︵
總
號
二
六
八
︶
，
頁
二
│
一
二
。 

4
：
︿
﹁
道
德
與
思
想
之
意
圖
﹂
的
背
景
理
解
：
以
﹁
血
緣
性
縱
貫

軸
﹂
為
核
心
的
展
開
﹀
，
一
九
九
七
年
六
月
，
台
北
：
︽
本
土
心

理
學
研
究
︾
第
七
期
，
頁
一
二
六
│
一
六
四
。 

5
：
︿
後
新
儒
學
論
綱
﹀
，
寫
於
一
九
九
四
年
二
月
，
四
月
首
次
講
於

杜
維
明
教
授
所
主
持
的
哈
佛
大
學
哈
佛
燕
京
社
﹁
儒
學
研
討
會
﹂

上
。
後
來
此
文
鋪
衍
成
註
釋
二
，
前
揭
文
。 

6
：
︿
後
新
儒
學
的
社
會
哲
學
：
契
約
、
責
任
與
﹁
一
體
之
仁
﹂
│
│

邁
向
以
社
會
正
義
論
為
核
心
的
儒
學
思
考
﹀
，
二
○
○
一
年
十
二

月
，
台
北
：
︽
思
與
言
︾
三
十
九
卷
四
期
，
頁
五
七
│
八
二
。 

7
：
前
揭
書
︽
林
安
梧
訪
談
錄
：
後
新
儒
家
的
焦
思
與
苦
索
︾
，
頁
一

五
│
一
七
。 

8
：
同
上
註
，
前
揭
書
，
頁
一
七
│
二
五
。 

9
：
余
英
時
︿
反
智
論
與
中
國
政
治
傳
統
﹀
，
刊
於
一
九
七
五
年
，
後

來
收
在
︽
歷
史
與
思
想
︾
一
書
之
中
，
一
九
七
六
年
，
台
北
：
聯

經
出
版
公
司
。
︽
學
術
與
政
治
之
間
︾
所
學
習
到
的
思
考 

10
：
牟
宗
三
︽
政
道
與
治
道
︾
，
一
九
六
一
年
，
台
北
：
廣
文
書
局
。 



 

林
安
梧 

從
﹁
外
王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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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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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： 

徐
復
觀
︽
儒
家
政
治
思
想
與
自
由
民
主
人
權
︾
︵
蕭
欣
義
編

輯
︶
，
一
九
七
九
年
，
八
十
年
代
出
版
社
。 

12
： 

徐
復
觀
︽
學
術
與
政
治
之
間
︾
，
一
九
五
七
年
，
台
中
：
中
央
書
局
。 

13
：
︿
中
國
政
治
傳
統
中
主
智
、
超
智
與
反
智
的
糾
結
：
環
繞
先
秦
儒

道
二
家
政
治
思
想
的
試
探
與
考
察
﹀
刊
於
一
九
七
九
年
九
月
，
台

北
：
︽
鵝
湖
︾
五
十
一
期
頁
二
│
一
一
。
後
來
此
文
收
入
林
安
梧

︽
道
德
錯
置
：
中
國
政
治
思
想
的
根
本
困
結
︾
︻
附
錄
一
︼
，
頁
三

一
五
│
三
四
○
，
二
○
○
三
年
，
台
北
：
台
灣
學
生
書
局
。 

14
：
林
安
梧
︽
儒
學
與
中
國
傳
統
社
會
的
哲
學
省
察
︾
第
八
章
，
頁
一

三
九
│
一
四
二
，
一
九
九
六
年
，
台
北
：
黎
明
文
化
事
業
公
司
。 

15
：
︽
孟
子
︾
︿
離
婁
﹀
︵
上
︶
。 

16
：
︽
論
語
︾
︿
為
政
﹀
。 

17
：
同
註
解
14
前
揭
書
，
第
七
章
︿
血
緣
性
縱
貫
軸
下
﹁
宗
法
國
家
﹂

的
皇
權
與
孝
道
﹀
，
頁
一
○
九
│
一
三
○
。 

18
：
關
於
此
，
我
曾
用
力
多
時
，
除
了
上
註
解
前
揭
書
外
，
我
另
有
多

篇
著
作
論
及
此
，
︿
後
新
儒
學
的
新
思
考
：
從
﹁
外
王
﹂
到
﹁
內

聖
﹂
│
│
以
﹁
社
會
公
義
﹂
論
為
核
心
的
儒
學
可
能
﹀
，
二
○
○

四
年
八
月
，
台
北
：
︽
鵝
湖
︾
三
十
卷
二
期
︵
總
號
三
五
○
︶
，

頁
一
六
│
二
五
。
有
較
為
核
心
而
綱
要
的
論
述
。 

19
：
以
下
所
論
，
採
自
林
安
梧
︽
﹁
血
緣
性
縱
貫
軸
﹂
：
解
開
帝
制･

重

建
儒
學
︾
一
書
之
︿
序
言
﹀
，
二
○
一
六
年
，
台
北
：
台
灣
學
生

書
局
。 

20
：
︽
論
語
︾
︿
先
進
﹀
。 

21
：
前
揭
書
，
第
十
一
章
︿
結
論
：
中
國
文
化
之
核
心
困
境
及
其
轉
化

創
造
│
│
從
咒
術
型
的
實
踐
因
果
邏
輯
到
解
咒
型
的
實
踐
因
果
邏

輯
﹀
，
頁
一
九
七
│
二
二
○
。 

22
：
︽
荀
子
︾
︿
君
道
﹀
﹁
道
者
，
何
也
？
曰
：
君
之
所
道
也
。
君

者
，
何
也
？
曰
：
能
群
也
。
﹂ 

23
：
﹁
君
臣
以
義
合
，
合
則
為
君
臣
，
不
合
則
可
去
，
與
朋
友
之
倫
同

道
，
非
父
子
兄
弟
比
也
。
不
合
亦
不
必
到
嫌
隙
疾
惡
，
但
志
不

同
、
道
不
行
便
可
去
﹂
︵
︽
呂
留
良
︽
四
書
講
義
︾
卷
三
七
︶
這

應
該
就
是
孟
子
思
想
的
精
神
樣
貌
。 

24
：
請
參
看
林
安
梧
︽
道
德
錯
置
：
中
國
政
治
思
想
的
根
本
困
結
︾
，
第

五
章
︿
三
論
﹁
道
的
錯
置
﹂
：
中
國
政
治
哲
學
的
根
本
問
題
﹀
，
二

○
○
三
年
，
台
北
：
台
灣
學
生
書
局
，
頁
一
一
九
│
一
五
六
。 

25
：
大
陸
青
年
學
者
楊
生
照
博
士
曾
於
此
有
所
論
，
請
參
見
氏
著
︿
第

三
一
卷
一
二
期
│
第
三
二
卷
第
二
期
，
總
號
：
三
七
○
、
三
七

一
、
三
七
二
三
期
連
載
。 

26
：
程
志
華
於
此
有
多
篇
研
究
論
文
，
請
參
見
氏
著
︿
由
﹁
一
心
開
二

門
﹂
到
﹁
存
有
三
態
論
﹂
：
儒
學
之
一
個
新
的
發
展
向
度
﹀
，
二

○
一
一
年
六
期
，
北
京
：
︽
哲
學
動
態
︾
。  

27
：
林
安
梧
︽
儒
學
革
命
論
：
後
新
儒
家
哲
學
的
問
題
向
度
︾
，
第
三
章

第
六
節
︿
擺
脫
﹁
本
質
主
義
﹂
建
立
﹁
動
力
論
﹂
的
思
考
方
式
﹀
，

頁
五
六
│
五
八
。
一
九
九
八
年
，
台
北
：
台
灣
學
生
書
局
。 

28
：
同
上
註
，
前
揭
書
，
第
二
章
第
四
節
︿
良
知
及
其
自
我
坎
陷
的
相

關
問
題
﹀
，
頁
三
五
│
三
八
。 

29
：
這
樣
的
思
維
方
式
有
取
於
王
船
山
，
船
山
在
︽
尚
書
引
義
︾
︿
大

禹
謨
﹀
︵
一
︶
論
及
人
心
、
道
心
，
有
言
﹁
喜
怒
哀
樂
，
人
心

也
。
惻
隱
、
羞
惡
、
恭
敬
、
是
非
，
道
心
也
。
斯
二
者
，
互
藏
其

宅
而
交
發
其
用
。
﹂
船
山
這
種
獨
特
的
﹁
兩
端
而
一
致
﹂
的
思
維

方
式
，
對
我
從
事
人
文
研
究
起
了
相
當
大
的
作
用
。
請
參
見
林
安

梧
，
︽
王
船
山
﹁
經
典
詮
釋
學
﹂
衍
申
的
一
些
思
考
－
兼
論
﹁
本

體
﹂
與
﹁
方
法
﹂
的
辯
證
︵
上
︶
︵
下
︶
，
二
○
一
二
年
五
月
、

六
月
，
台
北
：
︽
鵝
湖
︾
，
四
四
三
期
，
頁
二
二
│
二
八
、
四
四

四
期
，
頁
一
七
│
二
二
。 

30
：
林
安
梧
︽
王
船
山
人
性
史
哲
學
之
研
究
︾
第
三
章
，
頁
四
七
│
五

四
，
一
九
八
六
年
，
台
北
：
東
大
圖
書
公
司
。 

31
：
林
安
梧
︿
孔
子
思
想
與
﹁
公
民
儒
學
﹂
﹀
，
二
○
一
一
年
十
二

月
，
︽
文
史
哲
︾
二
○
一
一
年
第
六
期
，
一
四
│
二
四
頁
，
中
國

山
東
：
山
東
大
學
。 

32
：
以
上
所
論
，
可
以
說
是
我
學
習
西
方
近
現
代
社
會
契
約
論
，
消
化
之

後
的
心
得
。
請
參
見
林
安
梧
︽
契
約
、
自
由
與
歷
史
性
思
維
︾
一

書
，
第
一
、
二
、
三
、
四
，
四
章
，
︿
序
言
﹀
有
全
書
的
介
紹
，
頁

一
│
一
一
，
一
九
九
六
年
，
台
北
：
黎
明
文
化
事
業
公
司
。 



鵝
湖
月
刊
第
四
十
六
卷
第
十
二
期
總
號
第
五
五
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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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
：
此
來
自
於
費
孝
通
的
說
法
，
請
參
見
氏
著
︽
鄉
土
中
國
︾
，
︽
鄉

土
中
國
︾
是
費
孝
通
著
述
的
一
部
研
究
中
國
基
層
傳
統
社
會
農
村

的
作
品
，
初
版
於
一
九
四
七
年
在
︽
世
紀
評
論
︾
上
連
載
，
共
由

一
四
篇
文
章
組
成
。
再
版
發
表
於
一
九
八
四
年
。 

34
：
這
是
融
通
了
洛
克
、
盧
梭
、
康
德
等
所
形
成
的
，
請
參
見
註
解
三

二
，
前
揭
書
，
第
一
、
二
章
。 

35
：
這
些
理
解
，
有
許
多
來
自
於 

J.S
.M

ill

，
如
上
註
解
，
前
揭
書
，

第
三
章
。 

36
：
儒
學
固
然
有
與
康
德
學
，
可
以
相
提
而
論
的
地
方
，
但
骨
子
裡
卻
有

極
大
的
差
異
，
請
參
見
林
安
梧
︿
牟
宗
三
的
康
德
學
與
中
國
哲
學
之

前
瞻
│
│
格
義
、
融
通
、
轉
化
與
創
造
﹀
，
二
○
○
五
年
八
月
，
台

北
：
︽
鵝
湖
︾
三
十
一
卷
第
二
期
︵
總
號
三
六
二
︶
，
頁
一
二
│
二

四
。
當
然
，
這
也
牽
涉
到
中
西
文
明
交
流
互
動
之
論
題
，
也
就
是

﹁
格
義
﹂
與
﹁
逆
格
義
﹂
的
問
題
。
請
參
見
林
安
梧
︿
中
西
哲
學
會
通

之
﹁
格
義
﹂
與
﹁
逆
格
義
﹂
方
法
論
之
探
討
：
以
牟
宗
三
先
生
的
康

德
學
與
中
國
哲
學
研
究
為
例
﹀
，
二
○
○
六
年
十
二
月
，
︽
淡
江
中

文
學
報
︾
第
十
五
期
，
頁
九
五
│
一
一
六
，
淡
江
大
學
，
臺
北
。 

37
：
林
安
梧
︿
從
﹁
德
性
治
理
﹂
到
﹁
公
民
社
會
﹂
的
建
立
│
﹁
順
服
的

倫
理
﹂
、
﹁
根
源
的
倫
理
﹂
與
﹁
公
民
的
倫
理
﹂
﹀
，
二
○
一
六
年

十
二
月
，
南
京
：
︽
江
淮
論
壇
︾
二
八
○
期
，
頁
五
│
一
一
。 

 

＊
Ｒ
Ｈ
３
０
５
９

  

心
性
修
養
四
原
則 

淡
江
大
學
退
休
榮
譽
教
授 

曾
昭
旭 

有
人
問
我
面
對
自
己
的
種
種
劣
根
性
該
怎
麼
改
？
我
簡
答
如

下
： 

心
性
修
養
的
原
則
其
實
也
很
簡
單
。
第
一
原
則
就
是
誠
︵
誠

實
面
對
自
己
、
毋
自
欺
逃
避
躱
閃
，
︽
中
庸
︾
的
下
半
部
分
全
只

講
一
個
誠
字
，
我
因
此
也
說
：
﹁
誠
實
是
拯
救
這
苦
難
人
生
的
唯

一
靈
藥
﹂
︶
。 

其
次
就
是
當
下
︵
或
及
時
、
儘
早
︶
覺
察
己
過
︵
又
順
習
性

反
應
了
︶
，
此
之
謂
﹁
知
過
﹂
。
其
實
這
跟
誠
實
息
息
相
關
，
堅

確
誠
實
自
能
當
下
覺
察
，
矇
然
不
覺
其
實
只
因
不
想
覺
察
，
所
以

才
訴
諸
逃
避
以
圖
維
護
虛
妄
的
自
尊
罷
了
！ 

再
其
次
就
是
既
已
覺
察
，
立
刻
就
改
，
不
要
找
種
種
理
由
推

拖
。
其
實
這
還
是
跟
誠
實
息
息
相
關
，
會
承
認
犯
過
卻
找
理
由

推
、
拖
，
其
實
表
露
出
他
的
知
過
是
假
的
，
只
是
用
來
堵
別
人
的

嘴
不
是
真
心
承
認
。
若
真
誠
實
，
當
下
就
會
認
真
去
改
。 

當
然
改
過
重
在
決
心
，
不
能
求
急
功
，
因
為
有
些
過
是
長
期

累
積
，
習
氣
已
成
，
要
慢
慢
磨
鍊
，
不
是
一
夕
可
改
的
。
所
以
第

四
個
要
點
就
是
要
有
耐
心
恒
心
。
這
還
是
跟
誠
實
息
息
相
關
。
人

會
急
著
改
過
想
快
點
見
功
，
常
常
還
是
因
為
想
對
別
人
證
明
﹁
我

是
好
的
﹂
，
亦
即
所
謂
﹁
維
護
自
己
的
形
象
﹂
。
這
表
示
他
的
所

謂
改
過
，
只
是
為
別
人
改
不
是
為
自
己
改
。
這
其
實
只
是
敷
衍
門

面
，
當
獨
處
別
人
看
不
見
的
時
候
就
故
態
復
萌
了
！
所
以
孔
子
才

說
；
﹁
古
之
學
者
為
己
，
今
之
學
者
為
人
。
﹂ 

以
上
所
說
四
要
點
：
誠
實
、
知
過
、
改
過
、
為
己
，
既
是
先

賢
留
下
的
智
慧
，
也
是
我
自
己
的
修
養
心
得
，
僅
借
此
緣
，
提
供

給
各
位
參
考
。 

＊
Ｒ
Ｈ
２
９
８
８ 

天
光
雲
影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