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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果
要
舉
出
在
中
華
文
化
中
對
我
們
整
體
人
生
、
社
會
最
有
影
響
力
的
二
本
書
，
則
非
孔
子

的
《
論
語
》
和
老
子
的
《
道
德
經
》
莫
屬
，
前
者
代
表
儒
家
，
後
者
代
表
道
家
，
而
儒
家
和
道
家

剛
好
構
成
了
中
華
文
化
一
體
的
兩
面
，
是
支
撐
中
華
文
化
的
二
根
樑
柱
。
掌
握
了
這
二
家
思
想
，

基
本
上
對
於
塑
造
人
生
的
基
本
理
念
、
價
值
觀
念
、
行
為
模
式
、
生
活
方
式
的
主
要
來
源
與
依
據
，

就
能
有
所
了
解
與
把
握
。
大
體
而
言
，
儒
家
講
有
為
，
代
表
中
華
文
化
中
正
向
積
極
、
樂
觀
進
取

的
一
面
；
道
家
講
無
為
，
代
表
反
向
消
極
、
退
藏
保
守
的
一
面
。
一
正
一
反
、
一
陰
一
陽
、
一
顯

一
隱
，
共
同
組
成
了
整
體
中
華
文
化
。

不
過
，
說
儒
、
道
二
家
一
正
一
反
，
並
不
意
謂
二
者
相
互
矛
盾
衝
突
，
而
是
二
者
不
一
樣
，

但
剛
好
合
成
一
個
整
體
。
各
位
不
妨
伸
出
手
掌
來
看
看
，
我
們
的
手
有
二
面
，
一
面
手
心
，
一
面

手
背
，
一
正
一
反
，
不
一
樣
，
合
起
來
就
是
完
整
的
手
。
也
就
是
說
儒
、
道
二
家
雖
然
不
同
，
但

卻
相
反
相
成
，
共
同
構
成
了
中
華
文
化
的
整
體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我
們
都
棲
身
在
中
華
文
化
的
氛
圍

中
，
經
由
文
化
的
學
習
，
儒
、
道
思
想
早
已
內
化
成
為
我
們
文
化
生
活
的
一
部
分
，
成
為
我
們
生

命
的
文
化
基
因
。
儒
、
道
二
家
又
像
父
母
一
樣
，
是
生
養
我
們
文
化
生
命
的
二
個
來
源
。
每
一
個

人
都
是
父
母
生
養
的
，
難
道
你
不
想
對
自
己
的
父
母
心
存
溫
情
與
敬
意
而
去
了
解
他
們
嗎
？
人
是

在
文
化
中
孕
育
成
長
的
，
那
麼
對
於
孕
育
我
們
的
文
化
母
體
是
不
是
也
應
該
要
有
所
理
解
？

為
什
麼
今
天
還
要
學
習
老
子
《
道
德
經
》
？
理
由
很
簡
單
，
一
是
認
識
自
己
安
身
立
命
的
文

化
母
體
，
二
是
了
解
自
己
承
襲
的
人
生
信
念
、
價
值
觀
、
行
為
模
式
是
什
麼
，
然
後
才
能
進
一
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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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
判
性
的
選
擇
，
建
立
屬
於
自
己
的
世
界
觀
、
人
生
觀
、
價
值
觀
。

行
事
低
調
著
作
隱
晦
的
老
子

既
然
要
學
《
道
德
經
》
，
那
就
應
該
認
識
一
下
老
子
這
個
人
。
其
實
要
講
清
楚
老
子
的
生
平

事
蹟
還
真
不
太
容
易
，
因
為
老
子
在
寫
完
《
道
德
經
》
之
後
就
隱
居
不
見
了
。
司
馬
遷
在
《
史
記
》

〈
老
子
韓
非
列
傳
〉
中
，
從
他
收
集
到
的
資
料
加
以
拼
湊
，
說
他
大
概
是
春
秋
時
代
「
楚
苦
縣
厲

鄉
曲
仁
里
人
也
（
今
河
南
省
周
口
市
鹿
邑
縣
）
，
姓
李
氏
，
名
耳
，
字
耼
（
或
字
伯
陽
）
，
周
守

藏
室
之
史
也
。
」
又
說
：
「
老
子
修
道
德
，
其
學
以
自
隱
無
名
為
務
。
」
並
假
借
孔
子
的
話
，
形

容
老
子
像
條
龍
，
「
吾
不
能
知
其
乘
風
雲
而
上
天
。
」
從
司
馬
遷
勾
勒
的
老
子
形
相
可
知
，
老
子

姓
李
不
姓
老
，
名
叫
李
耳
，
當
過
周
朝
史
官
，
學
問
淵
博
，
生
性
、
行
為
十
分
低
調
，
淡
泊
名
利
。

他
這
個
人
的
形
相
隱
晦
，
只
知
道
他
是
個
了
不
得
的
能
人
。
後
人
透
過
文
字
的
描
述
，
加
上
想
像
，

把
老
子
畫
成
一
位
白
髮
長
鬚
、
手
握
經
卷
，
身
騎
青
牛
的
長
者
模
樣
。
像
這
種
造
型
的
人
物
，
各

位
是
否
似
曾
相
識
，
覺
得
在
那
看
過
？
沒
錯
，
臺
灣
許
多
道
教
、
民
間
信
仰
的
廟
宇
中
經
常
可
見

老
子
騎
牛
的
造
像
。

而
他
的
《
道
德
經
》
，
據
司
馬
遷
記
載
，
傳
說
是
因
為
老
子
看
到
當
時
天
下
動
亂
的
現
象
，

而
心
生
歸
隱
之
志
；
在
西
出
函
谷
關
隱
居
之
際
，
應
守
關
官
員
尹
喜
的
請
求
，
勉
強
寫
了
上
、
下

二
篇
的
《
道
德
經
》
，
主
要
在
講
「
道
、
德
」
的
意
思
。
這
本
《
道
德
經
》
雖
然
只
有
短
短
五
千
字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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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是
「
文
辭
微
妙
難
識
」
，
不
知
道
究
竟
說
些
什
麼
？
儘
管
《
道
德
經
》
文
字
精
簡
，
意
義
隱
晦
，

素
稱
難
解
，
但
卻
受
到
大
家
重
視
，
認
為
在
哲
學
義
理
、
人
世
運
用
，
甚
至
終
極
信
仰
方
面
，
給

後
人
很
多
的
啟
發
。
例
如
司
馬
遷
就
把
道
家
的
莊
子
、
法
家
的
申
不
害
、
韓
非
子
寫
在
同
一
列
傳

裡
，
認
為
他
們
的
學
說
都
源
自
老
子
「
道
、
德
」
的
意
思
。
後
來
還
有
更
多
的
人
物
、
學
術
思
想
、

道
教
信
仰
等
都
受
到
老
子
的
影
響
，
所
以
後
人
推
尊
《
道
德
經
》
是
一
本
最
有
啟
發
性
的
偉
大
經

典
。

準
備
一
本
王
弼
注
的
道
德
經

為
什
麼
大
家
對
於
這
麼
一
位
行
事
低
調
、
不
喜
歡
名
利
，
一
心
想
要
隱
居
避
世
的
人
，
尤
其

是
對
他
不
知
所
云
的
書
特
別
感
興
趣
？

想
知
道
答
案
就
必
須
回
到
他
的
著
作
中
去
尋
找
。
問
題
是
坊
間
有
關
老
子
《
道
德
經
》
的
版

本
、
注
疏
、
白
話
翻
譯
非
常
多
，
究
竟
該
選
擇
那
一
本
比
較
適
合
？
或
許
有
人
認
為
：
既
然
《
道

德
經
》
是
古
文
撰
寫
的
，
而
文
辭
又
「
微
妙
難
識
」
，
那
就
找
一
本
白
話
譯
本
來
讀
，
豈
不
省
事
。

其
實
《
道
德
經
》
雖
然
號
稱
「
文
辭
微
妙
難
識
」
，
但
其
中
也
不
乏
類
似
格
言
警
句
，
淺
顯
易
懂

的
部
分
，
內
容
的
意
義
豐
富
，
又
切
合
我
們
的
人
生
經
驗
，
易
讀
易
解
，
只
要
在
不
懂
的
地
方
參

考
注
釋
，
還
是
可
以
理
解
。

大
體
而
言
，
《
道
德
經
》
成
書
以
來
，
流
傳
最
久
、
最
有
名
也
最
多
人
讀
過
的
便
是
三
國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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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王
弼
（
二
二
六
至
二
四
九
）
注
的
老
子
《
道
德
經
》
。
歷
來
讀
過
《
道
德
經
》
的
人
必
讀
此
注
，

對
《
道
德
經
》
的
理
解
與
詮
釋
也
一
直
以
之
為
基
礎
，
甚
至
成
為
注
釋
《
道
德
經
》
的
經
典
。
想

想
看
，
如
果
你
發
現
自
己
讀
的
王
弼
注
《
道
德
經
》
和
一
千
八
百
年
來
古
人
閱
讀
的
內
容
都
一
模

一
樣
，
請
問
你
會
是
什
麼
感
受
？
所
以
你
應
該
要
有
一
本
王
弼
注
的
《
道
德
經
》
做
為
學
習
必
備

的
書
籍
。
原
則
上
，
我
們
不
反
對
你
去
讀
白
話
譯
本
，
但
那
終
究
是
別
人
對
老
子
的
理
解
與
解
釋
，

並
不
是
你
的
理
解
，
只
能
當
做
參
考
。
因
為
，
學
習
文
化
經
典
的
目
的
是
希
望
經
由
經
典
的
學
習
，

重
新
認
識
自
身
現
在
所
處
的
文
化
情
境
中
有
關
老
子
思
想
的
內
涵
，
並
且
能
在
道
家
式
的
文
化
生

活
中
汲
取
智
慧
，
透
過
《
道
德
經
》
認
識
自
己
、
把
握
自
己
。

雖
然
王
弼
的
注
本
早
已
成
為
認
識
老
子
的
範
本
，
但
是
，
西
元
一
九
七
三
年
，
湖
南
省
長
沙

市
馬
王
堆
的
漢
墓
中
同
時
出
土
了
二
本
帛
書
《
老
子
》
，
出
現
了
不
同
的
《
道
德
經
》
文
本
。
根

據
專
家
的
研
究
，
這
二
本
帛
書
《
老
子
》
大
約
是
在
漢
初
成
書
，
比
王
弼
的
版
本
早
了
四
、
五
百

年
，
而
且
和
現
在
通
行
的
王
弼
本
《
道
德
經
》
，
道
經
在
前
，
德
經
在
後
的
編
排
順
序
不
同
，
而

是
德
經
在
前
，
道
經
在
後
，
加
上
部
分
字
詞
也
有
差
異
，
影
響
了
對
《
道
德
經
》
的
理
解
與
詮
釋
。

當
然
，
我
們
的
目
的
不
是
要
做
老
子
《
道
德
經
》
的
學
術
研
究
，
所
以
只
要
知
道
有
此
不
同
即
可
。

如
果
真
有
興
趣
，
再
去
找
一
本
帛
書
《
老
子
》
對
照
王
弼
本
做
比
較
性
的
閱
讀
。
原
則
上
只
要
有

王
弼
的
注
本
就
足
夠
了
，
讀
了
這
本
書
就
可
以
上
下
縱
橫
二
千
年
，
和
古
人
對
話
交
流
，
想
想
看

值
不
值
得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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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德
經
這
本
書
告
訴
我
們
什
麼
？ 

從
王
弼
注
的
《
道
德
經
》
可
知
，
這
本
書
並
非
結
構
嚴
謹
、
論
述
完
整
、
長
篇
大
論
的
書
，

而
是
一
段
段
的
文
字
，
表
面
看
來
好
像
彼
此
沒
有
緊
密
的
關
係
，
卻
隱
然
有
一
條
以
「
道
、
德
」

二
個
觀
念
為
主
軸
的
內
在
連
繫
線
索
。
這
本
書
一
共
分
為
八
十
一
章
，
從
第
一
章
「
道
可
道
，
非

常
道
」
開
始
，
到
第
三
十
七
章
「
道
常
無
為
而
無
不
為
」
，
主
要
在
闡
述
「
道
」
的
意
義
；
從
第

三
十
八
章
「
上
德
不
德
，
是
以
有
德
」
到
第
八
十
一
章
「
聖
人
之
道
，
為
而
不
爭
」
，
主
要
內
容

則
以
「
德
」
為
主
。
歷
來
習
慣
上
把
前
半
部
稱
為
「
道
經
」
，
而
後
半
部
則
為
「
德
經
」
，
合
而

稱
之
為
《
道
德
經
》
。
貫
串
全
部
八
十
一
章
的
就
只
是
「
道
」
、
「
德
」
二
字
而
已
，
《
道
德
經
》

之
名
就
是
由
此
而
得
。

老
子
所
說
的
「
道
德
」
並
不
是
今
天
所
講
的
忠
、
孝
、
仁
、
愛
等
倫
理
行
為
的
道
德
，
而
是

具
有
更
寬
廣
的
意
義
。
為
什
麼
說
可
以
道
和
德
來
概
括
老
子
思
想
？
所
謂
的
道
和
德
究
竟
講
的
是

什
麼
？
簡
單
的
說
，
老
子
的
時
代
正
當
春
秋
末
期
，
禮
崩
樂
壞
，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社
會
制
度
規
範

逐
漸
瓦
解
，
價
值
觀
念
混
淆
，
天
災
人
禍
、
戰
爭
變
亂
接
踵
而
來
。
人
與
人
、
國
與
國
之
間
彼
此

勾
心
鬥
角
、
交
相
迫
害
，
讓
人
心
生
恐
懼
、
焦
慮
不
安
，
深
感
人
生
變
化
無
常
。
雖
然
各
種
解
決

社
會
治
亂
問
題
的
學
說
盛
行
，
但
相
互
攻
詰
，
是
非
不
分
、
真
偽
難
辨
，
讓
人
無
所
適
從
。
換
句

話
說
，
在
春
秋
時
代
，
整
個
華
夏
民
族
的
人
生
陷
入
各
種
變
亂
危
亡
、
焦
慮
恐
懼
的
苦
難
之
中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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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心
苦
悶
找
不
到
出
路
，
這
樣
令
人
不
堪
的
時
代
與
複
雜
的
問
題
影
響
了
所
有
人
。
老
子
認
為
既

然
這
是
個
普
遍
的
問
題
，
那
就
應
該
從
整
體
的
角
度
看
待
問
題
，
全
面
性
的
思
考
如
何
擘
劃
一
條

能
涵
蓋
所
有
問
題
、
因
應
問
題
、
解
決
問
題
的
策
略
，
重
啟
人
生
的
出
路
。

道
：
宇
宙
人
生
應
該
走
的
路

各
位
一
聽
說
「
道
」
這
個
字
，
或
許
就
會
聯
想
到
：
在
中
華
文
化
中
非
常
重
視
「
道
」
，
諸

子
百
家
各
有
自
己
的
「
道
」
。
可
是
，
如
果
要
問
：
究
竟
什
麼
是
「
道
」
？
相
信
有
些
人
會
覺
得

茲
事
體
大
，
很
難
回
答
。
其
實
，
也
不
必
把
問
題
想
得
太
複
雜
，
因
為
所
謂
的
「
道
」
原
本
就
只

是
「
路
」
的
意
思
。
比
如
說
，
為
了
去
一
個
地
方
，
應
該
訂
定
目
標
、
規
劃
路
線
，
然
後
選
擇
要

走
的
一
條
路
。
走
錯
了
，
走
偏
了
，
就
到
不
了
。
這
樣
應
該
不
難
了
解
「
道
」
的
意
思
了
吧
！
同

樣
的
，
世
界
上
萬
事
萬
物
都
有
各
自
要
走
的
道
路
，
天
上
日
月
星
辰
運
行
所
走
的
是
天
之
道
；
地

上
萬
物
生
長
變
化
，
走
的
是
地
之
道
；
人
由
生
至
死
所
要
走
的
則
是
人
之
道
。

老
子
則
希
望
把
天
道
、
地
道
、
人
道
合
起
來
一
起
思
考
，
希
望
找
出
一
條
天
、
地
、
人
共
同

可
行
的
「
大
道
」
。
希
望
建
立
一
套
共
通
的
原
理
、
原
則
，
分
別
主
從
、
釐
清
彼
此
之
間
的
關
係
，

列
出
一
個
終
始
先
後
的
順
序
，
分
辨
出
人
所
當
行
的
先
後
步
驟
，
讓
人
易
知
易
行
，
走
出
理
想
的

人
生
大
道
。
他
的
目
的
則
希
望
化
繁
為
簡
，
提
出
一
個
在
眾
多
道
理
之
上
，
具
有
本
原
性
意
義
，

既
是
「
天
地
之
始
」
，
又
是
「
萬
物
之
母
」
，
能
產
生
並
包
容
天
道
、
地
道
、
人
道
等
原
理
、
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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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的
大
道
，
讓
人
能
夠
在
天
地
之
間
，
自
由
的
來
往
，
終
極
的
理
想
則
是
讓
人
生
回
歸
自
然
常
道
。

因
此
老
子
說
：

域
中
有
四
大
，
而
人
居
其
一
焉
。
人
法
地
，
地
法
天
，
天
法
道
，
道
法
自
然
。

此
外
，
老
子
又
用
了
虛
無
、
有
無
、
無
為
、
無
不
為
等
字
詞
比
較
抽
象
地
說
明
「
道
」
的
特
性
。

一
般
對
這
些
詞
彙
常
覺
得
太
玄
了
，
不
知
究
竟
是
什
麼
意
思
，
難
免
想
像
、
猜
測
，
心
生
莫
名
的

敬
畏
之
情
。
這
一
部
分
確
實
需
要
花
些
工
夫
弄
清
楚
，
但
這
也
是
老
子
高
度
概
括
經
驗
、
知
識
的

一
種
結
果
。
如
果
了
解
老
子
所
說
：

道
可
道
，
非
常
道
；
名
可
名
，
非
常
名
。
無
、
名
天
地
之
始
；
有
、
名
萬
物
之
母
。
故
常

無
，
欲
以
觀
其
妙
；
常
有
，
欲
以
觀
其
徼
。

是
教
我
們
分
辨
人
如
何
認
知
、
如
何
表
達
「
道
」
的
意
思
，
就
容
易
理
解
了
。
大
體
而
言
，
可
以

參
考
司
馬
遷
所
說
：
「
老
子
所
貴
道
，
虛
無
，
因
應
變
化
於
無
為
。
」
把
握
常
道
原
則
，
因
應
變

化
世
界
的
意
思
，
就
明
白
為
什
麼
老
子
重
視
「
道
」
的
理
由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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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：
我
要
如
何
理
解
與
實
踐
「
道
」

雖
然
有
人
認
為
老
子
的
「
道
」
很
難
理
解
，
可
是
他
卻
說
：

吾
言
甚
易
知
，
甚
易
行
。
天
下
莫
能
知
，
莫
能
行
。
言
有
宗
，
事
有
君
。
夫
唯
無
知
，
是

以
不
我
知
。
知
我
者
希
，
則
我
者
貴
。
是
以
聖
人
被
褐
懷
玉
。

老
子
感
慨
地
認
為
他
所
說
的
話
都
有
依
據
，
所
提
的
事
也
都
有
個
主
旨
，
只
是
許
多
人
對
這
些
依

據
、
意
旨
並
不
明
白
，
所
以
不
知
道
他
究
竟
說
什
麼
。
那
麼
要
怎
麼
樣
去
理
解
他
說
的
道
理
呢
？

在
《
史
記
》
的
〈
太
史
公
自
序
〉
中
，
司
馬
遷
的
父
親
司
馬
談
點
出
了
一
個
原
則
，
說
：
「
道

家
使
人
精
神
專
一
，
動
合
無
形
，
贍
足
萬
物
。
」
意
思
是
說
，
面
對
宇
宙
人
生
千
變
萬
化
的
複
雜

現
象
，
最
根
本
的
方
法
是
回
到
人
自
己
心
智
的
精
神
活
動
上
「
專
心
一
意
」
，
又
能
與
萬
物
變
動

相
應
的
無
形
「
心
法
」
就
足
夠
了
。

這
個
心
法
就
是
老
子
所
謂
的
「
德
」─

─

回
歸
人
心
的
真
實
活
動
來
把
握
。
所
謂
的
德
，
《
說

文
解
字
》
解
釋
說
是
「
內
得
於
己
，
外
得
於
人
」
，
內
外
皆
得
的
意
思
。
不
過
老
子
卻
說
：
「
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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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德
無
為
而
有
以
為
。
」

老
子
以
「
德
」
做
為
心
法
的
意
思
，
要
從
反
向
思
考
去
理
解
。
比
如
一
般
我
們
會
說
：
我
得
到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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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東
西
；
可
是
老
子
卻
說
真
正
最
高
的
「
德
」
是
以
不
得
為
得
，
不
能
像
從
外
面
得
到
一
枝
筆
、

一
個
東
西
的
那
種
得
到
，
而
是
不
以
得
為
「
得
（
德
）
」─

─

沒
有
個
人
欲
求
目
的
的
作
為
，
才

是
他
要
說
「
德
」
。
比
如
為
了
得
到
知
識
，
學
的
愈
多
，
心
裡
愈
充
實
；
可
是
老
子
卻
說
心
裡
得

到
愈
多
東
西
，
反
而
讓
人
心
有
更
多
的
障
礙
，
受
到
更
多
偏
見
、
主
見
的
限
制
；
人
心
不
能
自
由
，

反
而
不
能
看
見
事
物
的
真
實
面
貌
。
因
此
老
子
說
：

為
學
日
益
，
為
道
日
損
。
損
之
又
損
，
以
至
於
無
為
。
無
為
而
無
不
為
。

所
以
心
裡
的
拘
限
愈
少
愈
好
，
最
好
是
把
心
中
裝
滿
從
外
面
得
來
的
東
西
，
一
件
件
都
拿
出
去
，

把
心
給
空
出
來
，
讓
人
心
保
持
虛
靜
、
無
為
的
狀
態
才
是
真
正
的
「
德
」
。

怎
樣
可
以
讓
人
心
虛
靜
、
無
為
？
道
家
喜
歡
用
鏡
子
做
比
喻
。
如
果
各
位
去
照
鏡
子
，
會
看

見
誰
？
當
然
是
你
自
己
。
如
果
鏡
面
上
畫
滿
了
圖
案
、
貼
上
許
多
的
圖
紙
，
那
這
面
鏡
子
還
能
照

嗎
？
那
麼
該
怎
麼
辦
？
很
簡
單
，
把
貼
在
鏡
面
上
的
紙
撕
了
，
把
畫
在
鏡
面
的
塗
鴉
抹
掉
，
把
鏡

子
給
整
乾
淨
，
還
它
一
個
原
本
光
亮
潔
淨
的
樣
子
。
如
此
一
來
，
鏡
面
空
虛
了
，
就
可
以
恢
復
鏡

子
原
來
照
物
的
功
能
。
你
來
它
照
，
你
去
它
不
留
。
鏡
面
上
本
來
就
無
一
物
（
虛
無
）
，
它
照
出

來
的
影
像
是
因
你
而
有
（
因
應
）
；
鏡
子
只
保
持
它
虛
靜
的
狀
態
，
就
能
夠
照
見
來
去
變
動
不
止

的
人
事
物
（
無
為
）
。
鏡
子
不
會
因
為
覺
得
你
長
得
美
，
就
主
動
將
你
的
美
貌
，
保
留
在
鏡
面
上
（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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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、
不
德
、
以
不
得
為
得
）
。

簡
單
的
說
，
老
子
所
說
的
「
德
」
，
要
我
們
做
到
《
莊
子
》
〈
天
下
〉
篇
所
說
的
「
在
己
無
居
，

形
物
自
著
。
其
動
若
水
，
其
靜
若
鏡
，
其
應
若
響
。
芴
乎
若
亡
，
寂
乎
若
清
，
同
焉
者
和
，
得
焉

者
失
。
未
嘗
先
人
而
常
隨
人
。
」
人
心
的
「
德
」
要
經
過
一
段
像
去
除
鏡
面
污
染
的
修
養
過
程
，

去
除
蒙
蔽
，
長
保
內
心
的
清
靜
；
就
能
像
鏡
子
一
樣
，
讓
事
物
呈
現
本
來
相
貌
，
這
樣
就
能
看
清

複
雜
多
變
的
現
實
世
界
、
掌
握
事
物
變
化
發
展
，
而
採
取
適
當
的
回
應
。
這
種
的
想
法
、
做
法
各

位
覺
得
是
不
是
很
有
意
思
？
想
了
解
這
個
意
思
就
該
努
力
修
德
行
道
。
老
子
說
：

上
士
聞
道
，
勤
而
行
之
；
中
士
聞
道
，
若
存
若
亡
；
下
士
聞
道
，
大
笑
之
。
不
笑
不
足
以

為
道
。

你
會
笑
老
子
呢
？
還
是
「
勤
而
行
之
」
呢
？

總
之
，
老
子
說
：

反
者
道
之
動
；
弱
者
道
之
用
。

告
訴
我
們
從
反
向
思
考
、
從
微
弱
之
處
著
手
，
袪
除
人
心
的
限
制
，
回
歸
內
心
虛
靜
無
為
的
狀
態
，



自知者明──東方經典導讀 50

因
應
來
自
人
內
、
外
在
種
種
變
動
的
問
題
；
目
的
是
希
望
我
們
修
道
德
，
「
以
虛
無
為
本
，
以
因

循
為
用
」
；
以
鏡
子
為
師
，
潔
淨
心
中
的
心
鏡
，
回
應
人
世
間
的
各
種
遭
遇
。
道
和
德
便
是
整
個

老
子
思
想
的
核
心
概
念
，
是
解
開
《
道
德
經
》
的
鑰
匙
。

在
生
活
中
發
現
老
子

掌
握
了
道
德
的
大
義
，
然
後
可
以
秉
持
這
個
原
則
開
始
讀
《
道
德
經
》
了
。
《
道
德
經
》
篇

幅
不
多
，
意
涵
卻
無
比
豐
富
，
仁
者
見
之
謂
之
仁
，
智
者
見
之
謂
之
智
。
不
怕
你
去
讀
、
去
向
他

叩
問
，
就
怕
你
敬
而
遠
之
，
不
理
不
睬
。

如
果
是
初
次
接
觸
，
建
議
直
接
讀
《
道
德
經
》
，
不
必
管
別
人
怎
麼
說
、
是
不
是
「
文
辭
微

妙
難
識
」
，
選
擇
自
己
看
得
懂
的
、
讀
起
來
覺
得
有
趣
味
的
篇
章
來
讀
，
同
時
想
想
「
為
什
麼
這

些
篇
章
會
打
動
我
？
」「
為
什
麼
老
子
會
這
麼
說
？
」「
是
不
是
我
身
邊
的
人
也
有
這
樣
的
想
法
？
」

等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希
望
各
位
能
結
合
自
己
的
或
他
人
的
人
生
經
驗
，
嘗
試
反
思
一
下
；
看
看
老
子
，

想
想
自
己
，
建
立
起
你
和
老
子
的
思
想
連
線
。
實
在
讀
不
懂
，
再
參
考
注
疏
。
老
子
說
：
「
圖
難

於
其
易
，
為
大
於
其
細
。
天
下
難
事
，
必
作
於
易
；
天
下
大
事
，
必
作
於
細
。
」
從
簡
單
的
地
方

入
手
，
再
逐
步
深
入
探
索
。

其
次
，
對
照
注
疏
，
深
入
各
章
，
拓
展
經
驗
，
擴
大
理
解
。
畢
竟
《
道
德
經
》
是
二
千
多
年

前
老
子
所
說
的
話
，
時
過
境
遷
，
有
些
文
字
的
意
義
、
說
話
的
時
空
情
境
、
文
化
脈
絡
都
有
所
變
化
，



以鏡子為師──老子《道德經》導讀 51

為
了
正
確
了
解
，
需
要
借
助
前
人
的
注
疏
。
閱
讀
注
疏
有
助
正
確
地
掌
握
《
道
德
經
》
所
蘊
涵
的

背
景
、
內
容
，
以
及
重
要
意
義
，
明
白
古
人
如
何
思
考
與
表
達
，
透
過
注
疏
還
原
老
子
的
生
命
經
驗
，

補
足
自
己
背
景
知
識
的
不
足
，
擴
大
理
解
的
視
野
等
，
這
些
都
是
學
習
經
典
的
基
本
功
。

然
後
掌
握
大
義
、
虛
心
因
應
、
靈
活
運
用
。
通
讀
老
子
《
道
德
經
》
原
典
，
回
歸
切
身
的
現

實
經
驗
，
嘗
試
自
我
解
釋
與
評
論
。
《
道
德
經
》
主
要
代
表
一
種
面
對
動
盪
變
化
、
生
存
競
爭
時
代
，

如
何
知
弱
處
弱
，
如
何
尊
天
保
真
，
如
何
以
虛
靜
無
為
之
心
因
應
變
化
無
窮
事
件
等
的
思
維
類
型
；

經
過
歷
史
長
期
的
檢
驗
之
後
，
而
成
為
中
華
文
化
中
解
決
相
類
似
問
題
的
基
本
參
考
模
式
。
學
習

老
子
《
道
德
經
》
就
是
要
學
習
像
老
子
一
樣
的
面
對
問
題
、
解
決
問
題
的
思
考
與
實
踐
模
式
，
「
執

古
之
道
，
以
御
今
之
有
」
。
所
以
應
該
對
照
原
典
，
回
返
經
典
所
指
稱
的
真
實
情
境
，
建
立
問
題

意
識
，
再
回
到
現
實
的
經
驗
，
省
視
現
代
的
情
境
與
問
題
，
秉
持
「
以
虛
無
為
本
，
以
因
循
為
用
」

的
原
則
，
在
批
判
中
選
擇
合
於
今
用
的
部
分
，
在
評
論
、
臧
否
中
建
立
自
己
的
價
值
觀
與
行
動
原

則
。

總
而
言
之
，
學
習
《
道
德
經
》
宜
由
簡
而
精
，
由
淺
而
深
；
以
自
我
為
出
發
點
，
建
立
與
老

子
思
想
的
連
結
；
精
讀
注
疏
，
正
確
理
解
老
子
思
想
大
義
，
先
立
其
大
，
心
有
所
主
，
則
行
有
所

本
；
通
讀
原
典
，
掌
握
大
義
，
回
歸
現
實
情
境
，
在
人
生
的
具
體
文
化
生
活
中
發
現
老
子
，
謹
守
「
致

虛
極
，
守
靜
篤
」
的
原
則
，
「
因
應
變
化
於
無
為
」
實
際
應
用
在
人
生
日
常
之
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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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心
傳
心
的
老
子
精
神

一
般
談
論
《
道
德
經
》
時
，
經
常
會
引
述
「
絕
聖
棄
智
、
絕
仁
棄
義
、
絕
巧
棄
利
。
」
「
見

素
抱
樸
，
少
私
寡
欲
。
」
「
知
人
者
智
，
自
知
者
明
。
勝
人
者
有
力
，
自
勝
者
強
。
」
「
柔
弱
勝

剛
強
。
」
…
…
等
有
關
《
道
德
經
》
之
用
的
「
術
」
，
或
是
實
際
應
用
部
分
，
可
是
為
什
麼
在
這

都
沒
有
提
到
？
其
實
，
歷
來
學
《
道
德
經
》
者
認
為
，
老
子
《
道
德
經
》
八
十
一
章
有
天
道
、
地
道
、

人
道
，
包
含
甚
廣
，
內
容
不
一
，
各
有
著
重
，
如
果
沒
有
一
條
足
以
貫
串
的
線
索
，
往
往
只
是
片
面
、

零
淺
的
認
知
，
難
以
串
珠
成
鍊
，
所
以
一
致
主
張
應
該
「
知
體
達
用
」
：
學
《
道
德
經
》
應
該
先

立
其
大
，
理
解
道
德
大
義
，
明
體
然
後
可
以
達
用
。

道
與
德
的
大
義
就
是
學
習
老
子
《
道
德
經
》
的
參
考
座
標
，
可
以
做
為
隨
時
自
我
校
準
的
衡

量
依
據
。
道
如
經
，
貫
通
天
地
人
的
道
理
；
德
則
必
須
回
到
在
天
地
之
間
活
動
的
人
本
身
、
自
我

修
養
鍛
鍊
，
去
除
情
欲
對
人
的
桎
梏
，
超
越
感
官
對
人
的
限
制
，
提
升
人
內
在
的
精
神
修
為
。
在

人
生
的
歷
練
中
「
修
養
道
德
」
，
讓
人
能
夠
在
現
實
中
「
動
合
無
形
」
，
就
像
司
馬
談
說
的
「
其

為
術
也
，
因
陰
陽
之
大
順
，
采
儒
墨
之
善
，
撮
名
法
之
要
，
與
時
遷
移
，
應
物
變
化
，
立
俗
施
事
，

無
所
不
宜
，
指
約
而
易
操
，
事
少
而
功
多
。
」

老
子
《
道
德
經
》
之
所
以
能
流
傳
千
古
，
是
因
為
它
並
未
隨
著
時
代
的
過
去
而
消
褪
，
迄
今

仍
然
是
一
本
生
機
盎
然
的
活
經
典
。
因
為
它
開
啟
了
人
生
在
面
臨
複
雜
的
變
化
、
動
亂
、
競
爭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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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
中
，
人
心
可
以
寄
託
、
可
以
解
決
問
題
的
一
種
看
待
與
追
求
「
生
命
價
值
、
生
存
方
式
、
生
活

形
態
」
的
思
想
典
範
。
對
於
任
何
一
位
有
過
恐
懼
、
焦
慮
經
驗
，
經
歷
過
心
靈
痛
苦
，
希
望
嘗
試

追
求
心
靈
解
脫
的
人
都
可
以
在
老
子
的
著
作
中
找
到
指
引
心
靈
突
破
、
發
展
的
出
路
。

文
化
經
典
之
所
以
可
貴
在
以
心
傳
心
，
成
為
一
個
民
族
文
化
生
命
的
託
命
所
在
。
老
子
《
道

德
經
》
絕
對
是
值
得
一
讀
再
讀
的
書
，
不
同
的
人
生
階
段
、
不
同
的
經
歷
，
每
讀
一
回
都
會
有
不

同
的
體
悟
，
隨
著
人
心
的
發
展
而
共
同
成
長
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