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
 
 
 
   

一
、
學
記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禮
記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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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民
。
君
子
如
欲
化
民
成
俗
，
其
必
由
學
乎
！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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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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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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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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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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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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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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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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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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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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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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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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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士
先
志
。
」
其
此
之
謂
乎
！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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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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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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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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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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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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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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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

 
 
 
 
 

二
、
諌
逐
客
書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李
斯 

臣
聞
吏
議
逐
客
，
竊
以
爲
過
矣
。 

昔
穆
公
求
士
，
西
取
由
余
於
戎
，
東
得
百
里
奚
於
宛
，
迎
蹇
叔
於
宋
，
來
邳
豹
、
公
孫

支
於
晉
。
此
五
子
者
，
不
產
於
秦
，
而
穆
公
用
之
，
並
國
二
十
，
遂
霸
西
戎
。
孝
公
用
商
鞅

之
法
，
移
風
易
俗
，
民
以
殷
盛
，
國
以
富
強
，
百
姓
樂
用
，
諸
侯
親
服
，
獲
楚
、
魏
之
師
，

舉
地
千
里
，
至
今
治
強
。
惠
王
用
張
儀
之
計
，
拔
三
川
之
地
，
西
併
巴
、
蜀
，
北
收
上
郡
，

南
取
漢
中
，
包
九
夷
，
制
鄢
、
郢
，
東
據
成
皋
之
險
，
割
膏
腴
之
壤
，
遂
散
六
國
之
衆
，
使

之
西
面
事
秦
，
功
施
到
今
。
昭
王
得
范
雎
，
廢
穰
侯
，
逐
華
陽
，
強
公
室
，
杜
私
門
，
蠶
食

諸
侯
，
使
秦
成
帝
業
。
此
四
君
者
，
皆
以
客
之
功
。
由
此
觀
之
，
客
何
負
於
秦
哉
！
向
使
四

君
卻
客
而
不
內
，
疏
士
而
不
用
，
是
使
國
無
富
利
之
實
，
而
秦
無
強
大
之
名
也
。 

今
陛
下
致
崑
山
之
玉
，
有
隨
和
之
寶
，
垂
明
月
之
珠
，
服
太
阿
之
劍
，
乘
纖
離
之
馬
，

建
翠
鳳
之
旗
，
樹
靈
鼉
之
鼓
。
此
數
寶
者
，
秦
不
生
一
焉
，
而
陛
下
說
之
，
何
也
？
必
秦
國

之
所
生
然
後
可
，
則
是
夜
光
之
璧
，
不
飾
朝
廷
；
犀
象
之
器
，
不
爲
玩
好
；
鄭
、
衛
之
女
不

充
後
宮
，
而
駿
良
駃
騠
不
實
外
廄
，
江
南
金
錫
不
爲
用
，
西
蜀
丹
青
不
爲
採
。
所
以
飾
後
宮
，

充
下
陳
，
娛
心
意
，
說
耳
目
者
，
必
出
於
秦
然
後
可
，
則
是
宛
珠
之
簪
，
傅
璣
之
珥
，
阿
縞

之
衣
，
錦
繡
之
飾
不
進
於
前
，
而
隨
俗
雅
化
，
佳
冶
窈
窕
，
趙
女
不
立
於
側
也
。
夫
擊
甕
叩

缶
，
彈
箏
搏
髀
，
而
歌
呼
嗚
嗚
快
耳
者
，
真
秦
之
聲
也
；《
鄭
》、
《
衛
》
、《
桑
間
》
，《
韶
》
、

《
虞
》、
《
武
》、
《
象
》
者
，
異
國
之
樂
也
。
今
棄
擊
甕
叩
缶
而
就
《
鄭
》
、《
衛
》
，
退
彈
箏

而
取
《
韶
》
、《
虞
》
，
若
是
者
何
也
？
快
意
當
前
，
適
觀
而
已
矣
。
今
取
人
則
不
然
。
不
問

可
否
，
不
論
曲
直
，
非
秦
者
去
，
爲
客
者
逐
。
然
則
是
所
重
者
在
乎
色
樂
珠
玉
，
而
所
輕
者

在
乎
人
民
也
。
此
非
所
以
跨
海
內
、
制
諸
侯
之
術
也
。 

臣
聞
地
廣
者
粟
多
，
國
大
者
人
衆
，
兵
強
則
士
勇
。
是
以
泰
山
不
讓
土
壤
，
故
能
成
其

大
；
河
海
不
擇
細
流
，
故
能
就
其
深
；
王
者
不
卻
衆
庶
，
故
能
明
其
德
。
是
以
地
無
四
方
，

民
無
異
國
，
四
時
充
美
，
鬼
神
降
福
，
此
五
帝
三
王
之
所
以
無
敵
也
。
今
乃
棄
黔
首
以
資
敵

國
，
卻
賓
客
以
業
諸
侯
，
使
天
下
之
士
，
退
而
不
敢
西
向
，
裹
足
不
入
秦
，
此
所
謂
「
藉
寇

兵
而
齎
盜
糧
」
者
也
。 



三
、
蘇
秦
以
連
橫
說
秦                

戰
國
策 

蘇
秦
說
秦
王
書
十
上
而
說
不
行
，
黑
貂
之
裘
弊
，
黃
金
百
斤
盡
，
資
用
乏
絕
，
去
秦
而

歸
，
羸
縢
履
蹻
，
負
書
擔
橐
，
形
容
枯
槁
，
面
目
犁
黑
，
狀
有
愧
色
。
歸
至
家
，
妻
不
下
紝
，

嫂
不
為
炊
，
父
母
不
與
言
。
蘇
秦
喟
嘆
曰
：
「
妻
不
以
我
為
夫
，
嫂
不
以
我
為
叔
，
父
母
不

以
我
為
子
，
是
皆
秦
之
罪
也
。
」
乃
夜
發
書
，
陳
篋
數
十
，
得
太
公
陰
符
之
謀
，
伏
而
誦
之
，

簡
練
以
為
揣
摩
。
讀
書
欲
睡
，
引
錐
自
刺
其
股
，
血
流
至
足
，
曰
：
「
安
有
說
人
主
，
不
能

出
其
金
玉
錦
繡
，
取
卿
相
之
尊
者
乎
？
」
期
年
，
揣
摩
成
，
曰
：
「
此
真
可
以
說
當
世
之
君

矣
。
」 於

是
乃
摩
燕
烏
集
闕
，
見
說
趙
王
於
華
屋
之
下
，
抵
掌
而
談
，
趙
王
大
悅
，
封
為
武
安

君
。
受
相
印
，
革
車
百
乘
，
錦
繡
千
純
，
白
璧
百
雙
，
黃
金
萬
溢
，
以
隨
其
後
，
約
從
散
橫

以
抑
強
秦
，
故
蘇
秦
相
於
趙
而
關
不
通
。 

當
此
之
時
，
天
下
之
大
，
萬
民
之
眾
，
王
侯
之
威
，
謀
臣
之
權
，
皆
欲
決
蘇
秦
之
策
。

不
費
斗
糧
，
未
煩
一
兵
，
未
戰
一
士
，
未
絕
一
弦
，
未
折
一
矢
，
諸
侯
相
親
，
賢
於
兄
弟
。

夫
賢
人
在
而
天
下
服
，
一
人
用
而
天
下
從
，
故
曰
：
式
於
政
不
式
於
勇
；
式
於
廊
廟
之
內
，

不
式
於
四
境
之
外
。
當
秦
之
隆
，
黃
金
萬
溢
為
用
，
轉
轂
連
騎
，
炫
熿
于
道
，
山
東
之
國
從

風
而
服
，
使
趙
大
重
。
且
夫
蘇
秦
，
特
窮
巷
掘
門
桑
戶
棬
樞
之
士
耳
，
伏
軾
撙
銜
，
橫
歷
天

下
，
廷
說
諸
侯
之
王
，
杜
左
右
之
口
，
天
下
莫
之
能
伉
。 

將
說
楚
王
，
路
過
洛
陽
，
父
母
聞
之
，
清
宮
除
道
，
張
樂
設
飲
，
郊
迎
三
十
里
。
妻
側

目
而
視
，
傾
耳
而
聽
。
嫂
蛇
行
匍
伏
，
四
拜
自
跪
而
謝
。
蘇
秦
曰
：「
嫂
何
前
倨
而
后
卑
也
？
」

嫂
曰
：「
以
季
子
之
位
尊
而
多
金
。
」
蘇
秦
曰
：「
嗟
乎
！
貧
窮
則
父
母
不
子
，
富
貴
則
親
戚

畏
懼
。
人
生
世
上
，
勢
位
富
厚
，
蓋
可
忽
乎
哉
？
」
。 



 
 
 
 
 

四
、
報
任
安
書            

     

司
馬
遷 

太
史
公
牛
馬
走
司
馬
遷
，
再
拜
言
。 

少
卿
足
下
：
曩
者
辱
賜
書
，
教
以
慎
於
接
物
，
推
賢
進
士
為
務
，
意
氣
勤
勤
懇
懇
。
若

望
僕
不
相
師
，
而
用
流
俗
人
之
言
，
僕
非
敢
如
此
也
。
僕
雖
罷
駑
，
亦
嘗
側
聞
長
者
之
遺
風

矣
。
顧
自
以
為
身
殘
處
穢
，
動
而
見
尤
，
欲
益
反
損
，
是
以
獨
鬱
悒
而
無
誰
語
。
諺
曰
：「
誰

為
為
之
？
孰
令
聽
之
？
」
蓋
鍾
子
期
死
，
伯
牙
終
身
不
復
鼓
琴
。
何
則
？
士
為
知
己
者
用
，

女
為
說
己
者
容
。
若
僕
大
質
已
虧
缺
矣
，
雖
材
懷
隨
、
和
，
行
若
由
、
夷
，
終
不
可
以
為
榮
，

適
足
以
發
笑
而
自
點
耳
。 

書
辭
宜
答
，
會
東
從
上
來
，
又
迫
賤
事
，
相
見
日
淺
，
卒
卒
無
須
臾
之
間
，
得
竭
指
意
。

今
少
卿
抱
不
測
之
罪
，
涉
旬
月
，
迫
季
冬
，
僕
又
薄
從
上
雍
，
恐
卒
然
不
可
為
諱
，
是
僕
終

已
不
得
舒
憤
懣
以
曉
左
右
，
則
長
逝
者
魂
魄
私
恨
無
窮
。
請
略
陳
固
陋
。
闕
然
久
不
報
，
幸

勿
為
過
。 

僕
聞
之
：
修
身
者
，
智
之
符
也
；
愛
施
者
，
仁
之
端
也
；
取
予
者
，
義
之
表
也
；
恥
辱

者
，
勇
之
決
也
；
立
名
者
，
行
之
極
也
。
士
有
此
五
者
，
然
後
可
以
托
於
世
，
列
於
君
子
之

林
矣
。
故
禍
莫
憯
於
欲
利
，
悲
莫
痛
於
傷
心
，
行
莫
醜
於
辱
先
，
詬
莫
大
於
宮
刑
。
刑
餘
之

人
，
無
所
比
數
，
非
一
世
也
，
所
從
來
遠
矣
。
昔
衛
靈
公
與
雍
渠
同
載
，
孔
子
適
陳
；
商
鞅

因
景
監
見
，
趙
良
寒
心
；
同
子
參
乘
，
袁
絲
變
色
：
自
古
而
恥
之
！
夫
以
中
材
之
人
，
事
有

關
於
宦
豎
，
莫
不
傷
氣
，
而
況
於
慷
慨
之
士
乎
！
如
今
朝
廷
雖
乏
人
，
奈
何
令
刀
鋸
之
餘
，

薦
天
下
之
豪
俊
哉
！
僕
賴
先
人
緒
業
，
得
待
罪
輦
轂
下
，
二
十
餘
年
矣
。
所
以
自
惟
：
上
之
，

不
能
納
忠
效
信
，
有
奇
策
材
力
之
譽
，
自
結
明
主
；
次
之
，
又
不
能
拾
遺
補
闕
，
招
賢
進
能
，

顯
岩
穴
之
士
；
外
之
，
不
能
備
行
伍
，
攻
城
野
戰
，
有
斬
將
搴
旗
之
功
；
下
之
，
不
能
積
日

累
勞
，
取
尊
官
厚
祿
，
以
為
宗
族
交
遊
光
寵
。
四
者
無
一
遂
，
苟
合
取
容
，
無
所
短
長
之
效
，

可
見
於
此
矣
。
鄉
者
，
僕
亦
嘗
廁
下
大
夫
之
列
，
陪
外
廷
末
議
。
不
以
此
時
引
維
綱
，
盡
思

慮
，
今
已
虧
形
為
掃
除
之
隸
，
在
闒
茸
之
中
，
乃
欲
仰
首
伸
眉
，
論
列
是
非
，
不
亦
輕
朝
廷
、

羞
當
世
之
士
邪
？
嗟
乎
！
嗟
乎
！
如
僕
尚
何
言
哉
！
尚
何
言
哉
！ 



五
、
家
訓
選
文 

（
一
）
誡
兄
子
嚴
敦
書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

馬
援 

援
兄
子
嚴
、
敦
，
並
喜
譏
議
，
而
通
輕
俠
客
。
援
前
在
交
趾
，
還
書
誡
之
曰
：「
吾
欲

汝
曹
聞
人
過
失
，
如
聞
父
母
之
名
：
耳
可
得
聞
，
口
不
可
得
言
也
。
好
議
論
人
長
短
，
妄
是

非
正
法
，
此
吾
所
大
惡
也
：
寧
死
，
不
願
聞
子
孫
有
此
行
也
。
汝
曹
知
吾
惡
之
甚
矣
，
所
以

復
言
者
，
施
衿
結
縭
，
申
父
母
之
戒
，
欲
使
汝
曹
不
忘
之
耳
！ 

龍
伯
高
敦
厚
周
慎
，
口
無
擇
言
，
謙
約
節
儉
，
廉
公
有
威
。
吾
愛
之
重
之
，
願
汝
曹
效

之
。
杜
季
良
豪
俠
好
義
，
憂
人
之
憂
，
樂
人
之
樂
，
清
濁
無
所
失
。
父
喪
致
客
，
數
郡
畢
至
。

吾
愛
之
重
之
，
不
願
汝
曹
效
也
。
效
伯
高
不
得
，
猶
為
謹
敕
之
士
，
所
謂
『
刻
鵠
不
成
尚
類

鶩
』
者
也
。
效
季
良
不
得
，
陷
為
天
下
輕
薄
子
，
所
謂
『
畫
虎
不
成
反
類
狗
』
者
也
。
訖
今

季
良
尚
未
可
知
，
郡
將
下
車
輒
切
齒
，
州
郡
以
為
言
，
吾
常
為
寒
心
，
是
以
不
願
子
孫
效
也
。
」 

（
二
）
戒
子
書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諸
葛
亮 

夫
君
子
之
行
，
靜
以
修
身
，
儉
以
養
德
；
非
澹
泊
無
以
明
志
，
非
寧
靜
無
以
致
遠
。
夫

學
須
靜
也
，
才
須
學
也
；
非
學
無
以
廣
才
，
非
志
無
以
成
學
。
怠
慢
則
不
能
勵
精
，
險
躁
則

不
能
冶
性
。
年
與
時
馳
，
意
與
歲
去
，
遂
成
枯
落
，
多
不
接
世
。
悲
守
窮
廬
，
將
復
何
及
！ 

(

三)

誡
外
甥
書 

 
 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諸
葛
亮 

夫
志
當
存
高
遠
，
慕
先
賢
，
絕
情
慾
，
棄
凝
滯
，
使
庶
幾
之
志
，
揭
然
有
所
存
，
惻
然

有
所
感
；
忍
屈
伸
，
去
細
碎
，
廣
諮
問
，
除
嫌
吝
，
雖
有
淹
留
，
何
損
於
美
趣
，
何
患
於
不

濟
。
若
志
不
強
毅
，
意
不
慷
慨
，
徒
碌
碌
滯
於
俗
，
默
默
束
於
情
，
永
竄
伏
於
凡
庸
，
不
免

於
下
流
矣
！ 



 
 
 
  
 
  
 
  
 

六
、
三
戒               

    

柳
宗
元 

吾
恆
惡
世
之
人
，
不
知
推
己
之
本
，
而
乘
物
以
逞
，
或
依
勢
以
干
非
其
類
，
出
技
以
怒

強
，
竊
時
以
肆
暴
，
然
卒
迨
於
禍
。
有
客
談
麋
、
驢
、
鼠
三
物
，
似
其
事
，
作
《
三
戒
》
。 

臨
江
之
麋 

臨
江
之
人
，
畋
得
麋
麑
，
畜
之
。
入
門
，
羣
犬
垂
涎
，
揚
尾
皆
來
。
其
人
怒
怛
之
。
自

是
日
抱
就
犬
，
習
示
之
，
使
勿
動
，
稍
使
與
之
戲
。
積
久
，
犬
皆
如
人
意
。
麋
麑
稍
大
，
忘

己
之
麋
也
，
以
為
犬
良
我
友
，
牴
觸
偃
仆
，
益
狎
。
犬
畏
主
人
，
與
之
俯
仰
甚
善
，
然
時
啖

其
舌
。 三

年
，
麋
出
門
，
見
外
犬
在
道
甚
眾
，
走
欲
與
為
戲
。
外
犬
見
而
喜
且
怒
，
共
殺
食
之
，

狼
藉
道
上
，
麋
至
死
不
悟
。 

黔
之
驢 

黔
無
驢
，
有
好
事
者
船
載
以
入
，
至
則
無
可
用
，
放
之
山
下
。
虎
見
之
，
龐
然
大
物
也
，

以
為
神
。
蔽
林
間
窺
之
，
稍
出
近
之
，
憖
憖
然
，
莫
相
知
。 

他
日
，
驢
一
鳴
，
虎
大
駭
，
遠
遁
，
以
為
且
噬
己
也
，
甚
恐
。
然
往
來
視
之
，
覺
無
異

能
者
。
益
習
其
聲
，
又
近
出
前
後
，
終
不
敢
搏
。
稍
近
益
狎
，
蕩
倚
衝
冒
，
驢
不
勝
怒
，
蹄

之
。
虎
因
喜
，
計
之
曰
：「
技
止
此
耳
！
」
因
跳
踉
大
噉
，
斷
其
喉
，
盡
其
肉
，
乃
去
。 

噫
！
形
之
龐
也
類
有
德
，
聲
之
宏
也
類
有
能
，
向
不
出
其
技
，
虎
雖
猛
，
疑
畏
，
卒
不

敢
取
；
今
若
是
焉
，
悲
夫
！ 

永
某
氏
之
鼠 

永
有
某
氏
者
，
畏
日
，
拘
忌
異
甚
。
以
為
己
生
歲
直
子
；
鼠
，
子
神
也
，
因
愛
鼠
，
不

畜
貓
犬
，
禁
僮
勿
擊
鼠
。
倉
廩
庖
廚
，
悉
以
恣
鼠
，
不
問
。 

由
是
鼠
相
告
，
皆
來
某
氏
，
飽
食
而
無
禍
。
某
氏
室
無
完
器
，
椸
無
完
衣
，
飲
食
大
率

鼠
之
餘
也
。
晝
累
累
與
人
兼
行
，
夜
則
竊
齧
鬥
暴
，
其
聲
萬
狀
，
不
可
以
寢
，
終
不
厭
。 

數
歲
，
某
氏
徙
居
他
州
；
後
人
來
居
，
鼠
為
態
如
故
。
其
人
曰
：「
是
陰
類
，
惡
物
也
，

盜
暴
尤
甚
。
且
何
以
至
是
乎
哉
？
」
假
五
六
貓
，
闔
門
撤
瓦
灌
穴
，
購
僮
羅
捕
之
，
殺
鼠
如

丘
，
棄
之
隱
處
，
臭
數
月
乃
已
。 

嗚
呼
！
彼
以
其
飽
食
無
禍
為
可
恆
也
哉
！  



 
 
 

七
、
待
漏
院
記                    

王
禹
偁 

天
道
不
言
，
而
品
物
亨
、
歲
功
成
者
，
何
謂
也
？
四
時
之
吏
，
五
行
之
佐
，
宣
其
氣
矣
。

聖
人
不
言
而
百
姓
親
、
萬
邦
寧
者
，
何
謂
也
？
三
公
論
道
，
六
卿
分
職
，
張
其
教
矣
。
是
知

君
逸
於
上
，
臣
勞
於
下
，
法
乎
天
也
。
古
之
善
相
天
下
者
，
自
皋
、
夔
至
房
、
魏
，
可
數
也
，

是
不
獨
有
其
德
，
亦
皆
務
於
勤
耳
，
況
夙
興
夜
寐
，
以
事
一
人
。
卿
大
夫
猶
然
，
況
宰
相
乎
！ 

朝
廷
自
國
初
因
舊
制
，
設
宰
臣
待
漏
院
於
丹
鳳
門
之
右
，
示
勤
政
也
。
至
若
北
闕
向
曙
，

東
方
未
明
，
相
君
啟
行
，
煌
煌
火
城
；
相
君
至
止
，
噦
噦
鑾
聲
。
金
門
未
辟
，
玉
漏
猶
滴
，

撤
蓋
下
車
，
於
焉
以
息
。
待
漏
之
際
，
相
君
其
有
思
乎
？ 

其
或
兆
民
未
安
，
思
所
泰
之
；
四
夷
未
附
，
思
所
來
之
。
兵
革
未
息
，
何
以
弭
之
；
田

疇
多
蕪
，
何
以
辟
之
。
賢
人
在
野
，
我
將
進
之
；
佞
臣
立
朝
，
我
將
斥
之
。
六
氣
不
和
，
災

眚
薦
至
，
願
避
位
以
禳
之
；
五
刑
未
措
，
欺
詐
日
生
，
請
修
德
以
釐
之
。
憂
心
忡
忡
，
待
旦

而
入
，
九
門
既
啟
，
四
聰
甚
邇
。
相
君
言
焉
，
時
君
納
焉
。
皇
風
於
是
乎
清
夷
，
蒼
生
以
之

而
富
庶
。
若
然
，
總
百
官
、
食
萬
錢
，
非
幸
也
，
宜
也
。 

其
或
私
仇
未
復
，
思
所
逐
之
；
舊
恩
未
報
，
思
所
榮
之
。
子
女
玉
帛
，
何
以
致
之
；
車

馬
器
玩
，
何
以
取
之
。
奸
人
附
勢
，
我
將
陟
之
；
直
士
抗
言
，
我
將
黜
之
。
三
時
告
災
，
上

有
憂
也
，
構
巧
詞
以
悅
之
；
群
吏
弄
法
，
君
聞
怨
言
，
進
諂
容
以
媚
之
。
私
心
慆
慆
，
假
寐

而
坐
，
九
門
既
開
，
重
瞳
屢
回
。
相
君
言
焉
，
時
君
惑
焉
。
政
柄
於
是
乎
隳
哉
，
帝
位
以
之

而
危
矣
。
若
然
，
則
下
死
獄
、
投
遠
方
，
非
不
幸
也
，
亦
宜
也
。 

是
知
一
國
之
政
，
萬
人
之
命
，
懸
於
宰
相
，
可
不
慎
歟
？
復
有
無
毀
無
譽
，
旅
進
旅
退
，

竊
位
而
苟
祿
，
備
員
而
全
身
者
，
亦
無
所
取
焉
。 

棘
寺
小
吏
王
禹
偁
為
文
，
請
志
院
壁
，
用
規
於
執
政
者
。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