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      

一
、
節
用(

中) 
                   

墨
子 

子
墨
子
言
曰
「
：
古
者
明
王
聖
人
所
以
王
天
下
、
正
諸
侯
者
，
彼
其
愛
民
謹

忠
，
利
民
謹
厚
，
忠
信
相
連
，
又
示
之
以
利
，
是
以
終
身
不
饜
，
歿
世
而
不
卷
。
古

者
明
王
聖
人
其
所
以
王
天
下
、
正
諸
侯
者
，
此
也
。
」 

是
故
古
者
聖
王
制
為
節
用
之
法
曰
：
「
凡
天
下
群
百
工
，
輪
車
、
鞼
鞄
、
陶
、

冶
、
梓
匠
，
使
各
從
事
其
所
能
。
」
曰
：
「
凡
足
以
奉
給
民
用
，
則
止
。
」
諸
加
費
不

加
于
民
利
者
，
聖
王
弗
為
。 

古
者
聖
王
制
為
飲
食
之
法
曰
：
「
足
以
充
虛
繼
氣
，
強
股
肱
，
使
耳
目
聰
明
，
則

止
。
不
極
五
味
之
調
、
芬
香
之
和
，
不
致
遠
國
珍
怪
異
物
。
」
何
以
知
其
然
？
古
者

堯
治
天
下
，
南
撫
交
阯
，
北
降
幽
都
，
東
西
至
日
所
出
入
，
莫
不
賓
服
。
逮
至
其
厚

愛
，
黍
稷
不
二
，
羹
胾
不
重
，
飯
於
土
塯
，
啜
於
土
形
，
斗
以
酌
。
俛
仰
周
旋
威
儀

之
禮
，
聖
王
弗
為
。 

古
者
聖
王
制
為
衣
服
之
法
曰
：
「
冬
服
紺
緅
之
衣
輕
且
暖
，
夏
服
絺
綌
之
衣
輕
且

凊
，
則
止
。
」
諸
加
費
不
加
於
民
利
者
，
聖
王
弗
為
。 

古
者
聖
人
為
猛
禽
狡
獸
，
暴
人
害
民
，
於
是
教
民
以
兵
行
。
日
帶
劍
，
爲
刺
則

入
，
擊
則
斷
，
旁
擊
而
不
折
，
此
劍
之
利
也
。
甲
爲
衣
則
輕
且
利
，
動
則
兵
且
從
，

此
甲
之
利
也
。
車
為
服
重
致
遠
，
乘
之
則
安
，
引
之
則
利
，
安
以
不
傷
人
，
利
以
速

至
，
此
車
之
利
也
。 

古
者
聖
王
為
大
川
廣
谷
之
不
可
濟
，
於
是
利
為
舟
楫
，
足
以
將
之
則
止
。
雖
上

者
三
公
諸
侯
至
，
舟
楫
不
易
，
津
人
不
飾
，
此
舟
之
利
也
。 

古
者
聖
王
制
為
節
葬
之
法
曰
：
「
衣
三
領
，
足
以
朽
肉
；
棺
三
寸
，
足
以
朽
骸
。

堀
穴
深
不
通
於
泉
，
流
不
發
洩
，
則
止
。
死
者
既
葬
，
生
者
毋
久
喪
用
哀
。
」 

古
者
人
之
始
生
未
有
宮
室
之
時
，
因
陵
丘
堀
穴
而
處
焉
。
聖
王
慮
之
，
以
為
堀

穴
曰
，
冬
可
以
辟
風
寒
。
逮
夏
，
下
潤
濕
，
上
熏
烝
，
恐
傷
民
之
氣
，
於
是
作
為
宮

室
而
利
。
然
則
為
宮
室
之
法
將
奈
何
哉
？
子
墨
子
言
曰
：
其
旁
可
以
圉
風
寒
，
上
可

以
圉
雪
霜
雨
露
，
其
中
蠲
潔
，
可
以
祭
祀
，
宮
牆
足
以
為
男
女
之
別
，
則
止
。
諸
加

費
不
加
民
利
者
，
聖
王
弗
為
。 

 
 



        

二
、
天
論 

                   

荀
子 

天
行
有
常
，
不
為
堯
存
，
不
為
桀
亡
。
應
之
以
治
則
吉
，
應
之
以
亂
則
凶
。 

強
本
而
節
用
，
則
天
不
能
貧
；
養
備
而
動
時
，
則
天
不
能
病
；
修
道
而
不
貳
，

則
天
不
能
禍
。
故
水
旱
不
能
使
之
飢
，
寒
暑
不
能
使
之
疾
，
祅
怪
不
能
使
之
凶
。
本

荒
而
用
侈
，
則
天
不
能
使
之
富
；
養
略
而
動
罕
，
則
天
不
能
使
之
全
；
倍
道
而
妄

行
，
則
天
不
能
使
之
吉
。
故
水
旱
未
至
而
飢
，
寒
暑
未
薄
而
疾
，
祅
怪
未
至
而
凶
。

受
時
與
治
世
同
，
而
殃
禍
與
治
世
異
，
不
可
以
怨
天
，
其
道
然
也
。
故
明
於
天
人
之

分
，
則
可
謂
至
人
矣
。 

不
為
而
成
，
不
求
而
得
，
夫
是
之
謂
天
職
。
如
是
者
，
雖
深
，
其
人
不
加
慮

焉
；
雖
大
，
不
加
能
焉
；
雖
精
，
不
加
察
焉
，
夫
是
之
謂
不
與
天
爭
職
。
天
有
其

時
，
地
有
其
財
，
人
有
其
治
，
夫
是
之
謂
能
參
。
舍
其
所
以
參
，
而
願
其
所
參
，
則

惑
矣
！ 列

星
隨
旋
，
日
月
遞
炤
，
四
時
代
御
，
陰
陽
大
化
，
風
雨
博
施
。
萬
物
各
得
其

和
以
生
，
各
得
其
養
以
成
，
不
見
其
事
而
見
其
功
，
夫
是
之
謂
神
。
皆
知
其
所
以

成
，
莫
知
其
無
形
，
夫
是
之
謂
天
功
。
唯
聖
人
為
不
求
知
天
。
天
職
既
立
，
天
功
既

成
，
形
具
而
神
生
，
好
惡
喜
怒
哀
樂
臧
焉
，
夫
是
之
謂
天
情
。
耳
目
鼻
口
形
能
各
有

接
而
不
相
能
也
，
夫
是
之
謂
天
官
。
心
居
中
虛
，
以
治
五
官
，
夫
是
之
謂
天
君
。
財

非
其
類
以
養
其
類
，
夫
是
之
謂
天
養
。
順
其
類
者
謂
之
福
，
逆
其
類
者
謂
之
禍
，
夫

是
之
謂
天
政
。
暗
其
天
君
，
亂
其
天
官
，
棄
其
天
養
，
逆
其
天
政
，
背
其
天
情
，
以

喪
天
功
，
夫
是
之
謂
大
凶
。
聖
人
清
其
天
君
，
正
其
天
官
，
備
其
天
養
，
順
其
天

政
，
養
其
天
情
，
以
全
其
天
功
。
如
是
，
則
知
其
所
為
，
知
其
所
不
為
矣
，
則
天
地

官
而
萬
物
役
矣
。
其
行
曲
治
，
其
養
曲
適
，
其
生
不
傷
，
夫
是
之
謂
知
天
。 

故
大
巧
在
所
不
為
，
大
智
在
所
不
慮
。
所
志
在
於
天
者
，
已
其
見
象
之
可
以
期

者
矣
。
所
志
於
地
者
，
已
其
見
宜
之
可
以
息
者
矣
。
所
志
於
四
時
者
，
已
其
見
數
之

可
以
事
者
矣
。
所
志
於
陰
陽
者
，
已
其
見
知
之
可
以
治
者
矣
。
官
人
守
天
，
而
自
為

守
道
也
。 

 



        

三
、
刺
客
列
傳
（
節
選
） 

     

司
馬
遷 

荊
軻
將
往
秦
，
太
子
及
賓
客
知
其
事
者
，
皆
白
衣
冠
以
送
之
。
至
易
水
之
上
，

既
祖
，
取
道
，
高
漸
離
擊
筑
，
荊
軻
和
而
歌
，
為
變
徵
之
聲
，
士
皆
垂
淚
涕
泣
。
又

前
而
為
歌
曰
：
「
風
蕭
蕭
兮
易
水
寒
，
壯
士
一
去
兮
不
復
還
！
」
復
為
羽
聲
忼
慨
，
士

皆
瞋
目
，
髮
盡
上
指
冠
。
於
是
荊
軻
就
車
而
去
，
終
已
不
顧
。 

遂
至
秦
，
持
千
金
之
資
幣
物
，
厚
遺
秦
王
寵
臣
中
庶
子
蒙
嘉
。
嘉
為
先
言
於
秦

王
曰
：
「
燕
王
誠
振
怖
大
王
之
威
，
不
敢
舉
兵
以
逆
軍
吏
，
願
舉
國
為
內
臣
，
比
諸
侯

之
列
，
給
貢
職
如
郡
縣
，
而
得
奉
守
先
王
之
宗
廟
。
恐
懼
不
敢
自
陳
，
謹
斬
樊
於
期

之
頭
，
及
獻
燕
督
亢
之
地
圖
，
函
封
，
燕
王
拜
送
于
庭
，
使
使
以
聞
大
王
，
唯
大
王

命
之
。
」 

秦
王
聞
之
，
大
喜
，
乃
朝
服
，
設
九
賓
，
見
燕
使
者
咸
陽
宮
。
荊
軻
奉
樊
於
期

頭
函
，
而
秦
舞
陽
奉
地
圖
柙
，
以
次
進
。
至
陛
，
秦
舞
陽
色
變
振
恐
，
群
臣
怪
之
。

荊
軻
顧
笑
舞
陽
，
前
謝
曰
：
「
北
蕃
蠻
夷
之
鄙
人
，
未
嘗
見
天
子
，
故
振
慴
。
願
大
王

少
假
借
之
，
使
得
畢
使
於
前
。
」 

秦
王
謂
軻
曰
：
「
取
舞
陽
所
持
地
圖
。
」
軻
既
取
圖
奏
之
，
秦
王
發
圖
，
圖
窮
而

匕
首
見
。
因
左
手
把
秦
王
之
袖
，
而
右
手
持
匕
首
揕
之
。
未
至
身
，
秦
王
驚
，
自
引

而
起
，
袖
絕
。
拔
劍
，
劍
長
，
操
其
室
。
時
惶
急
，
劍
堅
，
故
不
可
立
拔
。
荊
軻
逐

秦
王
，
秦
王
環
柱
而
走
。
群
臣
皆
愕
，
卒
起
不
意
，
盡
失
其
度
。
而
秦
法
，
群
臣
侍

殿
上
者
不
得
持
尺
寸
之
兵
；
諸
郎
中
執
兵
皆
陳
殿
下
，
非
有
詔
召
不
得
上
。
方
急

時
，
不
及
召
下
兵
，
以
故
荊
軻
乃
逐
秦
王
。
而
卒
惶
急
，
無
以
擊
軻
，
而
以
手
共
搏

之
。
是
時
侍
醫
夏
無
且
以
其
所
奉
藥
囊
提
荊
軻
也
。
秦
王
方
環
柱
走
，
卒
惶
急
，
不

知
所
為
，
左
右
乃
曰
：
「
王
負
劍
！
」
負
劍
，
遂
拔
以
擊
荊
軻
，
斷
其
左
股
。
荊
軻

廢
，
乃
引
其
匕
首
以
擿
秦
王
，
不
中
，
中
桐
柱
。
秦
王
復
擊
軻
，
軻
被
八
創
。
軻
自

知
事
不
就
，
倚
柱
而
笑
，
箕
踞
以
罵
曰
：
「
事
所
以
不
成
者
，
以
欲
生
劫
之
，
必
得
約

契
以
報
太
子
也
。
」
於
是
左
右
既
前
殺
軻
，
秦
王
不
怡
者
良
久
。
已
而
論
功
，
賞
群

臣
及
當
坐
者
各
有
差
，
而
賜
夏
無
且
黃
金
二
百
溢
，
曰
：
「
無
且
愛
我
，
乃
以
藥
囊
提

荊
軻
也
。
」 

 

 
 



        

四
、
隆
中
對 

             

三
國
志 

陳
壽 

亮
躬
耕
隴
畝
，
好
為
《
梁
父
吟
》
。
身
長
八
尺
，
每
自
比
于
管
仲
、
樂
毅
，
時
人

莫
之
許
也
。
惟
博
陵
崔
州
平
、
潁
川
徐
庶
元
直
與
亮
友
善
，
謂
為
信
然
。 

時
先
主
屯
新
野
。
徐
庶
見
先
主
，
先
主
器
之
，
謂
先
主
曰
：
「
諸
葛
孔
明
者
，
臥

龍
也
，
將
軍
豈
願
見
之
乎
？
」
先
主
曰
：
「
君
與
俱
來
。
」
庶
曰
：「
此
人
可
就
見
，

不
可
屈
致
也
。
將
軍
宜
枉
駕
顧
之
。
」 

由
是
先
主
遂
詣
亮
，
凡
三
往
，
乃
見
。
因
屏
人
曰
：
「
漢
室
傾
頹
，
奸
臣
竊
命
，

主
上
蒙
塵
。
孤
不
度
德
量
力
，
欲
信
大
義
于
天
下
；
而
智
術
淺
短
，
遂
用
猖
蹶
，
至

于
今
日
。
然
志
猶
未
已
，
君
謂
計
將
安
出
？
」 

亮
答
曰
：
「
自
董
卓
已
來
，
豪
杰
並
起
，
跨
州
連
郡
者
不
可
勝
數
。
曹
操
比
于
袁

紹
，
則
名
微
而
眾
寡
。
然
操
遂
能
克
紹
，
以
弱
為
強
者
，
非
惟
天
時
，
抑
亦
人
謀

也
。
今
操
已
擁
百
萬
之
眾
，
挾
天
子
而
令
諸
侯
，
此
誠
不
可
與
爭
鋒
。 

孫
權
據
有
江
東
，
已
歷
三
世
，
國
險
而
民
附
，
賢
能
為
之
用
，
此
可
以
為
援
而

不
可
圖
也
。 

荊
州
北
據
漢
、
沔
，
利
盡
南
海
，
東
連
吳
會
，
西
通
巴
、
蜀
，
此
用
武
之
國
，

而
其
主
不
能
守
，
此
殆
天
所
以
資
將
軍
，
將
軍
豈
有
意
乎
？
益
州
險
塞
，
沃
野
千

里
，
天
府
之
土
，
高
祖
因
之
以
成
帝
業
。
劉
璋
暗
弱
，
張
魯
在
北
，
民
殷
國
富
而
不

知
存
恤
，
智
能
之
士
思
得
明
君
。
將
軍
既
帝
室
之
胄
，
信
義
著
于
四
海
，
總
攬
英

雄
，
思
賢
如
渴
，
若
跨
有
荊
、
益
，
保
其
巖
阻
，
西
和
諸
戎
，
南
撫
夷
越
，
外
結
好

孫
權
，
內
修
政
理
；
天
下
有
變
，
則
命
一
上
將
將
荊
州
之
軍
以
向
宛
、
洛
，
將
軍
身

率
益
州
之
眾
出
于
秦
川
，
百
姓
孰
敢
不
簞
食
壺
漿
以
迎
將
軍
者
乎
？
誠
如
是
，
則
霸

業
可
成
，
漢
室
可
興
矣
。
」 

先
主
曰
：
「
善
！
」
于
是
與
亮
情
好
日
密
。 

關
羽
、
張
飛
等
不
悅
，
先
主
解
之
曰
：
「
孤
之
有
孔
明
，
猶
魚
之
有
水
也
。
愿
諸

君
勿
復
言
。
」
羽
、
飛
乃
止
。 

 
 



        

五
、
原
毀 

                   

韓
愈 

古
之
君
子
，
其
責
己
也
重
以
周
，
其
待
人
也
輕
以
約
。
重
以
周
，
故
不
怠
；
輕

以
約
，
故
人
樂
爲
善
。 

聞
古
之
人
有
舜
者
，
其
爲
人
也
，
仁
義
人
也
。
求
其
所
以
爲
舜
者
，
責
於
己

曰
：
「
彼
，
人
也
。
予
，
人
也
。
彼
能
是
，
而
我
乃
不
能
是
！
」
早
夜
以
思
，
去
其
不

如
舜
者
，
就
其
如
舜
者
。
聞
古
之
人
有
周
公
者
，
其
爲
人
也
，
多
才
與
藝
人
也
。
求

其
所
以
爲
周
公
者
，
責
於
己
曰
：
「
彼
人
也
，
予
人
也
。
彼
能
是
，
而
我
乃
不
能

是
。
」
早
夜
以
思
，
去
其
不
如
周
公
者
，
就
其
如
周
公
者
。
舜
，
大
聖
人
也
，
後
世

無
及
焉
；
周
公
，
大
聖
人
也
，
後
世
無
及
焉
。
是
人
也
，
乃
曰
：
「
不
如
舜
，
不
如
周

公
，
吾
之
病
也
。
」
是
不
亦
責
於
身
者
重
以
周
乎
！
其
於
人
也
，
曰
：
「
彼
人
也
，
能

有
是
，
是
足
爲
良
人
矣
；
能
善
是
，
是
足
爲
藝
人
矣
。
」
取
其
一
，
不
責
其
二
；
即

其
新
，
不
究
其
舊
，
恐
恐
然
惟
懼
其
人
之
不
得
爲
善
之
利
。
一
善
易
修
也
，
一
藝
易

能
也
，
其
於
人
也
，
乃
曰
：
「
能
有
是
，
是
亦
足
矣
。
」
曰
：
「
能
善
是
，
是
亦
足

矣
。
」
不
亦
待
於
人
者
輕
以
約
乎
！ 

今
之
君
子
則
不
然
。
其
責
人
也
詳
，
其
待
己
也
廉
。
詳
，
故
人
難
於
爲
善
；

廉
，
故
自
取
也
少
。
己
未
有
善
，
曰
：
「
我
善
是
，
是
亦
足
矣
。
」
己
未
有
能
，
曰
：

「
我
能
是
，
是
亦
足
矣
。
」
外
以
欺
於
人
，
內
以
欺
於
心
，
未
少
有
得
而
止
矣
。
不

亦
待
其
身
者
已
廉
乎
！
其
於
人
也
，
曰
：
「
彼
雖
能
是
，
其
人
不
足
稱
也
；
彼
雖
善

是
，
其
用
不
足
稱
也
。
」
舉
其
一
，
不
計
其
十
；
究
其
舊
，
不
圖
其
新
，
恐
恐
然
惟

懼
其
人
之
有
聞
也
。
是
不
亦
責
於
人
者
已
詳
乎
！
夫
是
之
謂
不
以
衆
人
待
其
身
，
而

以
聖
人
望
於
人
，
吾
未
見
其
尊
己
也
。 

雖
然
，
爲
是
者
有
本
有
原
，
怠
與
忌
之
謂
也
。
怠
者
不
能
修
，
而
忌
者
畏
人

修
。
吾
嘗
試
之
矣
，
嘗
試
語
於
衆
曰
：
「
某
良
士
，
某
良
士
。
」
其
應
者
，
必
其
人
之

與
也
；
不
然
，
則
其
所
疏
遠
不
與
同
其
利
者
也
；
不
然
，
則
其
畏
也
。
不
若
是
，
強

者
必
怒
於
言
，
懦
者
必
怒
於
色
矣
。
又
嘗
語
於
衆
曰
：
「
某
非
良
士
，
某
非
良
士
。
」

其
不
應
者
，
必
其
人
之
與
也
；
不
然
，
則
其
所
疏
遠
不
與
同
其
利
者
也
；
不
然
，
則

其
畏
也
。
不
若
是
，
強
者
必
說
於
言
，
懦
者
必
說
於
色
矣
。
是
故
事
修
而
謗
興
，
德

高
而
毀
來
。
嗚
呼
！
士
之
處
此
世
，
而
望
名
譽
之
光
、
道
德
之
行
，
難
已
！ 

   
 



        

六
、
六
國
論 

                   

蘇
洵 

六
國
破
滅
，
非
兵
不
利
，
戰
不
善
，
弊
在
賂
秦
。
賂
秦
而
力
虧
，
破
滅
之
道

也
。
或
曰
：
「
六
國
互
喪
，
率
賂
秦
耶
？
」
曰
：
「
不
賂
者
以
賂
者
喪
，
蓋
失
強
援
，

不
能
獨
完
，
故
曰
弊
在
賂
秦
也
。
」 

秦
以
攻
取
之
外
，
小
則
獲
邑
，
大
則
得
城
，
較
秦
之
所
得
，
與
戰
勝
而
得
者
，

其
實
百
倍
；
諸
侯
之
所
亡
，
與
戰
敗
而
亡
者
，
其
實
亦
百
倍
。
則
秦
之
所
大
欲
，
諸

侯
之
所
大
患
，
固
不
在
戰
矣
。
思
厥
先
祖
父
，
暴
霜
露
，
斬
荊
棘
，
以
有
尺
寸
之

地
。
子
孫
視
之
不
甚
惜
，
舉
以
予
人
，
如
棄
草
芥
。
今
日
割
五
城
，
明
日
割
十
城
，

然
後
得
一
夕
安
寢
。
起
視
四
境
，
而
秦
兵
又
至
矣
。
然
則
諸
侯
之
地
有
限
，
暴
秦
之

欲
無
厭
，
奉
之
彌
繁
，
侵
之
愈
急
，
故
不
戰
而
強
弱
勝
負
已
判
矣
。
至
於
顛
覆
，
理

固
宜
然
。
古
人
云
：
「
以
地
事
秦
，
猶
抱
薪
救
火
，
薪
不
盡
，
火
不
滅
。
」
此
言
得

之
。 

齊
人
未
嘗
賂
秦
，
終
繼
五
國
遷
滅
，
何
哉
？
與
嬴
而
不
助
五
國
也
。
五
國
既

喪
，
齊
亦
不
免
矣
。
燕
、
趙
之
君
，
始
有
遠
略
，
能
守
其
土
，
義
不
賂
秦
。
是
故
燕

雖
小
國
而
後
亡
，
斯
用
兵
之
效
也
。
至
丹
以
荊
卿
為
計
，
始
速
禍
焉
。
趙
嘗
五
戰
於

秦
，
二
敗
而
三
勝
。
後
秦
擊
趙
者
再
，
李
牧
連
卻
之
。
洎
牧
以
讒
誅
，
邯
鄲
為
郡
；

惜
其
用
武
而
不
終
也
。 

且
燕
、
趙
處
秦
革
滅
殆
盡
之
際
，
可
謂
智
力
孤
危
，
戰
敗
而
亡
，
誠
不
得
已
。

向
使
三
國
各
愛
其
地
，
齊
人
勿
附
於
秦
，
刺
客
不
行
，
良
將
猶
在
，
則
勝
負
之
數
，

存
亡
之
理
，
當
與
秦
相
較
，
或
未
易
量
。 

嗚
呼
！
以
賂
秦
之
地
，
封
天
下
之
謀
臣
；
以
事
秦
之
心
，
禮
天
下
之
奇
才
；
並

力
西
嚮
，
則
吾
恐
秦
人
食
之
不
得
下
咽
也
。
悲
夫
！
有
如
此
之
勢
，
而
為
秦
人
積
威

之
所
劫
，
日
削
月
割
，
以
趨
於
亡
，
為
國
者
無
使
為
積
威
之
所
劫
哉
！ 

夫
六
國
與
秦
皆
諸
侯
，
其
勢
弱
於
秦
，
而
猶
有
可
以
不
賂
而
勝
之
之
勢
；
茍
以

天
下
之
大
，
而
從
六
國
破
亡
之
故
事
，
是
又
在
六
國
下
矣
！
。 

 
 



        

七
、
上
樞
密
韓
太
尉
書 

          

蘇
轍 

太
尉
執
事
：
轍
生
好
為
文
，
思
之
至
深
，
以
為
文
者
，
氣
之
所
形
。
然
文
不
可

以
學
而
能
，
氣
可
以
養
而
致
。
孟
子
曰
：
「
吾
善
養
吾
浩
然
之
氣
。
」
今
觀
其
文
章
，

寬
厚
宏
博
，
充
乎
天
地
之
間
，
稱
其
氣
之
小
大
。
太
史
公
行
天
下
，
周
覽
四
海
名
山

大
川
，
與
燕
、
趙
間
豪
俊
交
遊
，
故
其
文
疎
蕩
，
頗
有
奇
氣
。
此
二
子
者
，
豈
嘗
執

筆
學
為
如
此
之
文
哉
？
其
氣
充
乎
其
中
，
而
溢
乎
其
貌
，
動
乎
其
言
，
而
見
乎
其

文
，
而
不
自
知
也
。 

 
 

轍
生
十
有
九
年
矣
。
其
居
家
所
與
遊
者
，
不
過
其
鄰
里
鄉
黨
之
人
。
所
見
不
過

數
百
里
之
間
，
無
高
山
大
野
，
可
登
覽
以
自
廣
。
百
氏
之
書
，
雖
無
所
不
讀
，
然
皆

古
人
之
陳
跡
，
不
足
以
激
發
其
志
氣
。
恐
遂
汩
沒
，
故
決
然
捨
去
，
求
天
下
奇
聞
壯

觀
，
以
知
天
地
之
廣
大
。
過
秦
、
漢
之
故
都
，
恣
觀
終
南
、
嵩
、
華
之
高
；
北
顧
黃

河
之
奔
流
，
慨
然
想
見
古
之
豪
傑
。
至
京
師
，
仰
觀
天
子
宮
闕
之
壯
，
與
倉
廩
府

庫
、
城
池
苑
囿
之
富
且
大
也
，
而
後
知
天
下
之
巨
麗
。
見
翰
林
歐
陽
公
，
聽
其
議
論

之
宏
辯
，
觀
其
容
貌
之
秀
偉
，
與
其
門
人
賢
士
大
夫
遊
，
而
後
知
天
下
之
文
章
聚
乎

此
也
。 

 
 

太
尉
以
才
略
冠
天
下
，
天
下
之
所
恃
以
無
憂
，
四
夷
之
所
憚
以
不
敢
發
。
入
則

周
公
、
召
公
，
出
則
方
叔
、
召
虎
，
而
轍
也
未
之
見
焉
。
且
夫
人
之
學
也
，
不
志
其

大
，
雖
多
而
何
為
？
轍
之
來
也
，
於
山
見
終
南
、
嵩
、
華
之
高
；
於
水
見
黃
河
之
大

且
深
；
於
人
見
歐
陽
公
，
而
猶
以
為
未
見
太
尉
也
！
故
願
得
觀
賢
人
之
光
耀
，
聞
一

言
以
自
壯
，
然
後
可
以
盡
天
下
之
大
觀
，
而
無
憾
者
矣
。 

 
 

轍
年
少
，
未
能
通
習
吏
事
。
嚮
之
來
，
非
有
取
於
斗
升
之
祿
。
偶
然
得
之
，
非

其
所
樂
。
然
幸
得
賜
歸
待
選
，
使
得
優
游
數
年
之
間
。
將
以
益
治
其
文
，
且
學
為

政
。
太
尉
苟
以
為
可
教
而
辱
教
之
，
又
幸
矣
！ 

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