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

 

 

 

一
、 

梁
惠
王
章
句
上
（
七
）      

戰
國    

孟
子 

齊
宣
王
問
曰
：
「
齊
桓
、
晉
文
之
事
可
得
聞
乎
？
」 

孟
子
對
曰
：
「
仲
尼
之
徒
，
無
道
桓
、
文
之
事
者
，
是
以
後
世
無
傳
焉
。
臣
未
之
聞
也
。

無
以
，
則
王
乎
？
」 

曰
：
「
德
何
如
，
則
可
以
王
矣
？
」 

 

曰
：
「
保
民
而
王
，
莫
之
能
禦
也
。
」 

 

曰
：
「
若
寡
人
者
，
可
以
保
民
乎
哉
？
」 

曰
：
「
可
。
」 

曰
：
「
何
由
知
吾
可
也
？
」  

曰
：
「
臣
聞
之
胡
齕
曰
，
王
坐
於
堂
上
，
有
牽
牛
而
過
堂
下
者
，
王
見
之
，
曰
：
『
牛

何
之
？
』
對
曰
：
『
將
以
釁
鐘
。
』
王
曰
：
『
舍
之
！
吾
不
忍
其
觳
觫
，
若
無
罪
而
就
死
地
。
』

對
曰
：
『
然
則
廢
釁
鐘
與
？
』
曰
：
『
何
可
廢
也
？
以
羊
易
之
！
』
不
識
有
諸
？
」 

曰
：
「
有
之
。
」 

曰
：
「
是
心
足
以
王
矣
。
百
姓
皆
以
王
為
愛
也
，
臣
固
知
王
之
不
忍
也
。
」 

王
曰
：
「
然
。
誠
有
百
姓
者
。
齊
國
雖
褊
小
，
吾
何
愛
一
牛
？
即
不
忍
其
觳
觫
，
若
無

罪
而
就
死
地
，
故
以
羊
易
之
也
。
」  

曰
：
「
王
無
異
於
百
姓
之
以
王
為
愛
也
。
以
小
易
大
，
彼
惡
知
之
？
王
若
隱
其
無
罪
而

就
死
地
，
則
牛
羊
何
擇
焉
？
」 

王
笑
曰
：
「
是
誠
何
心
哉
？
我
非
愛
其
財
，
而
易
之
以
羊
也
，
宜
乎
百
姓
之
謂
我
愛
也
。
」

 
 

曰
：
「
無
傷
也
，
是
乃
仁
術
也
，
見
牛
未
見
羊
也
。
君
子
之
於
禽
獸
也
，
見
其
生
，

不
忍
見
其
死
；
聞
其
聲
，
不
忍
食
其
肉
。
是
以
君
子
遠
庖
廚
也
。
」  

王
說
曰
：
「
《
詩
》
云
：
『
他
人
有
心
，
予
忖
度
之
。
』
夫
子
之
謂
也
。
夫
我
乃
行
之
，

反
而
求
之
，
不
得
吾
心
。
夫
子
言
之
，
於
我
心
有
戚
戚
焉
。
此
心
之
所
以
合
於
王
者
，
何
也
？
」 

曰
：
「
有
復
於
王
者
曰
：
『
吾
力
足
以
舉
百
鈞
』
，
而
不
足
以
舉
一
羽
；
『
明
足
以
察

秋
毫
之
末
』
，
而
不
見
輿
薪
，
則
王
許
之
乎
？
」 

曰
：
「
否
。
」 

「
今
恩
足
以
及
禽
獸
，
而
功
不
至
於
百
姓
者
，
獨
何
與
？
然
則
一
羽
之
不
舉
，
為
不
用

力
焉
；
輿
薪
之
不
見
，
為
不
用
明
焉
，
百
姓
之
不
見
保
，
為
不
用
恩
焉
。
故
王
之
不
王
，
不

為
也
，
非
不
能
也
。
」 

 



 

 

 

 

 

六
、
縱
囚
論                 

宋    

歐
陽
脩 

信
義
行
於
君
子
，
而
刑
戮
施
於
小
人
。
刑
入
於
死
者
，
乃
罪
大
惡
極
，
此
又
小
人
之
尤

甚
者
也
。
寧
以
義
死
，
不
苟
幸
生
，
而
視
死
如
歸
，
此
又
君
子
之
尤
難
者
也
。 

方
唐
太
宗
之
六
年
，
錄
大
辟
囚
三
百
餘
人
，
縱
使
還
家
，
約
其
自
歸
以
就
死
，
是
君
子

之
難
能
，
期
小
人
之
尤
者
以
必
能
也
。
其
囚
及
期
，
而
卒
自
歸
無
後
者
，
是
君
子
之
所
難
，

而
小
人
之
所
易
也
，
此
豈
近
於
人
情
哉
？ 

或
曰
：
「
罪
大
惡
極
，
誠
小
人
矣
。
及
施
恩
德
以
臨
之
，
可
使
變
而
為
君
子
；
蓋
恩
德

入
人
之
深
，
而
移
人
之
速
，
有
如
是
者
矣
。
」 

曰
：
「
太
宗
之
為
此
，
所
以
求
此
名
也
。
然
安
知
夫
縱
之
去
也
，
不
意
其
必
來
以
冀
免
，

所
以
縱
之
乎
？
又
安
知
夫
被
縱
而
去
也
，
不
意
其
自
歸
而
必
獲
免
，
所
以
復
來
乎
？
夫
意
其

必
來
而
縱
之
，
是
上
賊
下
之
情
也
；
意
其
必
免
而
復
來
，
是
下
賊
上
之
心
也
。
吾
見
上
下
交

相
賊
，
以
成
此
名
也
，
烏
有
所
謂
施
恩
德
，
與
夫
知
信
義
者
哉
？
不
然
，
太
宗
施
德
於
天
下
，

於
茲
六
年
矣
。
不
能
使
小
人
不
為
極
惡
大
罪
，
而
一
日
之
恩
，
能
使
視
死
如
歸
，
而
存
信
義
，

此
又
不
通
之
論
也
。
」 

「
然
則
，
何
為
而
可
？
」 

曰
：
「
縱
而
來
歸
，
殺
之
無
赦
；
而
又
縱
之
，
而
又
來
，
則
可
知
為
恩
德
之
致
爾
；
然

此
必
無
之
事
也
。
若
夫
縱
而
來
歸
而
赦
之
，
可
偶
一
為
之
爾
。
若
屢
為
之
，
則
殺
人
者
皆
不

死
，
是
可
為
天
下
之
常
法
乎
？
不
可
為
常
者
，
其
聖
人
之
法
乎
？
是
以
堯
舜
、
三
王
之
治
，

必
本
於
人
情
；
不
立
異
以
為
高
，
不
逆
情
以
干
譽
。
」 

       



 

 

 

 

十
一
、
貴
公                     

呂
氏
春
秋 

昔
先
聖
王
之
治
天
下
也
，
必
先
公
；
公
則
天
下
平
矣
。
平
得
於
公
。
嘗
試
觀
於
上
志
，

有
得
天
下
者
眾
矣
，
其
得
之
必
以
公
，
其
失
之
必
以
偏
。
凡
主
之
立
也
，
生
於
公
。
故
〈
鴻

範
〉
曰
：
「
無
偏
無
黨
，
王
道
蕩
蕩
；
無
偏
無
頗
，
遵
王
之
義
。
無
或
作
好
，
遵
王
之
道
；

無
或
作
惡
，
遵
王
之
路
」
。 

天
下
非
一
人
之
天
下
也
，
天
下
之
天
下
也
。
陰
陽
之
和
，
不

長
一
類
；
甘
露
時
雨
，
不
私
一
物
；
萬
民
之
主
，
不
阿
一
人
。 

伯
禽
將
行
，
請
所
以
治
魯
，
周
公
曰
：
『
利
而
勿
利
也
。
』
荊
人
有
遺
弓
者
，
而
不
肯

索
，
曰
：
『
荊
人
遺
之
，
荊
人
得
之
，
又
何
索
焉
？
』
孔
子
聞
之
，
曰
：
「
去
其
『
荊
』
而

可
矣
。
」
老
聃
聞
之
，
曰
：
「
去
其
『
人
』
而
可
矣
。
」
故
老
聃
則
至
公
矣
。
天
地
大
矣
，

生
而
弗
子
，
成
而
弗
有
，
萬
物
皆
被
其
澤
、
得
其
利
，
而
莫
知
其
所
由
始
，
此
三
皇
、
五
帝

之
德
也
。  

管
仲
有
病
，
桓
公
往
問
之
，
曰
：
「
仲
父
之
病
矣
，
漬
甚
，
或
有
弗
諱
，
寡
人
將
誰
屬

國
？
」
管
仲
對
曰
：
「
昔
者
臣
盡
力
竭
智
，
猶
未
足
以
知
之
也
。
今
病
在
於
朝
夕
之
中
，
臣

奚
能
言
？
」
桓
公
曰
：
「
此
大
事
也
，
願
仲
父
之
教
寡
人
也
！
」
管
仲
敬
諾
，
曰
：
「
公
誰

欲
相
？
」
公
曰
：
「
鮑
叔
牙
可
乎
？
」
管
仲
對
曰
：
「
不
可
。
夷
吾
善
鮑
叔
牙
，
鮑
叔
牙
之

為
人
也
，
清
廉
潔
直
，
視
不
己
若
者
，
不
比
於
人
；
一
聞
人
之
過
，
終
身
不
忘
。
」
「
勿
已
，

則
隰
朋
其
可
乎
？
」
「
隰
朋
之
為
人
也
，
上
志
而
下
求
，
醜
不
若
黃
帝
，
而
哀
不
己
若
者
；

其
於
國
也
，
有
不
聞
也
；
其
於
物
也
，
有
不
知
也
，
其
於
人
也
，
有
不
見
也
。
勿
已
乎
，
則

隰
朋
可
也
。
」
夫
相
，
大
官
也
。
處
大
官
者
，
不
欲
小
察
，
不
欲
小
智
，
故
曰
：
「
大
匠
不

斲
，
大
庖
不
豆
，
大
勇
不
鬥
，
大
兵
不
寇
。
」
桓
公
行
公
，
去
私
惡
，
用
管
子
而
為
五
伯
長
；

行
私
，
阿
所
愛
，
用
豎
刁
而
蟲
出
於
戶
。  

人
之
少
也
愚
，
其
長
也
智
，
故
智
而
用
私
，
不
若
愚
而
用
公
。
日
醉
而
飾
服
，
私
利
而

立
公
，
貪
戾
而
求
王
，
舜
弗
能
為
。  

      



 

 

 

 

十
三
、
訓
儉
示
康                

司
馬
光 

吾
本
寒
家
，
世
以
清
白
相
承
。
吾
性
不
喜
華
靡
，
自
為
乳
兒
，
長
者
加
以
金
銀
華
美
之

服
，
輒
羞
赧
棄
去
之
。
二
十
忝
科
名
，
聞
喜
宴
獨
不
戴
花
。
同
年
曰
︰
「
君
賜
不
可
違
也
。
」

乃
簪
一
花
。
平
生
衣
取
蔽
寒
，
食
取
充
腹
；
亦
不
敢
服
垢
弊
以
矯
俗
干
名
，
但
順
吾
性
而
已
。 

眾
人
皆
以
奢
靡
為
榮
，
吾
心
獨
以
儉
素
為
美
。
人
皆
嗤
吾
固
陋
，
吾
不
以
為
病
；
應
之

曰
︰
孔
子
稱
：
「
與
其
不
孫
也
，
寧
固
。
」
又
曰
：
「
以
約
失
之
者
，
鮮
矣
！
」
又
曰
：
「
士

志
於
道
，
而
恥
惡
衣
惡
食
者
，
未
足
與
議
也
。
」
古
人
以
儉
為
美
德
，
今
人
乃
以
儉
相
詬
病
。

嘻
，
異
哉
！ 

近
歲
風
俗
，
尤
為
侈
靡
，
走
卒
類
士
服
，
農
夫
躡
絲
履
。
吾
記
天
聖
中
，
先
公
為
群
牧

判
官
，
客
至
未
嘗
不
置
酒
，
或
三
行
、
五
行
，
多
不
過
七
行
。
酒
酤
於
市
，
果
止
於
梨
、
栗
、

棗
、
柿
之
類
，
肴
止
於
脯
、
醢
、
菜
羹
，
器
用
瓷
、
漆
。
當
時
士
大
夫
家
皆
然
，
人
不
相
非

也
。
會
數
而
禮
勤
，
物
薄
而
情
厚
。
近
日
士
大
夫
家
，
酒
非
內
法
，
果
、
肴
非
遠
方
珍
異
，

食
非
多
品
，
器
皿
非
滿
案
，
不
敢
會
賓
友
。
常
數
月
營
聚
，
然
後
敢
發
書
。
苟
或
不
然
，
人

爭
非
之
，
以
為
鄙
吝
。
故
不
隨
俗
靡
者
，
蓋
鮮
矣
！
嗟
乎
！
風
俗
頹
敝
如
是
，
居
位
者
雖
不

能
禁
，
忍
助
之
乎
？ 

又
聞
昔
李
文
靖
公
為
相
，
治
居
第
於
封
丘
門
內
，
廳
事
前
僅
容
旋
馬
。
或
言
其
太
隘
，

公
笑
曰
︰
「
居
第
當
傳
子
孫
。
此
為
宰
相
廳
事
誠
隘
，
為
太
祝
、
奉
禮
廳
事
已
寬
矣
！
」
參

政
魯
公
為
諫
官
，
真
宗
遣
使
急
召
之
，
得
之
於
酒
家
。
既
入
，
問
其
所
來
，
以
實
對
。
上
曰
︰

「
卿
為
清
望
官
，
奈
何
飲
於
酒
肆
？
」
對
曰
：
「
臣
家
貧
，
客
至
，
無
器
皿
、
肴
、
果
，
故

就
酒
家
觴
之
。
」
上
以
無
隱
，
益
重
之
。
張
文
節
為
相
，
自
奉
養
如
為
河
陽
掌
書
記
時
，
所

親
或
規
之
曰
：
「
公
今
受
俸
不
少
，
而
自
奉
若
此
。
公
雖
自
信
清
約
，
外
人
頗
有
『
公
孫
布

被
』
之
譏
。
公
宜
少
從
眾
。
」
公
嘆
曰
：
「
吾
今
日
之
俸
，
雖
舉
家
錦
衣
玉
食
，
何
患
不
能
？

顧
人
之
常
情
，
由
儉
入
奢
易
，
由
奢
入
儉
難
。
吾
今
日
之
俸
豈
能
常
有
？
身
豈
能
長
存
？
一

旦
異
於
今
日
，
家
人
習
奢
已
久
，
不
能
頓
儉
，
必
致
失
所
。
豈
若
吾
居
位
、
去
位
、
身
存
、

身
亡
，
常
如
一
日
乎
？
」
嗚
呼
！
大
賢
之
深
謀
遠
慮
，
豈
庸
人
所
及
哉
！ 

    



 

 

 

 

十
四
、
教
戰
守
策                   

蘇
軾  

夫
當
今
生
民
之
患
，
果
安
在
哉
？
在
於
知
安
而
不
知
危
，
能
逸
而
不
能
勞
。
此
其
患
不

見
於
今
，
而
將
見
於
他
日
。
今
不
為
之
計
，
其
後
將
有
所
不
可
救
者
。 

昔
者
先
王
知
兵
之
不
可
去
也
，
是
故
天
下
雖
平
，
不
敢
忘
戰
。
秋
冬
之
隙
，
致
民
田
獵

以
講
武
，
教
之
以
進
退
坐
作
之
方
，
使
其
耳
目
習
於
鐘
鼓
旌
旗
之
間
而
不
亂
，
使
其
心
志
安

於
斬
刈
殺
伐
之
際
而
不
懾
。
是
以
雖
有
盜
賊
之
變
，
而
民
不
至
於
驚
潰
。 

及
至
後
世
，
用
迂
儒
之
議
，
以
去
兵
為
王
者
之
盛
節
。
天
下
既
定
，
則
卷
甲
而
藏
之
。

數
十
年
之
後
，
甲
兵
頓
弊
，
而
人
民
日
以
安
於
佚
樂
；
卒
有
盜
賊
之
警
，
則
相
與
恐
懼
訛
言
，

不
戰
而
走
。
開
元
天
寶
之
際
，
天
下
豈
不
大
治
？
惟
其
民
安
於
太
平
之
樂
，
酣
豢
於
遊
戲
酒

食
之
間
；
其
剛
心
勇
氣
，
銷
耗
鈍
眊
，
痿
蹶
而
不
復
振
。
是
以
區
區
之
祿
山
一
出
而
乘
之
；

四
方
之
民
，
獸
奔
鳥
竄
，
乞
為
囚
虜
之
不
暇
，
天
下
分
裂
，
而
唐
室
因
以
微
矣
。 

蓋
嘗
試
論
之
：
天
下
之
勢
，
譬
如
一
身
。
王
公
貴
人
所
以
養
其
身
者
，
豈
不
至
哉
？
而

其
平
居
常
苦
於
多
疾
。
至
於
農
夫
小
民
，
終
歲
勤
苦
，
而
未
嘗
告
病
，
此
其
故
何
也
？
夫
風

雨
霜
露
寒
暑
之
變
，
此
疾
之
所
由
生
也
。
農
夫
小
民
，
盛
夏
力
作
，
窮
冬
暴
露
，
其
筋
骸
之

所
衝
犯
，
肌
膚
之
所
浸
漬
，
輕
霜
露
而
狎
風
雨
，
是
故
寒
暑
不
能
為
之
毒
。
今
王
公
貴
人
，

處
於
重
屋
之
下
，
出
則
乘
輿
，
風
則
襲
裘
，
雨
則
御
蓋
。
凡
所
以
慮
患
之
具
，
莫
不
備
至
。

畏
之
太
甚
，
而
養
之
太
過
，
小
不
如
意
，
則
寒
暑
入
之
矣
。
是
以
善
養
身
者
，
使
之
能
逸
而

能
勞
；
步
趨
動
作
，
使
其
四
體
狃
於
寒
暑
之
變
；
然
後
可
以
剛
健
強
力
，
涉
險
而
不
傷
。
夫

民
亦
然
。 

今
者
治
平
之
日
久
。
天
下
之
人
，
驕
惰
脆
弱
，
如
婦
人
孺
子
，
不
出
於
閨
門
。
論
戰
鬥

之
事
，
則
縮
頸
而
股
慄
；
聞
盜
賊
之
名
，
則
掩
耳
而
不
願
聽
。
而
士
大
夫
亦
未
嘗
言
兵
，
以

為
生
事
擾
民
，
漸
不
可
長
。
此
不
亦
畏
之
太
甚
，
而
養
之
太
過
歟
？ 

      



 

 

 

 

十
八
、
養
生
主                

莊
子  

吾
生
也
有
涯
，
而
知
也
無
涯
，
以
有
涯
隨
無
涯
，
殆
已
；
已
而
為
知
者
，
殆
而
已
矣
。

為
善
無
近
名
，
為
惡
無
近
刑
。
緣
督
以
為
經
，
可
以
保
身
，
可
以
全
生
，
可
以
養
親
，
可
以

盡
年
。 庖

丁
為
文
惠
君
解
牛
，
手
之
所
觸
，
肩
之
所
倚
，
足
之
所
履
，
膝
之
所
踦
，
砉
然
嚮
然
，

奏
刀
騞
然
，
莫
不
中
音
。
合
於
「
桑
林
」
之
舞
，
乃
中
「
經
首
」
之
會
。 

文
惠
君
曰
：
「
譆
，
善
哉
！
技
蓋
至
此
乎
？
」 

庖
丁
釋
刀
對
曰
：
「
臣
之
所
好
者
道
也
，
進
乎
技
矣
。
始
臣
之
解
牛
之
時
，
所
見
無
非

牛
者
。
三
年
之
後
，
未
嘗
見
全
牛
也
。
方
今
之
時
，
臣
以
神
遇
而
不
以
目
視
，
官
知
止
而
神

欲
行
。
依
乎
天
理
；
批
大
郤
，
導
大
窾
，
因
其
固
然
。
技
經
肯
綮
之
未
嘗
，
而
況
大
軱
乎
？

良
庖
歲
更
刀
，
割
也
；
族
庖
月
更
刀
，
折
也
。
今
臣
之
刀
，
十
九
年
矣
，
所
解
數
千
牛
矣
，

而
刀
刃
若
新
發
於
硎
。
彼
節
者
有
間
，
而
刀
刃
者
無
厚
；
以
無
厚
入
有
間
，
恢
恢
乎
其
於
游

刃
必
有
餘
地
矣
。
是
以
十
九
年
而
刀
刃
若
新
發
於
硎
。
雖
然
，
每
至
於
族
，
吾
見
其
難
為
；

怵
然
為
戒
，
視
為
止
，
行
為
遲
。
動
刀
甚
微
，
謋
然
已
解
，
如
土
委
地
。
提
刀
而
立
，
為
之

四
顧
，
為
之
躊
躇
滿
志
，
善
刀
而
藏
之
。
」 

文
惠
君
曰
：
「
善
哉
！
吾
聞
庖
丁
之
言
，
得
養
生
焉
。
」 

公
文
軒
見
右
師
而
驚
曰
：
「
是
何
人
也
？
惡
乎
介
也
！
天
與
？
其
人
與
？
」
曰
：
「
天

也
，
非
人
也
；
天
之
生
是
使
獨
也
。
人
之
貌
有
與
也
；
以
是
知
其
天
也
，
非
人
也
。
」 

澤
雉
十
步
一
啄
，
百
步
一
飲
，
不
蘄
畜
乎
樊
中
；
神
雖
王
，
不
善
也
。 

老
聃
死
，
秦
失
弔
之
，
三
號
而
出
。
弟
子
曰
：
「
非
夫
子
之
友
邪
？
」 

曰
：
「
然
。
」

「
然
則
弔
焉
若
此
，
可
乎
？
」
曰
：
「
然
。
始
也
吾
以
為
其
人
也
，
而
今
非
也
。
向
吾
入
而

弔
焉
，
有
老
者
哭
之
，
如
哭
其
子
；
少
者
哭
之
，
如
哭
其
母
。
彼
其
所
以
會
之
，
必
有
不
蘄

言
而
言
，
不
蘄
哭
而
哭
者
；
是
遁
天
倍
情
，
忘
其
所
受
；
古
者
謂
之
遁
天
之
刑
。
適
來
，
夫

子
時
也
；
適
去
，
夫
子
順
也
；
安
時
而
處
順
，
哀
樂
不
能
入
也
；
古
者
謂
是
帝
之
縣
解
。
」 

指
窮
於
為
薪
；
火
傳
也
，
不
知
其
盡
也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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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、
與
元
微
之
書          

白
居
易 

四
月
十
日
夜
，
樂
天
白
： 

微
之
，
微
之
，
不
見
足
下
面
已
三
年
矣
；
不
得
足
下
書
欲
二
年
矣
。
人
生
幾
何
，
離
闊

如
此
！
況
以
膠
漆
之
心
，
置
於
胡
越
之
身
，
進
不
得
相
合
，
退
不
能
相
忘
，
牽
攣
乖
隔
，
各

欲
白
首
。
微
之
，
微
之
，
如
何
！
如
何
！
天
實
為
之
，
謂
之
奈
何
！ 

僕
初
到
潯
陽
時
，
有
熊
孺
登
來
，
得
足
下
前
年
病
甚
時
一
札
，
上
報
疾
狀
，
次
敘
病
心
，

終
論
平
生
交
分
。
且
云
：「
危
惙
之
際
，
不
暇
及
他
，
惟
收
數
帙
文
章
，
封
題
其
上
，
曰
：『
他

日
送
達
白
二
十
二
郎
，
便
請
以
代
書
。
』
」
悲
哉
！
微
之
於
我
也
，
其
若
是
乎
！
又
睹
所
寄

聞
僕
左
降
詩
，
云
： 

「
殘
燈
無
焰
影
幢
幢
，
此
夕
聞
君
謫
九
江
。
垂
死
病
中
驚
坐
起
，
暗
風
吹
雨
入
寒
窗
。
」

此
句
他
人
尚
不
可
聞
，
況
僕
心
哉
！
至
今
每
吟
，
猶
惻
惻
耳
。
且
置
是
事
，
略
敘
近
懷
。 

僕
自
到
九
江
，
已
涉
三
載
，
形
骸
且
健
，
方
寸
甚
安
。
下
至
家
人
，
幸
皆
無
恙
。
長
兄

去
夏
自
徐
州
至
，
又
有
諸
院
孤
小
弟
妺
六
、
七
人
，
提
挈
同
來
。
昔
所
牽
念
者
，
今
悉
置
在

目
前
，
得
同
寒
暖
飢
飽
：
此
一
泰
也
。 

江
州
風
候
稍
涼
，
地
少
瘴
癘
，
乃
至
蛇
虺
蚊
蚋
，
雖
有
甚
稀
。
湓
魚
頗
肥
，
江
酒
極
美
，

其
餘
食
物
，
多
類
北
地
。
僕
門
內
之
口
雖
不
少
，
司
馬
之
俸
雖
不
多
，
量
入
儉
用
，
亦
可
自

給
，
身
衣
口
食
，
且
免
求
人
：
此
二
泰
也
。 

僕
去
年
秋
始
遊
廬
山
，
到
東
、
西
二
林
間
香
爐
峰
下
，
見
雲
水
泉
石
，
勝
絕
第
一
，
愛

不
能
捨
，
因
置
草
堂
。
前
有
喬
松
十
數
株
，
修
竹
千
餘
竿
；
青
蘿
為
牆
垣
，
白
石
為
橋
道
；

流
水
周
於
舍
下
，
飛
泉
落
於
簷
間
；
紅
榴
白
蓮
，
羅
生
池
砌
；
大
抵
若
是
，
不
能
殫
記
。
每

一
獨
往
，
動
彌
旬
日
，
平
生
所
好
者
，
盡
在
其
中
，
不
惟
忘
歸
，
可
以
終
老
：
此
三
泰
也
。 

計
足
下
久
得
僕
書
，
必
加
憂
望
；
今
故
錄
三
泰
，
以
先
奉
報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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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三
、
相
州
晝
錦
堂
記                

歐
陽
修 

仕
宦
而
至
將
相
，
富
貴
而
歸
故
鄉
。
此
人
情
之
所
榮
，
而
今
昔
之
所
同
也
。 

蓋
士
方
窮
時
，
困
厄
閭
里
，
庸
人
孺
子
，
皆
得
易
而
侮
之
。
若
季
子
不
禮
于
其
嫂
，
買

臣
見
棄
于
其
妻
。
一
旦
高
車
駟
馬
，
旗
旄
導
前
，
而
騎
卒
擁
後
，
夾
道
之
人
，
相
與
駢
肩
累

跡
，
瞻
望
咨
嗟
；
而
所
謂
庸
夫
愚
婦
者
，
奔
走
駭
汗
，
羞
愧
俯
伏
，
以
自
悔
罪
于
車
塵
馬
足

之
間
。
此
一
介
之
士
，
得
志
于
當
時
，
而
意
氣
之
盛
，
昔
人
比
之
衣
錦
之
榮
者
也
。 

惟
大
丞
相
魏
國
公
則
不
然
：
公
，
相
人
也
，
世
有
令
德
，
為
時
名
卿
。
自
公
少
時
，
已

擢
高
科
，
登
顯
仕
。
海
內
之
士
，
聞
下
風
而
望
餘
光
者
，
蓋
亦
有
年
矣
。
所
謂
將
相
而
富
貴
，

皆
公
所
宜
素
有
；
非
如
窮
厄
之
人
，
僥
幸
得
志
于
一
時
，
出
于
庸
夫
愚
婦
之
不
意
，
以
驚
駭

而
夸
耀
之
也
。
然
則
高
牙
大
纛
，
不
足
為
公
榮
；
桓
圭
袞
冕
，
不
足
為
公
貴
。
惟
德
被
生
民
，

而
功
施
社
稷
，
勒
之
金
石
，
播
之
聲
詩
，
以
耀
後
世
而
垂
無
窮
，
此
公
之
志
，
而
士
亦
以
此

望
于
公
也
。
豈
止
夸
一
時
而
榮
一
鄉
哉
！ 

公
在
至
和
中
，
嘗
以
武
康
之
節
，
來
治
于
相
，
乃
作
「
晝
錦
」
之
堂
于
後
圃
。
既
又
刻

詩
于
石
，
以
遺
相
人
。
其
言
以
快
恩
仇
、
矜
名
譽
為
可
薄
，
蓋
不
以
昔
人
所
夸
者
為
榮
，
而

以
為
戒
。
于
此
見
公
之
視
富
貴
為
何
如
，
而
其
志
豈
易
量
哉
！
故
能
出
入
將
相
，
勤
勞
王
家
，

而
夷
險
一
節
。
至
于
臨
大
事
，
決
大
議
，
垂
紳
正
笏
，
不
動
聲
色
，
而
措
天
下
于
泰
山
之
安
：

可
謂
社
稷
之
臣
矣
！
其
豐
功
盛
烈
，
所
以
銘
彝
鼎
而
被
弦
歌
者
，
乃
邦
家
之
光
，
非
閭
里
之

榮
也
。 余

雖
不
獲
登
公
之
堂
，
幸
嘗
竊
誦
公
之
詩
，
樂
公
之
志
有
成
，
而
喜
為
天
下
道
也
。
于

是
乎
書
。 

尚
書
吏
部
侍
郎
、
參
知
政
事
歐
陽
修
記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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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七
、
閱
江
樓
記                  

宋
濂  

金
陵
為
帝
王
之
州
，
自
六
朝
迄
於
南
唐
，
類
皆
偏
據
一
方
，
無
以
應
山
川
之
王
氣
。

逮
我
皇
帝
，
定
鼎
於
茲
，
始
足
以
當
之
。
由
是
聲
教
所
暨
，
罔
間
朔
南
，
存
神
穆
清
，
與

道
同
體
，
雖
一
豫
一
游
，
亦
思
為
天
下
後
世
法
。
京
城
之
西
北
，
有
獅
子
山
，
自
盧
龍
蜿

蜒
而
來
，
長
江
如
虹
貫
，
蟠
繞
其
下
。
上
以
其
地
雄
勝
，
詔
建
樓
於
巔
，
與
民
同
游
觀
之

樂
，
遂
錫
嘉
名
為
「
閱
江
」
云
。 

登
覽
之
頃
，
萬
象
森
列
，
千
載
之
祕
，
一
旦
軒
露
。
豈
非
天
造
地
設
，
以
俟
大
一
統

之
君
，
而
開
千
萬
世
之
偉
觀
者
歟
？
當
風
日
清
美
，
法
駕
幸
臨
，
升
其
崇
椒
，
凭
欄
遙

矚
，
必
悠
然
而
動
遐
思
。
見
江
漢
之
朝
宗
，
諸
侯
之
述
職
，
城
池
之
高
深
，
關
阨
之
嚴

固
，
必
曰
：
「
此
朕
櫛
風
沐
雨
、
戰
勝
攻
取
之
所
致
也
。
」
中
夏
之
廣
，
益
思
有
以
保
之
。

見
波
濤
之
浩
蕩
，
風
帆
之
下
上
，
番
舶
接
跡
而
來
庭
，
蠻
琛
聯
肩
而
入
貢
，
必
曰
：
「
此
朕

德
綏
威
服
，
覃
及
外
內
之
所
及
也
。
」
四
夷
之
遠
，
益
思
有
以
柔
之
。
見
兩
岸
之
間
，
四
郊

之
上
，
耕
人
有
炙
膚
皸
足
之
煩
，
農
女
有
捋
桑
行
饁
之
勤
，
必
曰
：
「
此
朕
拔
諸
水
火
，
而

登
於
衽
席
者
也
。
」
萬
方
之
民
，
益
思
有
以
安
之
。
觸
類
而
推
，
不
一
而
足
。
臣
知
斯
樓
之

建
，
皇
上
所
以
發
舒
精
神
，
因
物
興
感
，
無
不
寓
其
致
治
之
思
，
奚
止
閱
夫
長
江
而
已

哉
？ 

彼
臨
春
、
結
綺
，
非
弗
華
矣
；
齊
雲
、
落
星
，
非
不
高
矣
。
不
過
樂
管
絃
之
淫
響
，

藏
燕
、
趙
之
豔
姬
，
一
旋
踵
間
而
感
慨
係
之
，
臣
不
知
其
為
何
說
也
？
雖
然
，
長
江
發
源

岷
山
，
委
蛇
七
千
餘
里
而
始
入
海
，
白
湧
碧
翻
。
六
朝
之
時
，
往
往
倚
之
為
天
塹
。
今
則

南
北
一
家
，
視
為
安
流
，
無
所
事
乎
戰
爭
矣
。
然
則
果
誰
之
力
歟
？
逢
掖
之
士
，
有
登
斯

樓
而
閱
斯
江
者
，
當
思
帝
德
如
天
，
蕩
蕩
難
名
，
與
神
禹
疏
鑿
之
功
，
同
一
罔
極
。
忠
君

報
上
之
心
，
其
有
不
油
然
而
興
者
耶
？
臣
不
敏
，
奉
旨
撰
記
。
故
上
推
宵
旰
圖
治
之
切

者
，
勒
諸
貞
珉
。
他
若
留
連
光
景
之
辭
，
皆
略
而
不
陳
，
懼
褻
也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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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九
、
遊
襃
禪
山
記                     

王
安
石  

襃
禪
山
亦
謂
之
華
山
，
唐
浮
圖
慧
襃
始
舍
於
其
址
，
而
卒
葬
之
，
以
故
其
後
名
之
曰
襃

禪
。
今
所
謂
慧
空
禪
院
者
，
襃
之
廬
冢
也
。
距
其
院
東
五
里
，
所
謂
華
陽
洞
者
，
以
其
在
華

山
之
陽
名
之
也
。
距
洞
百
餘
步
，
有
碑
仆
道
，
其
文
漫
滅
，
獨
其
為
文
猶
可
識
，
曰
「
花
山
」
。

今
言
「
華
」
如
「
華
實
」
之
「
華
」
者
，
蓋
音
謬
也
。
其
下
平
曠
，
有
泉
側
出
，
而
記
遊
者

甚
眾
，
所
謂
前
洞
也
。
由
山
以
上
五
六
里
，
有
穴
窈
然
，
入
之
甚
寒
，
問
其
深
，
則
其
好
遊

者
不
能
窮
也
，
謂
之
後
洞
。 

余
與
四
人
擁
火
以
入
，
入
之
愈
深
，
其
進
愈
難
，
而
其
見
愈
奇
。
有
怠
而
欲
出
者
，
曰
：

「
不
出
，
火
且
盡
。
」
遂
與
之
俱
出
。 

蓋
予
所
至
，
比
好
遊
者
尚
不
能
十
一
，
然
視
其
左
右
，
來
而
記
之
者
已
少
。
蓋
其
又
深
，

則
其
至
又
加
少
矣
。
方
是
時
，
予
之
力
尚
足
以
入
，
火
尚
足
以
明
也
。
既
其
出
，
則
或
咎
其

欲
出
者
，
而
予
亦
悔
其
隨
之
而
不
得
極
乎
遊
之
樂
也
。 

於
是
予
有
歎
焉
。
古
人
之
觀
於
天
地
、
山
川
、
草
木
、
蟲
魚
、
鳥
獸
，
往
往
有
得
，
以

其
求
思
之
深
而
無
不
在
也
。
夫
夷
以
近
，
則
遊
者
眾
；
險
以
遠
，
則
至
者
少
。
而
世
之
奇
偉

瑰
怪
非
常
之
觀
，
常
在
於
險
遠
，
而
人
之
所
罕
至
焉
，
故
非
有
志
者
不
能
至
也
。
有
志
矣
，

不
隨
以
止
也
，
然
力
不
足
者
，
亦
不
能
至
也
。
有
志
與
力
，
而
又
不
隨
以
怠
，
至
於
幽
暗
昏

惑
，
而
無
物
以
相
之
，
亦
不
能
至
也
。
然
力
足
以
至
焉
而
不
至
，
於
人
為
可
譏
，
而
在
己
為

有
悔
。
盡
吾
志
也
，
而
不
能
至
者
，
可
以
無
悔
矣
，
其
孰
能
譏
之
乎
？
此
予
之
所
得
也
。 

余
於
仆
碑
，
又
以
悲
夫
古
書
之
不
存
，
後
世
之
謬
其
傳
而
莫
能
名
者
，
何
可
勝
道
也
哉
？

此
所
以
學
者
不
可
以
不
深
思
而
慎
取
之
也
。 

四
人
者
：
廬
陵
蕭
君
圭
君
玉
，
長
樂
王
回
深
父
，
余
弟
安
國
平
父
、
安
上
純
父
。 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