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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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？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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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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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。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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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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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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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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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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愚
溪
詩
序            

柳
宗
元 

灌
水
之
陽
有
溪
焉
，
東
流
入
于
瀟
水
。
或
曰
：
冉
氏
嘗
居
也
，
故
姓
是
溪
為
冉

溪
。
或
曰
：
可
以
染
也
，
名
之
以
其
能
，
故
謂
之
染
溪
。
予
以
愚
觸
罪
，
謫
瀟
水
上
。
愛

是
溪
，
入
二
三
里
，
得
其
尤
絕
者
家
焉
。
古
有
愚
公
谷
，
今
予
家
是
溪
，
而
名
莫
能
定
，

土
之
居
者
，
猶
齗
齗
然
，
不
可
以
不
更
也
，
故
更
之
為
愚
溪
。 

愚
溪
之
上
，
買
小
丘
，
為
愚
丘
。
自
愚
丘
東
北
行
六
十
步
，
得
泉
焉
，
又
買
居

之
，
為
愚
泉
。
愚
泉
凡
六
穴
，
皆
出
山
下
平
地
，
蓋
上
出
也
。
合
流
屈
曲
而
南
，
為
愚

溝
。
遂
負
土
累
石
，
塞
其
隘
，
為
愚
池
。
愚
池
之
東
為
愚
堂
。
其
南
為
愚
亭
。
池
之
中
為

愚
島
。
嘉
木
異
石
錯
置
，
皆
山
水
之
奇
者
，
以
予
故
，
咸
以
愚
辱
焉
。 

夫
水
，
智
者
樂
也
。
今
是
溪
獨
見
辱
于
愚
，
何
哉
？
蓋
其
流
甚
下
，
不
可
以
溉

灌
。
又
峻
急
多
坻
石
，
大
舟
不
可
入
也
。
幽
邃
淺
狹
，
蛟
龍
不
屑
，
不
能
興
雲
雨
，
無
以

利
世
，
而
適
類
于
予
，
然
則
雖
辱
而
愚
之
，
可
也
。 

寧
武
子
「
邦
無
道
則
愚
」，
智
而
為
愚
者
也
；
顏
子
「
終
日
不
違
如
愚

」，
睿
而
為

愚
者
也
。
皆
不
得
為
真
愚
。
今
予
遭
有
道
而
違
于
理
，
悖
于
事
，
故
凡
為
愚
者
，
莫
我
若

也
。
夫
然
，
則
天
下
莫
能
爭
是
溪
，
予
得
專
而
名
焉
。 

溪
雖
莫
利
于
世
，
而
善
鑒
萬
類
，
清
瑩
秀
澈
，
鏘
鳴
金
石
，
能
使
愚
者
喜
笑
眷

慕
，
樂
而
不
能
去
也
。
予
雖
不
合
于
俗
，
亦
頗
以
文
墨
自
慰
，
漱
滌
萬
物
，
牢
籠
百
態
，

而
無
所
避
之
。
以
愚
辭
歌
愚
溪
，
則
茫
然
而
不
違
，
昏
然
而
同
歸
，
超
鴻
蒙
，
混
希
夷
，

寂
寥
而
莫
我
知
也
。
于
是
作
《
八
愚
詩
》，
紀
于
溪
石
上
。 

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