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
 

 
 

      

一
、
勸
學                

荀
況  

君
子
曰
：
學
不
可
以
已
。
青
、
取
之
於
藍
，
而
青
於
藍
；
冰
、
水
為
之
，
而
寒
於
水
。
木
直
中
繩
，

輮
以
為
輪
，
其
曲
中
規
，
雖
有
槁
暴
，
不
復
挺
者
，
輮
使
之
然
也
。
故
木
受
繩
則
直
，
金
就
礪
則
利
，

君
子
博
學
而
日
參
省
乎
己
，
則
知
明
而
行
無
過
矣
。
故
不
登
高
山
，
不
知
天
之
高
也
；
不
臨
深
谿
，
不

知
地
之
厚
也
；
不
聞
先
王
之
遺
言
，
不
知
學
問
之
大
也
。
干
、
越
、
夷
、
貉
之
子
，
生
而
同
聲
，
長
而

異
俗
，
教
使
之
然
也
。
詩
曰
：
「
嗟
爾
君
子
，
無
恆
安
息
。
靖
共
爾
位
，
好
是
正
直
。
神
之
聽
之
，
介

爾
景
福
。
」
神
莫
大
於
化
道
，
福
莫
長
於
無
禍
。 

 
 

吾
嘗
終
日
而
思
矣
，
不
如
須
臾
之
所
學
也
。
吾
嘗
跂
而
望
矣
，
不
如
登
高
之
博
見
也
。
登
高
而
招
，

臂
非
加
長
也
，
而
見
者
遠
；
順
風
而
呼
，
聲
非
加
疾
也
，
而
聞
者
彰
。
假
輿
馬
者
，
非
利
足
也
，
而
致

千
里
；
假
舟
楫
者
，
非
能
水
也
，
而
絕
江
河
。
君
子
生
非
異
也
，
善
假
於
物
也
。 

 
 

南
方
有
鳥
焉
，
名
曰
蒙
鳩
，
以
羽
為
巢
，
而
編
之
以
髮
，
繫
之
葦
苕
，
風
至
苕
折
，
卵
破
子
死
。

巢
非
不
完
也
，
所
繫
者
然
也
。
西
方
有
木
焉
，
名
曰
射
干
，
莖
長
四
寸
，
生
於
高
山
之
上
，
而
臨
百
仞

之
淵
，
木
莖
非
能
長
也
，
所
立
者
然
也
。
蓬
生
麻
中
，
不
扶
而
直
；
白
沙
在
涅
，
與
之
俱
黑
。
蘭
槐
之

根
是
為
芷
，
其
漸
之
滫
，
君
子
不
近
，
庶
人
不
服
。
其
質
非
不
美
也
，
所
漸
者
然
也
。
故
君
子
居
必
擇

鄉
，
遊
必
就
士
，
所
以
防
邪
辟
而
近
中
正
也
。 

 
 

物
類
之
起
，
必
有
所
始
。
榮
辱
之
來
，
必
象
其
德
。
肉
腐
出
蟲
，
魚
枯
生
蠹
。
怠
慢
忘
身
，
禍
災

乃
作
。
強
自
取
柱
，
柔
自
取
束
。
邪
穢
在
身
，
怨
之
所
構
。
施
薪
若
一
，
火
就
燥
也
，
平
地
若
一
，
水

就
溼
也
。
草
木
疇
生
，
禽
獸
群
焉
，
物
各
從
其
類
也
。
是
故
質
的
張
，
而
弓
矢
至
焉
；
林
木
茂
，
而
斧

斤
至
焉
；
樹
成
蔭
，
而
眾
鳥
息
焉
。
醯
酸
，
而
蚋
聚
焉
。
故
言
有
招
禍
也
，
行
有
招
辱
也
，
君
子
慎
其

所
立
乎
！ 

 

 

 
 



 
 

 
 

       

二
、
過
秦
論             

賈
誼 

 
 

秦
孝
公
據
殽
函
之
固
，
擁
雍
州
之
地
，
君
臣
固
守
，
以
窺
周
室
；
有
席
卷
天
下
，
包
舉
宇
內
，
囊

括
四
海
之
意
，
并
吞
八
荒
之
心
。
當
是
時
也
，
商
君
佐
之
，
內
立
法
度
，
務
耕
織
，
修
守
戰
之
備
；
外

連
衡
而
鬬
諸
侯
。
於
是
秦
人
拱
手
而
取
西
河
之
外
。 

孝
公
既
沒
，
惠
文
、
武
、
昭
襄
蒙
故
業
，
因
遺
策
，
南
取
漢
中
，
西
舉
巴
蜀
，
東
割
膏
腴
之
地
，

北
收
要
害
之
郡
。
諸
侯
恐
懼
，
會
盟
而
謀
弱
秦
，
不
愛
珍
器
重
寶
肥
美
之
地
，
以
致
天
下
之
士
，
合
從

締
交
，
相
與
為
一
。
當
此
之
時
，
齊
有
孟
嘗
，
趙
有
平
原
，
楚
有
春
申
，
魏
有
信
陵
，
此
四
君
者
，
皆

明
知
而
忠
信
，
寬
厚
而
愛
人
，
尊
賢
重
士
，
約
從
離
衡
，
兼
韓
、
魏
、
燕
、
趙
、
齊
、
楚
、
宋
、
衛
、

中
山
之
眾
。
於
是
六
國
之
士
，
有
甯
越
、
徐
尚
、
蘇
秦
、
杜
赫
之
屬
為
之
謀
；
齊
明
、
周
最
、
陳
軫
、

召
滑
、
樓
緩
、
翟
景
、
蘇
厲
、
樂
毅
之
徒
通
其
意
；
吳
起
、
孫
臏
、
帶
佗
、
兒
良
、
王
廖
、
田
忌
、
廉

頗
、
趙
奢
之
倫
制
其
兵
。
嘗
以
十
倍
之
地
，
百
萬
之
眾
，
叩
關
而
攻
秦
。
秦
人
開
關
延
敵
，
九
國
之
師
，

逡
巡
遁
逃
而
不
敢
進
。
秦
無
亡
矢
遺
鏃
之
費
，
而
天
下
諸
侯
已
困
矣
。
於
是
從
散
約
解
，
爭
割
地
而
賂

秦
。
秦
有
餘
力
而
制
其
敝
，
追
亡
逐
北
，
伏
尸
百
萬
，
流
血
漂
鹵
；
因
利
乘
便
，
宰
割
天
下
，
分
裂
河

山
，
彊
國
請
服
，
弱
國
入
朝
。
施
及
孝
文
王
、
莊
襄
王
，
享
國
日
淺
，
國
家
無
事
。 

及
至
秦
王
，
奮
六
世
之
餘
烈
，
振
長
策
而
御
宇
內
，
吞
二
周
而
亡
諸
侯
，
履
至
尊
而
制
六
合
，
執

捶
拊
以
鞭
笞
天
下
，
威
振
四
海
。
南
取
百
越
之
地
以
為
桂
林
、
象
郡
；
百
越
之
君
，
俛
首
係
頸
，
委
命

下
吏
；
乃
使
蒙
恬
北
築
長
城
而
守
藩
籬
，
卻
匈
奴
七
百
餘
里
；
胡
人
不
敢
南
下
而
牧
馬
，
士
不
敢
彎
弓

而
報
怨
。
於
是
廢
先
王
之
道
，
焚
百
家
之
言
，
以
愚
黔
首
；
隳
名
城
，
殺
豪
俊
，
收
天
下
之
兵
，
聚
之

咸
陽
，
銷
鋒
鍉
，
鑄
以
為
金
人
十
二
，
以
弱
天
下
之
民
。
然
後
踐
華
為
城
，
因
河
為
池
，
據
億
丈
之
城
，

臨
不
測
之
谿
以
為
固
。
良
將
勁
弩
，
守
要
害
之
處
；
信
臣
精
卒
，
陳
利
兵
而
誰
何
？
天
下
已
定
，
秦
王

之
心
，
自
以
為
關
中
之
固
，
金
城
千
里
，
子
孫
帝
王
萬
世
之
業
也
。 

 
 



 
 

 
 

     

三
、
諫
太
宗
十
思
疏        

魏
徵  

 
 

臣
聞
求
木
之
長
者
，
必
固
其
根
本
；
欲
流
之
遠
者
，
必
浚
其
泉
源
；
思
國
之
安
者
，
必
積
其
德
義
。

源
不
深
而
望
流
之
遠
，
根
不
固
而
求
木
之
長
，
德
不
厚
而
思
國
之
治
，
雖
在
下
愚
，
知
其
不
可
，
而
況

於
明
哲
乎
？
人
君
當
神
器
之
重
，
居
域
中
之
大
，
將
崇
極
天
之
峻
，
永
保
無
疆
之
休
，
不
念
居
安
思
危
，

戒
奢
以
儉
，
德
不
處
其
厚
，
情
不
勝
其
欲
，
斯
亦
伐
根
以
求
木
茂
，
塞
源
而
欲
流
長
者
也
。 

    

凡
百
元
首
，
承
天
景
命
，
莫
不
殷
憂
而
道
著
，
功
成
而
德
衰
，
有
善
始
者
實
繁
，
能
克
終
者
蓋
寡
。

豈
其
取
之
易
而
守
之
難
乎
？
昔
取
之
而
有
餘
，
今
守
之
而
不
足
，
何
也
？
夫
在
殷
憂
，
必
竭
誠
以
待
下
；

既
得
志
，
則
縱
情
以
傲
物
。
竭
誠
則
胡
越
為
一
體
，
傲
物
則
骨
肉
為
行
路
。
雖
董
之
以
嚴
刑
，
震
之
以

威
怒
，
終
苟
免
而
不
懷
仁
，
貌
恭
而
不
心
服
。
怨
不
在
大
，
可
畏
惟
人
，
載
舟
覆
舟
，
所
宜
深
慎
，
奔

車
朽
索
，
其
可
忽
乎
！ 

    

君
人
者
，
誠
能
見
可
欲
，
則
思
知
足
以
自
戒
；
將
有
作
，
則
思
知
止
以
安
人
；
念
高
危
， 

則
思

謙
沖
而
自
牧
；
懼
滿
溢
，
則
思
江
海
而
下
百
川
；
樂
盤
游
，
則
思
三
驅
以
為
度
；
憂
懈
怠
，
則
思
慎
始

而
敬
終
；
慮
壅
蔽
，
則
思
虛
心
以
納
下
；
想
讒
邪
，
則
思
正
身
以
黜
惡
；
恩
所
加
，
則
思
無
因
喜
以
謬

賞
；
罰
所
及
，
則
思
無
因
怒
而
濫
刑
。
總
此
十
思
，
弘
茲
九
德
。
簡
能
而
任
之
，
擇
善
而
從
之
，
則
智

者
盡
其
謀
，
勇
者
竭
其
力
，
仁
者
播
其
惠
，
信
者
效
其
忠
。
文
武
爭
馳
，
君
臣
無
事
，
可
以
盡
豫
遊
之

樂
，
可
以
養
松
喬
之
壽
，
鳴
琴
垂
拱
，
不
言
而
化
。
何
必
勞
神
苦
思
，
代
下
司
職
，
役
聰
明
之
耳
目
，

虧
無
為
之
大
道
哉
？ 

 

 



 
 

 
 

     

四
、
與
韓
荊
州
書            

李
白  

白
聞
天
下
談
士
相
聚
而
言
曰
：
「
生
不
用
封
萬
戶
侯
，
但
願
一
識
韓
荊
州
。
」
何
令
人
之
景
慕
，

一
至
於
此
耶
？
豈
不
以
有
周
公
之
風
，
躬
吐
握
之
事
，
使
海
內
豪
俊
，
奔
走
而
歸
之
，
一
登
龍
門
，
則

聲
譽
十
倍
？
所
以
龍
蟠
鳳
逸
之
士
，
皆
欲
收
名
定
價
於
君
侯
。
願
君
侯
不
以
富
貴
而
驕
之
，
寒
賤
而
忽

之
，
則
三
千
賓
中
有
毛
遂
，
使
白
得
穎
脫
而
出
，
即
其
人
焉
。 

白
隴
西
布
衣
，
流
落
楚
、
漢
。
十
五
好
劍
術
，
徧
干
諸
侯
。
三
十
成
文
章
，
歷
抵
卿
相
。
雖
長
不

滿
七
尺
，
而
心
雄
萬
夫
。
王
公
大
人
，
許
與
氣
義
。
此
疇
曩
心
跡
，
安
敢
不
盡
於
君
侯
哉
？
君
侯
制
作

侔
神
明
，
德
行
動
天
地
，
筆
參
造
化
，
學
究
天
人
。
幸
願
開
張
心
顏
，
不
以
長
揖
見
拒
。
必
若
接
之
以

高
宴
，
縱
之
以
清
談
，
請
日
試
萬
言
，
倚
馬
可
待
。
今
天
下
以
君
侯
為
文
章
之
司
命
，
人
物
之
權
衡
，

一
經
品
題
，
便
作
佳
士
。
而
君
侯
何
惜
階
前
盈
尺
之
地
，
不
使
白
揚
眉
吐
氣
、
激
昂
青
雲
耶
？ 

昔
王
子
師
為
豫
州
，
未
下
車
，
即
辟
荀
慈
明
。
既
下
車
，
又
辟
孔
文
舉
。
山
濤
作
冀
州
，
甄
拔
三

十
餘
人
，
或
為
侍
中
、
尚
書
，
先
代
所
美
。
而
君
侯
亦
一
薦
嚴
協
律
，
入
為
秘
書
郎
。
中
間
崔
宗
之
、

房
習
祖
、
黎
昕
、
許
瑩
之
徒
，
或
以
才
名
見
知
，
或
以
清
白
見
賞
。
白
每
觀
其
銜
恩
撫
躬
，
忠
義
奮
發
，

白
以
此
感
激
，
知
君
侯
推
赤
心
於
諸
賢
腹
中
，
所
以
不
歸
他
人
，
而
願
委
身
國
士
。
倘
急
難
有
用
，
敢

効
微
軀
！
且
人
非
堯
、
舜
，
誰
能
盡
善
？
白
謀
猷
籌
畫
，
安
能
自
矜
？
至
於
制
作
，
積
成
卷
軸
，
則
欲

塵
穢
視
聽
。
恐
雕
蟲
小
技
，
不
合
大
人
。
若
賜
觀
芻
蕘
，
請
給
紙
墨
，
兼
之
書
人
。
然
後
退
掃
閒
軒
，

繕
寫
呈
上
。
庶
青
萍
、
結
綠
長
價
於
薛
、
卞
之
門
。
幸
推
下
流
，
大
開
獎
飾
，
唯
君
侯
圖
之
。 

 

 

 



 
 

 
 

         

五
、
醉
翁
亭
記             

歐
陽
脩  

 
 

環
滁
皆
山
也
。
其
西
南
諸
峰
，
林
壑
尤
美
，
望
之
蔚
然
而
深
秀
者
，
琅
琊
也
。
山
行
六
七
里
，
漸

聞
水
聲
潺
潺
而
瀉
出
於
兩
峰
之
間
者
，
釀
泉
也
。
峰
回
路
轉
，
有
亭
翼
然
臨
於
泉
上
者
，
醉
翁
亭
也
。

作
亭
者
誰
？
山
之
僧
智
僊
也
。
名
之
者
誰
？
太
守
自
謂
也
。
太
守
與
客
來
飲
於
此
，
飲
少
輒
醉
，
而
年

又
最
高
，
故
自
號
曰
醉
翁
也
。
醉
翁
之
意
不
在
酒
，
在
乎
山
水
之
間
也
。
山
水
之
樂
，
得
之
心
而
寓
之

酒
也
。 

 

 
 

若
夫
日
出
而
林
霏
開
，
雲
歸
而
巖
穴
暝
，
晦
明
變
化
者
，
山
間
之
朝
暮
也
。
野
芳
發
而
幽
香
，
佳

木
秀
而
繁
陰
，
風
霜
高
潔
，
水
落
而
石
出
者
，
山
間
之
四
時
也
。
朝
而
往
，
暮
而
歸
，
四
時
之
景
不
同
，

而
樂
亦
無
窮
也
。 

 
 

至
於
負
者
歌
於
途
，
行
者
休
於
樹
，
前
者
呼
，
後
者
應
，
傴
僂
提
攜
，
往
來
而
不
絕
者
，
滁
人
遊

也
。
臨
溪
而
漁
，
溪
深
而
魚
肥
，
釀
泉
爲
酒
，
泉
香
而
酒
洌
，
山
肴
野
蔌
，
雜
然
而
前
陳
者
，
太
守
宴

也
。
宴
酣
之
樂
，
非
絲
非
竹
，
射
者
中
，
弈
者
勝
，
觥
籌
交
錯
，
起
坐
而
喧
嘩
者
，
衆
賓
歡
也
。
蒼
顔

白
髮
，
頹
然
乎
其
間
者
，
太
守
醉
也
。 

 

 
 

已
而
夕
陽
在
山
，
人
影
散
亂
，
太
守
歸
而
賓
客
從
也
。
樹
林
陰
翳
，
鳴
聲
上
下
，
遊
人
去
而
禽
鳥

樂
也
。
然
而
禽
鳥
知
山
林
之
樂
，
而
不
知
人
之
樂
；
人
知
從
太
守
遊
而
樂
，
而
不
知
太
守
之
樂
其
樂
也
。

醉
能
同
其
樂
，
醒
能
述
以
文
者
，
太
守
也
。
太
守
謂
誰
？
廬
陵
歐
陽
脩
也
。 

  
 



 
 

 
 

     

六
、
留
侯
論           

蘇
軾  

古
之
所
謂
豪
傑
之
士
，
必
有
過
人
之
節
。
人
情
有
所
不
能
忍
者
，
匹
夫
見
辱
，
拔
劍
而
起
，
挺
身

而
鬥
，
此
不
足
為
勇
也
。
天
下
有
大
勇
者
，
卒
然
臨
之
而
不
驚
，
無
故
加
之
而
不
怒
。
此
其
所
挾
持
者

甚
大
，
而
其
志
甚
遠
也
。 

夫
子
房
受
書
於
圯
上
之
老
人
也
，
其
事
甚
怪
；
然
亦
安
知
其
非
秦
之
世
，
有
隱
君
子
者
出
而
試
之
。

觀
其
所
以
微
見
其
意
者
，
皆
聖
賢
相
與
警
戒
之
義
；
而
世
不
察
，
以
為
鬼
物
，
亦
已
過
矣
。
且
其
意
不

在
書
。 當

韓
之
亡
，
秦
之
方
盛
也
，
以
刀
鋸
鼎
鑊
待
天
下
之
士
。
其
平
居
無
罪
夷
滅
者
，
不
可
勝
數
。
雖

有
賁
、
育
，
無
所
復
施
。
夫
持
法
太
急
者
，
其
鋒
不
可
犯
，
而
其
末
可
乘
。
子
房
不
忍
忿
忿
之
心
，
以

匹
夫
之
力
，
而
逞
於
一
擊
之
間
；
當
此
之
時
，
子
房
之
不
死
者
，
其
間
不
能
容
髮
，
蓋
亦
已
危
矣
。
千

金
之
子
，
不
死
於
盜
賊
。
何
者
？
其
身
之
可
愛
，
而
盜
賊
之
不
足
以
死
也
。
子
房
以
蓋
世
之
才
，
不
為

伊
尹
、
太
公
之
謀
，
而
特
出
於
荊
軻
、
聶
政
之
計
，
以
僥
倖
於
不
死
，
此
固
圯
上
之
老
人
所
為
深
惜
者

也
。
是
故
倨
傲
鮮
腆
而
深
折
之
。
彼
其
能
有
所
忍
也
，
然
後
可
以
就
大
事
。
故
曰
：
「
孺
子
可
教
」
也
。 

楚
莊
王
伐
鄭
，
鄭
伯
肉
袒
牽
羊
以
逆
。
莊
王
曰
：
「
其
君
能
下
人
，
必
能
信
用
其
民
矣
。
」
遂
舍

之
。
句
踐
之
困
於
會
稽
而
歸
，
臣
妾
於
吳
者
三
年
而
不
倦
。
且
夫
有
報
人
之
志
，
而
不
能
下
人
者
，
是

匹
夫
之
剛
也
。
夫
老
人
者
，
以
為
子
房
才
有
餘
，
而
憂
其
度
量
之
不
足
，
故
深
折
其
少
年
剛
銳
之
氣
，

使
之
忍
小
忿
而
就
大
謀
。
何
則
？
非
有
平
生
之
素
，
卒
然
相
遇
於
草
野
之
間
，
而
命
以
僕
妾
之
役
，
油

然
而
不
怪
者
，
此
固
秦
皇
之
所
不
能
驚
，
而
項
籍
之
所
不
能
怒
也
。 

觀
夫
高
祖
之
所
以
勝
，
而
項
籍
之
所
以
敗
者
，
在
能
忍
與
不
能
忍
之
間
而
已
矣
。
項
籍
唯
不
能
忍
，

是
以
百
戰
百
勝
而
輕
用
其
鋒
；
高
祖
忍
之
，
養
其
全
鋒
而
待
其
弊
，
此
子
房
教
之
也
。
當
淮
陰
破
齊
而

欲
自
王
，
高
祖
發
怒
，
見
於
詞
色
。
由
此
觀
之
，
猶
有
剛
強
不
忍
之
氣
，
非
子
房
其
誰
全
之
。 

太
史
公
疑
子
房
以
為
魁
梧
奇
偉
，
而
其
狀
貌
乃
如
婦
人
女
子
，
不
稱
其
志
氣
。
嗚
呼
！
此
其
所
以

為
子
房
歟
！ 

 



 
 

 
 

  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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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：
「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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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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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迹
，
不
足
以
激
發
其
志
氣
。

恐
遂
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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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升
斗
之
祿
；
偶
然
得
之
，
非
其
所
樂
。
然
幸
得

賜
歸
待
選
，
使
得
優
遊
數
年
之
間
，
將
歸
益
治
其
文
，
且
學
為
政
。
太
尉
苟
以
為
可
教
而
辱
教
之
，
又

幸
矣
。 

 



 
 

 
 

      

八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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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。 

 



 
 

 
 

   
 
 
  

九
、
阿
房
宮
賦                

杜 

牧  

 
 

六
王
畢
，
四
海
一
。
蜀
山
兀
，
阿
房
出
。
覆
壓
三
百
餘
里
，
隔
離
天
日
。
驪
山
北
構
而
西
折
，
直

走
咸
陽
。
二
川
溶
溶
，
流
入
宮
牆
。
五
步
一
樓
，
十
步
一
閣
。
廊
腰
縵
迴
，
簷
牙
高
啄
。
各
抱
地
勢
，

鉤
心
鬥
角
。
盤
盤
焉
，
囷
囷
焉
，
蜂
房
水
渦
，
矗
不
知
乎
幾
千
萬
落
。
長
橋
臥
波
，
未
雲
何
龍
？
複
道

行
空
，
不
霽
何
虹
？
高
低
冥
迷
，
不
知
西
東
。
歌
臺
暖
響
，
春
光
融
融
；
舞
殿
冷
袖
，
風
雨
淒
淒
。
一

日
之
內
，
一
宮
之
間
，
而
氣
候
不
齊
。  

 
 

妃
嬪
媵
嬙
，
王
子
皇
孫
，
辭
樓
下
殿
，
輦
來
於
秦
，
朝
歌
夜
絃
，
為
秦
宮
人
。
明
星
熒
熒
，
開
妝

鏡
也
；
綠
雲
擾
擾
，
梳
曉
鬟
也
；
渭
流
漲
膩
，
棄
脂
水
也
；
煙
斜
霧
橫
，
焚
椒
蘭
也
；
雷
霆
乍
驚
，
宮

車
過
也
；
轆
轆
遠
聽
，
杳
不
知
其
所
之
也
。
一
肌
一
容
，
盡
態
極
妍
。
縵
立
遠
視
，
而
望
幸
焉
。
有
不

得
見
者
三
十
六
年
。  

 
 

燕
趙
之
收
藏
，
韓
魏
之
經
營
，
齊
楚
之
精
英
，
幾
世
幾
年
，
剽
掠
其
人
，
倚
疊
如
山
。
一
旦
不
能

有
，
輸
來
其
閒
。
鼎
鐺
玉
石
，
金
塊
珠
礫
，
棄
擲
邐
迤
。
秦
人
視
之
，
亦
不
甚
惜
。  

 
 

嗟
乎
！
一
人
之
心
，
千
萬
人
之
心
也
。
秦
愛
紛
奢
，
人
亦
念
其
家
。
奈
何
取
之
盡
錙
銖
，
用
之
如

泥
沙
！
使
負
棟
之
柱
，
多
於
南
畝
之
農
夫
；
架
梁
之
椽
，
多
於
機
上
之
工
女
；
釘
頭
磷
磷
，
多
於
在
庾

之
粟
粒
；
瓦
縫
參
差
，
多
於
周
身
之
帛
縷
；
直
欄
橫
檻
，
多
於
九
土
之
城
郭
；
管
絃
嘔
啞
，
多
於
市
人

之
言
語
。
使
天
下
之
人
，
不
敢
言
而
敢
怒
。
獨
夫
之
心
，
日
益
驕
固
。
戍
卒
叫
，
函
谷
舉
，
楚
人
一
炬
，

可
憐
焦
土
。  

 
 

嗚
呼
！
滅
六
國
者
，
六
國
也
，
非
秦
也
；
族
秦
者
，
秦
也
，
非
天
下
也
。
嗟
夫
！
使
六
國
各
愛
其

人
，
則
足
以
拒
秦
；
秦
復
愛
六
國
之
人
，
則
遞
三
世
可
至
萬
世
而
為
君
，
誰
得
而
族
滅
也
。
秦
人
不
暇

自
哀
，
而
後
人
哀
之
；
後
人
哀
之
，
而
不
鑑
之
，
亦
使
後
人
而
復
哀
後
人
也
。 

 



 
 

 
 

 
 
 
 
 

十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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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；
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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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；
苟
以
天
下
之
大
，
而
從
六
國
破
亡
之
故
事
，
是
又
在
六
國
下
矣
。 

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