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一
、
核
舟
記 

 
 
 
 
 

魏
學
洢 

明
有
奇
巧
人
曰
王
叔
遠
，
能
以
徑
寸
之
木
爲
宮
室
、
器
皿
、
人
物
，
以
至
鳥
獸
、
木
石
，
罔

不
因
勢
象
形
，
各
具
情
態
。
嘗
貽
余
核
舟
一
，
蓋
大
蘇
泛
赤
壁
云
。 

舟
首
尾
長
約
八
分
有
奇
，
高
可
二
黍
許
。
中
軒
敞
者
爲
艙
，
篛
篷
覆
之
。
旁
開
小
窗
，
左
右

各
四
，
共
八
扇
。
啓
窗
而
觀
，
雕
欄
相
望
焉
。
閉
之
，
則
右
刻
「
山
高
月
小
，
水
落
石
出
」
，
左

刻
「
清
風
徐
來
，
水
波
不
興
」
，
石
青
糝
之
。 

船
頭
坐
三
人
，
中
峨
冠
而
多
髯
者
爲
東
坡
，
佛
印
居
右
，
魯
直
居
左
。
蘇
、
黃
共
閱
一
手
卷
。

東
坡
右
手
執
卷
端
，
左
手
撫
魯
直
背
。
魯
直
左
手
執
卷
末
，
右
手
指
卷
，
如
有
所
語
。
東
坡
現
右

足
，
魯
直
現
左
足
，
各
微
側
，
其
兩
膝
相
比
者
，
各
隱
卷
底
衣
褶
中
。
佛
印
絕
類
彌
勒
，
袒
胸
露

乳
，
矯
首
昂
視
，
神
情
與
蘇
、
黃
不
屬
。
臥
右
膝
，
詘
右
臂
支
船
，
而
豎
其
左
膝
，
左
臂
掛
念
珠

倚
之
，
珠
可
歷
歷
數
也
。 

舟
尾
橫
臥
一
楫
。
楫
左
右
舟
子
各
一
人
。
居
右
者
椎
髻
仰
面
，
左
手
倚
一
衡
木
，
右
手
攀
右

趾
，
若
嘯
呼
狀
。
居
左
者
右
手
執
蒲
葵
扇
，
左
手
撫
爐
，
爐
上
有
壺
，
其
人
視
端
容
寂
，
若
聽
茶

聲
然
。 其

船
背
稍
夷
，
則
題
名
其
上
，
文
曰
：
「
天
啓
壬
戌
秋
日
，
虞
山
王
毅
叔
遠
甫
刻
。
」
細
若

蚊
足
，
鉤
畫
了
了
，
其
色
墨
。
又
用
篆
章
一
，
文
曰
：
「
初
平
山
人
」
，
其
色
丹
。 

通
計
一
舟
，
爲
人
五
，
爲
窗
八
，
爲
篛
篷
，
爲
楫
，
爲
爐
，
爲
壺
，
爲
手
卷
，
爲
念
珠
各
一
；

對
聯
、
題
名
並
篆
文
，
爲
字
共
三
十
有
四
。
而
計
其
長
，
曾
不
盈
寸
。
蓋
簡
桃
核
修
狹
者
爲
之
。 

魏
子
詳
矚
既
畢
，
詫
曰
：
嘻
，
技
亦
靈
怪
矣
哉
！ 

 

 
 



二
、
朋
黨
論 

 
 
 
 
 

歐
陽
脩 

臣
聞
朋
黨
之
說
，
自
古
有
之
，
惟
幸
人
君
辨
其
君
子
小
人
而
已
。
大
凡
君
子
與
君
子
，
以
同

道
為
朋
；
小
人
與
小
人
，
以
同
利
為
朋
。
此
自
然
之
理
也
。 

然
臣
謂
小
人
無
朋
，
惟
君
子
則
有
之
。
其
故
何
哉
？
小
人
所
好
者
利
祿
也
，
所
貪
者
財
貨
也
。

當
其
同
利
之
時
，
暫
相
黨
引
以
為
朋
者
，
偽
也
。
及
其
見
利
而
爭
先
，
或
利
盡
而
交
疏
，
則
反
相

賊
害
，
雖
其
兄
弟
親
戚
，
不
能
相
保
。
故
臣
謂
小
人
無
朋
，
其
暫
為
朋
者
，
偽
也
。
君
子
則
不
然
。

所
守
者
道
義
，
所
行
者
忠
信
，
所
惜
者
名
節
。
以
之
修
身
，
則
同
道
而
相
益
；
以
之
事
國
，
則
同

心
而
共
濟
，
終
始
如
一
。
此
君
子
之
朋
也
。
故
為
人
君
者
，
但
當
退
小
人
之
偽
朋
，
用
君
子
之
真

朋
，
則
天
下
治
矣
。 

堯
之
時
，
小
人
共
工
、
驩
兜
等
四
人
為
一
朋
，
君
子
八
元
、
八
愷
十
六
人
為
一
朋
。
舜
佐
堯
，

退
四
凶
小
人
之
朋
，
而
進
元
、
愷
君
子
之
朋
，
堯
之
天
下
大
治
。
及
舜
自
為
天
子
，
而
皋
、
夔
、

稷
、
契
等
二
十
二
人
並
列
於
朝
，
更
相
稱
美
，
更
相
推
讓
。
凡
二
十
二
人
為
一
朋
，
而
舜
皆
用
之
，

天
下
亦
大
治
。
書
曰
：
「
紂
有
臣
億
萬
，
惟
億
萬
心
；
周
有
臣
三
千
，
惟
一
心
。
」
紂
之
時
，
億

萬
人
各
異
心
，
可
謂
不
為
朋
矣
，
然
紂
以
亡
國
。
周
武
王
之
臣
，
三
千
人
為
一
大
朋
，
而
周
用
以

興
。
後
漢
獻
帝
時
，
盡
取
天
下
名
士
囚
禁
之
，
目
為
黨
人
。
及
黃
巾
賊
起
，
漢
室
大
亂
。
後
方
悔

悟
，
盡
解
黨
人
而
釋
之
，
然
已
無
救
矣
。
唐
之
晚
年
，
漸
起
朋
黨
之
論
。
及
昭
宗
時
，
盡
殺
朝
之

名
士
，
或
投
之
黃
河
，
曰
：
「
此
輩
清
流
，
可
投
濁
流
。
」
而
唐
遂
亡
矣
。 

夫
前
世
之
主
，
能
使
人
人
異
心
不
為
朋
，
莫
如
紂
；
能
禁
絕
善
人
為
朋
，
莫
如
漢
獻
帝
；
能

誅
戮
清
流
之
朋
，
莫
如
唐
昭
宗
之
世
。
然
皆
亂
亡
其
國
。
更
相
稱
美
推
讓
而
不
自
疑
，
莫
如
舜
之

二
十
二
臣
，
舜
亦
不
疑
而
皆
用
之
。
然
而
後
世
不
誚
舜
為
二
十
二
人
朋
黨
所
欺
，
而
稱
舜
為
聰
明

之
聖
者
，
以
能
辨
君
子
與
小
人
也
。
周
武
之
世
，
舉
其
國
之
臣
三
千
人
共
為
一
朋
。
自
古
為
朋
之

多
且
大
，
莫
如
周
，
然
周
用
此
以
興
者
，
善
人
雖
多
而
不
厭
也
。 

嗟
乎
！
夫
興
亡
治
亂
之
迹
，
為
人
君
者
可
以
鑒
矣
。 

 

 
 



三
、
兼
愛 

 
 
 
 
 

墨
子 

聖
人
以
治
天
下
為
事
者
也
，
必
知
亂
之
所
自
起
，
焉
能
治
之
，
不
知
亂
之
所
自
起
，
則
不
能

治
。
譬
之
如
醫
之
攻
人
之
疾
者
然
，
必
知
疾
之
所
自
起
，
焉
能
攻
之
；
不
知
疾
之
所
自
起
，
則
弗

能
攻
。
治
亂
者
何
獨
不
然
，
必
知
亂
之
所
自
起
，
焉
能
治
之
；
不
知
亂
之
所
自
起
，
則
弗
能
治
。

聖
人
以
治
天
下
為
事
者
也
，
不
可
不
察
亂
之
所
自
起
。 

當
察
亂
何
自
起
？
起
不
相
愛
。
臣
子
之
不
孝
君
父
，
所
謂
亂
也
。
子
自
愛
不
愛
父
，
故
虧
父

而
自
利
；
弟
自
愛
不
愛
兄
，
故
虧
兄
而
自
利
；
臣
自
愛
不
愛
君
，
故
虧
君
而
自
利
，
此
所
謂
亂
也
。

雖
父
之
不
慈
子
，
兄
之
不
慈
弟
，
君
之
不
慈
臣
，
此
亦
天
下
之
所
謂
亂
也
。
父
自
愛
也
不
愛
子
，

故
虧
子
而
自
利
；
兄
自
愛
也
不
愛
弟
，
故
虧
弟
而
自
利
；
君
自
愛
也
不
愛
臣
，
故
虧
臣
而
自
利
。

是
何
也
？
皆
起
不
相
愛
。 

雖
至
天
下
之
為
盜
賊
者
亦
然
，
盜
愛
其
室
不
愛
其
異
室
，
故
竊
異
室
以
利
其
室
；
賊
愛
其
身

不
愛
人
，
故
賊
人
以
利
其
身
。
此
何
也
？
皆
起
不
相
愛
。
雖
至
大
夫
之
相
亂
家
，
諸
侯
之
相
攻
國

者
亦
然
。
大
夫
各
愛
其
家
，
不
愛
異
家
，
故
亂
異
家
以
利
其
家
；
諸
侯
各
愛
其
國
，
不
愛
異
國
，

故
攻
異
國
以
利
其
國
，
天
下
之
亂
物
具
此
而
已
矣
。
察
此
何
自
起
？
皆
起
不
相
愛
。 

若
使
天
下
兼
相
愛
，
愛
人
若
愛
其
身
，
猶
有
不
孝
者
乎
？
視
父
兄
與
君
若
其
身
，
惡
施
不
孝
？

猶
有
不
慈
者
乎
？
視
弟
子
與
臣
若
其
身
，
惡
施
不
慈
？
故
不
孝
不
慈
亡
有
，
猶
有
盜
賊
乎
？
故
視

人
之
室
若
其
室
，
誰
竊
？
視
人
身
若
其
身
，
誰
賊
？
故
盜
賊
亡
有
。
猶
有
大
夫
之
相
亂
家
、
諸
侯

之
相
攻
國
者
乎
？
視
人
家
若
其
家
，
誰
亂
？
視
人
國
若
其
國
，
誰
攻
？
故
大
夫
之
相
亂
家
、
諸
侯

之
相
攻
國
者
亡
有
。 

若
使
天
下
兼
相
愛
，
國
與
國
不
相
攻
，
家
與
家
不
相
亂
，
盜
賊
無
有
，
君
臣
父
子
皆
能
孝
慈
，

若
此
則
天
下
治
。
故
聖
人
以
治
天
下
為
事
者
，
惡
得
不
禁
惡
而
勸
愛
？
故
天
下
兼
相
愛
則
治
，
交

相
惡
則
亂
。
故
子
墨
子
曰
：
「
不
可
以
不
勸
愛
人
者
，
此
也
。
」 

 

 
 



四
、
登
泰
山
記 

 
 
 
 
 

姚
鼐  

泰
山
之
陽
，
汶
水
西
流
；
其
陰
，
濟
水
東
流
。
陽
谷
皆
入
汶
，
陰
谷
皆
入
濟
。
當
其
南
北
分

者
，
古
長
城
也
。
最
高
日
觀
峰
，
在
長
城
南
十
五
里
。 

 

余
以
乾
隆
三
十
九
年
十
二
月
，
自
京
師
乘
風
雪
，
歷
齊
河
、
長
清
，
穿
泰
山
西
北
谷
，
越
長

城
之
限
，
至
於
泰
安
。
是
月
丁
未
，
與
知
府
朱
孝
純
子
潁
由
南
麓
登
。
四
十
五
里
，
道
皆
砌
石
為

磴
，
其
級
七
千
有
餘
。 

泰
山
正
南
面
有
三
谷
。
中
谷
繞
泰
安
城
下
，
酈
道
元
所
謂
環
水
也
。
余
始
循
以
入
，
道
少
半
，

越
中
嶺
，
複
循
西
谷
，
遂
至
其
巔
。
古
時
登
山
，
循
東
谷
入
，
道
有
天
門
。
東
谷
者
，
古
謂
之
天

門
溪
水
，
余
所
不
至
也
。
今
所
經
中
嶺
及
山
巔
崖
限
當
道
者
，
世
皆
謂
之
天
門
云
。
道
中
迷
霧
冰

滑
，
磴
幾
不
可
登
。
及
既
上
，
蒼
山
負
雪
，
明
燭
天
南
。
望
晚
日
照
城
郭
，
汶
水
、
徂
徠
如
畫
，

而
半
山
居
霧
若
帶
然
。 

 

戊
申
晦
，
五
鼓
，
與
子
潁
坐
日
觀
亭
，
待
日
出
。
大
風
揚
積
雪
擊
面
。
亭
東
自
足
下
皆
雲
漫
。

稍
見
雲
中
白
若
樗
蒱
數
十
立
者
，
山
也
。
極
天
雲
一
線
異
色
，
須
臾
成
五
彩
，
日
上
，
正
赤
如
丹
，

下
有
紅
光
動
搖
承
之
。
或
曰
，
此
東
海
也
。
回
視
日
觀
以
西
峰
，
或
得
日
，
或
否
，
絳
皜
駁
色
，

而
皆
若
僂
。 

 

亭
西
有
岱
祠
，
又
有
碧
霞
元
君
祠
。
皇
帝
行
宮
在
碧
霞
元
君
祠
東
。
是
日
，
觀
道
中
石
刻
，

自
唐
顯
慶
以
來
，
其
遠
古
刻
盡
漫
失
。
僻
不
當
道
者
，
皆
不
及
往
。 

 

山
多
石
，
少
土
。
石
蒼
黑
色
，
多
平
方
，
少
圓
。
少
雜
樹
，
多
松
，
生
石
罅
，
皆
平
頂
。
冰

雪
，
無
瀑
水
。
無
鳥
獸
音
跡
。
至
日
觀
數
里
內
無
樹
，
而
雪
與
人
膝
齊
。 

 

 
 



五
、
黃
州
快
哉
亭
記 

 
 
 
 
 

蘇
轍 

江
出
西
陵
，
始
得
平
地
，
其
流
奔
放
肆
大
。
南
合
沅
、
湘
，
北
合
漢
、
沔
，
其
勢
益
張
。
至

於
赤
壁
之
下
，
波
流
浸
灌
，
與
海
相
若
。
清
河
張
君
夢
得
，
謫
居
齊
安
，
即
其
廬
之
西
南
為
亭
，

以
覽
觀
江
流
之
勝
；
而
余
兄
子
瞻
名
之
曰
﹁
快
哉
﹂
。 

 
 

蓋
亭
之
所
見
，
南
北
百
里
，
東
西
一
舍
。
濤
瀾
洶
湧
，
風
雲
開
闔
。
晝
則
舟
楫
出
沒
於
其
前
；

夜
則
魚
龍
悲
嘯
於
其
下
。
變
化
倏
忽
，
動
心
駭
目
，
不
可
久
視
。
今
乃
得
翫
之
几
席
之
上
，
舉
目

而
足
。
西
望
武
昌
諸
山
，
岡
陵
起
伏
，
草
木
行
列
。
煙
消
日
出
，
漁
夫
樵
父
之
舍
，
皆
可
指
數
。

此
其
所
以
為
﹁
快
哉
﹂
者
也
。
至
於
長
洲
之
濱
，
故
城
之
墟
；
曹
孟
德
、
孫
仲
謀
之
所
睥
睨
，
周

瑜
、
陸
遜
之
所
騁
騖
；
其
流
風
遺
跡
，
亦
足
以
稱
快
世
俗
。 

昔
楚
襄
王
從
宋
玉
、
景
差
於
蘭
臺
之
宮
，
有
風
颯
然
至
者
，
王
披
襟
當
之
，
曰
：
﹁
快
哉
此

風
！
寡
人
所
與
庶
人
共
者
耶
？
﹂
宋
玉
曰
：
﹁
此
獨
大
王
之
雄
風
耳
！
庶
人
安
得
共
之
！
﹂
玉
之

言
，
蓋
有
諷
焉
！
夫
風
無
雄
雌
之
異
，
而
人
有
遇
不
遇
之
變
。
楚
王
之
所
以
為
樂
，
與
庶
人
之
所

以
為
憂
，
此
則
人
之
變
也
，
而
風
何
與
焉
？ 

士
生
於
世
，
使
其
中
不
自
得
，
將
何
往
而
非
病
？
使
其
中
坦
然
，
不
以
物
傷
性
，
將
何
適
而

非
快
？
今
張
君
不
以
謫
為
患
，
竊
會
計
之
餘
功
，
而
自
放
山
水
之
間
，
此
其
中
宜
有
以
過
人
者
。

將
蓬
戶
甕
牖
，
無
所
不
快
；
而
況
乎
濯
長
江
之
清
流
，
挹
西
山
之
白
雲
，
窮
耳
目
之
勝
以
自
適
也

哉
？
不
然
，
連
山
絕
壑
，
長
林
古
木
，
振
之
以
清
風
，
照
之
以
明
月
，
此
皆
騷
人
思
士
之
所
以
悲

傷
憔
悴
而
不
能
勝
者
，
烏
睹
其
為
快
也
哉
？ 

 

元
豐
六
年
十
一
月
朔
日
趙
郡
蘇
轍
記
。 

 

 
 



六
、
遊
廬
山
記 

 
 
 
 
 

惲
敬  

廬
山
據
潯
陽
彭
蠡
之
會
，
環
三
面
皆
水
也
。
凡
大
山
得
水
，
能
敵
其
大
以
蕩
潏
之
則
靈
。
而

江
湖
之
水
，
吞
吐
夷
曠
，
與
海
水
異
。
故
並
海
諸
山
多
壯
鬱
，
而
廬
山
有
娛
逸
之
觀
。 

 

嘉
慶
十
有
八
年
三
月
己
卯
，
敬
以
事
絕
宮
亭
，
泊
左
蠡
。
庚
辰
，
艤
星
子
，
因
往
遊
焉
。
是

日
往
白
鹿
洞
，
望
五
老
峰
，
過
小
三
峽
，
駐
獨
對
亭
，
振
鑰
頓
文
會
堂
。
有
桃
一
株
，
方
花
，
右

芭
蕉
一
株
，
葉
方
茁
。
月
出
後
，
循
貫
道
溪
，
曆
釣
台
石
、
眠
鹿
場
，
右
轉
達
後
山
。
松
杉
千
萬

為
一
桁
，
橫
五
老
峰
之
麓
焉
。 

 

辛
巳
，
由
三
峽
澗
，
陟
歡
喜
亭
。
亭
廢
，
道
險
甚
。
求
李
氏
山
房
遺
址
，
不
可
得
。
登
含
鄱

嶺
，
大
風
嘯
於
嶺
背
，
由
隧
來
。
風
止
，
攀
太
乙
峰
。
東
南
望
南
昌
城
，
迤
北
望
彭
澤
，
皆
隔
湖
，

湖
光
湛
湛
然
。
頃
之
，
地
如
卷
席
，
漸
隱
；
復
頃
之
，
至
湖
之
中
；
復
頃
之
，
至
湖
壖
，
而
山
足

皆
隱
矣
。
始
知
雲
之
障
自
遠
至
也
。
於
是
四
山
皆
蓬
蓬
然
，
而
大
雲
千
萬
成
陣
，
起
山
後
，
相
馳

逐
布
空
中
，
勢
且
雨
，
遂
不
至
五
老
峰
而
下
。
窺
玉
淵
潭
，
憩
棲
賢
寺
。
回
望
五
老
峰
，
乃
夕
日

穿
漏
，
勢
相
倚
負
。
返
，
宿
於
文
會
堂
。 

壬
午
，
道
萬
杉
寺
，
飲
三
分
池
。
未
抵
秀
峰
寺
里
所
，
即
見
瀑
布
在
天
中
。
既
及
門
，
因
西

瞻
青
玉
峽
，
詳
睇
香
爐
峰
，
盥
於
龍
井
。
求
太
白
讀
書
堂
，
不
可
得
。
返
，
宿
秀
峰
寺
。 

乙
酉
，
曉
望
瀑
布
，
倍
未
雨
時
。
出
山
五
里
所
，
至
神
林
浦
，
望
瀑
布
益
明
。
山
沈
沈
蒼
釅

一
色
，
岩
谷
如
削
平
。
頃
之
，
香
爐
峰
下
白
雲
一
縷
起
，
遂
團
團
相
銜
出
；
復
頃
之
，
遍
山
皆
團

團
然
；
復
頃
之
，
則
相
與
為
一
。
山
之
腰
皆
弇
之
，
其
上
下
仍
蒼
釅
一
色
：
生
平
所
未
睹
也
。
夫

雲
者
，
水
之
征
、
山
之
靈
所
泄
也
。
敬
故
於
是
遊
所
歷
，
皆
類
記
之
，
而
於
雲
獨
記
其
詭
變
，
足

以
娛
性
逸
情
如
是
，
以
詒
後
之
好
事
者
焉
。(

節
錄)

 

 

 
 



七
、
歸
去
來
辭
並
序 

 
 
 
 
 

陶
淵
明 

余
家
貧
，
耕
植
不
足
以
自
給
。
幼
稚
盈
室
，
瓶
無
儲
粟
，
生
生
所
資
，
未
見
其
術
。
親
故
多

勸
余
為
長
吏
，
脫
然
有
懷
，
求
之
靡
途
。
會
有
四
方
之
事
，
諸
侯
以
惠
愛
為
德
，
家
叔
以
余
貧
苦
，

遂
見
用
於
小
邑
。
於
時
風
波
未
靜
，
心
憚
遠
役
。
彭
澤
去
家
百
里
，
公
田
之
利
，
足
以
為
酒
，
故

便
求
之
。
及
少
日
，
眷
然
有
歸
歟
之
情
。
何
則
？
質
性
自
然
，
非
矯
厲
所
得
；
饑
凍
雖
切
，
違
己

交
病
。
嘗
從
人
事
，
皆
口
腹
自
役
。
於
是
悵
然
慷
慨
，
深
愧
平
生
之
志
。
猶
望
一
稔
，
當
斂
裳
宵

逝
。
尋
程
氏
妹
喪
於
武
昌
，
情
在
駿
奔
，
自
免
去
職
。
仲
秋
至
冬
，
在
官
八
十
餘
日
。
因
事
順
心
，

命
篇
曰
《
歸
去
來
兮
》
。
乙
巳
歲
十
一
月
也
。 

歸
去
來
兮
！
田
園
將
蕪
，
胡
不
歸
？
既
自
以
心
為
形
役
，
奚
惆
悵
而
獨
悲
？
悟
已
往
之
不
諫
，

知
來
者
之
可
追
，
實
迷
途
其
未
遠
，
覺
今
是
而
昨
非
。 

舟
搖
搖
以
輕
颺
，
風
飄
飄
而
吹
衣
，
問
征
夫
以
前
路
，
恨
晨
光
之
熹
微
。
乃
瞻
衡
宇
，
載
欣

載
奔
。
僮
僕
歡
迎
，
稚
子
候
門
。
三
徑
就
荒
，
松
菊
猶
存
。
攜
幼
入
室
，
有
酒
盈
罇
。
引
壺
觴
以

自
酌
，
眄
庭
柯
以
怡
顏
，
倚
南
窗
以
寄
傲
，
審
容
膝
之
易
安
。
園
日
涉
以
成
趣
，
門
雖
設
而
常
關
。

策
扶
老
以
流
憩
，
時
矯
首
而
遐
觀
。
雲
無
心
以
出
岫
，
鳥
倦
飛
而
知
還
。
景
翳
翳
以
將
入
，
撫
孤

松
而
盤
桓
。 

歸
去
來
兮
！
請
息
交
以
絕
遊
，
世
與
我
而
相
遺
，
復
駕
言
兮
焉
求
？
悅
親
戚
之
情
話
，
樂
琴

書
以
消
憂
。
農
人
告
余
以
春
及
，
將
有
事
乎
西
疇
。
或
命
巾
車
，
或
棹
孤
舟
，
既
窈
窕
以
尋
壑
，

亦
崎
嶇
而
經
丘
。
木
欣
欣
以
向
榮
，
泉
涓
涓
而
始
流
。
羨
萬
物
之
得
時
，
感
吾
生
之
行
休
。
已
矣

乎
！
寓
形
宇
內
復
幾
時
？
曷
不
委
心
任
去
留
，
胡
為
遑
遑
欲
何
之
？
富
貴
非
吾
願
，
帝
鄉
不
可
期
。

懷
良
辰
以
孤
往
，
或
植
杖
而
耘
耔
，
登
東
皋
以
舒
嘯
，
臨
清
流
而
賦
詩
。
聊
乘
化
以
歸
盡
，
樂
夫

天
命
復
奚
疑
？ 

 

 
 



八
、
秋
水 

 
 
 
 
 

莊
子 

秋
水
時
至
，
百
川
灌
河
。
涇
流
之
大
，
兩
涘
渚
崖
之
間
，
不
辨
牛
馬
。
於
是
焉
河
伯
欣
然
自

喜
，
以
天
下
之
美
為
盡
在
己
。
順
流
而
東
行
，
至
於
北
海
。
東
面
而
視
，
不
見
水
端
，
於
是
焉
河

伯
始
旋
其
面
目
，
望
洋
向
若
而
歎
曰
︰
「
野
語
有
之
曰
︰
『
聞
道
百
，
以
為
莫
己
若
者
』
，
我
之

謂
也
。
且
夫
我
嘗
聞
少
仲
尼
之
聞
而
輕
伯
夷
之
義
者
，
始
吾
弗
信
，
今
我
睹
子
之
難
窮
也
，
吾
非

至
於
子
之
門
，
則
殆
矣
！
吾
長
見
笑
於
大
方
之
家
。
」 

北
海
若
曰
︰
「
井
蛙
不
可
以
語
於
海
者
，
拘
於
虛
也
；
夏
蟲
不
可
以
語
於
冰
者
，
篤
於
時
也
；

曲
士
不
可
以
語
於
道
者
，
束
於
教
也
。
今
爾
出
於
崖
涘
，
觀
於
大
海
，
乃
知
爾
醜
。
爾
將
可
與
語

大
理
矣
。
天
下
之
水
，
莫
大
於
海
，
萬
川
歸
之
，
不
知
何
時
止
而
不
盈
；
尾
閭
泄
之
，
不
知
何
時

已
而
不
虛
；
春
秋
不
變
，
水
旱
不
知
。
此
其
過
江
河
之
流
，
不
可
為
量
數
。
而
吾
未
嘗
以
此
自
多

者
，
自
以
比
形
於
天
地
而
受
氣
於
陰
陽
，
吾
在
於
天
地
之
間
，
猶
小
石
小
木
之
在
大
山
也
，
方
存

乎
見
少
，
又
奚
以
自
多
？
計
四
海
之
在
天
地
之
間
也
，
不
似
礨
空
之
在
大
澤
乎
？
計
中
國
之
在
海

內
，
不
似
稊
米
之
在
太
倉
乎
？
號
物
之
數
謂
之
萬
，
人
處
一
焉
；
人
卒
九
州
，
穀
食
之
所
生
，
舟

車
之
所
通
，
人
處
一
焉
；
此
其
比
萬
物
也
，
不
似
毫
末
之
在
於
馬
體
乎
？
五
帝
之
所
連
，
三
王
之

所
爭
，
仁
人
之
所
憂
，
任
士
之
所
勞
，
盡
此
矣
。
伯
夷
辭
之
以
為
名
，
仲
尼
語
之
以
為
博
，
此
其

自
多
也
，
不
似
爾
向
之
自
多
於
水
乎
？
」 

河
伯
曰
：「
然
則
吾
大
天
地
而
小
毫
末
可
乎
？
」
北
海
若
曰
：「
否
。
夫
物
，
量
無
窮
，
時
無

止
，
分
無
常
，
終
始
無
故
。
是
故
大
知
觀
於
遠
近
，
故
小
而
不
寡
，
大
而
不
多
，
知
量
無
窮
；
證

曏
今
故
，
故
遙
而
不
悶
，
掇
而
不
跂
，
知
時
無
止
；
察
乎
盈
虛
，
故
得
而
不
喜
，
失
而
不
憂
，
知

分
之
無
常
也
；
明
乎
坦
塗
，
故
生
而
不
說
，
死
而
不
禍
，
知
終
始
之
不
可
故
也
。
計
人
之
所
知
，

不
若
其
所
不
知
；
其
生
之
時
，
不
若
未
生
之
時
。
以
其
至
小
，
求
窮
其
至
大
之
域
，
是
故
迷
亂
而

不
能
自
得
也
。
由
此
觀
之
，
又
何
以
知
毫
末
之
足
以
定
至
細
之
倪
！
又
何
以
知
天
地
之
足
以
窮
至

大
之
域
！
」 

 

 
 



九
、
前
赤
壁
賦 

 
 
 
 
 

蘇
軾 

壬
戌
之
秋
，
七
月
既
望
，
蘇
子
與
客
泛
舟
遊
於
赤
壁
之
下
。
清
風
徐
來
，
水
波
不
興
。
舉
酒

屬
客
，
誦
明
月
之
詩
，
歌
窈
窕
之
章
。
少
焉
，
月
出
於
東
山
之
上
，
徘
徊
於
斗
牛
之
間
。
白
露
橫

江
，
水
光
接
天
。
縱
一
葦
之
所
如
，
凌
萬
頃
之
茫
然
。
浩
浩
乎
如
馮
虛
御
風
，
而
不
知
其
所
止
；

飄
飄
乎
如
遺
世
獨
立
，
羽
化
而
登
仙
。 

於
是
飲
酒
樂
甚
，
扣
舷
而
歌
之
。
歌
曰
：
「
桂
棹
兮
蘭
槳
，
擊
空
明
兮
泝
流
光
。
渺
渺
兮
予

懷
，
望
美
人
兮
天
一
方
。
」
客
有
吹
洞
簫
者
，
倚
歌
而
和
之
，
其
聲
嗚
嗚
然
：
如
怨
、
如
慕
、
如

泣
、
如
訴
；
餘
音
嫋
嫋
，
不
絕
如
縷
；
舞
幽
壑
之
潛
蛟
，
泣
孤
舟
之
嫠
婦
。 

蘇
子
愀
然
，
正
襟
危
坐
而
問
客
曰
：
「
何
為
其
然
也
？
」 

客
曰
：
「
『
月
明
星
稀
，
烏
鵲
南
飛
』
，
此
非
曹
孟
德
之
詩
乎
？
西
望
夏
口
，
東
望
武
昌
；

山
川
相
繆
，
鬱
乎
蒼
蒼
。
此
非
孟
德
之
困
於
周
郎
者
乎
？
方
其
破
荊
州
，
下
江
陵
，
順
流
而
東
也
，

舳
艫
千
里
，
旌
旗
蔽
空
，
釃
酒
臨
江
，
橫
槊
賦
詩
，
固
一
世
之
雄
也
，
而
今
安
在
哉
！
況
吾
與
子
，

漁
樵
於
江
渚
之
上
，
侶
魚
蝦
而
友
麋
鹿
；
駕
一
葉
之
扁
舟
，
舉
匏
樽
以
相
屬
；
寄
蜉
蝣
於
天
地
，

渺
滄
海
之
一
粟
。
哀
吾
生
之
須
臾
，
羨
長
江
之
無
窮
；
挾
飛
仙
以
遨
遊
，
抱
明
月
而
長
終
；
知
不

可
乎
驟
得
，
託
遺
響
於
悲
風
。
」 

蘇
子
曰
：
「
客
亦
知
夫
水
與
月
乎
？
逝
者
如
斯
，
而
未
嘗
往
也
；
盈
虛
者
如
彼
，
而
卒
莫
消

長
也
，
蓋
將
自
其
變
者
而
觀
之
，
則
天
地
曾
不
能
以
一
瞬
；
自
其
不
變
者
而
觀
之
，
則
物
與
我
皆

無
盡
也
。
而
又
何
羨
乎
？
且
夫
天
地
之
間
，
物
各
有
主
。
苟
非
吾
之
所
有
，
雖
一
毫
而
莫
取
；
惟

江
上
之
清
風
，
與
山
間
之
明
月
；
耳
得
之
而
為
聲
，
目
遇
之
而
成
色
。
取
之
無
禁
，
用
之
不
竭
。

是
造
物
者
之
無
盡
藏
也
，
而
吾
與
子
之
所
共
適
。
」 

客
喜
而
笑
，
先
盞
更
酌
。
肴
核
既
盡
，
杯
盤
狼
藉
。
相
與
枕
藉
乎
舟
中
，
不
知
東
方
之
既
白
。 

 

 
 



十
、
尚
節
亭
記 

 
 
 
 
 

劉
基 

古
人
植
卉
木
而
有
取
義
焉
者
，
豈
徒
為
玩
好
而
已
。
故
蘭
取
其
芳
，
諼
草
取
其
忘
憂
，
蓮
取

其
出
汙
而
不
染
。
不
特
卉
木
也
，
佩
以
玉
，
環
以
象
，
坐
右
之
器
以
攲
；
或
以
之
比
德
而
自
勵
，

或
以
之
懲
志
而
自
警
，
進
德
修
業
，
於
是
乎
有
裨
焉
。 

會
稽
黃
中
立
，
好
植
竹
，
取
其
節
也
，
故
為
亭
竹
間
，
而
名
之
曰
﹁
尚
節
之
亭
﹂
，
以
為
讀

書
遊
藝
之
所
，
淡
乎
無
營
乎
外
之
心
也
。
予
觀
而
喜
之
。 

夫
竹
之
為
物
，
柔
體
而
虛
中
，
婉
婉
焉
而
不
為
風
雨
摧
折
者
，
以
其
有
節
也
。
至
於
涉
寒
暑
，

蒙
霜
雪
，
而
柯
不
改
，
葉
不
易
，
色
蒼
蒼
而
不
變
，
有
似
乎
臨
大
節
而
不
可
奪
之
君
子
。
信
乎
有

諸
中
，
形
於
外
，
為
能
踐
其
形
也
。
然
則
以
節
言
竹
，
複
何
以
尚
之
哉
！ 

世
衰
道
微
，
能
以
節
立
身
者
鮮
矣
。
中
立
抱
材
未
用
，
而
早
以
節
立
志
，
是
誠
有
大
過
人
者
，

吾
又
安
得
不
喜
之
哉
！ 

夫
節
之
時
義
，
大
易
備
矣
；
無
庸
外
而
求
也
。
草
木
之
節
，
實
枝
葉
之
所
生
，
氣
之
所
聚
，

筋
脈
所
湊
。
故
得
其
中
和
，
則
暢
茂
條
達
，
而
為
美
植
；
反
之
，
則
為
瞞
為
液
，
為
癭
腫
，
為
樛

屈
，
而
以
害
其
生
矣
。
是
故
春
夏
秋
冬
之
分
至
，
謂
之
節
；
節
者
，
陰
陽
寒
暑
轉
移
之
機
也
。
人

道
有
變
，
其
節
乃
見
；
節
也
者
，
人
之
所
難
處
也
，
於
是
乎
有
中
焉
。
故
讓
國
、
大
節
也
，
在
泰

伯
則
是
，
在
季
子
則
非
；
守
死
、
大
節
也
，
在
子
思
則
宜
，
在
曾
子
則
過
。
必
有
義
焉
，
不
可
膠

也
。
擇
之
不
精
，
處
之
不
當
，
則
不
為
暢
茂
條
達
，
而
為
瞞
液
、
癭
腫
、
樛
屈
矣
。
不
亦
遠
哉
？ 

傳
曰
：
﹁
行
前
定
則
不
困
。
﹂
平
居
而
講
之
，
他
日
處
之
裕
如
也
。
然
則
中
立
之
取
諸
竹
以

名
其
亭
，
而
又
與
吾
徒
游
，
豈
苟
然
哉
？ 

 

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