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  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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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。
」 

 

 
 



   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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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！ 

 



        

九
、
信
陵
君
救
趙
論 

             

唐
順
之 

論
者
以
竊
符
為
信
陵
君
之
罪
，
余
以
為
此
未
足
以
罪
信
陵
也
。
夫
強
秦
之
暴
亟
矣
，

今
悉
兵
以
臨
趙
，
趙
必
亡
。
趙
，
魏
之
障
也
，
趙
亡
，
則
魏
且
為
之
後
。
趙
、
魏
，
又

楚
、
燕
、
齊
諸
國
之
障
也
，
趙
、
魏
亡
，
則
楚
、
燕
、
齊
諸
國
為
之
後
。
天
下
之
勢
，

未
有
岌
岌
於
此
者
也
。
故
救
趙
者
，
亦
以
救
魏
；
救
一
國
者
，
亦
以
救
六
國
也
。
竊
魏

之
符
，
以
紓
魏
之
患
；
借
一
國
之
師
，
以
分
六
國
之
災
，
夫
奚
不
可
者
？ 

然
則
信
陵
果
無
罪
乎
？
曰
：
又
不
然
也
。
余
所
誅
者
，
信
陵
君
之
心
也
。
信
陵
一

公
子
耳
，
魏
固
有
王
也
，
趙
不
請
救
於
王
，
而
諄
諄
焉
請
救
於
信
陵
；
是
趙
知
有
信
陵
，

不
知
有
王
也
。
平
原
君
以
婚
姻
激
信
陵
，
而
信
陵
亦
自
以
婚
姻
之
故
，
欲
急
救
趙
，
是

信
陵
知
有
婚
姻
，
不
知
有
王
也
。
其
竊
符
也
，
非
為
魏
也
，
非
為
六
國
也
，
為
趙
焉
耳
。

非
為
趙
也
，
為
一
平
原
君
耳
。
使
禍
不
在
趙
，
而
在
他
國
，
則
雖
撤
魏
之
障
，
撤
六
國

之
障
，
信
陵
亦
必
不
救
。
使
趙
無
平
原
，
或
平
原
而
非
信
陵
之
姻
戚
，
雖
趙
亡
，
信
陵

亦
必
不
救
。
則
是
趙
王
與
社
稷
之
輕
重
，
不
能
當
一
平
原
公
子
；
而
魏
之
兵
甲
，
所
恃

以
固
其
社
稷
者
，
祇
以
供
信
陵
君
一
姻
戚
之
用
。
幸
而
戰
勝
，
可
也
；
不
幸
戰
不
勝
，

為
虜
於
秦
，
是
傾
魏
國
數
百
年
社
稷
以
殉
姻
戚
，
吾
不
知
信
陵
何
以
謝
魏
王
也
？
夫
竊

符
之
計
，
蓋
出
於
侯
生
，
而
如
姬
成
之
也
。
侯
生
教
公
子
以
竊
符
，
如
姬
為
公
子
竊
符

於
王
之
臥
內
，
是
二
人
亦
知
有
信
陵
，
不
知
有
王
也
。 

余
以
為
信
陵
之
自
為
計
，
曷
若
以
脣
齒
之
勢
，
激
諫
於
王
；
不
聽
，
則
以
其
欲
死

秦
師
者
，
而
死
於
魏
王
之
前
，
王
必
悟
矣
。
侯
生
為
信
陵
計
，
曷
若
見
魏
王
而
說
之
救

趙
；
不
聽
，
則
以
其
欲
死
信
陵
君
者
，
而
死
於
魏
王
之
前
，
王
亦
必
悟
矣
。
如
姬
有
意

於
報
信
陵
，
曷
若
乘
王
之
隙
，
而
日
夜
勸
之
救
；
不
聽
，
則
以
其
欲
為
公
子
死
者
，
而

死
於
魏
王
之
前
，
王
亦
必
悟
矣
。
如
此
，
則
信
陵
君
不
負
魏
，
亦
不
負
趙
；
二
人
不
負

王
，
亦
不
負
於
信
陵
君
。
何
為
計
不
出
此
？ 

信
陵
知
有
婚
姻
之
趙
，
不
知
有
王
；
內
則
幸
姬
，
外
則
鄰
國
，
賤
則
夷
門
野
人
，

又
皆
知
有
公
子
，
不
知
有
王
；
則
是
魏
僅
有
一
孤
王
耳
。
嗚
呼
，
自
世
之
衰
，
人
皆
習

於
背
公
死
黨
之
行
，
而
忘
守
節
奉
公
之
道
。
有
重
相
而
無
威
君
，
有
私
讎
而
無
義
憤
。

如
秦
人
知
有
穰
侯
，
不
知
有
秦
王
；
虞
卿
知
有
布
衣
之
交
，
不
知
有
趙
王
。
蓋
君
若
贅

旒
久
矣
！ 

  

 
 



        

十
、
鳴
機
夜
課
圖
記 

            

蔣
士
銓 

吾
母
姓
鍾
氏
，
名
令
嘉
，
字
守
箴
，
出
南
昌
名
族
，
行
九
。
幼
與
諸
兄
從
先
祖
滋

生
公
讀
書
。
十
八
歸
先
府
君
。
時
府
君
年
四
十
餘
，
任
俠
好
客
，
樂
施
與
，
散
數
千
金
，

囊
篋
蕭
然
，
賓
從
輒
滿
座
。
吾
母
脫
簪
珥
，
治
酒
漿
，
盤
罍
間
未
嘗
有
儉
色
。
越
二
載
，

生
銓
，
家
益
落
，
歷
困
苦
窮
乏
，
人
所
不
能
堪
者
，
吾
母
怡
然
無
愁
蹙
狀
；
戚
黨
人
爭

賢
之
。
府
君
由
是
得
復
遊
燕
、
趙
間
，
而
歸
吾
母
及
銓
，
寄
食
外
祖
家
。 

 
 

銓
四
齡
，
母
日
授
《
四
子
書
》
數
句
。
苦
兒
幼
不
能
執
筆
，
乃
鏤
竹
枝
為
絲
斷

之
，
詰
屈
作
波
磔
點
畫
，
合
而
成
字
，
抱
銓
坐
膝
上
教
之
。
既
識
，
即
拆
去
。
日
訓

十
字
。
明
日
令
銓
持
竹
絲
合
所
識
字
，
無
誤
乃
已
。
至
六
齡
，
始
令
執
筆
學
書
。 

 
 

先
外
祖
家
素
不
潤
，
歷
年
饑
大
凶
，
益
窘
乏
；
時
銓
及
小
奴
衣
服
冠
履
，
皆
出

於
母
。
母
工
纂
繡
組
織
，
凡
所
為
女
紅
，
令
小
奴
攜
於
市
，
人
輒
爭
購
之
；
以
是
銓

及
小
奴
，
無
襤
褸
狀
。 

 
 

先
外
祖
長
身
白
髯
，
喜
飲
酒
。
酒
酣
，
輒
大
聲
吟
所
作
詩
，
令
吾
母
指
其
疵
。

母
每
指
一
字
，
先
外
祖
滿
引
一
觥
；
數
指
之
後
，
乃
陶
然
捋
鬚
大
笑
，
舉
觴
自
呼

曰
：
「
不
意
阿
丈
乃
有
此
女
！
」
既
而
摩
銓
頂
曰
：
「
好
兒
子
！
爾
他
日
何
以
報
爾

母
？
」
銓
稚
，
不
能
答
，
投
母
懷
，
淚
涔
涔
下
；
母
亦
抱
兒
而
悲
。
簷
風
几
燭
，
若

愀
然
助
人
以
哀
者
。 

 
 

記
母
教
銓
時
，
組
紃
績
紡
之
具
，
畢
置
左
右
；
膝
置
書
，
令
銓
坐
膝
下
讀
之
。

母
手
任
操
作
，
口
授
句
讀
，
咿
唔
之
聲
，
與
軋
軋
相
間
。
兒
怠
，
則
少
加
夏
楚
；
旋

復
持
兒
泣
曰
：
「
兒
及
此
不
學
，
我
何
以
見
汝
父
？
」
至
夜
分
寒
甚
，
母
坐
於
床
，

擁
被
覆
雙
足
，
解
衣
以
胸
溫
兒
背
，
共
銓
朗
誦
之
。
讀
倦
，
睡
母
懷
；
俄
而
母
搖
銓

曰
：
「
可
以
醒
矣
！
」
銓
張
目
視
母
面
，
淚
方
縱
橫
落
，
銓
亦
泣
。
少
間
，
復
令

讀
，
雞
鳴
臥
焉
。
諸
姨
嘗
謂
母
曰
：
「
妹
，
一
兒
也
。
何
苦
乃
爾
！
」
對
曰
：
「
子

眾
可
矣
，
兒
一
不
肖
，
妹
何
託
焉
？
」 

庚
戌
，
外
祖
母
病
且
篤
，
母
侍
之
；
凡
湯
藥
飲
食
，
必
親
嘗
之
而
後
進
；
歷
四

十
晝
夜
無
倦
容
。
外
祖
母
瀕
危
，
泣
曰
：
「
女
本
弱
，
今
勞
瘁
過
諸
兄
，
憊
矣
。
他

日
婿
歸
，
為
我
言
：
『
我
死
無
恨
，
恨
不
見
女
子
成
立
；
其
善
誘
之
！
』
」
語
訖
而

卒
。
母
哀
毀
骨
立
，
水
漿
不
入
口
者
七
日
。
閭
黨
姻
婭
，
一
時
咸
以
孝
女
稱
，
至
今

弗
衰
也
。 



        

十
一
、
梅
花
嶺
記 

              

全
祖
望 

順
治
二
年
乙
酉
四
月
，
江
都
圍
急
，
督
相
史
忠
烈
公
知
勢
不
可
為
，
集
諸
將
而

語
之
曰
：
「
吾
誓
與
城
為
殉
，
然
倉
皇
中
不
可
落
於
敵
人
之
手
以
死
，
誰
為
我
臨
期
成

此
大
節
者
？
」
副
將
軍
史
德
威
慨
然
任
之
。
忠
烈
喜
曰
：
「
吾
尚
未
有
子
，
汝
當
以
同

姓
為
吾
後
。
吾
上
書
太
夫
人
，
譜
汝
諸
孫
中
。
」 

二
十
五
日
，
城
陷
。
忠
烈
拔
刀
自
裁
；
諸
將
果
爭
前
抱
持
之
。
忠
烈
大
呼
德

威
，
德
威
流
涕
，
不
能
執
刃
，
遂
為
諸
將
所
擁
而
行
。
至
小
東
門
，
大
兵
如
林
而

立
。
馬
副
使
鳴
騄
、
任
太
守
民
育
，
及
諸
將
劉
都
督
肇
基
等
皆
死
。
忠
烈
乃
瞠
目

曰
：
「
我
史
閣
部
也
！
」
被
執
至
南
門
，
和
碩
豫
親
王
以
先
生
呼
之
，
勸
之
降
，
忠
烈

大
罵
而
死
。
初
，
忠
烈
遺
言
：
「
我
死
，
當
葬
梅
花
嶺
上
。
」
至
是
，
德
威
求
公
之
骨

不
可
得
，
乃
以
衣
冠
葬
之
。 

或
曰
：
「
城
之
破
也
，
有
親
見
忠
烈
青
衣
烏
帽
，
乘
白
馬
，
出
天
寧
門
投
江
死

者
，
未
嘗
殞
於
城
中
也
。
」
自
有
是
言
，
大
江
南
北
，
遂
謂
忠
烈
未
死
。
已
而
英
、

霍
山
師
大
起
，
皆
託
忠
烈
之
名
，
彷
彿
陳
涉
之
稱
項
燕
。
吳
中
孫
公
兆
奎
，
以
起
兵

不
克
，
執
至
白
下
。
經
略
洪
承
疇
與
之
有
舊
，
問
曰
：
「
先
生
在
兵
間
，
審
知
故
揚
州

閣
部
史
公
果
死
耶
？
抑
未
死
耶
？
」
孫
公
答
曰
：
「
經
略
從
北
來
，
審
知
故
松
山
殉
難

督
師
洪
公
果
死
耶
？
抑
未
死
耶
？
」
承
疇
大
恚
，
急
呼
麾
下
驅
出
斬
之
。 

嗚
呼
！
神
仙
詭
誕
之
說
，
謂
顏
太
師
以
兵
解
，
文
少
保
亦
以
悟
大
光
明
法
蟬

蛻
，
實
未
嘗
死
。
不
知
忠
義
者
，
聖
賢
家
法
，
其
氣
浩
然
，
長
留
天
地
之
間
，
何
必

出
世
入
世
之
面
目
？
神
仙
之
說
，
所
謂
「
為
蛇
畫
足
」
。
即
如
忠
烈
遺
骸
，
不
可
問

矣
！
百
年
而
後
，
予
登
嶺
上
，
與
客
述
忠
烈
遺
言
，
無
不
淚
下
如
雨
，
想
見
當
日
圍

城
光
景
。
此
即
忠
烈
之
面
目
宛
然
可
遇
，
是
不
必
問
其
果
解
脫
否
也
。
而
況
冒
其
未

死
之
名
者
哉
！ 

墓
旁
有
丹
徒
錢
烈
女
之
冢
；
亦
以
乙
酉
在
揚
，
凡
五
死
而
得
絕
，
時
告
其
父
母

火
之
，
無
留
骨
穢
地
，
揚
人
葬
之
於
此
。
江
右
王
猷
定
、
關
中
黃
遵
巖
、
粵
東
屈
大

均
，
為
作
傳
銘
哀
詞
。 

 



        

十
七
、
諫
逐
客
書 

                 

李
斯 

 

    
 

臣
聞
吏
議
逐
客
，
竊
以
為
過
矣
。 

昔
繆
公
求
士
，
西
取
由
余
於
戎
，
東
得
百
里
奚
於
宛
，
迎
蹇
叔
於
宋
，
來
丕
豹
、

公
孫
支
於
晉
。
此
五
子
者
，
不
產
於
秦
，
繆
公
用
之
，
并
國
二
十
，
遂
霸
西
戎
。
孝
公

用
商
鞅
之
法
，
移
風
易
俗
，
民
以
殷
盛
，
國
以
富
彊
，
百
姓
樂
用
，
諸
侯
親
服
，
獲
楚
、

魏
之
師
，
舉
地
千
里
，
至
今
治
彊
。
惠
王
用
張
儀
之
計
，
拔
三
川
之
地
，
西
并
巴
、
蜀
，

北
收
上
郡
，
南
取
漢
中
，
包
九
夷
，
制
鄢
、
郢
，
東
據
成
皋
之
險
，
割
膏
腴
之
壤
，
遂

散
六
國
之
從
，
使
之
西
面
事
秦
，
功
施
到
今
。
昭
王
得
范
雎
，
廢
穰
侯
，
逐
華
陽
，
彊

公
室
，
杜
私
門
，
蠶
食
諸
侯
，
使
秦
成
帝
業
。
此
四
君
者
，
皆
以
客
之
功
。
由
此
觀
之
，

客
何
負
於
秦
哉
？
向
使
四
君
卻
客
而
不
內
，
疏
士
而
不
用
，
是
使
國
無
富
利
之
實
，
而

秦
無
彊
大
之
名
也
。 

今
陛
下
致
昆
山
之
玉
，
有
隨
、
和
之
寶
，
垂
明
月
之
珠
，
服
太
阿
之
劍
，
乘
纖
離

之
馬
，
建
翠
鳳
之
旗
，
樹
靈
鼉
之
鼓
。
此
數
寶
者
，
秦
不
生
一
焉
，
而
陛
下
說
之
，
何

也
？
必
秦
國
之
所
生
然
後
可
，
則
是
夜
光
之
璧
，
不
飾
朝
廷
；
犀
象
之
器
，
不
為
玩
好
；

鄭
、
衛
之
女
，
不
充
後
宮
；
而
駿
良
駃
騠
，
不
實
外
廄
；
江
南
金
錫
不
為
用
，
西
蜀
丹

青
不
為
采
。
所
以
飾
後
宮
，
充
下
陳
，
娛
心
意
，
說
耳
目
者
，
必
出
於
秦
然
後
可
，
則

是
宛
珠
之
簪
，
傅
璣
之
珥
，
阿
縞
之
衣
，
錦
繡
之
飾
，
不
進
於
前
，
而
隨
俗
雅
化
，
佳

冶
窈
窕
，
趙
女
不
立
於
側
也
。
夫
擊
甕
叩
缶
，
彈
箏
搏
髀
，
而
歌
呼
嗚
嗚
快
耳
者
，
真

秦
之
聲
也
。
鄭
、
衛
、
桑
間
、
韶
虞
、
武
象
者
，
異
國
之
樂
也
。
今
棄
擊
甕
叩
缶
而
就

鄭
、
衛
，
退
彈
箏
而
取
韶
虞
，
若
是
者
何
也
？
快
意
當
前
，
適
觀
而
已
矣
！
今
取
人
則

不
然
，
不
問
可
否
，
不
論
曲
直
，
非
秦
者
去
，
為
客
者
逐
。
然
則
是
所
重
者
在
乎
色
樂

珠
玉
，
而
所
輕
者
在
乎
民
人
也
！
此
非
所
以
跨
海
內
、
制
諸
侯
之
術
也
。 

臣
聞
地
廣
者
粟
多
，
國
大
者
人
眾
，
兵
彊
者
則
士
勇
。
是
以
泰
山
不
讓
土
壤
，
故

能
成
其
大
；
河
海
不
擇
細
流
，
故
能
就
其
深
；
王
者
不
卻
眾
庶
，
故
能
明
其
德
。
是
以

地
無
四
方
，
民
無
異
國
，
四
時
充
美
，
鬼
神
降
福
，
此
五
帝
三
王
之
所
以
無
敵
也
。
今

乃
棄
黔
首
以
資
敵
國
，
卻
賓
客
以
業
諸
侯
，
使
天
下
之
士
，
退
而
不
敢
西
向
，
裹
足
不

入
秦
，
此
所
謂
藉
寇
兵
而
齎
盜
糧
者
也
。 



        

二
十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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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！
」 

 
 



        

二
十
二
、
典
論
論
文 

              

曹
丕 

文
人
相
輕
，
自
古
而
然
。
傅
毅
之
於
班
固
，
伯
仲
之
間
耳
；
而
固
小
之
，
與
弟

超
書
曰
：
「
武
仲
以
能
屬
文
，
為
蘭
臺
令
史
，
下
筆
不
能
自
休
。
」
夫
人
善
於
自

見
，
而
文
非
一
體
，
鮮
能
備
善
，
是
以
各
以
所
長
，
相
輕
所
短
。
里
語
曰
：
「
家
有

敝
帚
，
享
之
千
金
。
」
斯
不
自
見
之
患
也
。 

今
之
文
人
：
魯
國
孔
融
文
舉
、
廣
陵
陳
琳
孔
璋
、
山
陽
王
粲
仲
宣
、
北
海
徐
幹

偉
長
、
陳
留
阮
瑀
元
瑜
、
汝
南
應
瑒
德
璉
、
東
平
劉
楨
公
幹
，
斯
七
子
者
，
於
學
無

所
遺
，
於
辭
無
所
假
，
咸
以
自
騁
驥
騄
於
千
里
，
仰
齊
足
而
並
馳
。
以
此
相
服
，
亦

良
難
矣
！
蓋
君
子
審
己
以
度
人
，
故
能
免
於
斯
累
，
而
作
論
文
。 

王
粲
長
於
辭
賦
，
徐
幹
時
有
齊
氣
，
然
粲
之
匹
也
。
如
粲
之
初
征
、
登
樓
、
槐

賦
、
征
思
，
幹
之
玄
猿
、
漏
卮
、
圓
扇
、
橘
賦
，
雖
張
、
蔡
不
過
也
。
然
於
他
文
，

未
能
稱
是
。
琳
、
瑀
之
章
表
書
記
，
今
之
雋
也
。
應
瑒
和
而
不
壯
；
劉
楨
壯
而
不

密
。
孔
融
體
氣
高
妙
，
有
過
人
者
；
然
不
能
持
論
，
理
不
勝
辭
，
以
至
乎
雜
以
嘲

戲
；
及
其
所
善
，
揚
、
班
儔
也
。 

常
人
貴
遠
賤
近
，
向
聲
背
實
，
又
患
闇
於
自
見
，
謂
己
為
賢
。
夫
文
本
同
而
末

異
，
蓋
奏
議
宜
雅
，
書
論
宜
理
，
銘
誄
尚
實
，
詩
賦
欲
麗
。
此
四
科
不
同
，
故
能
之

者
偏
也
；
唯
通
才
能
備
其
體
。 

文
以
氣
為
主
，
氣
之
清
濁
有
體
，
不
可
力
強
而
致
。
譬
諸
音
樂
，
曲
度
雖
均
，

節
奏
同
檢
，
至
於
引
氣
不
齊
，
巧
拙
有
素
，
雖
在
父
兄
，
不
能
以
移
子
弟
。 

蓋
文
章
，
經
國
之
大
業
，
不
朽
之
盛
事
。
年
壽
有
時
而
盡
，
榮
樂
止
乎
其
身
，

二
者
必
至
之
常
期
，
未
若
文
章
之
無
窮
。
是
以
古
之
作
者
，
寄
身
於
翰
墨
，
見
意
於

篇
籍
，
不
假
良
史
之
辭
，
不
託
飛
馳
之
勢
，
而
聲
名
自
傳
於
後
。
故
西
伯
幽
而
演

易
，
周
旦
顯
而
制
禮
，
不
以
隱
約
而
弗
務
，
不
以
康
樂
而
加
思
。
夫
然
，
則
古
人
賤

尺
璧
而
重
寸
陰
，
懼
乎
時
之
過
已
。
而
人
多
不
強
力
；
貧
賤
則
懾
於
饑
寒
，
富
貴
則

流
於
逸
樂
，
遂
營
目
前
之
務
，
而
遺
千
載
之
功
。
日
月
逝
於
上
，
體
貌
衰
於
下
，
忽

然
與
萬
物
遷
化
，
斯
志
士
之
大
痛
也
！
融
等
已
逝
，
唯
幹
著
論
，
成
一
家
言
。 

  

 
 



        

二
十
三
、
與
陳
伯
之
書 

            

丘
遲 

遲
頓
首
，
陳
將
軍
足
下
：
無
恙
，
幸
甚
！
幸
甚
！ 

將
軍
勇
冠
三
軍
，
才
為
世
出
，
棄
燕
雀
之
小
志
，
慕
鴻
鵠
以
高
翔
。
昔
因
機
變
化
，

遭
遇
明
主
，
立
功
立
事
，
開
國
稱
孤
，
朱
輪
華
轂
，
擁
旄
萬
里
，
何
其
壯
也
！
如
何
一

旦
為
奔
亡
之
虜
，
聞
鳴
鏑
而
股
戰
，
對
穹
廬
以
屈
膝
，
又
何
劣
邪
！ 

尋
君
去
就
之
際
，
非
有
他
故
，
直
以
不
能
內
審
諸
己
，
外
受
流
言
，
沉
迷
猖
獗
，

以
至
於
此
。
聖
朝
赦
罪
責
功
，
棄
瑕
錄
用
，
推
赤
心
於
天
下
，
安
反
側
於
萬
物
，
此
將

軍
之
所
知
，
不
假
僕
一
二
談
也
。
朱
鮪
涉
血
於
友
于
，
張
繡
剚
刃
於
愛
子
；
漢
主
不
以

為
疑
，
魏
君
待
之
若
舊
。
況
將
軍
無
昔
人
之
罪
，
而
勳
重
於
當
世
！
夫
迷
途
知
反
，
往

哲
是
與
；
不
遠
而
復
，
先
典
攸
高
。
主
上
屈
法
申
恩
，
吞
舟
是
漏
。
將
軍
松
柏
不
翦
，

親
戚
安
居
；
高
臺
未
傾
，
愛
妾
尚
在
。
悠
悠
爾
心
，
亦
何
可
言
！ 

今
功
臣
名
將
，
雁
行
有
序
。
佩
紫
懷
黃
，
贊
帷
幄
之
謀
；
乘
軺
建
節
，
奉
疆
埸
之

任
；
並
刑
馬
作
誓
，
傳
諸
子
孫
。
將
軍
獨
靦
顏
借
命
，
驅
馳
氈
裘
之
長
，
寧
不
哀
哉
！ 

夫
以
慕
容
超
之
強
，
身
送
東
市
；
姚
泓
之
盛
，
面
縛
西
都
。
故
知
霜
露
所
均
，
不

育
異
類
；
姬
漢
舊
邦
，
無
取
雜
種
。
北
虜
僭
盜
中
原
，
多
歷
年
所
，
惡
積
禍
盈
，
理
至

焦
爛
。
況
偽
孽
昏
狡
，
自
相
夷
戮
，
部
落
攜
離
，
酋
豪
猜
貳
。
方
當
繫
頸
蠻
邸
，
懸
首

藳
街
。
而
將
軍
魚
游
於
沸
鼎
之
中
，
燕
巢
於
飛
幕
之
上
，
不
亦
惑
乎
？ 

暮
春
三
月
，
江
南
草
長
，
雜
花
生
樹
，
群
鶯
亂
飛
。
見
故
國
之
旗
鼓
，
感
生
平
於

疇
日
，
撫
弦
登
陴
，
豈
不
愴
悢
？
所
以
廉
公
之
思
趙
將
，
吳
子
之
泣
西
河
，
人
之
情
也
，

將
軍
獨
無
情
哉
？
想
早
勵
良
規
，
自
求
多
福
。 

當
今
皇
帝
盛
明
，
天
下
安
樂
，
白
環
西
獻
，
楛
矢
東
來
；
夜
郎
滇
池
，
解
辮
請
職
；

朝
鮮
昌
海
，
蹶
角
受
化
。
唯
北
狄
野
心
，
倔
強
沙
塞
之
間
，
欲
延
歲
月
之
命
耳
。
中
軍

臨
川
殿
下
，
明
德
茂
親
，
總
茲
戎
重
，
弔
民
洛
汭
，
伐
罪
秦
中
。
若
遂
不
改
，
方
思
僕

言
。
聊
布
往
懷
，
君
其
詳
之
！
丘
遲
頓
首
。 

 
 



        

二
十
四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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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陶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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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。 

 

 
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