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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
注
禮
記
補
疏

曲
禮
檀
弓

喬

秀
岩

撰

曲
禮

安
民
哉

鄭
氏
以
記
人
引
曲
禮
至
安
定
辭
止
安
民
哉
三
字
爲
記

人
評
論
之
辭
又
因
安
民
爲
人
君
之
事
故
注
下
經
敖
不

可
長
云
云
擧
桀
紂
爲
說
孔
疏
述
鄭
意
皆
不
誤
鄭
氏
善

於
詳
玩
經
文
結
構
故
八
佾
祭
如
在
祭
神
如
神
在
鄭
注

謂
下
句
所
以
解
釋
上
句
本
篇
下
經
孝
子
不
服
闇
不
登

危
懼
辱
親
也
鄭
注
謂
不
登
危
懼
辱
親
兩
句
並
所
以
解

釋
上
句
凡
此
等
皆
可
見
鄭
注
之
精
妙
爲
宋
以
降
諸
儒

所
不
及

賢
者
狎
而
敬
之

賢
者
二
字
於
狎
而
敬
之
畏
而
愛
之
爲
目
此
經
言
接
待

賢
者
之
道
故
下
經
愛
而
知
其
惡
憎
而
知
其
善
鄭
注
乃

云
謂
凡
與
人
交
注
意
明
白
孔
疏
自
不
誤
惟
因
後
世
語

言
習
慣
不
同
往
往
以
爲
鄭
注
迂
曲
故
朱
熹
解
此
經
爲

賢
者
待
人
之
道
顯
非
鄭
意
而
朱
彬
雜
引
鄭
朱
兩
家
無

所
辨
析
令
人
迷
惑
又
案
下
經
幼
子
常
視
毋
誑
亦
以
幼

子
二
字
爲
下
文
之
目
所
言
接
待
幼
子
之
道
而
後
人
往

往
以
爲
幼
子
儀
容
與
此
正
同

道
德
仁
義
非
禮
不
成

此
皆
常
言
故
鄭
無
注
孔
疏
先
論
道
者
通
物
之
名
云
云

後
乃
言
此
經
道
謂
才
藝
德
謂
善
行
云
云
前
後
兩
說
不

同
今
案
前
說
當
出
熊
安
生
或
皇
侃
而
熊
安
生
又
引
老

子
爲
說
故
孔
疏
據
大
司
樂
注

道
多
才
藝
者
德
能
躬
行
者

駁
之
蓋
欲
以
大
司
樂
注
爲
道
藝
之
定
訓
然
大
司
樂
注

終
不
宜
施
於
此
經
故
孔
疏
稱
今
謂
下
又
言
道
德
有
大

小
云
云
不
得
不
自
亂
其
說
當
知
讀
鄭
注
不
可
拘
泥
定

訓
大
上
貴
德
其
次
務
施
報

鄭
氏
以
大
上
爲
帝
皇
之
世
其
次
爲
三
王
之
世
孔
疏
引

熊
安
生
附
會
老
子
道
德
經
三
等
德
據
以
論
三
皇
與
五

帝
之
差
等
此
卽
孔
序
所
謂
熊
氏
違
背
本
經
多
引
外
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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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失

拙
著
義
疏
學
衰
亡
史
論
曾
論
此

然
孔
疏
僅
言
三
王

之
世
獨
親
其
親
獨
子
其
子
不
明
引
禮
運
故
鄭
義
漸
晦

今
案
此
經
下
文
禮
尚
往
來
鄭
氏
據
以
知
務
施
報
卽
謂

禮
而
據
禮
運
知
親
親
尊
尊
自
夏
禹
始
興
故
以
大
上
爲

帝
皇
其
次
爲
三
王
禮
始
興
宋
淸
學
人
皆
僅
據
人
情
自

然
論
大
上
與
其
次
全
不
顧
鄭
注
可
見
鄭
氏
以
經
解
經

專
據
經
文
爲
解
不
同
於
宋
淸
學
人
雖
或
自
稱
以
經
解

經
終
究
以
合
情
合
理
爲
準
亦
可
見
熊
安
生
等
義
疏
家

以
鄭
注
爲
既
成
事
實
專
注
於
其
內
容
而
較
少
關
注
鄭

注
之
所
以
然
及
鄭
氏
作
注
之
思
維
過
程

又
此
注
以
其
次
務
施
報
爲
三
王
之
世
禮
始
興
乃
鄭
氏

禮
學
之
要
義
故
表
記
報
者
天
下
之
利
也
鄭
注
亦
云
報

謂
禮
也
禮
尚
往
來
鄭
注
孝
經
先
王
有
至
德
要
道
卽
以

禹
當
先
王

夫
爲
人
子
者
三
賜
不
及
車
馬

孔
疏
云
不
云
不
受
而
云
不
及
者
受
是
已
到
之
目
明
人

子
非
唯
外
跡
不
受
抑
亦
心
所
不
及
於
此
賜
也
不
敢
受

賜
者
心
也
不
受
由
心
故
有
五
稱
也
孔
疏
下
文
又
云
車

馬
之
賜
進
退
由
於
君
命
今
言
不
受
者
君
子
仕
辭
位
不

辭
祿

案
此
鄭
注
雍
也
文

其
賜
終
必
受
之
故
鄭
注
下
文
不

敢
受
重
賜
者
心
也
今
案
前
後
兩
說
顯
爲
矛
盾
疑
或
前

說
出
舊
疏
後
說
出
唐
人
與
鄭
注
明
言
卿
大
夫
士
之
子

不
受
天
子
諸
侯
之
子
不
受
是
不
受
之
外
跡
若
言
其
心

則
不
敢
以
成
尊
比
踰
於
父
自
卑
遠
於
君
是
也
鄭
意
不

及
卽
不
受
非
謂
其
心
當
知
孔
疏
前
說
穿
鑿
實
非
鄭
旨

至
若
後
說
則
以
進
退
由
君
命
之
愚
忠
敎
條
爲
根
據
以

爲
心
不
敢
受
其
實
受
之
則
更
是
虛
設
本
心
之
二
心
虛

僞
思
維
顯
乖
鄭
義
蓋
義
疏
家
據
鄭
注
成
文
探
討
理
論

故
忽
於
鄭
注
之
所
以
然
鄭
注
不
敢
受
重
賜
者
心
也
如

此
而
五
者
備
有
焉
此
所
以
解
釋
經
文
故
字
亦
卽
解
釋

不
及
車
馬
與
孝
慈
弟
仁
信
之
關
聯
謂
不
及
車
馬
之
人

子
則
其
心
孝
慈
弟
仁
信
五
事
皆
備
孔
疏
讀
不
敢
受
重

賜
者
心
也
爲
一
句
非
也

附
案
坊
記
云
父
母
在
饋
獻
不
及

車

馬

元
人

呉

澄

謂

此

經

三

賜
不

及

車

馬

與
坊

記

同

義

淸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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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引

之

因

襲

其

說

此

與

鄭
氏

必

詳

審

上

下
字

字

句

句

探
求

其
獨
特
意
義
正
相
反

不
登
高
云
云

鄭
注
爲
其
近
危
辱
也
孔
疏
云
危
解
不
登
高
不
臨
深
辱

釋
不
訾
不
笑
也
案
此
說
不
誤
而
未
言
鄭
氏
何
以
言
危

辱
此
注
實
據
下
經
不
登
危
懼
辱
親
兩
句

不
登
危
懼
辱
親
也

鄭
意
此
兩
句
所
以
述
孝
子
不
服
闇
之
理
由
孔
疏
云
一

則
爲
卒
有
非
常
二
則
闇
中
行
事
好
生
物
嫌
此
說
不
誤

而
尚
欠
明
晰
何
則
其
言
爲
卒
有
非
常
五
字
卽
鄭
注
原

文
無
所
解
釋
至
二
則
以
下
始
又
言
暗
中
行
事
則
卒
有

非
常
一
似
與
闇
中
行
事
無
關
是
以
後
人
多
視
不
登
危

如
同
不
登
高
而
與
不
服
闇
並
列
然
若
如
此
解
則
不
登

高
亦
有
辱
親
之
虞
實
不
可
解
反
言
之
惟
因
不
登
高
與

辱
親
無
關
故
鄭
氏
謂
不
登
危
與
懼
辱
親
並
列
不
登
危

猶
言
不
履
險
當
知
鄭
氏
虛
心
探
索
經
義
不
拘
字
詞
常

義
及
現
世
倫
理
道
德
觀
念
而
一
以
經
文
上
下
文
理
爲

重
此
鄭
學
之
所
以
爲
鄭
學
而
與
後
世
諸
儒
不
同
也

童
子
不
衣
裘
裳

鄭
注
裘
大
溫
消
陰
氣
使
不
堪
苦
不
衣
裘
裳
便
易
此
注

先
言
裘
下
當
言
裳
不
當
合
言
裘
裳
孔
疏
云
若
著
裳
則

不
便
亦
不
云
裘
故
撫
本
考
異
謂
下
裘
字
衍
其
說
甚
是

然
孔
疏
又
云
熱
消
陰
氣
則
不
堪
苦
使
言
苦
使
則
似
謂

給
役
又
與
鄭
注
下
句
便
易
相
關
今
案
此
經
童
子
不
衣

裘
裳
以
童
子
二
字
爲
不
衣
裘
裳
之
目
文
法
與
上
經
幼

子
常
視
毋
誑
同
是
言
長
者
對
待
童
子
之
法
非
謂
童
子

自
律
然
則
不
衣
裘
裳
謂
不
使
童
子
著
裘
裳
鄭
注
述
其

理
由
云
裘
大
溫
消
陰
氣
使
不
堪
苦
意
謂
長
者
使
童
子

著
裘
則
令
童
子
苦
於
陰
氣
耗
盡
使
不
堪
苦
之
使
與
給

役
無
關
今
孔
疏
云
不
堪
苦
使
不
知
是
孔
氏
誤
會
鄭
意

抑
或
傳
本
誤
衍
使
字

毋
踖
席
摳
衣
趨
隅

孔
疏
以
從
上
升
席
爲
踖
席
又
引
熊
安
生
說
以
爲
踖
席

猶
逆
席
故
鄭
云
必
由
下
玉
藻
升
席
不
由
前
與
此
經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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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今
案
此
經
僅
言
趨
隅
不
言
上
下
則
踖
席
當
如
玉
藻

由
前
不
當
由
前
則
當
由
端
升
端
有
上
下
則
當
由
下
升

故
鄭
於
踖
席
無
注
至
趨
隅
乃
言
升
席
必
由
下
必
由
下

者
不
得
由
上
亦
不
得
由
前
熊
安
生
見
注
言
必
由
下
遂

以
踖
席
爲
由
上
是
據
鄭
注
成
文
思
索
經
義
而
不
思
鄭

注
之
所
以
然

必
愼
唯
諾

鄭
注
不
先
擧
見
問
乃
應
孔
疏
云
擧
猶
問
也
謂
不
先
問

也
案
下
經
主
人
不
問
客
不
先
擧
鄭
注
客
自
外
來
宜
問

其
安
否
無
恙
及
所
爲
來
故
孔
疏
云
擧
亦
問
也
若
主
人

未
問
則
客
不
可
先
問
也
孔
疏
先
後
均
以
不
先
擧
爲
不

先
問
疑
非
鄭
義
蓋
客
不
先
擧
者
若
客
先
擧
妨
礙
主
人

問
安
否
等
則
不
先
擧
未
必
謂
不
先
問
且
不
知
客
有
何

問
案
雜
記
過
而
擧
君
之
諱
則
起
鄭
注
擧
猶
言
也
此
注

及
下
經
不
先
擧
恐
當
泛
言
不
先
言
語
孔
疏
見
下
經
主

人
不
問
遂
以
不
先
擧
皆
解
爲
不
先
問
可
謂
草
率

毋
淫
視

鄭
注
淫
視
睇

也
諸
本
多
作
眄
或
作
盻
撫
本
考
異
云
當

作

今
案
撫
州
本
釋
文
並
足
利
所
藏
越
刊
八
行
本
及
紹

興
九
年
刊
毛
詩
正
義
卷
十
九
小
宛
引
此
注
皆
作

乃
顧

千
里
撰
撫
本
考
異
時
所
未
睹
實
可
證
顧
氏
不
誤
作

卽
北
宋
監
本
舊
貌
南
宋
人
據
通
俗
字
學
改
作
眄
潘
氏

舊
藏
越
刊
八
行
本
仍
用
原
版
而
剜
改
筆
畫
作
眄
可
歎

也
斂
髮
毋
髢

鄭
注
髢
髲
也
毋
垂
餘
如
髲
也
案
越
刊
八
行
注
疏
足
利

藏
本
作
毋
垂
歛
歛
卽
斂
字
而
潘
氏
舊
藏
本
挖
改
作
餘

其
餘
諸
本
撫
本
以
下
至
今
莫
不
皆
作
餘
案
上
檀
弓
總

八
寸
鄭
注
總
束
髮
垂
爲
飾
孔
疏
束
髮
垂
餘
之
總
垂
八

寸
是
垂
束
髮
之
餘
爲
總
今
此
注
毋
垂
□
如
髲
未
言
束

髮
而
言
餘
則
不
知
何
物
當
以
作
斂
爲
正
又
案
孔
疏
云

古
人
重
髮
以
纚
韜
之
不
使
垂
也
若
如
此
說
斂
髮
卽
纚

士
冠
禮
注
云
纚
一
幅
長
六
尺
足
以
韜
髮
而
結
之
矣
是

斂
髮
無
餘
可
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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侍
坐
於
長
者
屨
不
上
於
堂

鄭
注
屨
賤
空
則
不
陳
於
尊
者
之
側
孔
疏
云
長
者
在
堂

而
侍
者
屨
賤
故
脫
於
階
下
不
著
上
堂
若
長
者
在
室
則

侍
者
得
著
屨
上
堂
而
不
得
入
室
戸
外
有
二
屨
是
也
案

此
顯
非
鄭
義
注
意
謂
所
脫
之
屨
不
得
持
上
堂
非
謂
著

屨
不
得
上
堂
鄉
飮
酒
無
算
爵
說
屨
揖
讓
如
初
升
坐
鄭

注
必
說
於
下
者
屨
賤
不
空
居
堂
鄉
射
無
算
爵
說
屨
乃

升
鄭
注
說
屨
者
將
坐
空
屨
褻
賤
不
宜
在
堂
也
皆
與
此

注
同
義
孔
疏
牽
涉
上
經
戸
外
有
二
屨
而
無
視
此
注
空

則
不
陳
之
明
文
何
也
其
實
著
屨
自
不
妨
升
堂
故
鄉
飮

酒
疏
云
凡
堂
上
行
禮
之
法
立
行
禮
不
說
屨
坐
則
說
屨

孔
疏
蓋
據
後
世
禮
俗
讀
禮
記
故
竟
忘
禮
經
學
之
通
例

而
不
自
知

諸
母
不
漱
裳

鄭
注
庶
母
賤
可
使
漱
衣
不
可
使
漱
裳
裳
賤
尊
之
者
亦

所
以
遠
別
孔
疏
云
裳
卑
褻
也
欲
尊
崇
於
兄
弟
之
母
故

不
可
使
漱
裳
耳
又
欲
遠
別
也
今
案
鄭
注
尊
之
者
謂
尊

適
子
之
裳
非
謂
尊
庶
母
庶
母
因
其
賤
而
不
可
使
漱
裳

是
裳
尊
也
裳
本
卑
褻
而
今
尊
之
者
亦
所
以
遠
別
言
亦

者
亦
此
經
上
文
男
女
不
雜
坐
不
同
椸
枷
不
同
巾
櫛
不

親
授
嫂
叔
不
通
問
諸
事
皆
所
以
遠
別
也
孔
疏
據
鄭
注

裳
賤
尊
之
者
五
字
強
解
謂
尊
崇
庶
母
故
不
使
漱
裳
又

因
此
說
已
解
釋
不
使
漱
裳
之
理
故
鄭
注
亦
所
以
遠
別

之
亦
字
又
不
得
不
改
作
又
字
言
又
所
以
遠
別
蓋
此
經

遠
別
之
義
甚
嚴
非
唐
人
所
敢
從
故
孔
疏
曲
解
如
此

不
以
隱
疾

鄭
注
此
在
常
語
之
中
爲
後
難
諱
也
春
秋
傳
曰
名
終
將

諱
之
隱
疾
衣
中
之
疾
也
謂
若
黑
臀
黑
肱
矣
疾
在
外
者

雖
不
得
言
尚
可
指
摘
此
則
無
時
可
辟
俗
語
云
隱
疾
難

爲
醫
孔
疏
不
詳
解
鄭
注
隱
疾
之
義
然
桓
公
六
年
杜
注

云
隱
痛
疾
患
辟
不
祥
孔
疏
據
以
非
曲
禮
注
云
黑
臀
黑

肱
本
非
疾
病
以
證
隱
疾
非
其
類
也
今
案
左
傳
不
以
國

不
以
官
不
以
山
川
不
以
隱
疾
不
以
畜
牲
不
以
器
幣
周

人
以
諱
事
神
名
終
將
諱
之
故
以
國
則
廢
名
以
官
則
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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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
以
山
川
則
廢
主
以
畜
牲
則
廢
祀
以
器
幣
則
廢
禮
其

不
以
者
六
事
而
以
廢
僅
列
五
事
不
言
以
隱
疾
則
廢
某

事
是
隱
疾
與
避
諱
無
關
固
得
如
杜
解
使
鄭
氏
注
左
傳

當
亦
如
杜
解
今
注
曲
禮
則
不
得
如
此
何
則
曲
禮
並
列

國
日
月
隱
疾
山
川
四
事
下
無
廢
某
事
等
說
則
四
事
一

貫
當
爲
一
義
國
日
月
山
川
既
爲
難
諱
則
隱
疾
亦
當
如

此
於
是
鄭
氏
特
創
衣
中
之
疾
一
說
此
解
固
屬
牽
強
但

不
如
此
則
經
文
駁
雜
無
經
義
可
言
當
知
此
注
可
見
鄭

氏
經
學
之
宗
旨
與
唐
以
降
諸
儒
僅
知
經
文
所
言
之
事

不
同

進
食
之
禮

此
章
分
四
段
進
食
之
禮
客
若
降
等
侍
食
於
長
者
侍
飮

於
長
者
四
句
各
爲
其
下
文
之
目
故
主
人
未
辯
客
不
虛

口
鄭
注
云
客
自
敵
以
上
其
酳
不
待
主
人
飽
可
見
鄭
意

終
段
皆
蒙
客
若
降
等
一
句

水
潦
降
不
獻
魚
鼈

鄭
注
不
饒
多
也
孔
疏
云
天
降
下
水
潦
魚
鼈
難
得
故
注

云
不
饒
多
也
盧
植
庾
蔚
之
等
並
以
爲
然
孔
疏
又
云
或

解
鄭
云
不
饒
多
者
以
爲
水
潦
降
下
魚
鼈
豐
足
不
饒
益

其
多
今
案
盧
植
庾
蔚
之
等
說
非
所
以
解
釋
鄭
意
鄭
意

當
如
後
說
故
下
曲
禮
云
不
饒
富
鄭
注
云
備
而
已
勿
多

於
禮
若
如
前
說
則
注
當
云
禮
許
儉
不
非
無
也
等

君
言
不
宿
於
家

鄭
注
引
聘
禮
若
有
言
則
以
束
帛
如
享
禮
案
撫
本
考
異

云
撫
本
及
諸
本
若
字
皆
譌
君
唯
山
井
鼎
所
據
宋
板
不

誤
今
檢
足
利
所
藏
越
刊
八
行
本
作
若
不
誤
而
潘
氏
舊

藏
同
版
後
印
本
就
原
版
若
字
挖
改
筆
畫
作
君
是
越
刊

八
行
本
本
傳
北
宋
監
本
之
舊
而
經
南
宋
中
期
人
妄
改

從
譌
本
可
歎
也

君
子
不
盡
人
之
歡
不
竭
人
之
忠

鄭
注
歡
謂
飮
食
忠
謂
衣
服
之
物
然
鄉
飮
酒
酬
賓
節
及

士
虞
禮
九
飯
節
專
言
飮
食
而
注
皆
連
引
不
竭
人
之
忠

者
賈
疏
均
以
曲
禮
注
爲
對
文
儀
禮
注
爲
散
文
今
案
此

卽
禮
記
注
之
特
色
鄭
氏
於
行
文
中
引
用
禮
記
文
句
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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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
散
文
義
其
注
禮
記
則
必
用
對
文
分
析
何
則
若
謂
散

文
則
上
下
兩
句
約
略
同
義
籠
統
成
一
義
鄭
氏
注
經
特

重
經
文
不
容
其
字
句
散
漫
重
複
可
有
可
無
故
鄭
注
必

欲
句
句
分
別
詳
審
其
義
又
探
索
上
下
句
連
貫
組
織
之

主
旨

君
子
抱
孫
不
抱
子

禮
曰
君
子
抱
孫
不
抱
子
此
言
孫
可
以
爲
王
父
尸
子
不

可
以
爲
父
尸
鄭
注
以
孫
與
祖
同
昭
穆
孔
疏
云
抱
孫
不

抱
子
者
謂
祭
祀
之
禮
必
須
尸
尸
必
以
孫
今
子
孫
行
並

幼
弱
則
必
抱
孫
爲
尸
不
得
抱
子
爲
尸
今
案
孔
疏
牽
混

上
下
文
句
籠
統
解
釋
以
爲
抱
孫
爲
尸
不
思
祭
祖
以
孫

爲
尸
則
其
祖
已
故
豈
謂
鬼
現
身
抱
孫
乎
荒
唐
可
笑
宋

人
張
載
已
知
其
謬
此
經
記
人
先
引
舊
禮
君
子
抱
孫
不

抱
子
實
據
平
時
起
居
之
常
態
言
祖
孫
之
親
近
而
已
其

下
記
人
述
其
含
義
謂
祖
孫
親
近
故
孫
可
以
爲
祖
之
尸

是
以
鄭
氏
以
昭
穆
同
爲
解
孔
疏
急
於
講
述
經
文
大
旨

實
不
足
以
知
鄭
學

乘
必
以
几

孔
疏
云
几
案
在
式
之
上
尊
者
有
所
敬
事
以
手
據
之
几

上
有
冪
君
以
羔
皮
以
虎
緣
之
今
案
不
知
孔
疏
何
據
乘

車
以
几
見
士
昏
禮
故
淸
人
江
永
已
知
乘
車
履
几
而
上

而
以
此
乘
車
者
爲
尸
則
仍
失
鄭
旨
此
經
君
知
所
以
爲

尸
者
則
自
下
之
尸
必
式
乘
必
以
几
十
八
字
連
貫
君
下

車
故
尸
式
以
爲
禮
此
時
君
已
下
車
尸
仍
在
車
上
則
其

次
乘
必
以
几
必
謂
君
回
上
車
不
言
可
知
故
鄭
注
云
尊

者
愼
也
尊
者
自
謂
君
非
謂
尸
君
必
履
几
者
所
以
防
顚

倒
故
云
愼
也
上
文
君
知
所
以
爲
尸
者
則
自
下
之
鄭
注

尊
尸
也
是
謂
君
敬
重
此
爲
尸
者
非
謂
爲
尸
者
之
身
尊

知
死
而
不
知
生
傷
而
不
弔

鄭
注
云
弔
傷
皆
謂
致
命
辭
也
今
案
鄭
必
謂
此
經
皆
致

命
辭
者
知
死
不
知
生
而
弔
乃
爲
常
事
故
上
檀
弓
所
識

其
兄
弟
不
同
居
者
皆
弔
鄭
注
云
就
其
家
弔
之

弔
喪
弗
能
賻

此
段
經
注
孔
疏
不
置
一
辭
案
弔
喪
弗
能
賻
至
不
問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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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舍
三
事
亦
見
表
記
而
表
記
上
文
云
君
子
不
以
辭
盡

人
云
云
下
文
云
故
君
子
之
接
如
水
云
云
故
鄭
彼
注
云

皆
辟
有
言
而
無
其
實
今
此
三
事
下
文
云
賜
人
者
不
曰

來
取
與
人
者
不
問
其
所
欲
鄭
注
云
皆
謂
傷
恩
也
云
云

言
皆
者
皆
弔
喪
弗
能
賻
至
不
問
其
所
欲
凡
五
事
而
上

段
知
生
者
弔
知
死
者
傷
云
云
鄭
注
云
人
恩
各
施
於
所

知
也
是
鄭
氏
以
恩
爲
此
上
下
兩
段
經
文
連
貫
之
主
旨

又
案
鄭
注
言
恩
猶
今
人
言
感
情

如
本
篇
下
經
夫
人
之
諱

臣
不
諱
也
鄭
注
臣
於
夫
人
之
家
恩
遠
也
上
檀
弓
吾
許
其
大
而

不
許
其
細
何
居
命
之
哭
鄭
注
記
此
者
善
其
不
奪
人
之
恩
下
檀

弓
君
遇
柩
於
路
必
使
人
弔
之
鄭
注
君
於
民
臣
有
父
母
之
恩
又

如
駁
異
義
云
設
事
言
死
凡
人
於
恩
猶
不
然
況
賢
聖
乎
皆
其
顯

例
凡
祭
於
公
者
必
自
徹
其
俎

鄭
注
臣
不
敢
煩
君
使
也
大
夫
以
下
或
使
人
歸
之
孔
疏

云
此
謂
士
助
君
祭
也
若
大
夫
以
上
則
君
使
人
歸
之
於

俎
而
禮
本
並
云
大
夫
以
下
或
使
人
歸
之
是
鄭
因
君
以

明
臣
言
大
夫
以
下
自
祭
其
廟
則
使
人
歸
賓
俎
今
案
此

經
凡
祭
於
公
者
鄭
注
臣
不
敢
煩
君
使
是
泛
論
臣
助
君

祭
之
禮
明
甚
而
孔
疏
謂
此
經
僅
據
士
其
大
夫
以
上
不

如
此
豈
其
然
乎
孔
氏
所
見
諸
本
皆
作
大
夫
以
下
而
其

前
說
忽
以
注
文
作
大
夫
以
上
爲
前
提
絕
不
可
取
此
當

以
孔
疏
後
說
爲
得
之
鄭
注
先
言
臣
助
君
祭
之
禮
後
言

大
夫
以
下
或
云
云
有
別
於
君
是
鄭
注
連
言
之
體
例
上

下
連
貫
初
無
疑
義

入
竟
而
問
禁

入
竟
而
問
禁
入
國
而
問
俗
入
門
而
問
諱
鄭
注
皆
爲
敬

主
人
也
今
案
記
人
以
此
三
句
入
此
章
末
者
當
因
問
諱

二
字
而
已
然
鄭
氏
思
索
經
文
通
關
上
下
之
義
旨
故
於

上
經
君
所
無
私
諱
並
廟
中
不
諱
鄭
注
均
言
尊
無
二
今

此
注
云
敬
主
人
實
與
上
注
尊
無
二
相
呼
應

日
而
行
事
則
必
踐
之

鄭
注
踐
讀
曰
善
聲
之
誤
也
孔
疏
引
王
肅
云
卜
得
可
行

之
日
必
履
而
行
之
踐
履
也
此
王
非
鄭
義
而
孔
疏
無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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辨
析
後
人
多
從
王
肅
今
案
鄭
意
此
記
故
曰
以
下
記
人

引
成
語
兩
句
相
偶
上
句
則
弗
非
也
爲
疑
而
筮
之
之
結

果
下
句
則
必
踐
之
亦
當
爲
日
而
行
事
之
結
果
且
既
言

行
事
矣
又
云
履
行
則
語
義
重
複
故
鄭
必
破
讀
爲
解
蓋

鄭
氏
詳
玩
經
文
於
字
裡
行
間
探
求
聖
賢
奧
義
王
肅
則

不
然
不
疑
字
詞
常
義
據
以
解
釋
經
文
所
述
平
實
簡
易

而
讀
經
如
讀
朝
報
可
謂
無
趣

故
君
子
式
黃
髮

鄭
注
發
句
言
故
明
此
眾
篇
雜
辭
也
今
案
此
經
上
文
婦

人
不
立
乘
犬
馬
不
上
於
堂
其
義
淺
顯
與
君
子
式
黃
髮

之
間
無
關
聯
可
言
故
鄭
氏
謂
此
經
記
人
匯
錄
眾
篇
雖

有
故
字
上
下
經
文
實
無
關
聯
反
言
之
鄭
氏
每
遇
此
類

語
詞
必
欲
探
索
上
下
經
文
之
關
聯
反
復
詳
審
知
無
關

聯
可
言
乃
言
是
眾
篇
雜
辭

君
命
召
雖
賤
人
大
夫
士
必
自
御
之

此
經
孔
疏
述
鄭
注
不
誤
宋
人
張
載
云
御
謂
御
車
奉
君

命
而
召
雖
云
召
者
賤
使
者
當
親
御
之
今
案
此
章
上
下

多
乘
車
之
禮
而
鄭
注
破
讀
御
爲
訝
故
張
氏
有
此
解
然

上
注
已
言
此
章
眾
篇
雜
辭
此
經
未
必
謂
乘
車
且
君
何

得
徵
召
無
名
之
庶
民
孰
謂
君
召
人
必
以
車
也
宋
朝
或

有
此
事
經
書
當
無
此
義
故
鄭
氏
破
讀
因
破
讀
故
詳
述

其
義
又
引
經
傳
爲
證
鄭
注
解
經
往
往
不
用
字
詞
常
義

則
皆
引
經
傳
爲
證
王
肅
以
來
學
者
往
往
欲
據
字
詞
常

義
及
後
世
常
識
讀
經
文
遂
以
鄭
注
爲
非
不
知
虛
心
體

會
鄭
氏
之
精
義

曲
禮
下

執
天
子
之
器
則
上
衡

鄭
注
此
衡
謂
與
心
平
孔
疏
云
凡
言
衡
有
二
處
若
大
夫

衡
視
則
面
爲
衡
此
爲
天
子
執
器
則
上
衡
謂
高
心
也
既

有
二
處
不
同
故
鄭
云
此
衡
與
心
平
明
他
衡
者
不
與
心

平
也
今
案
孔
疏
知
鄭
注
云
此
衡
則
有
別
於
其
餘
諸
衡

字
實
得
讀
鄭
注
之
要
領
至
謂
凡
言
衡
有
二
處
則
是
唐

初
義
疏
學
訓
詁
固
化
之
傾
向
有
乖
鄭
氏
望
文
爲
訓
之

宗
旨
鄭
意
衡
平
也
而
此
經
上
文
言
凡
奉
者
當
心
故
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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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衡
平
衡
特
據
與
心
平
爲
衡
如
此
而
已
唐
初
義
疏
家

必
謂
衡
有
二
處
是
刻
舟
之
見

不
能
則
辭
以
疾

鄭
注
射
者
所
以
觀
德
唯
有
疾
可
以
辭
孔
疏
云
射
以
表

德
士
既
升
朝
必
宜
有
德
若
不
能
則
是
素
餐
之
辱
兼
辱

君
不
知
人
誤
用
己
也
今
案
鄭
意
君
使
士
射
所
以
觀
其

能
力
高
低
故
士
無
論
善
射
與
否
均
當
與
射
不
得
推
辭

惟
其
有
疾
者
不
勝
引
弓
自
不
與
射
故
辭
以
疾
經
不
能

二
字
謂
體
力
不
堪
射
孔
則
解
不
能
爲
不
善
射
並
謂
君

命
此
人
爲
士
是
君
以
此
人
有
德
若
不
善
射
則
猶
如
揭

露
君
主
用
人
之
失
故
必
須
稱
疾
辭
退
不
得
獻
醜
此
實

逼
人
虛
僞
之
道
夫
堯
舜
爲
君
亦
不
能
群
臣
皆
賢
無
不

肖
者
後
世
澆
漓
反
必
欲
遮
蔽
臣
僚
之
庸
愚
以
便
粉
飾

君
主
用
人
之
明
顚
倒
黑
白
醜
惡
至
極
當
知
此
歪
曲
之

論
出
於
孔
穎
達
等
後
人
之
小
慧
而
鄭
氏
絕
無
此
邪

氣

參
上
曲
禮
三
賜
不

及
車
馬
條
檀
弓
是
以
爲
恭
世
子
條
案

虛
設
本
心
實
爲
澆
世
之
論
顯
背
禮
義
如
曲
禮
曰
弔
喪
弗
能
賻

不
問
其
所
費
問
疾
弗
能
遺
不
問
其
所
欲
見
人
弗
能
館
不
問
其

所
舍
檀
弓
曰
伯
高
之
喪
孔
氏
之
使
者
未
至
冉
子
攝
束
帛
乘
馬

而
將
之
孔
子
曰
異
哉
徒
使
我
不
誠
於
伯
高
此
等
皆
所
以
嚴
防

虛
僞
之
道
因
禮
不
容
虛
設
本
心
故
也
鄭
氏
深
知
禮
義
固
無
虛

僞
之
論
觀
孔
疏
可
見
二
心
虛
僞
思
維
之
漸
興

君
子
行
禮
不
求
變
俗

鄭
注
求
猶
務
也
不
務
變
其
故
俗
重
本
也
謂
去
先
祖
之

國
居
他
國
孔
疏
述
鄭
義
畢
引
鄭
志
云
云
而
云
如
鄭
之

意
不
變
所
往
之
國
舊
時
風
俗
與
此
不
同
者
熊
氏
云
若

人
臣
出
居
他
國
亦
不
忘
本
故
云
不
變
本
國
風
俗
人
君

務
在
化
民
因
其
舊
俗
往
之
新
國
不
須
改
也
然
則
不
求

變
俗
其
文
雖
一
但
人
君
人
臣
兩
義
不
同
今
案
鄭
志
之

外
鄭
注
周
禮
二
引
此
句
注
儀
禮
一
引
此
句
其
義
均
謂

不
改
所
往
新
國
民
俗
且
周
禮
誦
訓
注
明
稱
曲
禮
曰
是

鄭
有
二
解
可
知
若
論
其
事
固
爲
人
君
人
臣
之
別
則
熊

氏
說
亦
不
誤
而
熊
氏
尚
未
得
鄭
意
何
則
鄭
意
此
章
下

至
新
國
之
法
皆
述
去
先
祖
之
國
居
他
國
者
之
事
故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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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去
國
三
世
爵
祿
有
列
於
朝
出
入
有
詔
於
國
鄭
注
云

猶
不
變
者
云
云
卽
據
此
經
不
求
變
俗
而
言
又
下
章
君

子
已
孤
不
更
名
鄭
注
云
亦
重
本
言
亦
者
亦
此
經
注
云

重
本
是
鄭
意
此
章
與
下
章
旨
趣
連
貫
皆
君
子
重
本
之

事
鄭
氏
解
此
經
章
旨
既
如
此
則
其
注
此
章
必
當
謂
不

改
自
己
故
國
舊
俗
不
容
解
釋
爲
不
改
所
往
新
國
民
俗

可
知
然
經
言
不
求
變
俗
似
當
謂
不
求
於
人
若
據
自
己

不
改
自
不
待
求
也
故
鄭
注
不
得
不
強
解
云
求
猶
務
也

凡
鄭
注
云
某
猶
某
者
蓋
多
鄭
氏
救
窮
之
巧
說
鄭
氏
固

知
君
子
行
禮
不
求
變
俗
八
字
單
獨
論
之
自
當
理
解
爲

不
改
所
往
新
國
民
俗
初
無
疑
義
故
鄭
志
及
鄭
注
他
經

引
此
八
字
皆
如
此
解
惟
其
當
注
禮
記
則
必
須
詳
玩
上

下
文
理
探
索
經
義
一
貫
之
旨
據
以
解
釋
否
則
不
成
其

爲
經
書
全
注
故
也
又
案
上
曲
禮
君
子
不
盡
人
之
歡
不

竭
人
之
忠
鄭
氏
於
注
儀
禮
兩
引
之
義
與
注
曲
禮
不
同

賈
公
彥
以
對
文
散
文
解
之
今
此
不
求
變
俗
亦
對
文
散

文
之
比
而
又
不
便
謂
之
爲
對
文
散
文
鄙
意
此
類
當
謂

斷
章
求
義
與
經
書
全
注
之
別
不
求
變
俗
如
此
不
竭
人

之
忠
亦
如
此
鄭
氏
兩
解
分
別
淸
晰
絕
非
遊
移
兩
說
後

世
諸
儒
直
求
經
文
所
言
之
事
是
以
僅
知
斷
章
求
義
之

法
不
知
詳
玩
上
下
文
理
故
終
不
得
鄭
旨

君
子
將
營
宮
室

此
段
經
文
孔
無
疏
而
以
下
經
凡
家
造
以
下
爲
一
節
今

案
上
經
公
事
不
私
議
自
屬
其
上
不
入
公
門
爲
一
章
此

君
子
將
營
宮
室
言
諸
侯
下
經
凡
家
造
以
下
言
大
夫
皆

言
經
始
之
事
自
屬
一
章
越
刊
八
行
本
見
孔
疏
以
凡
家

造
以
下
爲
一
段
遂
以
此
經
附
上
章
末
殊
非
其
宜

男
女
相
答
拜
也

鄭
注
嫌
遠
別
不
相
答
拜
以
明
之
孔
疏
云
男
女
宜
別
或

嫌
棄
不
相
答
云
云
故
鄭
云
嫌
遠
別
不
相
答
拜
以
明
之

今
案
孔
疏
以
明
之
三
字
上
承
故
鄭
云
是
解
釋
鄭
注
旨

意
之
辭
非
鄭
注
原
文
今
撫
州
本
越
刊
八
行
本
以
下
現

存
諸
本
鄭
注
均
有
以
明
之
三
字
當
爲
衍
文
淸
人
孫
希

旦
知
此
三
字
上
無
所
承
不
知
所
明
何
事
遂
補
故
字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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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以
明
之
此
猶
誤
認
偷
賊
爲
家
主
使
其
著
衣
冠

立
之
主
曰
帝

鄭
注
同
之
天
神
案
祭
義
唯
聖
人
爲
能
饗
帝
鄭
注
云
帝

天
也
鄭
學
以
五
天
帝
感
生
帝
爲
要
義
故
言
帝
必
解
爲

天
神
今
以
人
鬼
而
稱
帝
卽
同
之
天
神
孔
疏
引
崔
靈
恩

云
古
者
帝
王
生
死
同
稱
生
稱
帝
者
死
亦
稱
帝
崔
以
生

時
稱
帝
爲
常
以
後
世
現
實
論
古
制
乖
離
鄭
學
甚
遠

五
官
致
貢
曰
享

孔
疏
釋
經
謂
五
官
爲
此
章
上
文
歷
言
之
后
天
官
地
官

六
府
六
工
五
者
至
其
釋
注
畢
乃
稱
今
謂
又
云
五
官
卽

上
文
天
子
之
五
官
曰
司
徒
司
馬
司
空
司
士
司
寇
是
孔

疏
前
後
兩
說
末
尾
更
引
熊
安
生
說
以
爲
五
等
諸
侯
又

非
之
蓋
孔
疏
前
說
當
出
皇
侃
孔
穎
達
等
以
皇
說
爲
非

又
見
熊
說
亦
不
可
取
故
自
爲
後
說
皇
侃
往
往
於
經
文

上
下
段
之
關
係
附
會
別
義
如
喪
服
小
記
親
親
以
三
爲

五
至
不
爲
女
君
之
子
服
凡
八
節
皇
侃
附
會
大
傳
服
數

有
六
是
其
顯
例

見
拙
作
義
疏
學
衰
亡
史
論

此
章
天
子
有

后
至
天
子
之
六
工
經
文
凡
五
段
皇
侃
遂
以
當
末
尾
之

五
官
亦
其
巧
說
其
分
析
經
文
上
下
文
理
固
本
鄭
氏
注

經
之
法
而
皇
侃
附
會
遠
出
鄭
學
之
外
此
經
五
官
鄭
氏

無
注
上
經
天
官
五
官
六
府
六
工
鄭
注
每
言
殷
制
因
其

與
周
官
顯
異
故
也
至
此
五
官
則
不
言
殷
制
而
引
大
宰

令
百
官
府
各
正
其
治
云
云
示
其
事
與
周
制
合
是
以
五

官
爲
泛
言
不
必
質
言
爲
何
代
之
制
經
文
有
不
可
究
詰

者
寧
可
不
論
此
亦
鄭
注
之
奧
妙
所
在
孔
疏
兩
說
並
熊

說
皆
非
鄭
義

言
諡
爲
類

孔
疏
引
王
肅
云
請
諡
於
天
子
必
以
其
實
爲
諡
類
於
平

生
之
行
也
又
引
何
胤
云
類
其
德
而
稱
之
如
經
天
緯
地

曰
文
也
孔
疏
其
下
又
申
述
鄭
義
固
不
誤
而
未
爲
辨
析

今
案
王
何
兩
家
僅
據
諡
爲
何
物
解
釋
類
字
然
此
經
上

文
死
曰
薨
以
下
依
次
言
之
曰
復
曰
既
葬
而
曰
言
諡
是

此
經
言
言
諡
之
事
非
言
諡
名
且
既
葬
見
天
子
爲
類
見

則
言
諡
曰
類
亦
當
其
比
是
鄭
氏
據
經
文
順
序
爲
此
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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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
王
何
兩
家
僅
論
諡
之
爲
名
而
已
不
足
以
釋
此
經

寡
君
之
老

鄭
注
此
謂
諸
侯
之
卿
上
大
夫
今
案
卿
卽
上
大
夫
重
言

之
者
玉
藻
云
上
大
夫
曰
下
臣
擯
者
曰
寡
君
之
老
彼
言

上
大
夫
故
此
注
亦
言
上
大
夫
惟
不
知
鄭
氏
自
爲
重
言

抑
或
後
人
見
孔
疏
引
玉
藻
而
補
入

於
外
曰
子

鄭
注
云
魯
春
秋
曰
齊
高
子
來
盟
今
案
鄭
氏
引
春
秋
例

單
稱
春
秋
而
此
特
稱
魯
春
秋
者
所
以
示
此
齊
高
子
在

魯
卽
在
外

三
諫
而
不
聽
則
逃
之

鄭
注
君
臣
有
義
則
合
無
義
則
離
今
案
君
臣
義
合
無
義

則
離
乃
經
書
通
義
而
後
世
皇
帝
一
統
天
下
諸
侯
虛
設

則
臣
子
無
處
可
逃
於
是
愚
忠
敎
條
思
維
蔓
延
如
孝
經

僞
孔
傳
有
云
爲
人
君
者
不
明
君
臣
之
義
以
正
其
臣
則

臣
不
知
爲
臣
之
理
以
事
其
主
又
云
薄
施
而
厚
饋
雖
君

不
能
得
之
於
臣
此
等
雖
非
卽
君
臣
義
合
之
旨
然
亦
不

以
臣
子
愚
忠
爲
義
至
若
僞
孔
序
末
尾
乃
云
君
雖
不
君

臣
不
可
不
臣
純
屬
愚
忠
敎
條
鄙
意
頗
疑
孔
序
末
尾
或

出
劉
炫
增
補
今
此
經
並
注
旨
義
明
甚
故
孔
疏
述
之
別

無
議
論

儗
人
必
於
其
倫

鄭
注
比
大
夫
當
於
大
夫
比
士
當
於
士
宋
人
方
愨
云
禹

稷
顏
回
位
不
同
矣
孔
子
俱
以
爲
賢
云
云
淸
人
孫
希
旦

云
鄭
氏
以
位
言
方
氏
以
道
德
言
兼
之
乃
備
今
案
下
經

言
長
幼
之
法
天
子
國
君
大
夫
士
庶
人
分
別
言
之
故
鄭

氏
亦
以
此
經
其
倫
二
字
爲
大
夫
士
之
等
宋
淸
人
不
知

詳
玩
經
書
上
下
文
理
單
獨
論
此
六
字
故
不
得
不
疑
鄭

氏
解
釋
狹
隘

牛
曰
一
元
大
武
云
云

此
經
鳥
獸
爲
牲
者
凡
八
種
孔
疏
於
豕
羊
雉
兔
四
種
引

王
肅
說
於
牛
豚
雞
犬
則
不
引
王
說
蓋
牛
豚
雞
犬
鄭
注

已
明
而
豕
羊
雉
兔
鄭
氏
無
注
故
孔
氏
引
王
注
補
之
此

猶
毛
詩
正
義
以
鄭
箋
爲
主
鄭
箋
無
說
則
據
王
解
蓋
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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穎
達
等
急
於
講
述
全
經
內
容
初
無
意
於
探
索
有
注
無

注
之
間
鄭
氏
有
何
思
慮
無
怪
乎
孔
疏
往
往
失
鄭
旨

壽
考
曰
卒
短
折
曰
不
祿

鄭
注
云
謂
有
德
行
任
爲
大
夫
士
而
不
爲
者
老
而
死
從

大
夫
之
稱
少
而
死
從
士
之
稱
孔
疏
云
若
實
是
大
夫
士

前
文
已
顯
今
更
別
云
卒
與
不
祿
同
大
夫
士
之
稱
故
知

堪
爲
大
夫
士
而
不
爲
者
今
案
孔
疏
是
也
若
孫
希
旦
云

記
異
聞
博
異
語
孫
氏
上
下
經
文
分
別
觀
之
據
常
訓
常

識
爲
解
是
宋
及
淸
人
斷
章
求
義
之
法
固
與
鄭
氏
經
書

全
注
探
索
經
書
奧
義
不
同

不
有
異
事
必
有
異
慮

鄭
注
心
不
正
志
不
在
君
孔
疏
云
異
事
非
常
之
事
異
慮

非
常
之
慮
也
今
案
孔
疏
不
恰
切
鄭
意
此
經
異
事
異
慮

猶
言
他
事
他
慮
鄭
氏
言
志
猶
今
言
心
思

如

里

仁
苟

志

於
仁
矣
無
惡
鄭
注
云
人
暫
有
爲
仁
之
志
尚
善
況
能
久
行
之
者

乎
此
爲
仁
之
志
既
可
暫
時
則
非
謂
立
志
爲
仁
若
用
今
語
當
謂

爲
仁
之
心

志
不
在
君
猶
今
謂
心
思
不
在
君

大
饗
不
問
卜

鄭
注
祭
五
帝
於
明
堂
莫
適
卜
也
郊
特
牲
曰
郊
血
大
饗

腥
孔
疏
述
注
不
誤
月
令
注
疏
亦
可
互
參
衞
湜
集
說
引

長
樂
陳
氏
云
郊
明
堂
之
饗
帝
宗
廟
之
饗
先
王
王
饗
諸

侯
兩
君
相
見
皆
謂
之
大
饗
周
官
大
宰
云
云
大
宗
伯
云

云
春
秋
書
云
云
記
曰
云
云
則
祭
祀
無
不
用
卜
矣
然
則

不
問
卜
者
特
饗
賓
之
禮
也
今
案
祭
祀
無
不
用
卜
周
禮

有
明
文
饗
賓
無
卜
不
言
可
知
陳
氏
遂
謂
此
大
饗
爲
饗

賓
此
據
常
識
解
經
之
法
鄭
氏
則
謂
饗
賓
無
卜
不
言
可

知
則
經
不
當
言
此
今
經
特
言
此
當
據
祭
祀
之
特
例
故

以
爲
總
祭
五
帝
之
禮
是
鄭
學
探
討
經
有
此
言
之
所
以

然
與
宋
淸
人
直
求
禮
制
事
實
不
同

檀
弓

仲
子
亦
猶
行
古
之
道
也

鄭
注
云
伯
子
爲
親
者
隱
耳
今
案
下
經
事
親
有
隱
而
無

犯
雖
據
父
母
言
而
鄭
注
云
凡
此
以
恩
爲
制

案
此

恩

亦

猶
今
言
感
情
見
上
曲
禮
弔
喪
弗
能
賻
條

則
其
理
於
兄
弟
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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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故
此
注
稱
爲
親
者
隱
實
所
以
解
此
兩
章
連
貫
之
旨

義
事
親
有
隱
而
無
犯

鄭
注
引
論
語
曰
事
父
母
幾
諫
今
案
鄭
彼
注
引
檀
弓
此

經
是
鄭
氏
以
檀
弓
與
里
仁
互
證

致
喪
三
年

鄭
注
致
謂
戚
容
稱
其
服
也
孔
疏
云
致
之
言
至
也
謂
哀

情
至
極
而
居
喪
禮
故
云
致
謂
戚
容
稱
其
服
也
又
引
上

曲
禮
五
十
不
致
毁
而
謂
其
致
義
與
此
經
同
今
案
此
鄭

注
引
雜
記
爲
證
凡
鄭
注
引
經
僅
言
其
事
理
則
不
稱
經

名
直
述
其
義
而
已
若
上
經
有
隱
無
犯
其
事
明
白
鄭
注

引
論
語
事
父
母
幾
諫
意
謂
論
語
亦
言
此
理
故
必
稱
論

語
與
此
解
釋
致
喪
之
事
理
不
同

方
喪
三
年

鄭
注
方
喪
資
於
事
父
孔
疏
云
方
謂
比
方
也
謂
比
方
父

喪
禮
以
喪
君
故
云
資
於
事
父
資
取
也
取
事
父
之
喪
禮

以
喪
君
今
案
資
於
事
父
出
喪
服
四
制
並
孝
經
鄭
注
孝

經
云
資
者
人
之
行
也
注
喪
服
四
制
云
資
猶
操
也
孔
疏

云
言
操
持
事
父
之
道
以
事
君
云
云
定
公
三
年
公
羊
傳

事
君
猶
事
父
何
注
引
孝
經
而
云
取
事
父
之
敬
以
事
君

公
羊
疏
述
鄭
氏
義
云
人
之
行
謂
人
操
行
皮
錫
瑞
疏
鄭

注
孝
經
引
上
擧
諸
注
疏
而
云
鄭
注
考
工
記
喪
服
傳
明

堂
位
表
記
書
大
傳
皆
云
資
取
也
此
不
同
何
氏
訓
取
者

鄭
意
蓋
以
經
之
下
文
乃
言
母
取
其
愛
君
取
其
敬
此
不

當
先
以
取
言
也
皮
氏
此
論
蓋
深
得
鄭
意
且
其
說
亦
可

施
於
喪
服
四
制
彼
上
文
言
有
恩
有
理
有
節
有
權
取
之

人
情
也
其
言
資
於
事
父
以
事
君
在
以
義
制
者
之
中
資

於
事
父
以
事
母
在
以
權
制
者
之
中
故
鄭
不
以
資
爲
取

今
注
檀
弓
而
引
資
於
事
父
則
斷
章
與
全
經
不
同
固
不

妨
以
資
爲
取
然
亦
不
必
謂
鄭
氏
兩
說
何
則
此
注
節
取

資
於
事
父
四
字
文
義
本
不
全
當
知
錄
此
四
字
所
以
示

資
於
事
父
以
事
君
而
敬
同
十
字
之
義
然
則
不
妨
仍
以

操
行
爲
解
孔
疏
必
訓
取
者
從
何
休
王
肅
僞
孔
傳
之
通

俗
易
解
而
已
未
必
得
鄭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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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
子
曰
拜
而
后
稽
顙

孔
疏
云
熊
氏
以
爲
雜
記
所
論
是
拜
問
拜
賜
故
杖
期
亦

屬
吉
拜
必
知
然
者
云
云
今
案
此
孔
疏
述
正
義
畢
附
辨

皇
熊
諸
家
誤
說
之
體
例
必
知
然
者
四
字
當
作
知
不
然

者孔
疏
又
云
且
雜
記
問
與
賜
與
於
拜
文
上
下
不
相
接
次

不
可
用
也
今
案
下
雜
記
三
年
之
喪
以
其
喪
拜
非
三
年

之
喪
以
吉
拜
鄭
注
云
謂
受
問
受
賜
者
也
孔
疏
云
從
上

問
與
賜
與
以
下
至
遺
人
可
也
皆
明
在
喪
受
問
遺
之
事

此
說
固
不
誤
熊
說
雖
近
鑿
仍
不
背
鄭
義
檀
弓
此
疏
顯

非
鄭
義

孔
子
既
得
合
葬
於
防
云
云

鄭
注
云
言
既
得
者
少
孤
不
知
其
墓
孔
疏
無
說
案
此
注

固
謂
下
經
孔
子
少
孤
不
知
其
墓
問
於
郰
曼
父
之
母
然

後
得
合
葬
於
防

又
孔
子
先
反
鄭
注
云
當
脩
虞
事
孔
疏
亦
無
說
案
此
固

據
下
經
孔
子
曰
其
往
也
如
慕
其
反
也
如
疑
子
貢
曰
豈

若
速
反
而
虞
乎
子
曰
小
子
識
之
我
未
之
能
行
也
彼
謂

孔
子
速
反
而
虞
未
能
其
反
也
如
疑
故
鄭
知
此
經
先
反

爲
脩
虞
事

古
不
脩
墓

鄭
注
云
脩
猶
治
也
今
案
脩
治
常
訓
特
言
之
者
蓋
謂
此

脩
墓
卽
建
置
墳
墓
非
脩
復
雨
崩
之
謂
古
不
脩
墓
猶
如

墓
而
不
墳
若
上
經
防
墓
崩
鄭
注
脩
之
而
來
則
當
謂
脩

復
語
義
不
同
故
古
不
脩
墓
鄭
氏
特
爲
此
注

殯
於
五
父
之
衢

鄭
注
云
五
父
衢
名
蓋
郰
曼
父
之
隣
案
此
經
下
言
隣
有

喪
舂
不
相
里
有
殯
不
巷
歌
鄭
注
云
皆
所
以
助
哀
也
隣

有
喪
云
云
已
見
曲
禮
而
此
重
出
者
當
與
上
文
連
貫
爲

義
故
鄭
知
郰
曼
父
之
母
與
徵
在
爲
隣
相
善
亦
知
五
父

在
郰
曼
父
之
隣

參
拙
作
鄭
學
第
一
原
理

是
以
爲
恭
世
子
也

鄭
注
云
言
行
如
此
可
以
爲
恭
於
孝
則
未
之
有
孔
疏
云

孝
子
不
陷
親
於
不
義
而
申
生
不
能
自
理
遂
陷
父
有
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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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之
惡
雖
心
存
孝
而
於
理
終
非
今
案
內
則
注
云
子
從

父
之
令
不
可
謂
孝
也
孝
經
注
云
委
曲
從
父
之
令
善
亦

爲
善
惡
亦
爲
惡
又
焉
得
爲
孝
子
乎
均
可
與
此
注
互
證

而
群
書
治
要
錄
孝
經
注
於
亦
爲
惡
下
衍
而
心
有
隱
四

字

孝
經
注
敦
煌
抄
本
及
臣
軌
所
引
均
無
此
四
字
則
當
爲
編

治
要
者
所
加

孔
穎
達
此
疏
又
言
雖
心
存
孝
則
頗
疑
唐
初

盛
行
二
心
虛
僞
思
維
以
爲
除
見
其
言
行
之
外
別
有
本

心
可
論
鄭
氏
未
嘗
有
此
歪
風

參
下
曲
禮
不
能
則
辭
以
疾

條
公
曰
末
之
卜
也

鄭
注
云
末
之
猶
微
哉
言
卜
國
無
勇
案
淸
人
方
苞
云
古

者
軍
事
御
與
右
皆
卜
吉
然
後
用
今
賁
父
敗
績
是
卜
不

應
故
曰
末
之
卜
也
淸
朝
欽
定
義
疏
則
云
古
者
戰
必
有

卜
周
官
大
卜
作
龜
之
八
命
一
曰
征
是
也
末
無
也
是
時

公
子
偃
竊
出
公
遂
從
之
故
不
及
卜
公
因
車
敗
而
悔
其

不
卜
兩
說
微
異
孫
希
旦
從
欽
定
義
疏
朱
彬
從
方
苞
若

鄭
氏
則
筮
人
九
筮
八
曰
筮
參
鄭
氏
注
云
參
謂
筮
御
與

右
賈
疏
引
鄭
志
趙
商
引
僖
十
五
年
襄
二
十
四
年
而
問

春
秋
皆
用
卜
而
此
注
謂
用
筮
何
鄭
氏
以
諸
侯
兼
官
爲

答
是
鄭
氏
熟
知
卜
御
右
之
法
而
此
注
必
以
卜
爲
姓
者

上
文
有
卜
國
爲
右
四
字
故
也
若
如
淸
人
解
釋
則
此
經

皆
謂
縣
賁
父
一
人
而
已
卜
國
爲
右
四
字
爲
虛
設
贅
句

鄭
氏
重
禮
記
爲
經
書
必
求
每
句
每
字
之
奧
義
故
不
惜

強
解
謂
末
之
猶
微
哉
必
欲
此
卜
爲
卜
國
又
注
遂
死
之

三
字
云
二
人
赴
敵
而
死
其
必
如
此
解
卜
國
爲
右
四
字

始
獲
充
足
義
意
此
鄭
氏
之
所
以
爲
經
學
而
淸
人
之
所

以
爲
朝
報
之
學
當
知
爲
學
宗
旨
不
同
淸
人
不
足
與
語

鄭
學

宋
元
明
淸
而
知
鄭
學
者
先
有
敖
繼
公
後
有
顧
千
里
皮

錫
瑞
等
寥
寥
無
幾

五
日
彈
琴
而
不
成
聲

鄭
注
云
哀
未
忘
孔
疏
無
說
今
案
此
固
引
下
經
子
夏
既

除
喪
而
見
彈
之
不
成
聲
作
而
曰
哀
未
忘
也
因
引
其
事

爲
證
故
不
稱
篇
目

大
公
封
於
營
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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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
疏
云
此
一
節
論
忠
臣
不
欲
離
王
室
之
事
今
案
此
孔

氏
述
其
愚
忠
敎
條
思
想
於
經
於
注
皆
無
所
當
此
經
君

子
引
古
語
狐
死
正
丘
首
君
子
評
曰
仁
也
鄭
注
云
仁
恩

也

仁
卽
相
人
偶
之
仁
參
拙
作
札
記
人
偶
不
孤
不
參
見
學
術

史

讀
書

記

恩

猶
今

言

感
情

見

上
曲

禮

弔
喪

弗
能

賻

條
等

是

皆
言
親
情
之
深
切
何
有
於
君
臣
之
義
合
又
孔
疏
先
云

子
孫
是
大
公
所
生
焉
故
不
忍
離
其
先
祖
非
謂
子
孫
生

在
於
周
其
下
卽
云
子
孫
生
焉
者
不
忍
離
其
生
處
是
自

亂
其
說

王
孫
涵
之
案
此
疏
子
孫
生
在
於
周
至
不
忍
離
其
生

處

十

七

字
當

連

讀

皆

在

孔

氏
所

非

之

中

今

案
孔

疏

本

意

或

如
其
說
若
然
則
此
疏
或
經
後
人
校
改
竄
亂

蓋
三
妃
未
之
從
也

鄭
注
詳
述
帝
嚳
帝
堯
舜
夏
殷
周
后
妃
制
度
非
解
此
經

所
需
當
知
鄭
氏
既
以
探
索
經
文
奧
義
爲
注
經
宗
旨
又

不
忘
確
認
經
文
所
見
制
度

徒
使
我
不
誠
於
伯
高

鄭
注
云
禮
所
以
副
忠
信
也
忠
信
而
無
禮
何
傳
乎
孔
疏

云
若
內
無
忠
信
禮
何
所
施
故
云
忠
信
而
無
謂
無
忠
信

也
今
案
越
刊
八
行
本
以
下
諸
本
孔
疏
故
云
忠
信
而
無

下
衍
禮
字
誤
也
鄭
注
忠
信
而
無
句
禮
何
傳
乎
句
孔
疏

說
不
誤
版
本
誤
衍
字
而
已
又
案
此
經
不
言
禮
而
鄭
氏

以
禮
爲
解
是
知
鄭
氏
謂
禮
記
所
以
言
禮
據
此
宗
旨
爲

解
不
得
僅
論
所
言
事
實

伯
高
死
於
衞
赴
於
孔
子

鄭
注
云
凡
有
舊
恩
者
則
使
人
告
之
案
恩
猶
今
言
感

情

參
上
曲
禮
弔
喪
弗
能
賻
條

故
上
經
曾
子
曰
小
功
不
稅

則
是
遠
兄
弟
終
無
服
也
而
可
乎
鄭
注
云
以
己
恩
怪
之

孔
疏
云
曾
子
仁
厚
禮
雖
如
此
猶
以
爲
薄
故
怪
之
是
知

鄭
注
己
恩
猶
今
言
自
己
感
情
然
則
此
注
舊
恩
猶
今
言

交
情

事
夫
子
於
洙
泗
之
間

鄭
注
云
言
其
有
師
也
案
鄭
氏
解
曾
子
所
以
言
此
者
爲

疑
女
於
夫
子
張
本
此
言
有
師
下
言
疑
於
夫
子
是
有
師

而
不
稱
師
是
子
夏
之
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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顏
淵
之
喪
云
云

孔
子
出
受
之
入
彈
琴
而
后
食
之
鄭
注
云
彈
琴
以
散
哀

也
孔
疏
無
說
今
案
上
經
孔
子
在
衞
云
云
其
反
也
如
疑

鄭
注
疑
者
哀
親
之
在
彼
又
子
曰
小
子
識
之
我
未
之
能

行
也
鄭
注
哀
戚
本
也
蓋
鄭
氏
以
此
顏
淵
之
喪
一
節
與

上
孔
子
在
衞
云
云
連
貫
且
以
哀
戚
爲
其
宗
旨
何
以
知

之
則
其
反
也
如
疑
亦
見
問
喪
彼
注
云
疑
者
不
知
神
之

來
否
士
喪
記
卒
窆
而
歸
不
驅
鄭
注
孝
子
往
如
慕
反
如

疑
爲
親
之
在
彼
又
柩
至
于
壙
斂
服
載
之
鄭
注
送
形
而

往
迎
精
而
反
是
疑
不
知
親
之
精
神
是
否
脫
離
形
體
反

歸
己
廟
至
此
檀
弓
鄭
注
乃
云
疑
者
哀
親
之
在
彼
如
不

欲
還
然
僅
言
親
體
在
彼
哀
心
不
欲
離
不
論
親
之
精
神

反
廟
與
否
是
知
鄭
氏
以
爲
檀
弓
此
經
上
下
皆
言
哀
戚

是
以
解
彈
琴
謂
所
以
散
哀

孔
子
與
門
人
立
云
云

此
章
言
二
三
子
亦
皆
尚
右
下
章
云
梁
木
其
壞
哲
人
其

萎
則
吾
將
安
放
案
記
人
所
以
聯
屬
此
兩
章
者
蓋
以
仿

效
爲
共
義
鄭
氏
當
有
見
於
此
故
二
三
子
亦
皆
尚
右
注

云
傚
孔
子
也
梁
木
其
壞
乎
注
云
梁
木
眾
木
所
放
然
孔

穎
達
疏
解
皆
先
分
章
節
不
論
上
下
聯
屬
之
義
故
此
孔

疏
云
衆
木
榱
桷
之
屬
依
放
橫
梁
乃
存
立
放
則
依
也
故

論
語
云
放
於
利
而
行
孔
曰
放
依
也
是
孔
穎
達
不
取
仿

效
義
又
所
引
論
語
放
於
利
而
行
鄭
注
云
放
猶
依
也
孔

疏
不
取
鄭
注
而
特
用
孔
注
則
此
說
恐
出
孔
穎
達
等
人

而
非
南
北
朝
舊
說

又
案
孔
子
蚤
作
章
孔
疏
末
尾
論
聖
人
有
夢
無
夢
是
抄

錄
王
弼
成
說

見
三
國
志

鍾
會
附
王

弼
傳
裴
注
論

語
義
疏

發
題
亦
見
引
錄
則
此
引
王

說
蓋
亦
出
皇
侃
舊
疏

故
引
文
王

世
子
特
稱
禮
記

竊
疑
皇
侃
引
錄
王
說
本
稱
王
輔
嗣
至
孔

穎
達
等
刪
之
以
致
文
理
不
順

孔
子
之
喪

孔
疏
云
論
云
爲
師
及
朋
友
皆
既
葬
除
之
今
案
論
上
當

補
禮
字

飾
棺
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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諸
本
皆
有
注
牆
之
障
柩
猶
垣
牆
障
家
九
字
撫
本
考
異

謂
孔
疏
語
誤
衍
撫
本
初
刻
當
無
此
後
剜
修
補
入
今
案

婺
州
蔣
宅
本
無
此
九
字
而
越
刊
八
行
注
疏
則
已
經
剜

修
補
入
與
撫
本
同
可
見
此
注
誤
衍
始
於
南
宋
中
期

子
夏
既
除
喪
而
見
云
云

孔
疏
引
家
語
及
詩
傳
其
事
與
此
不
同
熊
安
生
爲
調
停

之
說
孔
穎
達
乃
以
家
語
詩
傳
爲
正
禮
記
爲
非
此
可
見

孔
氏
一
以
事
實
爲
正
不
以
禮
記
爲
經
特
以
尊
信
而
視

禮
記
與
家
語
詩
傳
諸
書
無
異
是
以
謂
其
治
學
乃
朝
報

之
學
與
鄭
氏
經
學
不
可
同
日
而
語

君
子
曰
謀
人
之
軍
師
云
云

孔
疏
無
說
宋
淸
諸
儒
皆
以
此
君
子
曰
云
云
單
獨
爲
一

章
然
此
經
及
上
經
子
柳
之
母
死
一
節
均
以
忠
恕
爲
旨

義
鄭
氏
重
此
關
聯
故
上
經
如
之
何
其
粥
人
之
母
以
葬

其
母
不
可
鄭
注
云
忠
恕
又
君
子
不
家
於
喪
鄭
注
云
惡

因
死
者
以
爲
利
又
此
段
鄭
注
云
利
己
亡
眾
非
忠
也
又

案
下
經
公
叔
文
子
升
於
瑕
丘
云
云
鄭
注
云
刺
其
欲
害

人
良
田
亦
以
忠
恕
爲
主
旨
蓋
禮
記
分
章
不
分
明
而
往

往
有
聯
關
上
下
之
義
旨
鄭
氏
皆
先
爲
之
探
討
乃
爲
之

注
至
孔
穎
達
以
下
諸
儒
則
皆
不
論
此
義
於
是
禮
記
由

經
書
蛻
變
爲
斷
爛
朝
報

從
母
之
夫
舅
之
妻

經
從
母
之
夫
舅
之
妻
二
夫
人
相
爲
服
君
子
未
之
言
也

鄭
注
云
二
夫
人
猶
言
此
二
人
也
時
有
此
二
人
同
居
死

相
爲
服
者
甥
居
外
家
而
非
之
又
或
曰
同
爨
緦
鄭
注
云

以
同
居
生
緦
之
親
可
今
案
注
云
以
同
居
生
緦
之
親
者

喪
服
傳
云
何
以
緦
也
以
爲
相
與
同
室
則
生
緦
之
親
焉

是
鄭
所
據
宋
人
張
載
云
是
甥
自
幼
居
於
從
母
之
家
或

舅
之
家
孤
稚
恩
養
不
可
無
服
所
以
爲
此
服
也
非
是
從

母
之
夫
與
舅
之
妻
相
對
如
何
得
淸
人
顧
炎
武
王
引
之

皆
從
張
說
此
經
二
夫
人
相
爲
服
一
句
不
易
解
然
究
當

解
爲
此
二
人
相
爲
服
不
便
解
爲
與
此
二
人
爲
服
爲
張

說
者
或
謂
相
爲
服
僅
得
其
一
若
甲
死
乙
服
則
待
乙
死

時
甲
已
先
亡
無
可
爲
服
鄭
說
不
合
經
言
相
爲
服
之
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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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實
張
說
甥
爲
此
二
人
服
則
此
二
人
自
亦
不
得
爲
此

甥
服
是
相
爲
服
固
不
當
解
爲
兩
者
互
相
爲
服
此
非
鄭

張
所
以
歧
解
然
則
張
氏
何
以
非
鄭
注
蓋
有
三
因
從
母

之
夫
之
與
舅
之
妻
二
人
關
係
甚
遠
自
前
者
言
之
後
者

爲
其
妻
之
兄
弟
之
妻
自
後
者
言
之
前
者
爲
夫
之
姊
妹

之
夫
自
不
容
有
服
若
舅
及
從
母
則
皆
緦
麻
之
親
其
妻

其
夫
遠
一
等
而
已
若
有
養
育
之
恩
如
同
父
母
則
加
一

等
服
緦
似
不
爲
過
此
其
一
鄭
注
以
同
居
則
有
緦
親
雖

本
喪
服
傳
然
張
氏
以
爲
起
居
生
活
猥
瑣
雜
事
不
足
以

亂
喪
服
制
度
其
必
有
養
育
之
恩
如
同
父
母
始
得
改
服

此
張
氏
偏
重
上
恩
下
忠
之
理
與
禮
記
及
鄭
氏
泛
重
人

情
自
然
不
同
故
同
一
恩
字
在
鄭
氏
爲
感
情
之
謂

參
上

曲

禮
弔
喪

弗
能

賻
條

等

在
張
氏
則
必
爲
上
恩
下
戴
此
其

二
又
張
氏
單
獨
論
此
經
不
顧
其
與
上
經
之
間
有
何
關

聯
此
其
三
反
言
之
鄭
氏
虛
心
讀
經
是
甥
稱
其
從
母
之

夫
與
舅
之
妻
之
間
有
服
喪
之
事
此
甥
非
之
而
經
引
或

曰
同
爨
緦
當
是
承
上
經
而
言
上
經
君
薨
以
是
擧
鄭
注

云
不
忍
變
也
此
經
亦
以
生
時
同
居
則
有
感
情
不
妨
服

緦
是
知
此
經
引
或
曰
之
主
旨
在
不
忍
變
非
在
喪
服
制

度
鄭
氏
述
此
旨
精
準
至
當
而
未
置
評
論
眞
可
謂
善
讀

經
者
又
鄭
氏
於
禮
必
求
其
人
情
自
然
之
理
唐
宋
以
降

諸
儒
則
以
禮
爲
敎
條
強
人
就
範
是
其
思
想
亦
大
異
其

趣
司
徒
旅
歸
四
布

上
雜
記
大
夫
之
喪
大
宗
人
相
小
宗
人
命
龜
孔
疏
引
皇

氏
云
大
小
二
宗
並
是
其
君
之
職
來
爲
喪
事
如
司
徒
旅

歸
四
布
是
也
可
見
皇
氏
以
此
經
司
徒
爲
魯
侯
大
臣
又

少
儀
適
公
卿
之
喪
則
曰
聽
役
於
司
徒
孔
疏
引
隱
義
云

公
卿
亦
有
司
徒
官
說
與
此
疏
引
熊
氏
同
皇
氏
與
隱
義

熊
氏
之
歧
義
卽
在
此
而
孔
疏
駁
皇
一
以
魯
無
司
徒
敬

子
其
人
爲
據
此
固
孔
穎
達
等
因
襲
劉
炫
單
純
以
事
實

論
斷
之
學
風
而
皇
氏
所
論
本
不
涉
及
此
司
徒
名
氏
亦

未
見
何
以
知
此
司
徒
號
敬
子
竊
疑
皇
疏
本
未
言
敬
子

或
有
人
見
下
經
司
徒
敬
子
於
皇
疏
中
妄
添
敬
子
二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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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
疏
據
以
駁
難
與

讀
賵
曾
子
曰
非
古
也

鄭
注
云
曾
子
言
非
案
此
注
版
本
或
有
訛
誤
撫
本
考
異

已
正

參
拙
文
學
撫
本
考
異
記

此
注
以
非
一
字
爲
句
意
謂

曾
子
所
言
誤
矣
上
經
曾
子
曰
於
西
方
斂
斯
席
矣
鄭
注

曾
子
以
俗
說
非
句
式
正
同
此

君
復
於
小
寢
大
寢
云
云

鄭
注
云
亦
他
日
所
嘗
有
事
案
經
注
言
他
日
有
二
下
曲

禮
他
日
君
問
之
曰
安
取
彼
上
檀
弓
他
日
不
敗
績
而
今

敗
績
或
已
往
或
未
來
要
皆
謂
別
日
而
已
至
此
注
及
下

檀
弓
哀
次
亦
如
之
鄭
注
次
他
日
賓
客
所
受
大
門
外
舍

也
皆
特
謂
死
者
生
時
故
士
喪
禮
蚤
揃
如
他
日
鄭
注
云

他
日
平
生
時

檀
弓
下

大
夫
之
適
長
殤

孔
疏
云
約
鄭
注
雜
記
云
則
士
無
遣
車
案
上
雜
記
遣
車

視
牢
具
鄭
注
云
大
夫
以
上
乃
有
遣
車
是
此
疏
所
據
鄭

注
雜
記
云
猶
言
鄭
注
雜
記
所
云

參
拙
作
札
記
云
曰
當
名

詞
解

見
文
獻

學
讀

書
記

又
凡
孔
疏
云
約
者
據
以
推
論
之

詞
非
謂
約
略

子
游
擯
由
左

鄭
注
云
擯
相
侑
喪
禮
者
又
引
孝
經
說
曰
以
身
擯
侑
孔

疏
云
在
主
人
曰
擯
在
客
曰
介
孔
疏
又
引
庾
蔚
之
云
相

主
人
以
禮
接
賓
皆
謂
之
擯
亦
無
常
於
吉
凶
鄭
以
爲
相

侑
喪
禮
據
此
事
而
言
之
今
案
在
主
人
爲
擯
在
客
曰
介

乃
爲
常
訓
故
士
冠
禮
聘
禮
大
行
人
等
皆
如
此
而
此
鄭

注
特
言
相
侑
喪
禮
故
庾
蔚
之
以
爲
吉
凶
相
通
然
在
主

人
曰
擯
之
常
訓
本
可
通
於
吉
凶
庾
說
不
足
以
解
鄭
注

鄭
意
蓋
謂
擯
介
對
文
則
爲
主
人
接
賓
者
爲
擯
若
散
文

則
相
侑
言
辭
者
亦
可
稱
擯
故
鄭
注
以
相
侑
爲
解
又
特

引
孝
經
說
言
擯
侑

竊
疑

鄭
意
或
謂

子
游
相
侑

悼
公
非
謂

相
侑
有
若
家
人

孔
疏
不
達
此
旨
故
又
引
論
語
君
召
使
擯

爲
說
不
思
論
語
所
云
卽
擯
介
之
擯
亦
如
在
主
人
曰
擯

之
常
訓
若
如
此
義
則
鄭
氏
何
必
特
謂
相
侑
何
必
特
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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孝
經
說
也

喪
禮
哀
戚
之
至
也
以
下

經
有
禱
祠
之
心
焉
鄭
注
分
禱
五
祀
孔
疏
云
五
祀
博
言

之
耳
士
唯
二
祀
案
此
疏
用
既
夕
注
文
又
經
飯
用
米
貝

孔
疏
云
以
次
差
之
天
子
當
沐
黍
與
案
此
疏
本
喪
大
記

注
君
臨
臣
喪
以
巫
祝
桃
茢

案
士
喪
禮
言
君
至
主
人
初
迎
于
外
門
外
巫
止
于
廟
門

外
祝
代
之
喪
大
記
同
與
檀
弓
此
經
不
同
而
鄭
氏
解
釋

彼
此
不
同
鄭
氏
注
禮
記
則
禮
記
言
君
常
據
諸
侯
且
下

文
云
惡
之
也
所
以
異
於
生
也
喪
有
死
之
道
焉
又
本
篇

下
經
云
人
死
斯
惡
之
矣
又
言
柳
莊
始
死
衞
公
卽
往
弔

之
事
故
以
此
經
桃
茢
爲
弔
始
死
未
襲
時
辟
邪
之
法
士

喪
禮
所
言
乃
在
大
斂
之
時
已
無
凶
邪
自
不
需
桃
茢
春

官
士
喪
禮
本
皆
不
言
桃
茢
亦
因
桃
茢
爲
非
常
法
僅
施

於
未
襲
時
此
鄭
注
檀
弓
之
所
以
然
至
其
注
儀
禮
則
儀

禮
既
有
鄉
射
又
有
大
射
既
有
特
牲
又
有
少
牢
故
不
得

不
辨
析
諸
侯
大
夫
士
之
別
其
儀
禮
與
周
禮
不
同
則
又

當
疑
天
子
與
諸
侯
之
不
同
今
士
喪
禮
爲
本
經
當
據
以

爲
本
而
春
官
男
巫
王
弔
則
與
祝
前
喪
祝
王
弔
則
與
巫

前
鄭
注
引
鄭
司
農
云
喪
祝
與
巫
以
桃
厲
執
戈
在
王
前

又
引
檀
弓
此
經
於
是
鄭
氏
以
檀
弓
爲
天
子
禮
而
士
喪

禮
之
君
自
當
爲
諸
侯
正
可
解
釋
兩
者
之
不
同
又
檀
弓

天
子
禮
巫
祝
桃
茢
而
士
喪
禮
巫
止
祝
代
之
是
諸
侯
止

巫
而
祝
兼
巫
所
爲
其
餘
當
與
天
子
同
故
以
爲
祝
執
桃

茢
此
鄭
注
士
喪
禮
之
所
以
然
當
知
鄭
氏
望
經
爲
說
其

注
禮
記
之
與
儀
禮
所
據
不
同
兩
說
歧
異
未
嘗
爲
之
調

和

鄭
氏
調
和
三
禮
爲
其
禮
學
體
系
學
者
稱
焉
然
此
不
過
鄭

注

之

一

面

而

已

鄭
氏

於

三

禮

經

文
之

細

節

往

往
止

於

望

文

爲

解

不

強

求

調

和

而
存

經

文

細

節
原

有

之

豐

富

意
涵

此

乃

鄭
注
之
又
一
面
爲
後
世
諸
儒
皆
所
忽
視
者

至
孔
穎
達
乃
不

思
鄭
注
之
所
以
然
僅
見
鄭
氏
成
說
兩
處
不
同
強
爲
折

合
士
喪
注
既
分
天
子
諸
侯
檀
弓
注
又
分
未
襲
已
襲
故

孔
穎
達
分
天
子
未
襲
天
子
已
襲
諸
侯
未
襲
諸
侯
已
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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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種
情
況
可
謂
精
細
而
於
經
於
注
皆
無
所
當

季
康
子
之
母
死
公
輸
若
方
小

鄭
注
云
言
寧
有
強
使
女
者
與
僭
於
禮
有
似
作
機
巧
非

也
孔
疏
云
皇
氏
解
云
僭
濫
之
事
於
禮
猶
有
所
似
作
機

巧
之
事
全
非
也
今
案
此
注
意
旨
稍
晦
故
孔
疏
僅
引
皇

說
又
不
置
可
否
竊
謂
此
注
一
云
有
似
一
云
非
皆
承
上

文
寧
有
強
使
女
者
與
而
言
鄭
意
此
經
公
肩
假
先
言
魯

之
僭
禮
自
來
有
之
次
呼
般
名
而
言
以
人
之
母
嘗
巧
則

豈
不
得
以
此
一
則
字
乃
對
照
之
詞
此
句
猶
謂
至
若
以

人
母
嘗
巧
之
事
則
豈
有
不
得
已
之
理
所
對
照
者
魯
之

僭
禮
用
豐
碑
桓
楹
則
容
或
不
得
已
今
女
所
爲
則
非
不

得
已
者
可
見
鄭
氏
詳
玩
經
文
結
構
之
精
審
必
如
此
解

夫
魯
有
初
云
云
始
有
義
意
則
豈
不
得
以
之
則
字
亦
得

活
躍
公
肩
假
所
言
無
一
字
虛
設
皇
氏
止
就
鄭
注
成
文

討
論
禮
義
不
知
探
索
鄭
注
之
所
以
然
故
其
解
全
失
鄭

意
若
如
其
解
則
公
肩
假
之
言
零
亂
空
虛
不
成
其
爲
經

書

又
經
其
毋
以
嘗
巧
者
乎
則
病
者
乎
噫
鄭
注
云
不
寤
之

聲
孔
疏
云
唱
噫
是
歎
公
輸
般
不
曉
寤
於
禮
故
傷
之
而

爲
此
聲
也
今
案
若
如
孔
說
則
鄭
注
當
云
歎
不
寤
之
聲

今
既
云
不
寤
之
聲
則
當
謂
公
肩
假
不
寤
而
發
聲
曰
噫

其
不
寤
何
事
則
經
豈
不
得
以
鄭
注
云
言
寧
有
強
使
女

者
與
又
經
毋
以
嘗
巧
者
乎
則
病
者
乎
鄭
注
云
於
女
寧

有
病
苦
與
其
實
公
肩
假
心
知
不
當
有
人
強
使
爲
之
亦

不
當
有
何
病
苦
所
以
發
此
二
問
者
固
欲
公
輸
班
不
爲

機
封
故
鄭
注
云
止
之
然
公
肩
假
之
意
仍
不
解
公
輸
班

何
以
必
欲
爲
機
封
故
發
噫
聲
鄭
注
不
寤
之
聲
是
謂
公

肩
假
不
寤
孔
疏
止
知
誰
是
誰
非
之
道
德
評
判
不
知
詳

玩
經
注
韻
味
見
此
經
公
肩
假
是
公
輸
班
非
遂
謂
公
肩

假
歎
公
輸
班
不
曉
寤
於
禮
眞
不
知
何
得
曲
解
如
此
噫

不
可
以
叔
父
之
私
不
將
公
事

經
懿
伯
之
忌
鄭
注
云
懿
伯
惠
伯
之
叔
父
又
經
不
可
以

叔
父
之
私
不
將
公
事
鄭
注
云
敬
叔
於
昭
穆
以
懿
伯
爲

叔
父
案
鄭
氏
前
注
云
懿
伯
爲
惠
伯
之
叔
後
注
云
懿
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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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敬
叔
之
叔
兩
說
似
乎
矛
盾
後
儒
多
不
得
其
解
竟
忽

視
不
論
今
案
惠
伯
言
叔
父
之
私
自
當
據
上
文
懿
伯
之

忌
故
知
懿
伯
爲
惠
伯
之
叔
而
惠
伯
與
敬
叔
言
叔
父
不

言
吾
叔
兩
人
對
話
而
稱
叔
父
必
是
於
我
於
爾
皆
叔
父

於
是
鄭
氏
解
謂
若
論
輩
分
敬
叔
亦
當
稱
懿
伯
爲
叔
父

此
與
上
注
懿
伯
爲
惠
伯
之
叔
不
僅
不
矛
盾
更
屬
配
合

恰
當
在
此
當
見
鄭
氏
分
析
經
文
之
精
微
至
妙
孔
疏
於

前
注
云
以
下
文
惠
伯
云
不
可
以
叔
父
之
私
故
知
懿
伯

是
惠
伯
叔
父
也
案
此
疏
固
不
誤
而
於
後
注
乃
云
此
後

人
轉
寫
鄭
注
之
誤
當
云
敬
叔
於
昭
穆
以
惠
伯
爲
叔
父

檢
勘
世
本
敬
叔
是
桓
公
七
世
孫
惠
伯
是
桓
公
六
世
孫

則
惠
伯
是
敬
叔
之
父
六
從
兄
弟
則
敬
叔
呼
惠
伯
爲
叔

父
敬
叔
呼
懿
伯
爲
五
從
祖
云
云
今
案
孔
疏
此
說
與
上

疏
不
合
且
大
誤
蓋
前
說
因
皇
侃
舊
疏
後
說
出
孔
穎
達

等
新
義
今
孔
穎
達
等
欲
據
世
本
確
定
世
系
事
實
據
以

疑
鄭
注
竟
謂
轉
寫
訛
誤
不
思
若
如
其
說
敬
叔
以
惠
伯

爲
叔
父
則
鄭
注
當
如
何
解
豈
謂
鄭
意
此
經
惠
伯
語
懿

伯
而
自
稱
叔
父
乎
豈
有
此
理
又
若
如
其
說
懿
伯
全
不

知
是
何
人
孔
疏
後
說
云
敬
叔
呼
懿
伯
爲
五
從
祖
乃
據

鄭
注
云
懿
伯
惠
伯
之
叔
父
然
鄭
氏
何
以
知
此
則
無
他

卽
據
惠
伯
言
叔
父
之
私
故
知
懿
伯
爲
惠
伯
叔
父
而
已

今
孔
疏
以
爲
鄭
注
訛
誤
叔
父
之
私
爲
惠
伯
自
稱
則
不

當
謂
懿
伯
爲
惠
伯
叔
父
可
見
孔
穎
達
等
之
輕
佻
一
以

事
實
爲
據
急
欲
糾
正
鄭
注
文
字
全
不
顧
經
注
文
義
且

所
謂
事
實
亦
不
過
據
所
見
傳
記
而
已
不
足
以
證
鄭
氏

所
據
事
實
如
何
其
學
風
頗
與
劉
炫
一
脈
相
承
而
與
鄭

氏
相
差
八
千
里
惟
因
所
論
頗
似
得
事
實
似
不
容
疑
致

撫
本
考
異
亦
誤
信
其
說

拙
作
學
撫
本
考
異
記
亦
忽
略
之

可
不
愼
哉

又
案
鄭
氏
如
何
認
知
此
諸
人
之
世
系
則
不
可
知
鄭
氏

經
學
重
在
探
索
經
文
之
微
旨
不
在
重
構
歷
史
事
實
何

況
世
本
絕
非
經
書
之
比
所
述
世
系
於
經
書
皆
無
依
據

則
非
鄭
氏
所
重
然
假
設
世
本
所
述
世
系
屬
實
亦
未
必

與
鄭
注
所
論
相
矛
盾
案
孔
疏
所
引
世
本
所
述
世
系
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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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
圖

叔
肸

嬰
齊

叔
老

敬
叔

慶
父

穆
伯
敖

文
伯
穀

獻
子
蔑

孝
伯

惠
伯

叔
肸
爲
宣
公
弟
慶
父
爲
桓
公
子
故
孔
疏
以
爲
敬
叔
於

昭
穆
以
惠
伯
爲
叔
然
漢
人
或
以
宣
公
爲
文
公
弟
而
非

文
公
子

此

蓋
公
穀
舊

說

見
新
序
參

公
羊
義
疏

若
然
叔
肸

與
宣
公
同
爲
桓
公
曾
孫
敬
叔
爲
桓
公
六
世
孫
與
惠
伯

同
輩

桓
公

莊
公

閔
公

僖
公

文
公

宣
公

叔
肸

嬰
齊

叔
老

敬
叔

慶
父

穆
伯
敖

文
伯
穀

獻
子
蔑

孝
伯

惠
伯

仕
而
未
有
祿
者

孔
疏
云
此
一
節
論
臣
之
仕
未
得
祿
者
與
得
祿
之
臣
有

同
有
不
同
之
事
也
案
孔
說
不
誤
鄭
氏
詳
審
此
經
結
構

知
其
主
旨
如
孔
疏
所
云
故
知
有
饋
焉
曰
獻
謂
未
有
祿

者
饋
物
與
君
亦
當
稱
獻
與
得
祿
之
臣
同
宋
淸
學
人
皆

非
鄭
注
臨
川
王
氏
云
經
言
君
有
饋
焉
而
解
之
曰
有
饋

於
君
似
非
也
是
就
語
言
自
然
而
言
然
經
記
語
言
習
慣

與
唐
宋
以
降
不
同
名
詞
甲
下
接
動
詞
乙
未
必
皆
謂
甲

之
動
作
故
曲
禮
賢
者
狎
而
敬
之
幼
子
常
視
毋
誑
鄭
氏

皆
謂
於
賢
者
狎
而
敬
之
於
幼
子
常
視
毋
誑
而
宋
淸
學

人
皆
謂
狎
而
敬
之
是
賢
者
所
爲
常
視
毋
誑
是
幼
子
所

爲
當
知
語
言
自
然
之
標
準
容
有
不
同
又
衞
氏
集
說
引

山
陰
陸
氏
及
李
氏
皆
解
謂
未
有
祿
者
不
純
臣
主
君
賓

之
故
主
君
饋
送
稱
獻
以
示
尊
重
案
天
官
玉
府
凡
王
之

獻
金
玉
兵
器
云
云
鄭
注
云
謂
百
工
爲
王
所
作
可
以
獻

遺
諸
侯
古
者
致
物
於
人
尊
之
則
曰
獻
是
鄭
氏
固
知
尊

者
饋
物
與
卑
者
亦
可
稱
獻
於
是
知
宋
淸
學
人
與
鄭
氏

歧
解
非
因
獻
字
蓋
君
主
敬
重
臣
僚
是
宋
人
心
所
渴
望

淸
人
心
嚮
往
之
理
想
其
實
仕
而
未
有
祿
者
亦
臣
也
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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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
注
云
見
在
臣
位
若
謂
一
臣
有
殊
德
君
主
器
重
而
賓

之
則
自
容
有
之
至
謂
凡
在
臣
位
而
未
得
祿
者
無
論
其

德
如
何
皆
成
君
主
之
賓
則
是
既
臣
又
賓
之
二
心
虛
僞

思
維
宋
人
謂
爲
未
純
臣
適
可
紊
亂
君
臣
制
度

容
居
魯
人
也
不
敢
忘
其
祖

鄭
注
云
言
我
祖
與
今
君
於
諸
侯
初
如
是
不
聞
義
則
服

案
聞
義
則
服
管
子
文
本
篇
揚
觶
章
平
公
曰
寡
人
亦
有

過
焉
鄭
注
亦
云
聞
義
則
服
是
知
此
四
字
爲
通
行
成
語

五
日
官
長
服
七
日
國
中
男
女
服

案
此
經
與
喪
大
記
喪
服
四
制
不
合
而
鄭
注
未
嘗
爲
調

停
折
衷
之
語
蓋
兩
記
本
歧
義
又
無
關
禮
之
大
義
故
鄭

氏
各
存
經
文
原
旨
而
已
此
亦
鄭
學
之
奧
妙
所
在
至
後

崔
靈
恩
皇
侃
孔
穎
達
等
則
據
鄭
注
討
論
禮
制
理
論
故

不
得
不
紛
紛
爲
說
鄭
氏
讀
經
文
義
疏
家
論
制
度
是
其

不
同

子
弒
父
凡
在
宮
者
殺
無
赦

孔
疏
云
鄭
此
云
子
孫
無
問
尊
卑
皆
得
殺
之
則
似
父
之

弒
祖
子
得
殺
父
然
子
之
於
父
天
性
也
父
雖
不
孝
於
祖

子
不
可
不
孝
於
父
案
此
亦
孔
穎
達
固
守
敎
條
倫
理
鄭

氏
以
探
討
經
文
旨
義
爲
宗
旨
且
其
論
禮
每
論
感
情
故

注
禮
記
言
哭
鄭
氏
必
言
何
以
哭
之
心
理
孔
疏
下
文
引

異
義
衞
輒
拒
父
鄭
氏
云
以
父
子
私
恩
言
之
則
傷
仁
恩

是
鄭
氏
未
嘗
有
敎
條
標
準
而
是
據
不
同
情
形
審
度
情

理
鄭
氏
讀
經
正
亦
如
此

鄭
注
禮
記
補
疏

曲
禮
檀
弓

終

二
〇
二
〇
年
度
筆
者
は
勤
務
先
靑
山
學
院
・
靑
山
學
院
大
學
よ

り
在
外
硏
究
の
機
會
を
得
て
臺
灣
國
立
東
華
大
學
歷
史
系
訪

問
學
人
と
し
て
約
一
〇
か
月
滯
在
し
た

本
篇
は
そ
の
成
果
で

あ
る

關
係
諸
氏
の
ご
支
援
に
深
く
感
謝
す
る

こ
の
間
臺
灣

大
學
中
文
系
主
任
張
素
卿
敎
授
の
ご
好
意
で

張
敎
授
・
史
甄

陶
敎
授
と
大
學
院
生
諸
氏
に
本
篇
の
内
容
の
一
部
を
說
明
し

て
討
議
し
て
頂
く
機
會
を
得
た

兩
敎
授
及
び
院
生
諸
氏
に
も

謝
意
を
表
す
る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