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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前　

言

彼
此
贈
書
，
是
﹁
友
直
、
友
諒
、
友
多
聞
﹂
的

思
維
深
厚
，
價
值
連
城
，
﹁
以
友
輔
仁
﹂
的
表
現
。

筆
者
贈
送
鄉
長
謝
恆
德
兄
一
本
微
不
足
道
，
自
傳
性

的
︽
千
山
萬
水
獨
行
︾
一
書
，
自
費
出
版
。
隨
即
恆

德
兄
回
贈
其
大
作
︽
孟
子
荀
子
性
善
性
惡
學
說
研

究
︾
一
書
。
經
顏
嘉
德
兄
轉
交
。
書
於
民
七
十
一
年

八
月
初
版
，
文
鴻
出
版
社
出
版
，
係
精
裝
本
，
設
計

精
美
，
內
容
詳
實
豐
富
。
參
考
書
共
計
二
百
三
十
三

種
，
集
中
外
古
今
有
關
哲
學
之
大
成
。
論
述
井
然
有

序
，
詞
順
義
彰
、
清
晰
明
確
，
轉
化
創
新
，
有
本
有

掏
，
實
具
有
高
度
的
學
術
性
價
值
。
筆
者
讀
後
，
獲

益
匪
淺
，
頗
有
茅
塞
頓
開
的
欣
然
感
受
。
現
陳
述
讀

後
心
得
，
藉
表
感
謝
之
忱
。

二
、
書
中
內
容
要
點
：

︵
一
︶
真
摯
深
刻
有
序
的
要
點
：

書
之
內
容
除
序
言
和
結
論
外
，
計
有
性
善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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惡
的
創
立
背
景
、
立
論
根
據
、
論
證
事
實
、
流
風
影

響
、
異
同
得
失
、
稟
性
人
性
、
人
性
劃
分
、
人
性
基

因
、
人
類
福
祉
等
章
節
。
可
以
說
是
一
部
見
解
卓
越

之
系
統
詳
明
，
有
別
於
一
般
學
者
所
著
荀
書
的
名

著
。
其
主
旨
在
疏
解
並
歸
結
中
國
的
兩
千
年
來
的
人

性
善
惡
問
題
的
爭
論
。
善
導
人
性
，
以
共
創
中
國
人

新
的
思
考
向
度
，
以
及
人
類
全
體
的
福
祉
。

︵
二
︶
人
性
是
人
類
所
共
有
：

人
類
具
人
性
，
人
性
為
善
、
為
惡
，
就
學
術

觀
點
言
，
是
眾
說
紛
紜
的
莫
衷
一
是
。
人
性
的
善
、

惡
，
是
儒
家
學
術
思
想
史
上
的
一
大
問
題
，
兩
千

年
後
的
今
天
，
仍
缺
少
公
認
正
確
的
答
案
。
孔
子

對
人
性
很
少
論
說
，
只
言
：
﹁
唯
上
知
與
下
愚
不

移
。
﹂
孟
子
言
性
善
，
指
：
﹁
性
之
善
，
猶
水
之
就

下
也
。
﹂
荀
子
言
性
惡
，
認
為
﹁
人
之
性
惡
，
善
者

偽
也
。
﹂
告
子
言
：
﹁
性
無
善
，
無
不
善
。
﹂
可
見

人
性
是
人
之
共
有
的
，
則
為
善
、
為
惡
卻
無
公
正
確

切
的
同
一
論
證
。

︵
三
︶
古
今
研
究
人
性
各
有
所
見
：

作
者
指
出
：
中
國
從
古
至
今
，
研
究
人
性
問

題
的
學
者
，
人
才
輩
出
，
可
惜
各
持
己
見
，
各
是
其

是
；
缺
乏
有
系
統
的
研
究
，
未
能
互
助
合
作
，
攜
手

圖
成
。
兩
千
年
來
沒
有
重
大
突
破
，
是
很
遺
憾
的
事

情
。
史
料
告
訴
我
們
性
善
性
惡
大
致
有
三
種
學
說
；

一
是
孟
子
主
性
善
；
荀
子
主
性
惡
；
告
子
主
性
無

善
、
無
不
善
，
或
稱
善
惡
混
。
如
就
告
子
人
性
說
細

分
，
則
人
性
無
善
、
無
不
善
；
性
可
以
為
善
，
可
以

為
不
善
；
有
性

善
，
有
性
不
善

等
之
三
種
。
惟

告
子
對
人
性
之

說
法
，
沒
有
一

種
說
法
，
稱
人

性
為
善
為
惡
。

其
立
論
不
同
於

孟
子
和
荀
子
。

可
以
說
是
﹁
善

惡
混
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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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四
︶
人
性
具
有
道
與
器
的
深
遠
複
雜
性
：

作
者
雖
然
稱
研
究
人
性
問
題
是
吃
力
不
討
好
的

工
作
，
但
是
仍
能
在
廣
研
深
思
中
提
出
了
個
人
的
卓

見
。
如
序
言
中
之
第
二
項
︵
八
六
頁
︶
指
出
﹁
人
性

問
題
範
圍
太
大
，
從
形
上
而
言
的
道
到
形
而
下
的
器

─
─

由
天
道
至
人
道
；
從
哲
學
的
到
科
學
的─

─

由

精
神
至
物
質
；
從
心
理
的
到
生
理
的─
─

由
理
論
到

實
際
；
從
大
我
的
到
小
我
的─
─

舉
凡
個
人
生
活
言

行─
─

倫
理
的
、
宗
教
的
、
種
族
的
、
教
育
的
、
律

法
的
、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軍
事
、
藝
術
的⋯

⋯

等
等
，

都
和
人
性
問
題
有
關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其
精
微
深
遠
的

複
雜
性
﹂
。
顯
示
了
恆
德
兄
對
人
性
問
題
的
深
廣
研

究
，
充
滿
高
度
智
慧
，
胸
羅
萬
璣
，
融
貫
道
器
，
窮

究
天
人
之
際
的
治
學
工
夫
力
道
。
其
論
說
似
有
超
過

陳
大
齊
哲
學
教
授
對
人
性
善
、
惡
的
諸
多
論
點
，
並

補
充
其
不
足
處
。

︵
五
︶
二
十
世
紀
雖
科
學
進
步
卻
動
亂
不
已
：

二
十
世
紀
經
兩
次
大
戰
的
大
動
亂
，
人
們
所

受
的
苦
難
，
難
以
量
數
。
人
們
理
應
從
血
的
痛
苦
中

記
取
教
訓
，
消
滅
亂
源
，
挽
救
日
漸
惡
化
的
人
際
關

係
，
蕩
然
無
存
的
國
際
道
義
；
彌
補
自
由
民
主
與
暴

力
恐
怖
及
統
治
的
對
壘
；
融
化
資
本
主
義
與
共
產
主

義
的
相
異
互
爭
；
消
滅
時
代
的
亂
源
與
思
想
的
混

淆
，
以
及
科
學
無
限
發
展
的
危
機
，
避
免
為
人
類
帶

來
毀
滅
性
的
災
禍
。
促
使
人
與
物
間
的
關
係
成
為
理

性
多
於
情
緒
的
美
善
之
境
。
因
此
理
解
人
性
，
善
導

人
性
，
合
力
同
心
解
決
當
下
生
存
與
生
活
的
困
境
，

才
是
人
類
自
由
與
命
運
的
人
生
幸
福
向
度
。

︵
六
︶
對
人
性
所
得
的
標
準
答
案
：

據
作
者
研
究
，
人
性
有
三
種
基
因
，
即
德
德
、

教
教
、
己
己
。
其
為
人
性
所
獨
備
。
獸
性
非
人
性
，

均
無
此
種
基
因
。
此
三
種
基
因
可
以
清
楚
劃
分
為

﹁
人
性
與
非
人
性
﹂
；
﹁
人
之
所
以
為
人
﹂
與
﹁
人

之
異
於
禽
獸
﹂
；
﹁
人
性
純
善
﹂
等
問
題
。
人
性
問

題
便
此
迎
刃
而
解
。
﹁
人
性
純
善
﹂
問
題
獲
得
肯
定

答
案
，
兩
千
多
年
之
人
性
善
、
性
惡
之
爭
，
於
今

應
可
告
一
平
息
。
至
於
﹁
人
性
世
界
﹂
或
﹁
非
人
性

世
界
﹂
問
題
關
係
於
全
人
類
，
變
化
多
端
，
且
甚
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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雜
，
又
另
當
別
論
了
。

三
、
讀
後
思
見
：

︵
一
︶
讀
書
增
進
知
識
，
提
昇
智
慧
的
高
度
與

深
度
。
但
必
須
在
不
疑
處
有
疑
，
無
答
案
時
能
找
出

答
案
，
不
可
在
字
紙
簍
中
打
圈
，
陶
醉
自
我
，
所
謂

﹁
自
成
一
家
之
言
﹂
。
惟
如
此
用
功
，
才
能
發
揮
承

傳
與
創
新
。
有
偏
見
才
有
正
見
，
有
愚
見
才
有
高
明

之
見
，
研
究
探
索
精
神
至
關
重
要
。

︵
二
︶
讀
書
使
人
快
樂
與
文
雅
，
累
積
知
識
，

壯
大
膽
識
，
知
識
就
是
權
力
與
力
量
。
它
可
以
美
化

心
靈
，
淨
化
不
道
德
的
污
染
。
不
讀
書
有
經
驗
，
固

然
可
以
生
活
工
作
，
但
是
遇
事
只
知
瑣
碎
細
節
，
缺

少
整
體
分
析
與
統
合
，
指
導
有
方
，
權
衡
輕
重
，
有

效
處
理
事
物
的
能
力
；
更
不
要
說
高
瞻
遠
矚
的
先
見

之
明
了
。

︵
三
︶
讀
書
使
人
學
會
獨
立
思
考
，
自
由
選

擇
，
理
念
清
晰
，
﹁
已
立
立
人
，
己
達
達
人
﹂
。
從

理
性
出
發
，
從
經
驗
、
常
識
、
知
識
中
反
省
思
考
，

用
心
做
的
善
事
，
沉
潛
默
化
，
斷
然
去
掉
不
善
的
，

以
美
化
人
生
，
使
善
的
流
行
於
人
與
人
間
，
互
為
主

體
，
平
等
自
由
的
安
身
立
命
活
著
而
樂
天
知
命
。

︵
四
︶
善
與
惡
是
一
個
統
一
體
，
混
一
運
用
轉

化
的
結
果
，
才
是
真
正
的
關
鍵
所
在
。
君
不
見
，
有

不
少
聽
的
智
慧
，
能
說
善
道
的
人
物
，
做
出
事
來
，

所
表
現
的
都
是
自
私
自
利
，
淆
亂
人
心
，
離
間
挑

撥
，
互
相
猜
忌
。
只
是
自
我
獨
尊
，
權
力
的
傲
慢
，

貪
污
腐
化
，
遺
禍
人
群
社
會
國
家
。
這
些
人
表
面
之

善
，
掩
蓋
了
自
私
自
利
害
人
之
患
。
惡
之
極
者
能
說

不
是
他
們
嗎
？
莎
士
比
亞
說
：
﹁
善
惡
的
區
別
在
於

行
為
的
本
身
，
不
在
於
地
位
有
名
。
﹂
誠
哉
斯
言
。

﹁
聽
其
言
觀
其
行
﹂
才
能
見
其
是
善
抑
是
惡
。
就
實

際
觀
點
言
，
確
實
如
此
。
謝
書
所
言
：
﹁
德
德
、

教
教
、
己
己
﹂
人
性
的
三
大
基
因
；
德
是
道
觀
，
教

是
倫
理
觀
，
己
是
人
性
價
值
觀
﹂
實
為
卓
越
創
見
，

而
平
衡
了
善
、
惡
之
辯
爭
。
也
正
為
人
性
之
無
德
、

無
教
、
無
己
，
現
時
代
實
際
之
迫
切
需
要
。
惟
其
如

此
，
才
能
發
揚
中
華
文
化
，
使
﹁
形
上
之
道
與
形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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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器
﹂
以
一
貫
之
；
理
論
與
實
踐
合
一
，
理
性
與
感

性
一
致
，
天
道
、
地
道
、
人
道
，
為
一
﹁
極
高
明
而

道
中
庸
﹂
之
大
中
至
正
的
大
道
。

四
、
結　

論

︵
一
︶
明
代
王
陽
明
的
四
句
話
頭
，
是
與
善
、

惡
之
性
有
關
的
，
現
抄
記
如
下
：
﹁
無
善
無
惡
心
之

體
，
有
善
有
惡
意
之
動
，
知
善
知
惡
是
良
知
，
為
善

去
惡
是
格
物
﹂
。
對
於
人
性
善
、
惡
問
題
，
如
能
深

入
思
考
，
詳
加
探
索
，
應
是
可
以
悟
得
系
統
化
的
知

解
的
。
名
哲
學
家
傅
佩
榮
說
：
﹁
人
性
是
向
善
的
，

不
是
本
善
的
。
﹂
傳
統
似
乎
與
王
陽
明
的
四
句
話
頭

意
境
類
似
。

︵
二
︶
儒
家
哲
學
有
關
倫
理
問
題
，
多
以
人

性
善
惡
論
道
德
。
先
秦
儒
家
及
後
起
儒
家
，
大
多
只

言
孔
孟
之
性
善
，
把
我
國
時
代
末
期
大
儒
荀
子
學
說

見
解
：
﹁
人
之
性
惡
，
善
者
偽
也
﹂
多
不
論
及
，
認

為
是
﹁
歧
出
﹂
或
﹁
異
說
﹂
。
排
出
儒
門
之
外
。
殊

不
知
荀
子
學
說
正
是
看
到
﹁
周
公
所
創
發
的
政
經

體
制
、
社
會
秩
序
、
人
文
傳
統
式
微
，
禮
崩
民
壞
，

綱
紀
蕩
然
的
社
會
﹂
亂
象
，
刺
激
他
而
使
他
從
反
省

人
類
自
身
出
發
，
深
入
考
察
人
性
，
以
尋
求
挽
救
社

會
頹
勢
的
方
策
。
從
救
治
人
心
，
高
揚
人
格
道
德
，

企
圖
以
人
心
人
性
之
純
潔
正
直
，
求
得
社
會
新
秩
序

的
建
立
。
把
古
代
的
良
性
美
意
加
以
制
度
化
，
配
合

時
代
需
要
，
謀
求
政
教
的
統
一
。
他
不
僅
確
定
了
後

起
之
儒
的
新
理
想
，
把
學
術
推
向
實
際
政
治
，
進
入

社
會
，
以
禮
規
範
人
心
行
為
習
俗
。
如
說
荀
子
學
說

具
有
人
民
性
、
知
識
性
；
科
學
性
，
以
及
進
步
之
創

新
性
，
應
是
從
中
國
文
化
歷
史
哲
學
之
內
容
中
驗
證
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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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三
︶
真
正
之
儒
家
學
說
是
孔
孟
荀
三
大
儒

的
思
想
。
由
於
荀
子
重
﹁
禮
﹂
，
因
為
它
含
有
法
之

規
範
義
。
故
繼
之
有
秦
之
統
一
六
國
，
以
及
後
之
漢

唐
盛
世
；
既
是
兩
千
年
後
之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各
種
制

度
，
雖
以
民
主
政
權
為
支
柱
，
而
制
度
背
後
仍
存
有

漢
唐
以
來
之
影
子
。
儘
管
孔
子
主
人
文
，
孟
子
主
人

本
，
如
缺
少
荀
子
主
人
性
之
說
，
欲
建
立
人
文
、
人

本
，
以
人
為
目
的
的
最
高
價
值
並
實
踐
之
，
恐
怕
仍

然
受
到
二
分
法
的
遺
誤
，
中
國
文
化
是
不
重
視
對
立

二
分
的
。
不
能
從
理
情
中
肯
定
人
性
之
價
值
，
人
性

之
尊
嚴
；
解
除
人
文
人
本
之
失
，
建
立
人
性
基
於

﹁
三
大
基
因
﹂
的
性
之
向
善
。
進
而
宰
制
人
類
性
命

之
自
由
與
運
道
。

︵
四
︶
荀
學
之
禮─

─

具
法
之
規
範
性
質
的

重
要
性
，
在
於
民
主
自
由
人
權
福
祉
不
能
脫
離
法

治
。
否
則
便
去
保
障
。
荀
子
在
論
禮
之
起
源
中
說
：

﹁
禮
起
於
何
也
！
曰
，
人
生
而
有
欲
；
欲
而
不
得
，

則
不
能
無
求
；
求
而
無
度
量
分
界
，
則
不
能
不
爭
。

爭
則
亂
，
亂
則
窮
。
先
王
惡
其
亂
也
，
故
制
禮
義
以

分
之
，
以
養
人
之
欲
，
給
人
以
求
，
使
欲
不
得
窮
乎

物
，
物
必
不
屈
於
欲
，
兩
者
相
持
而
長
，
是
禮
之
所

起
也
。
﹂
一
則
注
重
個
人
性
情
之
自
由
，
二
則
又
注

重
人
之
行
為
之
外
部
規
範
。
此
充
分
表
明
了
禮
之
內

心
理
念
與
外
在
的
社
會
性
。
其
思
想
涵
融
既
廣
且
規

範
亦
大
，
系
統
較
諸
子
更
為
詳
盡
。
他
總
結
了
先
秦

思
想
，
並
且
帶
領
儒
家
走
向
客
觀
、
知
性
、
現
實
、

變
通
化
、
富
有
歷
史
哲
學
思
想
與
道
器
意
義
之
真
正

價
值
。
此
受
﹁
稷
下
學
習
﹂
之
影
響
不
無
原
因
。
致

使
理
想
與
現
實
獲
得
統
一
，
克
服
認
識
的
片
面
性
，

發
揮
了
務
實
的
精
神
。
明
智
學
者
指
荀
子
為
﹁
治
國

之
能
臣
﹂
並
非
虛
偽
。
中
國
大
陸
政
治
之
走
荀
子
學

說
脈
絡
，
大
唱
﹁
批
孔
揚
秦
﹂
之

高
歌
調
頭
，
不
能
說

沒
有
一
部
分
道
理
。

儒
家
只
言
孔
孟
少
談

荀
子
學
說
，
實
在
是

中
國
歷
史
學
與
社
會
國

家
進
步
之
一
失
落
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