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闕
」
，
又
說
《
論
語
》
《
孟
子
》
等
書
中
所
教
導
的
，
私
德
屬
十
之
九
，
而
公
德
不
及
十
分
之

一
，
如

《
舉
陶
誤
》
中
之
九
德
，
《
洪
範

V
之
三
德
，
《
論
語
》
所
謂
溫
良
恭
儉
讓
，
所
謂
克
己
復
禮
、
忠
信

篤
敬
，
《
大
學
》
所
謂
知
止
、
慎
獨
、
戒
欺
求
憬
，
《
中
庸
》
所
謂
好
學
力
行
知
恥
，
所
謂
戒
慎
恐

懼
，
《
孟
子
V
所
謂
存
心
養
性
、
反
身
強
恕
等
等
，
對
於
養
成
私
人
道
德
有
很
大
的
作
用
，
但
對
於
培

養
一
個
「
公
民
」
是
很
不
足
的
;
傳
統
道
德
所
重
視
的
是

一
私
人
對
於
另

一
私
人
之
事
，
但
對
於
私
人

與
群
體
之
間
，
則
討
論
甚
少

。

(
關
於
公
民
的
歷
史
反
省
，
請
參
考
王
昱
峰
《
公
民
公
共
性
的
建
構

》

中
的
討
論
。

)
康
梁
等
人
雖
然
意
識
到
「
公
民
」
與
「
公
德
」
的
問
題
，
他
們
卻
太
過
強
調
公
民
對
於

「
團
體
」
、
對
於
「
群
」
的
關
係
，
而
較
少
探
緊
我
們
今
天
所
關
心
的
許
多
「
公
民
倫
理
」
方
面
的
問

題
。

誠
如
主
講
人
陳
弱
水
兄
提
到
的
，
公
民
倫
理
是
「
社
會
成
員
在
公
共
生
活
中
所
應
有
的
心
態
與
行

為
準
則
于
它
所
牽
涉
的
範
闇
非
常
之
廣
，
無
法
窮
舉
，
不
過
，
回
過
頭
去
看
歷
史
，
則
可
以
發
現
康

梁
等
人
所
提
出
的
一
部
分
論
點
，
今
天
仍
有
相
當
的
切
身
性
。
大
體
而
言
，
台
灣
今
天
的
社
會
，
仍
然

侷
限
於
五
倫
，
偏
重
血
緣
地
緣
等
範
圍
的
倫
理
，
所
以
今
天
仍
應
跨
越
五
倫
或
血
緣
地
緣
的
格
局
，
提

倡
一
種
「
公
」
的
精
神
來
補
充
傳
統
倫
理
的
不
足
。

今
天
社
會
中
「
一
涉
公
字
，
其
事
立
敗
」
的
現
象
仍
到
處
可
見

。

以
公
共
生
活
空
間
為
例
，
在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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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於
這

一
個
問
題
，
我
從
未
做
過
深
入
的
研
究

。

這
里
只
能
談

一
點
歷
史
的
反
省
，
及
對
當
前
問

題
的
粗
淺
看
法
。

在
近
代
中
國
，
不
少
西
方
傳
教
士
及
當
時
思
想
界
的
新
銳
都
警
覺
到
傳
統
文
化
中
缺
乏
「
公
共

面
」
。外
國
人
方
面
，
《
萬
國
公
報
》
的
林
樂
知
很
早
就
指
出
中
國
人
是

一
盤
散
沙
，
後
來
，
日
本
的

哲
學
家
和
式
哲
郎
也
率
宜
地
指
出
中
國
有

「
公
共
面
闕
如
」
的
問
題
。

在
中
國
人
方
面
，
康
有
為
以
明

夷
為
筆
名
在

一
九
O
二
年
所
寫
的

一
篇
《
公
民
自
治
篇

》
中
不
斷
呼
籲
當
時
的
中
國
要
「
立
公
民
行

「
今
之
變
法
，
第

一
當
立
公
民
矣
」
，
而
梁
散
超
則
在
《
論
公
共
心
》
中
說
中
國
所
有
事
物
，
「

一
涉
公

字
，
其
事
立
敗
」
。

他
在

《
新
民
說
》
的

「
公
德
」
一
節
中
則
比
較
系
統
地
表
達
了
他
對

「
公
德
」
的

看
法
。

梁
敢
超
敏
感
地
指
出
「
吾
中
國
道
德
之
發
達
不
可
謂
不
早
，
雖
然
，
偏
於
私
德
，
而
公
德
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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棟
公
寓
里
，
每
個
人
對
自
己
大
門
內
的
空
間
多
儘
其
可
能
地
加
以
經
營
，
對
門
前
那
一
小
塊
地
方
則
儘

可
能
擴
充
使
用
，
對
樓
梯
等
公
共
空
間
的
髒
亂
則
視
若
無
睹

。

任
何
涉
及

「
公
」
的
部
分
，
要
嘛
推
給

別
人
、
推
給
政
府
(
而
政
府
實
際
上
不

一
定
有
能
力
照
顧
得
到
)
，
或
是
置
之
不
理

。

對
於

一
個
現
代

公
民
社
會
來
說
，
這
是
很
不
健
康
的

。

接
著
要
談
「
公
民
素
養
」
的
問
題

。

幾
個
月
前
我
們
初
步
討
論
舉
辦
「
邁
向
公
與
義
的
社
會
」
的

討
論
會
時
，
對
這
個
問
題
特
別
感
到
興
趣

。

我
們
當
初
覺
得
目
前
台
灣
社
會
有

一
個
大
毛
病
:
台
灣
是

一
個
高
度
專
業
化
的
社
會
，
可
是
卻
存
在
著
做
什
麼
不
像
什
麼

、

沒
有
從
事
某
一
行
工
作
的
人
所
應
有

的
專
業
素
養
或
專
業
倫
理
的
現
象

。

以
政
治
人
物
來
說
，
各
級
民
意
代
表
的
問
政
素
養
以
及
官
員
答
詢

的
態
度
最
令
人
憂
心

。

在
議
會
政
治
運
作
成
熟
的
國
家
，
議
員
的
詢
問
可
以
非
常
嚴
刻
、
非
常
尖
銳
，

但
是
他
們
的
態
度
必
定
嚴
肅
而
平
和
，
口
氣
與
肢
體
必
定
維
持
在

一
定
的
標
準
內
，
意
見
再
對
立
，
禮

儀
卻
仍
要
維
持
，
稍
有
閃
失
，

一
般
民
眾
也
會
因
其
缺
乏
風
度
而
群
起
批
評

。

我
們
的
議
會
殿
堂
卻

一

貫
以
教
訓

、

羞
辱

、
或
是
大
動
作
來
表
現
其
問
政
的
努
力
，
而
這

一
類
鏡
頭
也
最
為
傳
播
媒
體
所
喜

愛
，
選
民
們
也
以
是
否
有
這

一
類
激
烈
鏡
頭
，
來
判
斷
他
們
選
出
的
代
表
是
否
盡
職

。

在
政
府
官
員
方

面
，
我
們
也
不
時
看
到
過
於
委
曲
求
全
或
很
不
專
業
的
答
詢

。

質
問
與
被
質
問
的
方
面
都
缺
乏
應
有
的

這三

丌τ之

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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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外
，
許
許
多
多
專
業
人

士
如
醫
生

、
律
師
、
建
築
師
，
乃
至
於
飯
館
中
的
侍
者
，
或
是

工
匠
，

都
應
該
有
其
不
卑
不
亢
、
既
專
業
又
自
尊
的
素
養
。
然
而
台
灣
社
會
中
，
醫
生
對
病
人
態
度
之
魯
莽
傲

慢
，
建
築
師
設
計
監
工
之
草
率
等
等
，
都
是
公
民
素
養
未
臻
成
熟
的
表
現

。

專
業
素
養
的
養
成
，
除
了

靠
個
人
自
覺
地
培
養
外
，
要
靠
政
府
、
社
會
、
傳
播
媒
體
的
督
促
，
同
時
，
還
要
靠
各
種
職
業
公
會
來

維
持
。

在
西
方
社
會
中
，
各
種
職
業
公
會
是
維
持
專
業
素
養
的
重
要
機
制
，
但
是
在
台
灣
似
乎
尚
未
充

份
發
揮
其
功
能
。

最
後
必
須
強
調
的
是
，
在
現
代
社
會
中
，
健
全
的
政
治
及
法
律
體
制
是
公
民
倫
理
與
公
民
素
養
不

可
或
缺
的
機
制
。
在
良
好
的
政
治
及
法
律
體
制
下
，
健
康
的
公
共
生
活
比
較
容
易
維
持
，
而
「
公
德
」

及
「
公
民
素
養
」
才
有
健
康
滋
長
的
客
觀
條
件

。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