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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燭
之
武
退
秦
師  

 
 
 

左
傳 

 
 
 

晉
侯
、
秦
伯
圍
鄭
，
以
其
無
禮
於
晉
，
且
貳
於
楚
也
。
晉
軍
函
陵
，
秦
軍
氾
南
。 

 
 
 

佚
之
狐
言
於
鄭
伯
曰
：
「
國
危
矣
！
若
使
燭
之
武
見
秦
君
，
師
必
退
。
」
公
從
之
。

辭
曰
：「
臣
之
壯
也
，
猶
不
如
人
；
今
老
矣
，
無
能
為
也
已
。
」
公
曰
：「
吾
不
能
早
用
子
，

今
急
而
求
子
，
是
寡
人
之
過
也
。
然
鄭
亡
，
子
亦
有
不
利
焉
！
」
許
之
，
夜
縋
而
出
。 

 
 
 

見
秦
伯
曰
：
「
秦
晉
圍
鄭
，
鄭
既
知
亡
矣
，
若
亡
鄭
而
有
益
於
君
，
敢
以
煩
執
事
。

越
國
以
鄙
遠
，
君
知
其
難
也
。
焉
用
亡
鄭
以
陪
鄰
？
鄰
之
厚
，
君
之
薄
也
。
若
舍
鄭
以
為

東
道
主
，
行
李
之
往
來
，
共
其
乏
困
，
君
亦
無
所
害
。
且
君
嘗
為
晉
君
賜
矣
，
許
君
焦
、

瑕
，
朝
濟
而
夕
設
版
焉
，
君
之
所
知
也
。
夫
晉
，
何
厭
之
有
？
既
東
封
鄭
，
又
欲
肆
其
西

封
，
若
不
闕
秦
，
將
焉
取
之
？
闕
秦
以
利
晉
，
唯
君
圖
之
！
」 

 
 
 

秦
伯
說
，
與
鄭
人
盟
。
使
杞
子
、
逢
孫
、
楊
孫
戍
之
，
乃
還
。 

 
 
 

子
犯
請
擊
之
，
公
曰
：「
不
可
，
微
夫
人
之
力
不
及
此
。
因
人
之
力
而
敝
之
，
不
仁
；

失
其
所
與
，
不
知
；
以
亂
易
整
，
不
武
。
吾
其
還
也
。
」
亦
去
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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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馮
諼
客
孟
嘗
君  

 
 
 

戰
國
策 

齊
人
有
馮
諼
者
，
貧
乏
不
能
自
存
，
使
人
屬
孟
嘗
君
，
願
寄
食
門
下
。
孟
嘗
君
曰
：

「
客
何
好
？
」
曰
：
「
客
無
好
也
。
」
曰
：
「
客
何
能
？
」
曰
：
「
客
無
能
也
。
」
孟
嘗
君

笑
而
受
之
，
曰
：
「
諾
。
」
左
右
以
君
賤
之
也
，
食
以
草
具
。
居
有
頃
，
倚
柱
彈
其
劍
，

歌
曰
：「
長
鋏
歸
來
乎
！
食
無
魚
。
」
左
右
以
告
。
孟
嘗
君
曰
：「
食
之
，
比
門
下
之
客
。
」

居
有
頃
，
復
彈
其
鋏
，
歌
曰
：
「
長
鋏
歸
來
乎
！
出
無
車
。
」
左
右
皆
笑
之
，
以
告
。
孟

嘗
君
曰
：「
為
之
駕
，
比
門
下
之
車
客
。
」
於
是
乘
其
車
，
揭
其
劍
，
過
其
友
，
曰
：「
孟

嘗
君
客
我
。
」
後
有
頃
，
復
彈
其
劍
鋏
，
歌
曰
：
「
長
鋏
歸
來
乎
！
無
以
為
家
。
」
左
右

皆
惡
之
，
以
為
貪
而
不
知
足
。
孟
嘗
君
問
：「
馮
公
有
親
乎
？
」
對
曰
：「
有
老
母
。
」
孟

嘗
君
使
人
給
其
食
用
，
無
使
乏
。
於
是
馮
諼
不
復
歌
。 

後
孟
嘗
君
出
記
，
問
門
下
諸
客
：
「
誰
習
計
會
，
能
為
文
收
責
於
薛
者
乎
？
」
馮
諼

署
曰
：「
能
。
」
孟
嘗
君
怪
之
，
曰
：「
此
誰
也
？
」
左
右
曰
：「
乃
歌
夫
長
鋏
歸
來
者
也
。
」

孟
嘗
君
笑
曰
：「
客
果
有
能
也
。
吾
負
之
，
未
嘗
見
也
。
」
請
而
見
之
，
謝
曰
：「
文
倦
於

事
，
憒
於
憂
，
而
性
懧
愚
，
沈
於
國
家
之
事
，
開
罪
於
先
生
。
先
生
不
羞
，
乃
有
意
欲
為

收
責
於
薛
乎
？
」
馮
諼
曰
：「
願
之
。
」
於
是
約
車
治
裝
，
載
券
契
而
行
，
辭
曰
：「
責
畢

收
，
以
何
市
而
反
？
」
孟
嘗
君
曰
：
「
視
吾
家
所
寡
有
者
。
」
驅
而
之
薛
。
使
吏
召
諸
民

當
償
者
，
悉
來
合
券
。
券
徧
合
，
起
矯
命
，
以
責
賜
諸
民
，
因
燒
其
券
，
民
稱
萬
歲
。
長

驅
到
齊
，
晨
而
求
見
。
孟
嘗
君
怪
其
疾
也
，
衣
冠
而
見
之
，
曰
：
「
責
畢
收
乎
？
來
何
疾

也
？
」
曰
：
「
收
畢
矣
。
」
「
以
何
市
而
反
？
」
馮
諼
曰
：
「
君
云
視
吾
家
所
寡
有
者
。
臣

竊
計
君
宮
中
積
珍
寶
，
狗
馬
實
外
廄
，
美
人
充
下
陳
，
君
家
所
寡
有
者
以
義
耳
。
竊
以
為

君
市
義
。
」
孟
嘗
君
曰
：「
市
義
奈
何
？
」
曰
：「
今
君
有
區
區
之
薛
，
不
拊
愛
子
其
民
，

因
而
賈
利
之
。
臣
竊
矯
君
命
，
以
責
賜
諸
民
。
因
燒
其
券
，
民
稱
萬
歲
。
乃
臣
所
以
為
君

市
義
也
。
」
孟
嘗
君
不
說
，
曰
：
「
諾
，
先
生
休
矣
。
」 

後
朞
年
，
齊
王
謂
孟
嘗
君
曰
：
「
寡
人
不
敢
以
先
王
之
臣
為
臣
。
」
孟
嘗
君
就
國
於

薛
。
未
至
百
里
，
民
扶
老
攜
幼
，
迎
君
道
中
。
孟
嘗
君
顧
謂
馮
諼
曰
：
「
先
生
所
為
文
市

義
者
，
乃
今
日
見
之
。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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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出
師
表 

 
 

 
 

諸
葛
亮 

臣
亮
言
：
先
帝
創
業
未
半
，
而
中
道
崩
殂
。
今
天
下
三
分
，
益
州
罷
弊
，
此
誠
危
急

存
亡
之
秋
也
。
然
侍
衛
之
臣
，
不
懈
於
內
；
忠
志
之
士
，
忘
身
於
外
者
，
蓋
追
先
帝
之
殊

遇
，
欲
報
之
於
陛
下
也
。
誠
宜
開
張
聖
聽
，
以
光
先
帝
遺
德
，
恢
宏
志
士
之
氣
；
不
宜
妄

自
菲
薄
，
引
喻
失
義
，
以
塞
忠
諫
之
路
也
。 

宮
中
府
中
，
俱
為
一
體
，
陟
罰
臧
否
，
不
宜
異
同
。
若
有
作
姦
犯
科
，
及
為
忠
善
者
，

宜
付
有
司
，
論
其
刑
賞
，
以
昭
陛
下
平
明
之
理
；
不
宜
偏
私
，
使
內
外
異
法
也
。 

侍
中
、
侍
郎
郭
攸
之
、
費
禕
、
董
允
等
，
此
皆
良
實
，
志
慮
忠
純
，
是
以
先
帝
簡
拔

以
遺
陛
下
。
愚
以
為
宮
中
之
事
，
事
無
大
小
，
悉
以
咨
之
，
然
後
施
行
，
必
能
裨
補
闕
漏
，

有
所
廣
益
。
將
軍
向
寵
，
性
行
淑
均
，
曉
暢
軍
事
，
試
用
於
昔
日
，
先
帝
稱
之
曰
「
能
」
，

是
以
眾
議
舉
寵
為
督
。
愚
以
為
營
中
之
事
，
悉
以
咨
之
，
必
能
使
行
陣
和
睦
，
優
劣
得
所
。

親
賢
臣
，
遠
小
人
，
此
先
漢
所
以
興
隆
也
；
親
小
人
，
遠
賢
臣
，
此
後
漢
所
以
傾
頹
也
。

先
帝
在
時
，
每
與
臣
論
此
事
，
未
嘗
不
嘆
息
痛
恨
於
桓
、
靈
也
。
侍
中
、
尚
書
、
長
史
、

參
軍
，
此
悉
貞
亮
死
節
之
臣
也
，
願
陛
下
親
之
信
之
，
則
漢
室
之
隆
，
可
計
日
而
待
也
。 

臣
本
布
衣
，
躬
耕
於
南
陽
，
苟
全
性
命
於
亂
世
，
不
求
聞
達
於
諸
侯
。
先
帝
不
以
臣

卑
鄙
，
猥
自
枉
屈
，
三
顧
臣
於
草
廬
之
中
，
諮
臣
以
當
世
之
事
，
由
是
感
激
，
遂
許
先
帝

以
驅
馳
。
後
值
傾
覆
，
受
任
於
敗
軍
之
際
，
奉
命
於
危
難
之
間
，
爾
來
二
十
有
一
年
矣
！

先
帝
知
臣
謹
慎
，
故
臨
崩
寄
臣
以
大
事
也
。
受
命
以
來
，
夙
夜
憂
嘆
，
恐
託
付
不
效
，
以

傷
先
帝
之
明
。
故
五
月
渡
瀘
，
深
入
不
毛
。
今
南
方
已
定
，
兵
甲
已
足
，
當
獎
率
三
軍
，

北
定
中
原
，
庶
竭
駑
鈍
，
攘
除
姦
凶
，
興
復
漢
室
，
還
於
舊
都
。
此
臣
所
以
報
先
帝
而
忠

陛
下
之
職
分
也
。
至
於
斟
酌
損
益
，
進
盡
忠
言
，
則
攸
之
、
禕
、
允
之
任
也
。
願
陛
下
託

臣
以
討
賊
興
復
之
效
；
不
效
，
則
治
臣
之
罪
，
以
告
先
帝
之
靈
。
若
無
興
德
之
言
，
則
責

攸
之
、
禕
、
允
等
之
慢
，
以
彰
其
咎
。
陛
下
亦
宜
自
課
，
以
諮
諏
善
道
，
察
納
雅
言
，
深

追
先
帝
遺
詔
，
臣
不
勝
受
恩
感
激
。
今
當
遠
離
，
臨
表
涕
泣
，
不
知
所
云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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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師
說 

 
 
 
 

韓
愈 

 
 
 

古
之
學
者
必
有
師
。
師
者
，
所
以
傳
道
、
受
業
、
解
惑
也
。
人
非
生
而
知
之
者
，
孰

能
無
惑
？
惑
而
不
從
師
，
其
為
惑
也
終
不
解
矣
！ 

 
 
 

生
乎
吾
前
，
其
聞
道
也
，
固
先
乎
吾
，
吾
從
而
師
之
；
生
乎
吾
後
，
其
聞
道
也
，
亦

先
乎
吾
，
吾
從
而
師
之
。
吾
師
道
也
，
夫
庸
知
其
年
之
先
後
生
於
吾
乎
？
是
故
無
貴
、
無

賤
、
無
長
、
無
少
，
道
之
所
存
，
師
之
所
存
也
。 

 
 
 

嗟
乎
，
師
道
之
不
存
也
久
矣
，
欲
人
之
無
惑
也
難
矣
。
古
之
聖
人
，
其
出
人
也
遠
矣
，

猶
且
從
師
而
問
焉
。
今
之
眾
人
，
其
下
聖
人
也
亦
遠
矣
，
而
恥
學
於
師
。
是
故
聖
益
聖
，

愚
益
愚
。
聖
人
之
所
以
為
聖
，
愚
人
之
所
以
為
愚
，
其
皆
出
於
此
乎
？ 

 
 
 

愛
其
子
，
擇
師
而
教
之
，
於
其
身
也
則
恥
師
焉
，
惑
矣
！
彼
童
子
之
師
，
授
之
書
而

習
其
句
讀
者
也
，
非
吾
所
謂
傳
其
道
、
解
其
惑
者
也
。
句
讀
之
不
知
，
惑
之
不
解
，
或
師

焉
，
或
不
焉
，
小
學
而
大
遺
，
吾
未
見
其
明
也
。 

 
 
 

巫
、
醫
、
樂
師
、
百
工
之
人
，
不
恥
相
師
。
士
大
夫
之
族
，
曰
師
曰
弟
子
云
者
，
則

群
聚
而
笑
之
。
問
之
，
則
曰
：
「
彼
與
彼
年
相
若
也
，
道
相
似
也
。
」
位
卑
則
足
羞
，
官

盛
則
近
諛
。
嗚
乎
！
師
道
之
不
復
可
知
矣
。
巫
、
醫
、
樂
師
百
工
之
人
，
君
子
不
齒
，
今

其
智
乃
反
不
能
及
，
其
可
怪
也
歟
！ 

 
 

聖
人
無
常
師
。
孔
子
師
郯
子
、
萇
弘
、
師
襄
、
老
聃
。
郯
子
之
徒
，
其
賢
不
如
孔

子
。
孔
子
曰
三
人
行
必
有
我
師
，
是
故
弟
子
不
必
不
如
師
，
師
不
必
賢
於
弟
子
，
聞
道
有

先
後
，
術
業
有
專
攻
，
如
是
而
已
。
李
氏
子
蟠
，
年
十
七
，
好
古
文
，
六
藝
、
經
傳
，
皆

通
習
之
。
不
拘
於
時
，
請
學
於
余
，
余
嘉
其
能
行
古
道
，
作
師
說
以
貽
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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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廬
山
草
堂
記 

 
 

 
 

白
居
易 

匡
廬
奇
秀
，
甲
天
下
山
，
山
北
峰
曰
香
爐
峰
，
峰
北
寺
曰
遺
愛
寺
，
介
峰
寺
間
，
其

境
勝
絕
，
又
甲
廬
山
。
元
和
十
一
年
秋
，
太
原
人
白
樂
天
見
而
愛
之
，
若
遠
行
客
過
故
鄉
，

戀
戀
不
能
去
，
因
面
峰
腋
寺
，
作
為
草
堂
。 

明
年
春
，
草
堂
成
，
三
間
兩
柱
，
二
室
四
牖
，
廣
袤
豐
殺
，
一
稱
心
力
。
洞
北
戶
，

來
陰
風
，
防
徂
暑
也
；
敞
南
甍
，
納
陽
日
，
虞
祁
寒
也
。
木
斬
而
已
，
不
加
丹
，
墻
圬
而

已
，
不
加
白
，
墄
階
用
石
，
冪
窗
用
紙
，
竹
簾
、
紵
幃
，
率
稱
是
焉
。
堂
中
設
木
榻
四
，

素
屏
二
，
漆
琴
一
張
，
儒
、
道
、
佛
書
各
三
兩
卷
。 

樂
天
既
來
為
主
，
仰
觀
山
，
俯
聽
泉
，
傍
睨
竹
樹
雲
石
，
自
辰
及
酉
，
應
接
不
暇
。

俄
而
物
誘
氣
隨
，
外
適
內
和
，
一
宿
體
寧
，
再
宿
心
恬
，
三
宿
後
頹
然
嗒
然
，
不
知
其
然

而
然
。 自

問
其
故
，
答
曰
：
「
是
居
也
，
前
有
平
地
，
輪
廣
十
丈
，
中
有
平
臺
半
平
地
，
臺

南
有
方
池
倍
平
臺
，
環
池
多
山
竹
野
卉
，
池
中
生
白
蓮
白
魚
。
又
南
抵
石
澗
，
夾
澗
有
古

松
老
杉
，
大
僅
十
人
圍
，
高
不
知
幾
百
尺
，
修
柯
戛
雲
，
低
枝
拂
潭
，
如
幢
豎
，
如
蓋
張
，

如
龍
蛇
走
。
松
下
多
灌
叢
，
蘿
蔦
葉
蔓
，
駢
織
承
翳
，
日
月
光
不
到
地
。
盛
夏
風
氣
如
八

九
月
時
，
下
鋪
白
石
，
為
出
入
道
。
堂
北
五
步
，
據
層
崖
積
石
，
嵌
空
垤
塊
，
雜
木
異
草
，

蓋
覆
其
上
，
綠
陰
蒙
蒙
，
朱
實
離
離
，
不
識
其
名
，
四
時
一
色
。
又
有
飛
泉
，
植
茗
就
以

烹
燀
，
好
事
者
見
，
可
以
永
日
。 

堂
東
有
瀑
布
，
水
懸
三
尺
，
瀉
階
隅
，
落
石
渠
，
昏
曉
如
練
色
，
夜
中
如
環
珮
琴
築

聲
。
堂
西
倚
北
崖
右
趾
，
以
剖
竹
架
空
，
引
崖
上
泉
，
脈
分
線
懸
，
自
檐
注
砌
，
累
累
如

貫
珠
，
霏
微
如
雨
露
，
滴
瀝
飄
灑
，
隨
風
遠
去
。
其
四
傍
耳
目
杖
屨
可
及
者
，
春
有
錦
繡

谷
花
，
夏
有
石
門
澗
雲
，
秋
有
虎
溪
月
，
冬
有
爐
峰
雪
，
陰
晴
顯
晦
，
昏
旦
含
吐
，
千
變

萬
狀
，
不
可
殫
紀
。
覼
縷
而
言
，
故
云
甲
廬
山
者
。
噫
！
凡
人
豐
一
屋
，
華
一
簣
，
而
起

居
其
間
，
尚
不
免
有
驕
矜
之
態
，
今
我
為
是
物
主
，
物
至
致
知
，
各
以
類
至
，
又
安
得
不

外
適
內
和
，
體
寧
心
恬
哉
？
昔
永
遠
、
宗
雷
輩
十
八
人
同
入
此
山
，
老
死
不
反
，
去
我
千

載
，
我
知
其
心
以
是
哉
！
（
節
錄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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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醉
翁
亭
記 

 
 

 
 

歐
陽
脩 

環
滁
皆
山
也
。
其
西
南
諸
峰
，
林
壑
尤
美
。
望
之
蔚
然
而
深
秀
者
，
瑯
琊
也
。
山
行

六
七
里
，
漸
聞
水
聲
潺
潺
；
而
瀉
出
於
兩
峰
之
間
者
，
釀
泉
也
。
峰
回
路
轉
，
有
亭
翼
然

臨
於
泉
上
者
，
醉
翁
亭
也
。
作
亭
者
誰
？
山
之
僧
智
僊
也
。
名
之
者
誰
？
太
守
自
謂
也
。

太
守
與
客
來
飲
於
此
，
飲
少
輒
醉
，
而
年
又
最
高
，
故
自
號
曰
醉
翁
也
。
醉
翁
之
意
不
在

酒
，
在
乎
山
水
之
間
也
。
山
水
之
樂
，
得
之
心
而
寓
之
酒
也
。 

若
夫
日
出
而
林
霏
開
，
雲
歸
而
巖
穴
暝
，
晦
明
變
化
者
，
山
間
之
朝
暮
也
。
野
芳
發

而
幽
香
，
佳
木
秀
而
繁
陰
，
風
霜
高
潔
，
水
落
而
石
出
者
，
山
間
之
四
時
也
。
朝
而
往
，

暮
而
歸
，
四
時
之
景
不
同
，
而
樂
亦
無
窮
也
。 

至
於
負
者
歌
於
塗
，
行
者
休
於
樹
，
前
者
呼
，
後
者
應
，
傴
僂
提
攜
，
往
來
而
不
絕

者
，
滁
人
遊
也
。
臨
谿
而
漁
，
谿
深
而
魚
肥
；
釀
泉
為
酒
，
泉
香
而
酒
洌
；
山
肴
野
蔌
，

雜
然
而
前
陳
者
，
太
守
宴
也
。 

宴
酣
之
樂
，
非
絲
非
竹
，
射
者
中
，
弈
者
勝
，
觥
籌
交
錯
，
起
坐
而
喧
譁
者
，
眾
賓

歡
也
。
蒼
顏
白
髮
，
頹
然
乎
其
間
者
，
太
守
醉
也
。 

已
而
夕
陽
在
山
，
人
影
散
亂
，
太
守
歸
而
賓
客
從
也
。
樹
林
陰
翳
，
鳴
聲
上
下
，
遊

人
去
而
禽
鳥
樂
也
。
然
而
禽
鳥
知
山
林
之
樂
；
而
不
知
人
之
樂
，
人
知
從
太
守
遊
而
樂
，

而
不
知
太
守
之
樂
其
樂
也
。
醉
能
同
其
樂
，
醒
能
述
以
文
者
，
太
守
也
。
太
守
謂
誰
？
廬

陵
歐
陽
脩
也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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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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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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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食
。
」 

客
喜
而
笑
，
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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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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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、
西
湖
七
月
半 

 
 

 
 

張
岱 

西
湖
七
月
半
，
一
無
可
看
，
止
可
看
看
七
月
半
之
人
。
看
七
月
半
之
人
，
以
五
類
看

之
。
其
一
，
樓
船
簫
鼓
，
峨
冠
盛
筵
，
燈
火
優
傒
，
聲
光
相
亂
，
名
為
看
月
而
實
不
見
月

者
，
看
之
。
其
一
，
亦
船
亦
樓
，
名
娃
閨
秀
，
攜
及
童
孌
，
笑
啼
雜
之
，
環
坐
露
台
，
左

右
盼
望
，
身
在
月
下
而
實
不
看
月
者
，
看
之
。
其
一
，
亦
船
亦
聲
歌
，
名
妓
閑
僧
，
淺
斟

低
唱
，
弱
管
輕
絲
，
竹
肉
相
發
，
亦
在
月
下
，
亦
看
月
，
而
欲
人
看
其
看
月
者
，
看
之
。

其
一
，
不
舟
不
車
，
不
衫
不
幘
，
酒
醉
飯
飽
，
呼
群
三
五
，
躋
入
人
叢
，
昭
慶
、
斷
橋
，

嘄
呼
嘈
雜
，
裝
假
醉
，
唱
無
腔
曲
，
月
亦
看
，
看
月
者
亦
看
，
不
看
月
者
亦
看
，
而
實
無

一
看
者
，
看
之
。
其
一
，
小
船
輕
幌
，
淨
几
暖
爐
，
茶
鐺
旋
煮
，
素
瓷
靜
遞
，
好
友
佳
人
，

邀
月
同
坐
，
或
匿
影
樹
下
，
或
逃
囂
裏
湖
，
看
月
而
人
不
見
其
看
月
之
態
，
亦
不
作
意
看

月
者
，
看
之
。 

杭
人
遊
湖
，
巳
出
酉
歸
，
避
月
如
仇
。
是
夕
好
名
，
逐
隊
爭
出
，
多
犒
門
軍
酒
錢
，

轎
夫
擎
燎
，
列
俟
岸
上
。
一
入
舟
，
速
舟
子
急
放
斷
橋
，
趕
入
勝
會
。
以
故
二
鼓
以
前
，

人
聲
鼓
吹
，
如
沸
如
撼
，
如
魘
如
囈
，
如
聾
如
啞
，
大
船
小
船
一
齊
湊
岸
，
一
無
所
見
，

止
見
篙
擊
篙
，
舟
觸
舟
，
肩
摩
肩
，
面
看
面
而
已
。
少
刻
興
盡
，
官
府
席
散
，
皂
隸
喝
道

去
。
轎
夫
叫
船
上
人
，
怖
以
關
門
，
燈
籠
火
把
如
列
星
，
一
一
簇
擁
而
去
。
岸
上
人
亦
逐

隊
趕
門
，
漸
稀
漸
薄
，
頃
刻
散
盡
矣
。 

吾
輩
始
艤
舟
近
岸
。
斷
橋
石
磴
始
涼
，
席
其
上
，
呼
客
縱
飲
。
此
時
月
如
鏡
新
磨
，

山
復
整
妝
，
湖
復
頮
面
，
向
之
淺
斟
低
唱
者
出
，
匿
影
樹
下
者
亦
出
，
吾
輩
往
通
聲
氣
，

拉
與
同
坐
。
韻
友
來
，
名
妓
至
，
杯
箸
安
，
竹
肉
發
。
月
色
蒼
涼
，
東
方
將
白
，
客
方
散

去
。
吾
輩
縱
舟
，
酣
睡
于
十
里
荷
花
之
中
，
香
氣
拍
人
，
清
夢
甚
愜
。 

    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