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

 

一
、 

項
脊
軒
志        

  

歸
有
光 

    

項
脊
軒
，
舊
南
閣
子
也
。
室
僅
方
丈
，
可
容
一
人
居
。
百
年
老
屋
，
塵
泥
滲
漉
，
雨
澤

下
注
；
每
移
案
，
顧
視
，
無
可
置
者
。
又
北
向
，
不
能
得
日
，
日
過
午
已
昏
。
余
稍
爲
修
葺
，

使
不
上
漏
。
前
闢
四
窗
，
垣
牆
周
庭
，
以
當
南
日
，
日
影
反
照
，
室
始
洞
然
。
又
雜
植
蘭
桂

竹
木
於
庭
，
舊
時
欄
楯
，
亦
遂
增
勝
。
借
書
滿
架
，
偃
仰
嘯
歌
，
冥
然
兀
坐
，
萬
籟
有
聲
；

而
庭
堦
寂
寂
，
小
鳥
時
來
啄
食
，
人
至
不
去
。
三
五
之
夜
，
明
月
半
牆
，
桂
影
斑
駁
，
風
移

影
動
，
珊
珊
可
愛
。 

    

然
余
居
於
此
，
多
可
喜
，
亦
多
可
悲
。
先
是
庭
中
通
南
北
爲
一
。
迨
諸
父
異
爨
，
內
外

多
置
小
門
牆
，
往
往
而
是
。
東
犬
西
吠
，
客
逾
庖
而
宴
，
雞
棲
於
廳
。
庭
中
始
爲
籬
，
已
爲

牆
，
凡
再
變
矣
。
家
有
老
嫗
，
嘗
居
於
此
。
嫗
，
先
大
母
婢
也
，
乳
二
世
，
先
妣
撫
之
甚
厚
。

室
西
連
於
中
閨
，
先
妣
嘗
一
至
。
嫗
每
謂
余
曰
：
「
某
所
，
而
母
立
於
茲
。
」
嫗
又
曰
：
「
汝

姊
在
吾
懷
，
呱
呱
而
泣
；
娘
以
指
叩
門
扉
曰
：
『
兒
寒
乎
？
欲
食
乎
？
』
吾
從
板
外
相
爲
應

答
。
」
語
未
畢
，
余
泣
，
嫗
亦
泣
。
余
自
束
髮
，
讀
書
軒
中
，
一
日
，
大
母
過
余
曰
：
「
吾

兒
，
久
不
見
若
影
，
何
竟
日
默
默
在
此
，
大
類
女
郎
也
？
」
比
去
，
以
手
闔
門
，
自
語
曰
：

「
吾
家
讀
書
久
不
效
，
兒
之
成
，
則
可
待
乎
！
」
頃
之
，
持
一
象
笏
至
，
曰
：
「
此
吾
祖
太

常
公
宣
德
間
執
此
以
朝
，
他
日
汝
當
用
之
！
」
瞻
顧
遺
蹟
，
如
在
昨
日
，
令
人
長
號
不
自
禁
。 

    

軒
東
，
故
嘗
爲
廚
，
人
往
，
從
軒
前
過
。
余
扃
牖
而
居
，
久
之
，
能
以
足
音
辨
人
。
軒

凡
四
遭
火
，
得
不
焚
，
殆
有
神
護
者
。 

    

項
脊
生
曰
：
「
蜀
清
守
丹
穴
，
利
甲
天
下
，
其
後
秦
皇
帝
築
女
懷
清
檯
；
劉
玄
德
與
曹

操
爭
天
下
，
諸
葛
孔
明
起
隴
中
。
方
二
人
之
昧
昧
於
一
隅
也
，
世
何
足
以
知
之
，
余
區
區
處

敗
屋
中
，
方
揚
眉
瞬
目
，
謂
有
奇
景
。
人
知
之
者
，
其
謂
與
坎
井
之
蛙
何
異
？
」 

    

余
既
爲
此
志
，
後
五
年
，
吾
妻
來
歸
，
時
至
軒
中
，
從
余
問
古
事
，
或
憑
几
學
書
。
吾

妻
歸
寧
，
述
諸
小
妹
語
曰
：
「
聞
姊
家
有
閣
子
，
且
何
謂
閣
子
也
？
」
其
後
六
年
，
吾
妻
死
，

室
壞
不
修
。
其
後
二
年
，
余
久
臥
病
無
聊
，
乃
使
人
復
葺
南
閣
子
，
其
制
稍
異
於
前
。
然
自

後
余
多
在
外
，
不
常
居
。 

    

庭
有
枇
杷
樹
，
吾
妻
死
之
年
所
手
植
也
，
今
已
亭
亭
如
蓋
矣
。 

 



 

 

二
、
捕
蛇
者
說                 

   

柳
宗
元 

永
州
之
野
產
異
蛇
，
黑
質
而
白
章
，
觸
草
木
盡
死
。
以
齧
人
，
無
禦
之
者
。
然
得
而
腊

之
以
為
餌
，
可
以
已
大
風
、
攣
踠
、
瘻
、
癘
，
去
死
肌
，
殺
三
蟲
。
其
始
，
太
醫
以
王
命
聚

之
，
歲
賦
其
二
，
募
有
能
捕
之
者
，
當
其
租
入
，
永
之
人
爭
奔
走
焉
。 

有
蔣
氏
者
，
專
其
利
三
世
矣
。
問
之
，
則
曰
：
「
吾
祖
死
於
是
，
吾
父
死
於
是
，
今
吾

嗣
為
之
十
二
年
，
幾
死
者
數
矣
。
」
言
之
，
貌
若
甚
戚
者
。
余
悲
之
，
且
曰
：
「
若
毒
之
乎
？

余
將
告
於
蒞
事
者
，
更
若
役
，
復
若
賦
，
則
何
如
？
」 

蔣
氏
大
戚
，
汪
然
出
涕
曰
：
「
君
將
哀
而
生
之
乎
？
則
吾
斯
役
之
不
幸
，
未
若
復
吾
賦

不
幸
之
甚
也
。
嚮
吾
不
為
斯
役
，
則
久
已
病
矣
。
自
吾
氏
三
世
居
是
鄉
，
積
於
今
六
十
歲
矣
，

而
鄉
鄰
之
生
日
蹙
。
殫
其
地
之
出
，
竭
其
廬
之
入
，
號
呼
而
轉
徙
，
饑
渴
而
頓
踣
，
觸
風
雨
，

犯
寒
暑
，
呼
噓
毒
癘
，
往
往
而
死
者
相
藉
也
。
曩
與
吾
祖
居
者
，
今
其
室
十
無
一
焉
；
與
吾

父
居
者
，
今
其
室
十
無
二
三
焉
；
與
吾
居
十
二
年
者
，
今
其
室
十
無
四
五
焉
，
非
死
即
徙
爾
，

而
吾
以
捕
蛇
獨
存
。 

悍
吏
之
吾
鄉
，
叫
囂
乎
東
西
，
隳
突
乎
南
北
，
譁
然
而
駭
者
，
雖
雞
狗
不
得
寧
焉
。
吾

恂
恂
而
起
，
視
其
缶
，
而
吾
蛇
尚
存
，
則
弛
然
而
臥
。
謹
食
之
，
時
而
獻
焉
。
退
而
甘
食
其

土
之
有
，
以
盡
吾
齒
。
蓋
一
歲
之
犯
死
者
二
焉
，
其
餘
則
熙
熙
而
樂
，
豈
若
吾
鄉
鄰
之
旦
旦

有
是
哉
！
今
雖
死
乎
此
，
比
吾
鄉
鄰
之
死
，
則
已
後
矣
，
又
安
敢
毒
耶
？
」 

余
聞
而
愈
悲
。
孔
子
曰
：
「
苛
政
猛
於
虎
也
。
」
吾
嘗
疑
乎
是
，
今
以
蔣
氏
觀
之
，
猶

信
。
嗚
呼
！
孰
知
賦
斂
之
毒
，
有
甚
於
是
蛇
者
乎
！
故
為
之
說
，
以
俟
夫
觀
人
風
者
得
焉
。 

        



 

 

 

三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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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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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呼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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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及
孔
子
。

孔
子
曰
：「
三
人
行
，
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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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。 

 

  



 

 

四
、
左
忠
毅
公
軼
事              

方
苞 

先
君
子
嘗
言
：
鄉
先
輩
左
忠
毅
公
視
學
京
畿
。
一
日
，
風
雪
嚴
寒
，
從
數
騎
出
，
微
行
，

入
古
寺
。
廡
下
一
生
伏
案
臥
，
文
方
成
草
。
公
閱
畢
，
即
解
貂
覆
生
，
為
掩
戶
。
叩
之
寺
僧
，

則
史
公
可
法
也
。
及
試
，
吏
呼
名
，
至
史
公
，
公
瞿
然
注
視
。
呈
卷
，
即
面
署
第
一
。
召
入
，

使
拜
夫
人
，
曰
：
「
吾
諸
兒
碌
碌
，
他
日
繼
吾
志
事
，
惟
此
生
耳
！
」 

 

及
左
公
下
廠
獄
，
史
朝
夕
窺
獄
門
外
。
逆
閹
防
伺
甚
嚴
，
雖
家
僕
不
得
近
。
久
之
，

聞
左
公
被
炮
烙
，
旦
夕
且
死
，
持
五
十
金
，
涕
泣
謀
於
禁
卒
，
卒
感
焉
。
一
日
，
使
史
公
更

敝
衣
草
屨
，
背
筐
，
手
長
鑱
，
為
除
不
潔
者
。
引
入
，
微
指
左
公
處
，
則
席
地
倚
牆
而
坐
，

面
額
焦
爛
不
可
辨
，
左
膝
以
下
筋
骨
盡
脫
矣
！
史
前
跪
，
抱
公
膝
而
嗚
咽
。
公
辨
其
聲
，
而

目
不
可
開
，
乃
奮
臂
以
指
撥
眥
，
目
光
如
炬
，
怒
曰
：
「
庸
奴
！
此
何
地
也
，
而
汝
來
前
！

國
家
之
事
，
糜
爛
至
此
，
老
夫
已
矣
！
汝
復
輕
身
而
昧
大
義
，
天
下
事
誰
可
支
拄
者
？
不
速

去
，
無
俟
姦
人
構
陷
，
吾
今
即
撲
殺
汝
！
」
因
摸
地
上
刑
械
，
作
投
擊
勢
。
史
噤
不
敢
發
聲
，

趨
而
出
。
後
常
流
涕
述
其
事
以
語
人
曰
：
「
吾
師
肺
肝
，
皆
鐵
石
所
鑄
造
也
！
」 

 

崇
禎
末
，
流
賊
張
獻
忠
出
沒
蘄
、
黃
、
潛
、
桐
間
，
史
公
以
鳳
廬
道
奉
檄
守
禦
。
每

有
警
，
輒
數
月
不
就
寢
，
使
將
士
更
休
，
而
自
坐
幄
幕
外
，
擇
健
卒
十
人
，
令
二
人
蹲
踞
而

背
倚
之
，
漏
鼓
移
則
番
代
。
每
寒
夜
起
立
，
振
衣
裳
，
甲
上
冰
霜
迸
落
，
鏗
然
有
聲
。
或
勸

以
少
休
，
公
曰
：
「
吾
上
恐
負
朝
廷
，
下
恐
愧
吾
師
也
。
」 

 

史
公
治
兵
，
往
來
桐
城
，
必
躬
造
左
公
第
，
候
太
公
、
太
母
起
居
，
拜
夫
人
於
堂
上
。 

 

余
宗
老
塗
山
，
左
公
甥
也
，
與
先
君
子
善
，
謂
獄
中
語
，
乃
親
得
之
於
史
公
云
。 

         

 



 

 

      

五
、
與
元
微
之
書          

白
居
易 

四
月
十
日
夜
，
樂
天
白
： 

微
之
，
微
之
，
不
見
足
下
面
已
三
年
矣
；
不
得
足
下
書
欲
二
年
矣
。
人
生
幾
何
，
離
闊

如
此
！
況
以
膠
漆
之
心
，
置
於
胡
越
之
身
，
進
不
得
相
合
，
退
不
能
相
忘
，
牽
攣
乖
隔
，
各

欲
白
首
。
微
之
，
微
之
，
如
何
！
如
何
！
天
實
為
之
，
謂
之
奈
何
！ 

僕
初
到
潯
陽
時
，
有
熊
孺
登
來
，
得
足
下
前
年
病
甚
時
一
札
，
上
報
疾
狀
，
次
敘
病
心
，

終
論
平
生
交
分
。
且
云
：「
危
惙
之
際
，
不
暇
及
他
，
惟
收
數
帙
文
章
，
封
題
其
上
，
曰
：『
他

日
送
達
白
二
十
二
郎
，
便
請
以
代
書
。
』」
悲
哉
！
微
之
於
我
也
，
其
若
是
乎
！
又
睹
所
寄

聞
僕
左
降
詩
，
云
： 

「
殘
燈
無
焰
影
幢
幢
，
此
夕
聞
君
謫
九
江
。
垂
死
病
中
驚
坐
起
，
暗
風
吹
雨
入
寒
窗
。
」

此
句
他
人
尚
不
可
聞
，
況
僕
心
哉
！
至
今
每
吟
，
猶
惻
惻
耳
。
且
置
是
事
，
略
敘
近
懷
。 

僕
自
到
九
江
，
已
涉
三
載
，
形
骸
且
健
，
方
寸
甚
安
。
下
至
家
人
，
幸
皆
無
恙
。
長
兄

去
夏
自
徐
州
至
，
又
有
諸
院
孤
小
弟
妺
六
、
七
人
，
提
挈
同
來
。
昔
所
牽
念
者
，
今
悉
置
在

目
前
，
得
同
寒
暖
飢
飽
：
此
一
泰
也
。 

江
州
風
候
稍
涼
，
地
少
瘴
癘
，
乃
至
蛇
虺
蚊
蚋
，
雖
有
甚
稀
。
湓
魚
頗
肥
，
江
酒
極
美
，

其
餘
食
物
，
多
類
北
地
。
僕
門
內
之
口
雖
不
少
，
司
馬
之
俸
雖
不
多
，
量
入
儉
用
，
亦
可
自

給
，
身
衣
口
食
，
且
免
求
人
：
此
二
泰
也
。 

僕
去
年
秋
始
遊
廬
山
，
到
東
、
西
二
林
間
香
爐
峰
下
，
見
雲
水
泉
石
，
勝
絕
第
一
，
愛

不
能
捨
，
因
置
草
堂
。
前
有
喬
松
十
數
株
，
修
竹
千
餘
竿
；
青
蘿
為
牆
垣
，
白
石
為
橋
道
；

流
水
周
於
舍
下
，
飛
泉
落
於
簷
間
；
紅
榴
白
蓮
，
羅
生
池
砌
；
大
抵
若
是
，
不
能
殫
記
。
每

一
獨
往
，
動
彌
旬
日
，
平
生
所
好
者
，
盡
在
其
中
，
不
惟
忘
歸
，
可
以
終
老
：
此
三
泰
也
。 

計
足
下
久
得
僕
書
，
必
加
憂
望
；
今
故
錄
三
泰
，
以
先
奉
報
。 

  
     



 

 

六
、
醉
翁
亭
記        

歐
陽
修 

    

環
滁
皆
山
也
。
其
西
南
諸
峯
，
林
壑
尤
美
，
望
之
蔚
然
而
深
秀
者
，
琅
琊
也
。
山
行
六

七
裏
，
漸
聞
水
聲
潺
潺
而
瀉
出
於
兩
峯
之
間
者
，
釀
泉
也
。
峯
迴
路
轉
，
有
亭
翼
然
臨
於
泉

上
者
，
醉
翁
亭
也
。
作
亭
者
誰
？
山
之
僧
智
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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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途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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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溪
而
漁
，
溪
深
而
魚
肥
。
釀
泉
爲
酒
，
泉
香
而
酒
洌
；
山
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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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，
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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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修
也
。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