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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〈
桃
花
源
記
〉 

 
 
 

陶
淵
明    

 

  

 
 

晉
太
元
中
，
武
陵
人
，
捕
魚
為
業
，
緣
溪
行
，
忘
路
之
遠
近
。
忽

逢
桃
花
林
，
夾
岸
數
百
步
，
中
無
雜
樹
，
芳
草
鮮
美
，
落
英
繽
紛
。
漁

人
甚
異
之
，
復
前
行
，
欲
窮
其
林
。
林
盡
水
源
，
便
得
一
山
，
山
有
小

口
，
彷
彿
若
有
光
，
便
捨
船
，
從
口
入
。 

 

初
極
狹
，
纔
通
人
，
復
行
數
十
步
，
豁
然
開
朗
。
土
地
平
曠
，
屋
舍

儼
然
。
有
良
田
、
美
池
、
桑
、
竹
之
屬
，
阡
陌
交
通
，
雞
犬
相
聞
。
其

中
往
來
種
作
，
男
女
衣
著
，
悉
如
外
人
，
黃
髮
垂
髫
，
並
怡
然
自
樂
。

見
漁
人
，
乃
大
驚
，
問
所
從
來
，
具
答
之
。
便
要
還
家
，
設
酒
、
殺
雞
、

作
食
。
村
中
聞
有
此
人
，
咸
來
問
訊
。
自
云
：
「
先
世
避
秦
時
亂
，
率

妻
子
邑
人
來
此
絕
境
，
不
復
出
焉
，
遂
與
外
人
間
隔
。
」
問
今
是
何
世
？

乃
不
知
有
漢
，
無
論
魏
、
晉
！
此
人
一
一
為
具
言
所
聞
，
皆
歎
惋
。
餘

人
各
復
延
至
其
家
，
皆
出
酒
食
。
停
數
日
，
辭
去
。
此
中
人
語
云
：
「
不

足
為
外
人
道
也
。
」 

 
 
 
 

既
出
，
得
其
船
，
便
扶
向
路
，
處
處
誌
之
。
及
郡
下
，
詣
太
守
，

說
如
此
。
太
守
即
遣
人
隨
其
往
，
尋
向
所
誌
，
遂
迷
不
復
得
路
。
南
陽

劉
子
驥
，
高
尚
士
也
，
聞
之
，
欣
然
規
往
，
未
果
，
尋
病
終
。
後
遂
無

問
津
者
。 

 
 



二
、〈
朋
黨
論
〉 

 
 
 

歐
陽
脩 

 
 

臣
聞
朋
黨
之
說
，
自
古
有
之
，
惟
幸
人
君
辨
其
君
子
小
人
而
已
。
大

凡
君
子
與
君
子
，
以
同
道
爲
朋
，
小
人
與
小
人
，
以
同
利
爲
朋
，
此
自

然
之
理
也
。 

 
 

然
臣
謂
小
人
無
朋
，
惟
君
子
則
有
之
。
其
故
何
哉
？
小
人
所
好
者

祿
利
也
，
所
貪
者
財
貨
也
。
當
其
同
利
之
時
，
暫
相
黨
引
以
爲
朋
者
，

僞
也
。
及
其
見
利
而
爭
先
，
或
利
盡
而
交
疏
，
則
反
相
賊
害
，
雖
其
兄

弟
親
戚
，
不
能
相
保
。
故
臣
謂
小
人
無
朋
，
其
暫
爲
朋
者
，
僞
也
。
君

子
則
不
然
。
所
守
者
道
義
，
所
行
者
忠
信
，
所
惜
者
名
節
。
以
之
修
身
，

則
同
道
而
相
益
；
以
之
事
國
，
則
同
心
而
共
濟
；
終
始
如
一
，
此
君
子

之
朋
也
。
故
爲
人
君
者
，
但
當
退
小
人
之
僞
朋
，
用
君
子
之
真
朋
，
則

天
下
治
矣
。 

 
 
 
 

堯
之
時
，
小
人
共
工
、
驩
兜
等
四
人
爲
一
朋
，
君
子
八
元
、
八
愷

十
六
人
爲
一
朋
。
舜
佐
堯
，
退
四
凶
小
人
之
朋
，
而
進
元
、
愷
君
子
之

朋
，
堯
之
天
下
大
治
。
及
舜
自
爲
天
子
，
而
皋
、
夔
、
稷
、
契
等
二
十

二
人
並
列
於
朝
，
更
相
稱
美
，
更
相
推
讓
，
凡
二
十
二
人
爲
一
朋
，
而

舜
皆
用
之
，
天
下
亦
大
治
。
《
書
》
曰
：
「
紂
有
臣
億
萬
，
惟
億
萬
心
；

周
有
臣
三
千
，
惟
一
心
。
」
紂
之
時
，
億
萬
人
各
異
心
，
可
謂
不
爲
朋

矣
，
然
紂
以
亡
國
。
周
武
王
之
臣
，
三
千
人
爲
一
大
朋
，
而
周
用
以
興
。

後
漢
獻
帝
時
，
盡
取
天
下
名
士
囚
禁
之
，
目
爲
黨
人
。
及
黃
巾
賊
起
，

漢
室
大
亂
，
後
方
悔
悟
，
盡
解
黨
人
而
釋
之
，
然
已
無
救
矣
。
唐
之
晚

年
，
漸
起
朋
黨
之
論
。
及
昭
宗
時
，
盡
殺
朝
之
名
士
，
或
投
之
黃
河
，

曰
：
「
此
輩
清
流
，
可
投
濁
流
。
」
而
唐
遂
亡
矣
。 

 
 
 
 

夫
前
世
之
主
，
能
使
人
人
異
心
不
爲
朋
，
莫
如
紂
；
能
禁
絕
善
人

爲
朋
，
莫
如
漢
獻
帝
；
能
誅
戮
清
流
之
朋
，
莫
如
唐
昭
宗
之
世
；
然
皆

亂
亡
其
國
。
更
相
稱
美
推
讓
而
不
自
疑
，
莫
如
舜
之
二
十
二
臣
，
舜
亦

不
疑
而
皆
用
之
；
然
而
後
世
不
誚
舜
爲
二
十
二
人
朋
黨
所
欺
，
而
稱
舜

爲
聰
明
之
聖
者
，
以
能
辨
君
子
與
小
人
也
。
周
武
之
世
，
舉
其
國
之
臣

三
千
人
共
爲
一
朋
，
自
古
爲
朋
之
多
且
大
，
莫
如
周
；
然
周
用
此
以
興

者
，
善
人
雖
多
而
不
厭
也
。 

 
 
 
 

嗟
呼
！
興
亡
治
亂
之
跡
，
爲
人
君
者
，
可
以
鑑
矣
。 

 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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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
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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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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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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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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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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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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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。 

 



四
、〈
上
樞
密
韓
太
尉
書
〉 

 
 
 
 

蘇
轍 

 
 
 
  

太
尉
執
事
：
轍
生
好
為
文
，
思
之
至
深
，
以
為
文
者
，
氣
之
所
形
。

然
文
不
可
以
學
而
能
，
氣
可
以
養
而
致
。
孟
子
曰：

「
我
善
養
吾
浩
然

之
氣
。
」
今
觀
其
文
章
，
寬
厚
宏
博
，
充
乎
天
地
之
間
，
稱
其
氣
之
小

大
。
太
史
公
行
天
下
，
周
覽
四
海
名
山
大
川
，
與
燕
、
趙
間
豪
俊
交
游
。

故
其
文
疎
蕩
，
頗
有
奇
氣
。
此
二
子
者
，
豈
嘗
執
筆
學
為
如
此
之
文
哉
？

其
氣
充
乎
其
中
而
溢
乎
其
貌
，
動
乎
其
言
而
見
乎
其
文
，
而
不
自
知
也
。 

 
 
 
 

轍
生
十
有
九
年
矣
，
其
居
家
所
與
游
者
，
不
過
其
鄰
里
鄉
黨
之
人
；

所
見
不
過
數
百
里
之
間
，
無
高
山
大
野
可
登
覽
以
自
廣
；
百
氏
之
書
，

雖
無
所
不
讀
，
然
皆
古
人
之
陳
迹
，
不
足
以
激
發
其
志
氣
。
恐
遂
汩
沒
，

故
決
然
捨
去
，
求
天
下
奇
聞
壯
觀
，
以
知
天
地
之
廣
大
。 

 
 
 
 

過
秦
、
漢
之
故
都
，
恣
觀
終
南
、
嵩
、
華
之
高
；
北
顧
黃
河
之
奔

流
，
慨
然
想
見
古
之
豪
傑
。
至
京
師
，
仰
觀
天
子
宮
闕
之
壯
，
與
倉
廩
、

府
庫
、
城
池
、
苑
囿
之
富
且
大
也
，
而
後
知
天
下
之
巨
麗
。
見
翰
林
歐

陽
公
，
聽
其
議
論
之
宏
辯
，
觀
其
容
貌
之
秀
偉
，
與
其
門
人
賢
士
大
夫

遊
，
而
後
知
天
下
之
文
章
聚
乎
此
也
。 

 
 
 
 

太
尉
以
才
略
冠
天
下
，
天
下
之
所
恃
以
無
憂
，
四
夷
之
所
憚
以
不

敢
發
，
入
則
周
公
、
召
公
，
出
則
方
叔
、
召
虎
。
而
轍
也
未
之
見
焉
。

且
夫
人
之
學
也
，
不
志
其
大
，
雖
多
而
何
為
？
轍
之
來
也
，
於
山
見
終

南
、
嵩
、
華
之
高
，
於
水
見
黃
河
之
大
且
深
，
於
人
見
歐
陽
公
。
而
猶

以
為
未
見
太
尉
也
。
故
願
得
觀
賢
人
之
光
耀
，
聞
一
言
以
自
壯
，
然
後

可
以
盡
天
下
之
大
觀
而
無
憾
者
矣
。 

 
 
 
 

轍
年
少
，
未
能
通
習
吏
事
。
向
之
來
，
非
有
取
於
斗
升
之
祿
。
偶

然
得
之
，
非
其
所
樂
。
然
幸
得
賜
歸
待
選
，
使
得
優
游
數
年
之
間
，
將

歸
益
治
其
文
，
且
學
為
政
。
太
尉
苟
以
為
可
教
而
辱
教
之
，
又
幸
矣
。 

 
 



五
、〈
諫
逐
客
書
〉 

 
 
 

李
斯 

 
 

臣
聞
吏
議
逐
客
，
竊
以
為
過
矣
。 

 
 
 

昔
繆
公
求
士
，
西
取
由
余
於
戎
，
東
得
百
里
奚
於
宛
，
迎
蹇
叔
於
宋
，

來
丕
豹
、
公
孫
支
於
晉
。
此
五
子
者
，
不
產
於
秦
，
而
繆
公
用
之
，
并

國
二
十
，
遂
霸
西
戎
。
孝
公
用
商
鞅
之
法
，
移
風
易
俗
，
民
以
殷
盛
，

國
以
富
強
。
百
姓
樂
用
，
諸
侯
親
服
，
獲
楚
、
魏
之
師
，
舉
地
千
里
，

至
今
治
彊
。
惠
王
用
張
儀
之
計
，
拔
三
川
之
地
，
西
并
巴
蜀
、
北
收
上

郡
、
南
取
漢
中
，
包
九
夷
，
制
鄢
、
郢
；
東
據
成
皋
之
險
，
割
膏
腴
之

壤
，
遂
散
六
國
之
從
，
使
之
西
面
事
秦
，
功
施
到
今
。
昭
王
得
范
雎
，

廢
穰
侯
，
逐
華
陽
，
彊
公
室
，
杜
私
門
，
蠶
食
諸
侯
，
使
秦
成
帝
業
。

此
四
君
者
，
皆
以
客
之
功
。
由
此
觀
之
，
客
何
負
於
秦
哉
？
向
使
四
君

卻
客
而
不
內
，
疏
士
而
不
用
，
是
使
國
無
富
利
之
實
，
而
秦
無
彊
大
之

名
也
。 

 
 

今
陛
下
致
昆
山
之
玉
，
有
隨
、
和
之
寶
，
垂
明
月
之
珠
，
服
太
阿

之
劍
，
乘
纖
離
之
馬
，
建
翠
鳳
之
旗
，
樹
靈
鼉
之
鼓
。
此
數
寶
者
，
秦

不
生
一
焉
，
而
陛
下
說
之
，
何
也
？
必
秦
國
之
所
生
然
後
可
，
則
是
夜

光
之
璧
，
不
飾
朝
廷
；
犀
象
之
器
，
不
為
玩
好
；
鄭
魏
之
女
，
不
充
後

宮
；
而
駿
良
駃
騠
，
不
實
外
廄
；
江
南
金
錫
不
為
用
；
西
蜀
丹
青
不
為

采
。
所
以
飾
後
宮
、
充
下
陳
、
娛
心
意
、
說
耳
目
者
，
必
出
於
秦
然
後

可
，
則
是
宛
珠
之
簪
、
傅
璣
之
珥
、
阿
縞
之
衣
、
錦
繡
之
飾
，
不
進
於

前
，
而
隨
俗
雅
化
、
佳
冶
窈
窕
，
趙
女
不
立
於
側
也
。
夫
擊
甕
叩
缶
、

彈
箏
搏
髀
而
歌
呼
嗚
嗚
快
耳
者
，
真
秦
之
聲
也
。
鄭
、
衛
、
桑
間
、
韶

虞
、
武
象
者
，
異
國
之
樂
也
。
今
棄
擊
甕
叩
缶
而
就
鄭
、
衛
，
退
彈
箏

而
取
韶
虞
，
若
是
者
，
何
也
？
快
意
當
前
，
適
觀
而
已
矣
。
今
取
人
則

不
然
，
不
問
可
否
、
不
論
曲
直
，
非
秦
者
去
，
為
客
者
逐
，
然
則
是
所

重
者
在
乎
色
樂
珠
玉
，
而
所
輕
者
在
乎
民
人
也
！
此
非
所
以
跨
海
內
、

制
諸
侯
之
術
也
。 

 
 
 
 

臣
聞
地
廣
者
粟
多
，
國
大
者
人
眾
，
兵
強
則
士
勇
。
是
以
泰
山
不

讓
土
壤
，
故
能
成
其
大
；
河
海
不
擇
細
流
，
故
能
就
其
深
；
王
者
不
卻

眾
庶
，
故
能
明
其
德
。
是
以
地
無
四
方
，
民
無
異
國
，
四
時
充
美
，
鬼

神
降
福
，
此
五
帝
三
王
之
所
以
無
敵
也
。
今
乃
棄
黔
首
以
資
敵
國
，
卻

賓
客
以
業
諸
侯
，
使
天
下
之
士
退
而
不
敢
西
向
，
裹
足
不
入
秦
，
此
所

謂
藉
寇
兵
而
齎
盜
糧
者
也
。 

  

 
 

夫
物
不
產
於
秦
，
可
寶
者
多
；
士
不
產
於
秦
，
而
願
忠
者
眾
。
今

逐
客
以
資
敵
國
，
損
民
以
益
讎
，
內
自
虛
而
外
樹
怨
於
諸
侯
，
求
國
無

危
，
不
可
得
也
。 



六
、〈
始
得
西
山
宴
遊
記
〉 

 
 
 

柳
宗
元 

 
 
 
 
 

自
余
為
僇
人
，
居
是
州
，
恆
惴
慄
。
其
隟
也
，
則
施
施
而
行
，
漫

漫
而
遊
。
日
與
其
徒
上
高
山
，
入
深
林
，
窮
迴
谿
。
幽
泉
怪
石
，
無
遠

不
到
。
到
則
披
草
而
坐
，
傾
壼
而
醉
，
醉
則
更
相
枕
以
臥
，
臥
而
夢
，

意
有
所
極
，
夢
亦
同
趣
。
覺
而
起
，
起
而
歸
。
以
為
凡
是
州
之
山
水
有

異
態
者
，
皆
我
有
也
，
而
未
始
知
西
山
之
怪
特
。 

 
 

今
年
九
月
二
十
八
日
，
因
坐
法
華
西
亭
，
望
西
山
，
始
指
異
之
。

遂
命
僕
過
湘
江
，
緣
染
溪
，
斫
榛
莽
，
焚
茅
茷
，
窮
山
之
高
而
止
。
攀

援
而
登
，
箕
踞
而
遨
，
則
凡
數
州
之
土
壤
，
皆
在
袵
席
之
下
。 

 
 
 
 

其
高
下
之
勢
，
岈
然
洼
然
，
若
垤
若
穴
，
尺
寸
千
里
，
攢
蹙
累
積
，

莫
得
遯
隱
。
縈
青
繚
白
，
外
與
天
際
，
四
望
如
一
。
然
後
知
是
山
之
特

出
，
不
與
培
塿
為
類
。
悠
悠
乎
與
灝
氣
俱
，
而
莫
得
其
涯
；
洋
洋
乎
與

造
物
者
遊
，
而
不
知
其
所
窮
。 

 
 
 
 

引
觴
滿
酌
，
頹
然
就
醉
，
不
知
日
之
入
。
蒼
然
暮
色
，
自
遠
而
至
，

至
無
所
見
，
而
猶
不
欲
歸
。
心
凝
形
釋
，
與
萬
化
冥
合
。
然
後
知
吾
嚮

之
未
始
遊
，
遊
於
是
乎
始
，
故
為
之
文
以
志
。 

 
 

是
歲
，
元
和
四
年
也
。 

  
 



七
、〈
岳
陽
樓
記
〉 

 
 
 

范
仲
淹 

 
 

慶
曆
四
年
春
，
滕
子
京
謫
守
巴
陵
郡
。
越
明
年
，
政
通
人
和
，
百

廢
俱
興
，
乃
重
修
岳
陽
樓
，
增
其
舊
制
，
刻
唐
賢
今
人
詩
賦
於
其
上
，

屬
予
作
文
以
記
之
。 

 
 

予
觀
夫
巴
陵
勝
狀
，
在
洞
庭
一
湖
。
銜
遠
山
，
吞
長
江
，
浩
浩
湯

湯
，
橫
無
際
涯
；
朝
暉
夕
陰
，
氣
象
萬
千
，
此
則
岳
陽
樓
之
大
觀
也
，

前
人
之
述
備
矣
。
然
則
北
通
巫
峽
，
南
極
瀟
湘
，
遷
客
騷
人
，
多
會
於

此
，
覽
物
之
情
，
得
無
異
乎
？ 

 
 

若
夫
霪
雨
霏
霏
，
連
月
不
開
；
陰
風
怒
號
，
濁
浪
排
空
。
日
星
隱

耀
，
山
岳
潛
形
；
商
旅
不
行
，
檣
傾
楫
摧
；
薄
暮
冥
冥
，
虎
嘯
猿
啼
。

登
斯
樓
也
，
則
有
去
國
懷
鄉
，
憂
讒
畏
譏
，
滿
目
蕭
然
，
感
極
而
悲
者

矣
。 

 
 

至
若
春
和
景
明
，
波
瀾
不
驚
，
上
下
天
光
，
一
碧
萬
頃
；
沙
鷗
翔

集
，
錦
鱗
游
泳
，
岸
芷
汀
蘭
，
郁
郁
青
青
。
而
或
長
煙
一
空
，
皓
月
千

里
，
浮
光
躍
金
，
靜
影
沉
璧
，
漁
歌
互
答
，
此
樂
何
極
！
登
斯
樓
也
，

則
有
心
曠
神
怡
，
寵
辱
偕
忘
、
把
酒
臨
風
，
其
喜
洋
洋
者
矣
。 

 
 

嗟
夫
！
予
嘗
求
古
仁
人
之
心
，
或
異
二
者
之
為
，
何
哉
？
不
以
物

喜
，
不
以
己
悲
，
居
廟
堂
之
高
，
則
憂
其
民
；
處
江
湖
之
遠
，
則
憂
其

君
。
是
進
亦
憂
，
退
亦
憂
；
然
則
何
時
而
樂
耶
？
其
必
曰
：
「
先
天
下

之
憂
而
憂
，
後
天
下
之
樂
而
樂
」
乎
！
噫
！
微
斯
人
，
吾
誰
與
歸
！
時

六
年
九
月
十
五
日
。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