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     

一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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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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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，
為
嘗
見
也
。
」
請
而
見
之
，
謝
曰
：
「
文
倦
於
事
，
憒
於

憂
，
而
性
懧
愚
，
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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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軍
治
裝
，
載
券
契
而
行
，
辭
曰
：
「
責
畢
收
，
以
何
市
而

反
？
」
孟
嘗
君
曰
：「
是
吾
家
所
寡
有
者
。
」
驅
而
之
薛
。
使
吏
召
諸
民
當
償
者
，
悉
來
合
券
。

券
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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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問
：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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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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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。
」 



 
 
 
  
 
    

二
、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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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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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櫂
兮
蘭
槳
，
擊
空
明
兮
溯
流
光
。
渺
渺
兮
予

懷
， 

望
美
人
兮
天
一
方
。
」
客
有
吹
洞
蕭
者
，
倚
歌
而
和
之
，
其
聲
嗚
嗚
然
，
如
怨
如
慕
，
如

泣
如
訴
，
餘
音
裊
裊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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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，
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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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裡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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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，
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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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
 
  

 
 

客
喜
而
笑
，
洗
盞
更
酌
。
肴
核
既
盡
，
杯
盤
狼
藉
。
相
與
枕
籍
乎
舟
中
，
不
知
東
方
之
既

白
。 

 



         

三
、
義
田
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錢
公
輔 

  
 
 
 

范
文
正
公
，
蘇
人
也
，
平
生
好
施
與
，
擇
其
親
而
貧
，
疏
而
賢
者
，
咸
施
之
。
方
貴
顯

時
，
置
負
郭
常
稔
之
田
千
畝
，
號
曰
「
義
田
」，
以
養
濟
群
族
之
人
。
日
有
食
，
歲
有
衣
，
嫁
娶

婚
葬
，
皆
有
贍
。
擇
族
之
長
而
賢
者
主
其
計
，
而
時
其
出
納
焉
。
日
食
人
一
升
；
歲
衣
人
一

縑
，
嫁
女
者
五
十
千
，
再
嫁
者
三
十
千
；
娶
婦
者
三
十
千
，
再
娶
者
十
五
千
；
葬
者
如
再
嫁
之

數
，
葬
幼
者
十
千
。
族
之
聚
者
九
十
口
，
歲
入
給
稻
八
百
斛
；
以
其
所
入
，
給
其
所
聚
，
沛
然

有
餘
而
無
窮
。
仕
而
家
居
俟
代
者
與
焉
；
仕
而
居
官
者
罷
其
給
。
此
其
大
較
也
。 

 
 
 
 

初
公
之
未
貴
顯
也
，
嘗
有
志
於
是
矣
，
而
力
未
逮
者
三
十
年
。
既
而
為
西
帥
，
及
參
大

政
，
於
是
始
有
祿
賜
之
入
，
而
終
其
志
。
公
既
歿
，
後
世
子
孫
修
其
業
，
承
其
志
，
如
公
之
存

也
。
公
既
位
充
祿
厚
，
而
貧
終
其
身
。
歿
之
日
，
身
無
以
為
斂
，
子
無
以
為
喪
，
惟
以
施
貧
活

族
之
義
，
遺
其
子
而
已
。 

 
 
 
 

昔
晏
平
仲
敝
車
羸
馬
，
桓
子
曰
：「
是
隱
君
之
賜
也
。
」
晏
子
日
：
「
自
臣
之
貴
，
父
之

族
，
無
不
乘
車
者
；
母
之
族
，
無
不
足
於
衣
食
者
；
妻
之
族
，
無
凍
餒
者
；
齊
國
之
士
，
待
臣

而
舉
火
者
，
三
百
餘
人
。
如
此
而
為
隱
君
之
賜
乎
？
彰
君
之
賜
乎
？
」
於
是
齊
侯
以
晏
子
之
觴

而
觴
桓
子
。
予
嘗
愛
晏
子
好
仁
，
齊
侯
知
賢
，
而
桓
子
服
義
也
。
又
愛
晏
子
之
仁
有
等
級
，
而

言
有
次
也
； 

先
父
族
，
次
母
族
，
次
妻
族
，
而
後
及
其
疏
遠
之
賢
。
孟
子
曰
「
親
親
而
仁
民
，

仁
民
而
愛
物
。
」
晏
子
為
近
之
。
觀
文
正
之
義
，
賢
於
平
仲
，
其
規
模
遠
舉
又
疑
過
之
。 

 
 
 
 

嗚
呼
！
世
之
都
三
公
位
，
享
萬
鍾
祿
，
其
邸
第
之
雄
，
車
輿
之
飾
，
聲
色
之
多
，
妻
孥
之

富
，
止
乎
一
己
； 

而
族
之
人
不
得
其
門
而
入
者
，
豈
少
哉
！
況
於
施
賢
乎
！
其
下
為
卿
大
夫
，

為
士
，
廩
稍
之
充
，
奉
養
之
厚
，
止
乎
一
己
；
族
之
人
瓢
囊
為
溝
中
飢
者
，
豈
少
哉
？ 

況
於
他

人
乎
！
是
皆
公
之
罪
人
也
。
公
之
忠
義
滿
朝
廷
，
事
業
滿
邊
隅
，
功
名
滿
天
下
，
後
必
有
史
官

書
之
者
，
予
可
略
也
。
獨
高
其
義
， 

因
以
遺
於
世
云
。 



          

四
、
觸
讋
說
趙
太
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戰
國
策 

  
 
 
 

趙
太
后
新
用
事
，
秦
急
攻
。
趙
氏
求
救
於
齊
。
齊
曰
：「
必
以
長
安
君
為
質
，
兵
乃
出
。
」 

 
 
 
 

太
后
不
肯
，
大
臣
強
諫
。
太
后
明
謂
左
右
：「
有
復
言
令
長
安
君
為
質
者
，
老
婦
必
唾
其

面
。
」 

 
 
 
 

左
師
觸
讋
言
願
見
太
后
。
太
后
盛
氣
而
揖
之
。
入
而
徐
趨
，
至
而
自
謝
，
曰
：
「
老
臣
病

足
，
曾
不
能
疾
走
。
不
得
見
久
矣
，
竊
自
恕
，
而
恐
太
后
玉
體
之
有
所
郤
也
，
故
願
望
見
太

后
。
」
太
后
曰
：
「
老
婦
恃
輦
而
行
。
」
曰
：
「
日
食
飲
得
無
衰
乎
。
」
曰
：
「
恃
粥
耳
。
」
曰
：

「
老
臣
今
者
殊
不
知
欲
食
，
乃
自
強
步
，
日
三
、
四
里
，
少
益
嗜
食
，
和
於
身
也
。
」
太
后

曰
：「
老
婦
不
能
。
」
太
后
之
色
少
解
。 

 
 
 
 

左
師
公
曰
：「
老
臣
賤
息
舒
祺
，
最
少
，
不
肖
。
而
臣
衰
，
竊
愛
憐
之
，
願
今
得
補
黑
衣
之

數
，
以
衛
王
宮
。
沒
死
以
聞
。
」
太
后
曰
：
「
敬
諾
。
年
幾
何
矣
。
」
對
曰
：「
十
五
歲
矣
。
雖

少
，
願
及
未
填
溝
壑
而
托
之
。
」
太
后
曰
：
「
丈
夫
亦
愛
憐
其
少
子
乎
？
」
對
曰
：
「
甚
於
婦

人
。
」
太
后
笑
曰
：「
婦
人
甚
異
。
」
對
曰
：
「
老
臣
竊
以
為
媼
之
愛
燕
后
，
賢
於
長
安
君
。
」

曰
：「
君
過
矣
！
不
若
長
安
君
之
甚
。
」 

 
 
 
 

左
師
公
曰
：「
父
母
之
愛
子
，
則
為
之
計
甚
遠
。
媼
之
送
燕
后
也
，
持
其
踵
，
為
之
泣
，
念

悲
其
遠
也
！
亦
哀
之
矣
。
已
行
，
非
弗
思
也
，
祭
祀
必
祝
之
，
祝
曰
：
『
必
勿
使
反
！
』
豈
非
計

久
長
，
有
子
孫
相
繼
為
王
也
哉
？
」
太
后
曰
：
「
然
。
」
左
師
公
曰
：「
今
三
世
以
前
，
至
於
趙

之
為
趙
，
趙
主
之
子
孫
侯
者
，
其
繼
有
在
著
乎
？
」
曰
：「
無
有
。
」
曰
：
「
微
獨
趙
，
諸
侯
有

在
者
乎
？
」
曰
：
「
老
婦
不
聞
也
。
」「
此
其
近
者
禍
及
身
，
遠
者
及
其
子
孫
。
豈
人
主
之
子
孫

則
必
不
善
哉
？
位
尊
而
無
功
，
俸
厚
而
無
勞
，
而
挾
重
器
多
也
。
今
媼
尊
長
安
君
之
位
，
而
封

之
於
膏
腴
之
地
，
多
予
之
器
重
，
而
不
及
今
令
有
功
於
國
。
一
旦
山
陵
崩
，
長
安
君
何
以
自
託

於
趙
？
老
臣
以
媼
為
長
安
君
計
短
也
，
故
以
為
其
愛
不
如
燕
后
。
」 



          

五
、
縱
囚
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歐
陽
修 

  
 
 
 

信
義
行
於
君
子
，
而
刑
戮
施
於
小
人
。
刑
入
於
死
者
，
乃
罪
大
惡
極
，
此
又
小
人
之 

尤
甚

者
也
。
寧
以
義
死
，
不
苟
幸
生
，
而
視
死
如
歸
，
此
又
君
子
之
尤
難
者
也
。 

 
 
 
 

方
唐
太
宗
之
六
年
，
錄
大
辟
囚
三
百
餘
人
， 

縱
使
還
家
，
約
其
自
歸
以
就
死
，
是
君
子
之

難
能
，
期
小
人
之
尤
者
以
必
能
也
。
其
囚
及
期
，
而
卒
自
歸
無
後
者
，
是
君
子
之
所
難
，
而
小

人
之
所
易
也
，
此
豈
近
於
人
情
哉
？ 

 
 
 
 

或
曰
：「
罪
大
惡
極
，
誠
小
人
矣
。
及
施
恩
德
以
臨
之
，
可
使
變
而
為
君
子
； 

蓋
恩
德
入

人
之
深
，
而
移
人
之
速
，
有
如
是
者
矣
。
」 

 
 
 
 

曰
：「
太
宗
之
為
此
，
所
以
求
此
名
也
。
然
安
知
夫
縱
之
去
也
，
不
意
其
必
來
以
冀
免
， 

所
以
縱
之
乎
？
又
安
知
夫
被
縱
而
去
也
，
不
意
其
自
歸
而
必
獲
免
，
所
以
復
來
乎
？ 

 
 
 
 

夫
意
其
必
來
而
縱
之
，
是
上
賊
下
之
情
也
；
意
其
必
免
而
復
來
，
是
下
賊
上
之
心
也
。 

吾

見
上
下
交
相
賊
，
以
成
此
名
也
，
烏
有
所
謂
施
恩
德
，
與
夫
知
信
義
者
哉
？ 

 
 
 
 

不
然
，
太
宗
施
德
於
天
下
，
於
茲
六
年
矣
。
不
能
使
小
人
不
為
極
惡
大
罪
， 
而
一
日
之

恩
，
能
使
視
死
如
歸
，
而
存
信
義
，
此
又
不
通
之
論
也
。
」 

 
 
 
 

「
然
則
，
何
為
而
可
？
」
曰
：
「
縱
而
來
歸
，
殺
之
無
赦
；
而
又
縱
之
，
而
又
來
， 

則
可

知
為
恩
德
之
致
爾
；
然
此
必
無
之
事
也
。
若
夫
縱
而
來
歸
而
赦
之
，
可
偶
一
為
之
爾
。
若
屢
為

之
， 

則
殺
人
者
皆
不
死
，
是
可
為
天
下
之
常
法
乎
？
不
可
為
常
者
，
其
聖
人
之
法
乎
？ 

是
以

堯
舜
、
三
王
之
治
，
必
本
於
人
情
；
不
立
異
以
為
高
，
不
逆
情
以
干
譽
。
」 

    



          

六
、
臺
灣
通
史
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
橫 

 
 
 
  

 
 
 
 

臺
灣
固
無
史
也
。
荷
人
啟
之
，
鄭
氏
作
之
，
清
代
營
之
，
開
物
成
務
，
以
立
我
丕
基
，
至

於
今
三
百
有
餘
年
矣
。
而
舊
志
誤
謬
，
文
采
不
彰
，
其
所
記
載
，
僅
隸
有
清
一
朝
；
荷
人
、
鄭

氏
之
事
，
闕
而
弗
錄
，
竟
以
島
夷
海
寇
視
之
。
烏
乎
！
此
非
舊
史
氏
之
罪
歟
？
且
府
志
重
修
於

乾
隆
二
十
九
年
，
臺
、
鳳
、
彰
、
淡
諸
志
，
雖
有
續
修
，
侷
促
一
隅
，
無
關
全
局
，
而
書
又
已

舊
。
苟
欲
以
二
三
陳
編
而
知
臺
灣
大
勢
，
是
猶
以
管
窺
天
，
以
蠡
測
海
，
其
被
囿
也
亦
巨
矣
。 

 
 
 
 

夫
臺
灣
固
海
上
之
荒
島
爾
，
篳
路
藍
縷
，
以
啟
山
林
，
至
於
今
是
賴
。
顧
自
海
通
以
來
，

西
力
東
漸
，
運
會
之
趨
，
莫
可
阻
遏
。
於
是
而
有
英
人
之
役
，
有
美
船
之
役
，
有
法
軍
之
役
，

外
交
兵
禍
，
相
逼
而
來
，
而
舊
志
不
及
載
也
。
草
澤
群
雄
，
後
先
崛
起
，
朱
、
林
以
下
，
輒
啟

兵
戎
，
喋
血
山
河
，
藉
言
恢
復
，
而
舊
志
亦
不
備
載
也
。
續
以
建
省
之
議
，
開
山
撫
番
，
析
疆

增
吏
，
正
經
界
，
籌
軍
防
，
興
土
宜
，
勵
教
育
，
綱
舉
目
張
，
百
事
俱
作
，
而
臺
灣
氣
象
一
新

矣
。 

 
 
 
 

夫
史
者
，
民
族
之
精
神
，
而
人
群
之
龜
鑑
也
。
代
之
興
衰
，
俗
之
文
野
，
政
之
得
失
，
物

之
盈
虛
，
均
於
是
乎
在
。
故
凡
文
化
之
國
，
未
有
不
重
其
史
者
也
。
古
人
有
言
：
「
國
可
滅
而
史

不
可
滅
。
」 

是
以
郢
書
燕
說
，
猶
存
其
名
；
晉
乘
楚
杌
，
語
多
可
採
；
然
則
臺
灣
無
史
，
豈
非

臺
人
之
痛
歟
？ 

 
 
 
 

顧
修
史
固
難
，
修
臺
之
史
更
難
，
以
今
日
修
之
尤
難
，
何
也
？
斷
簡
殘
編
， 

蒐
羅
匪
易
；

郭
公
夏
五
，
疑
信
相
參
；
則
徵
文
難
。
老
成
凋
謝
，
莫
可
諮
詢
；
巷
議
街
譚
，
事
多
不
實
；
則

考
獻
難
。
重
以
改
隸
之
際
，
兵
馬
倥
傯
，
檔
案
俱
失
；
私
家
收
拾
，
半
付
祝
融
，
則
欲
取
金
匱

石
室
之
書
，
以
成
風
雨
名
山
之
業
，
而
有
所
不
可
。
然
及
今
為
之
，
尚
非
甚
難
， 

若
再
經
十
年

二
十
年
而
後
修
之
，
則
真
有
難
為
者
。 

是
臺
灣
三
百
年
來
之
史
，
將
無
以
昭
示
後
人
，
又
豈
非

今
日
我
輩
之
罪
乎
？ 



          

七
、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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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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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良
死
節
之
臣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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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歎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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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等
之
任
也
。
願
陛
下
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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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謀
，
以
諮
諏
善
道
，
察
納
雅
言
，
深
追
先
帝
遺
詔
。
臣
不
勝
受
恩
感
激
。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