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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
校
說
明

一
、
今
此
點
校
本
以
《
續
清
經
解
》
本
為
腐
、
本，
校
以
四
部
備
要
本
、
蘇
州陸
建
瀛
刻
木
。

二
、
凡
清
代
避
諱
字

，
如
「
玄
」
之
作
「
玄
」
（
錯
作
館

、

弦
作
弦
）
最
多
，A三
律
從
四
部
備
要
本
改
正

。

三
、
馬
夫
體
上
保
持
底
本
原
貌
，
凡
訛
字
、
脫
字
、
衍
文
、
倒
互

等

一
律
存
其
舊
﹔

在
校
勘
記
中

，

訛
字
改
正
，

脫
字
補
正
，
衍
文
捌
正
，
倒
互
乙
正
。
底
本
中
存
有
眾
多
的
異
體
字
二
般
不
作
改
動
。

四

、
凡
擴
大
堉
補
五
卷
中
未
遵
用
胡
民
通
例
補
記
嚴
本
者
，
在校
記
中
加
以
說
明

。

五
、
凡
舊
校
因
未
見
誰
本
〈
商
務
四
部
叢
刊
《
儀
禮
》
實
張菊
生
先
生
用
善
本
而
不
誤
者
可

阮
記
等
誤
以
為

徐
亦
誤
者
，
均
說
明
改
正
之
。

六
、
凡
胡
書
引
文
，
力
求
依
原
書
校
對
，
但
古
人
引
書
，
多
有
增
損
，
故
一
般
慎
用
引
號
。

七
、
書
中
所
及
《
儀
禮
》
之
「
經
」
、
「
記
」
、
「

傳
」
、漢
鄭
玄
之
「
菱
」
、唐
賈
公
彥
之
「疏
」
、宋
朱
熹
之
「
通
解
」
、
宋

魏
了
翁
之
「
要
義
」
、
元
放
繼
公
之
「
集
說
」
、
明
郝
敬
之
「
節
解
」
、
清
張
爾
岐
之
「
句
讀
」
、
清
方
直
之
「
析
疑
」
、
清
吳

廷
華
之
「
章
句
」
等

，

概
不
加
書
名
號
，
特
此
誌
明
。

八
、

陸
氏
刻
本
，
前
有
陸
建
瀛
序
，
後
有
陸
氏
、
胡
氏
于
娃
之
跋
后
三

並
收
錄
，

籍
以
明
胡
氏
原
書
撰
寫
之

過
程
。

動
校
凡
例



胡
氏
儀
禮
正
義
釋
例

‘ 

羅
椒
生
序
竹
邦
先
生
新
疏
云
斗
即
鄭
注
以
考
經
文
，
亦
不
免
偶
有
歧
合
之
殊
。
而
疏
家
例
取
專
門
，
即
有

違
失
，
必
為
曲
解
。
又
所
申
釋
，
必
取
經
注
正
文
，
彼
此
疏
科
，
或
亦
強
為
比
傅
，
則
其
解
經
而
反
違
經
旨
，
申
注
而

並
失
注
義
，
亦
勢
所
必
然
。
」
此
指
唐
賈
企
彥
而
言
。
買
疏
所
攘
，
齊
之
黃
慶
、
陪
之
李
孟
想
二
家
而
己
，
且
云

.. 
「
慶

則
舉
大
略
小
，
經
注
疏
漏
，
猶
登
山
望
遠
而
近
不
知
。
想
則
舉
小
略
犬
，
經
注
稍
周
，
似
入
室
近
觀
而
遠
不
察
。
」
是

取
法
乎
中
僅
符
其
下
，
況
取
法
其
下
。
此
賈
疏
所
以
為
前
人
不
滿
，
亦
不
足
怪
。
宋
、
元
學
者
繼
起
者
不
少
，
雖
時

有
善
±
一口
，
亦
難
免
失
誤
。
清
代
經
學
復
興
，
康
乾
而
後
，

嘉
道
繼
起
。
于
是
績
溪
胡
氏
夙
承
家
學
，
遼
精
「
三
禮
」
，
積

四
十
餘
年
之
心
力
成
此
《
儀
禮
正
義
可
突
破
前
賢
，
別
是
非
而
明
折
衷
二
以

胡
樸
齊
家
法
，
實
事
求
是
，
以
經
證

經
。
讀
其
書
者
必
明
其
例
，
亦
其
先
務
。
點
校
者
敢
竭
駕
胎
，
略
陳
管
見
。

前
代
名
家
著
作
，
其
能
成
一
家
之
吉
而
篇
峽
較
多
者
，
往
往
于
全
書
之
中
，
有
系
統
地
自
成
體
例
。
後
學
細

心
尋
繹
，
備
發
見
其
內
在
規
律
為
當
蕩
之
急
。
秩
然
不
素
，
通
貫
全
書
二
字
不
苟
，
足
以
助
後
人
理
解
。
雖
在
歷

史
上
動
盪
時
期
，
南
北
分
裂
，
而
此
種
啟
迪
後
人
之
用
心
，
可
以
不
受
地
域
限
制

。
孤
詣
苦
心
，
立
言
所
以
不
朽
﹒

例
如
北
魏
之
郵
道
元
，
其
注
《
水經
》
，
自
成體
例
，
于
戒
馬
倉
黃
之
際
，
始
終
不
失
。
所
以經
過
千
餘
年
之
久
，
傅

鈔
訛
誤
，
造
成
經
、
注
混
淆
難
于
剖
析
之
困
難
，
博
學
如

王
應
麟
亦
有
迷
惑
，

歷
清
代
全
、
趙
、
戴
三
家
之
辛
苦
鑽

研
，
其
於發
現
經
文
用
「
過
」
、注
文
用
「
逕
」
等
用
字
遺
辭
規
律
，
居
然
能
大
體
上
恢
復
其
本
來
面
目
。
遠
自
中
唐

胡
氏
《
儀
禮
正
義
》
釋
例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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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
進
正
義
三

杜
佑
，
其
著
《
通
典
》
時
開
始
用

地
望
名
稱
變
化
汁
得
其
全
書
最
重
要
關

鍵
，
所
學
之
例
皆
出
《
水
經
》
原
文
，
無

一
不
用
「
過
」字
，
杜
氏
以
無

意
得
之
。
由
明
而
清
，

朮
清
理
經
注
混
淆
之
學
者直
至
近
代
之
搗
守
敬
氏
，
無
一
非

受
杜
佑
之
啟
發
，
用
此
例
而
分
辨
明
晰
。
﹜
字
不
苟
的
內
在
規
律
，
有
助
于
整
理
古
籍
的
津
逢
的
發
現
，
關
像
不

、
。

古
代
名
家
之
學
術
特
徵
為
循
名
責
實
，
以
例
正
名
。
儒
家
經
傅
，
《
公
羊
傳
》
首
舉
「
例
」
字
，
至
今
整
理
古
籍
，

力
求
發
現
及
闡
述
全
書
之
大
例
、
通
例
，
影響
不
小
。
即
以
儒
家
經
典
而
吉
二
部
經

書
，
傳
流
授
受
，
形
成
若
干

名
家
，
爭
論
同
異
，

後
人
不
易
知

所
適
從
。
經
有
紀
錄
用
古

、

今
文
字
形
式
之
不
同
，
從
而
理
解
產
生
紛
爭
，
乃
至

有
人
作
僑
。
禮
有
「
三
禮
」
、傳
有
「
三
傳
」
。
或
本為
兩
種
不
同
之
體
系
，
可
以
各
道
所
間
，
各
行
其
是
，
而
竟
于
其

中
求
間
，
形
成
「
三禮
」
之
學
。
或
本
來
同
接
《
春
秋
話
，
在理
解
時
竟
同
中
求
異
，

導
致
「
三
傳
」
之
爭
。
但
學
衛
自
爭

論
而
得
發
展
。
何
、
范
、
杜
三
家
先
後
制
作
若
干
例
。
明
明
杜
預
有
所
為
而
造

「
凡例
行
且
記
之
於
中
古
時
代
之

周
公
，
以
求
壓
倒
今
文
家
「
孔
子
修
《
春
秋
》
」
之
說
。

學
人
求
勝
異
己
，

其
流
弊
乃
至
于
真
偶
之

爭
，
深
可
憫
嘆
。

《
儀
禮
》
一
書
，
自
齊
、陪
所
存
義
疏
，

買
疏
已
有
「
李
之
謬
在
違
經
，

黃
之
謬
在
違
注
」
之
說
。
後
來
學
者
更
滋

『
注
不
違
經
，

疏
不
破
注
」
之
戒
。
釋
而
不
敢
違
短
，
已撤
泥
古
﹔

解
注
而
不
許
違
鄭

，

勢
成
侵
鄭
。
立
宗
主
而
不
得

立
異
同
，
學
街
何
以
能
發
展
T

擇
善
而
從
，
兼
增
己
意
，

是
胡
氏
新
疏
之
特
點
。

是
是
非
非
，
唯
其
是
者
是
求
，
為

胡
氏
治
經
．之
家
法
，
亦
即
新
疏
補
注

、

訂
注

、

附
注
所
嶄
向
。
近
代
經
學
家
孫
仲
容
先
生
著

《
周
禮
正
義
》
，
其略
例

十
二
凡
有
專
條
云.. 
「
乾
嘉
諸
懦
，

考
釋
此
鐘
，
間
與
鄭
異
，
而
于
古
訓
古
制
，
宣
究
詳
擒

，

或
勝
注
義
。
今
疏
亦
唯
以

尋
繹
經
文
，
博
稽
眾
家
為
主
。
挂
有
特
遠

，
輒
馬
匡
糾
。
凡
所
發
正
數
十
百
事
。
匪
敢
破
壞
家
法
，
於
康
成
不
曲



從
社
那
之
意
，
或
無
諱
爾
。
」
竹
部
先
生
新
疏
，
或
其
先導
。

羅
序
言
先
生
自
述
其
例
有
四.. 
「
日
補
注
，
補
鄭
君
注
所
未
備
也
﹔
日
申
注
，
申
鄭
君
注
義
也
﹔
日
附
注
，
近
儒

所
說
，
雖
異鄭
惜
，

義
可
旁
通

，

附
而
存
之
，
廣
異
閩
、
倍
專
己
也﹔
日
訂
注
，
鄭
君
注
義
偶
有
違
失
，

詳
昂
辨
正
，
別

是
非
‘
明
折
衷
也
。
」
又
明
帶
裳
韓
局
之
異
等
，
識
堂室
奧
昨
之
殊
方
，
辨
南
向
北
向
東
面
四
面
之
異
位
，
考
几
席
僅

僅
尊
組
組
輝
之
殊
制
。
位
稱
之
義
，

帶
數
之
制
，
去
古
巴
遠

，

即
漢
制
以
相
聲
況
，
鄭
時
所
見
，
賈
疏
已
不
可
知
。
更

歷
千
載
，
為
之
於
難
，
皆
斬
疏
所
抉經
之
心
﹔
析
異
同
之
義
以
折
衷

一
是
，
皆
新
疏
之
事

。

實
事
求
是
為
胡
樸
齋
治
學
家
法
，
故
凹
例
之
中
，
「
訂
注
」
最嚴
最
慎
。

請
舉
例
以
明
之
。
《
冠
禮
》
庶
子
冠

章.. 
「
若
庶
子
則
冠
于
房
外
，
南
面
，遂
酷
焉
。
」
放
繼
企
謂
父
攻
則
其
禮
同
于
捕

。
新
疏
正
義
曰
：
「
恐
非
。
」
又
放
氏

云.. 
「
若
不
聽
而
鹽
，
其
位
亦
如
之
。
」
正義曰
：
「
此
說
甚
是
。
」
敢
氏
又
云.. 
「
經
唯
言
冠
而
遂
瞧

，
略
無
異
文
，
則
是

三
加
三
瞧
，
皆
與
上
文
摘
子
之
禮
同
，
惟
以
冠
酷

在
房
外
為
異
。
」
正義
曰
：
「案
，
敢
說
是
也
。
」是
其
是
而
非
其
非
，

甚
為
明
確
。
不
以
禮
許
人
，
亦
不
以
人
廢
言
，
其
謹
嚴
如
此
，
新
疏
之
特
色
也
。
又
如
鄭
氏
每
言
卿
大
夫
貴
而
士

賤
，
由
此
而
固
執
士
無
臣
之
說
。
《
冠
禮
》
卷
一
盡
日
車.. 
「
宰
自
右
少
退
贊
命
。
」鄭
注
云.. 
「
宰
，
有
司
主
政
教
者
。
」

鄭
以
為
公
有
司
，
新
疏
引
樸
齊
《
儀
禮
釋
官
》駁
之.. 
「
《釋
宮
》
日.. 
宰
，家
宰

3

私
臣
，
亦
日
家
相
。
宰
本
家
臣
之
名

兵
團
語
﹒

晉
語
》
韋
注
）
，
而
芭
長
亦
稱
宰
。
諸
使
之
士
無
地
，
未
必
有
芭
宰
，
但
于
私
臣
中
擇
其
長
者
一
人
。
《
特

牲
》
注
去.. 
『
宰
，
軍
吏
之長
』
，
買
疏
謂
士
無
臣
，
以
屬
吏
為
宰
，
失
之
矣
。
」
賈
疏
曲
為
之
護
，
此
雄
糾
賈
謊
，
實
亦
糾

鄭
注
之
失
。

《
喪
服
》
齊
衰
不
杖
期
章
，
「
女
子
子
為
祖
父
母
」
下
新
疏
云.. 
「
放
氏
說
祖
父
母
曾
祖
父
母
不
降
之
義
最
精
，
詳

胡
氏
《儀
禮
正
義
》
釋
例
三



儀
邊
正
義

下
章
女
子
子
為
曾
祖
丈
母
條

下
。
」
「放
氏
云.. 
『
女
子
子
之
適
人
者
，

降
其
父
母
一
等
，
乃
不
降
其
祖
與
曾
祖

者
，
蓋

尊
服
止
于
齊
衰
三
月
，
其
自
大
功
以
下
，
則
服
至
尊
者
不
用
焉
。

故
父
母
之
三
年
，
可
降
而
為
齊
衰
期
，
而
祖
之
齊

衰
期
，

不
可
降
而
馬
大
功
。
曾
祖
之
齊
衰
三
月
，
又
不
可
降
而
無
服
。
此
所
以
二
祖
之
服
俱
不
降
也

。
』
正義
案.. 

此
說
最
精
，
否
則
何
以
降
父
母
而
不
降
祖
與
曾
祖
乎
？

李
氏
如
圭
謂
父
母
之
降
期
屈
于
不

如
斬
，
不
如
此
說
之

確
。
」
新
疏
于
放
氏
此
說
，
既
言
之
于
上
章
之
末
，
又
詳
記
于
此
章
，
讚
敢
說
甚
力。

但
此
下
又
云.. 
「
放
氏
又
謂
傳

言
成
人
而
未
嫁
與
不
敢
降
之
意
不
相
通
，
似
失
其
旨
。
」
且
引
說
氏
敢
駁
傳
非

。

是
則
是
而
非
則
非
，
竹
部
之
持
論

不
苟
如
此
。
此
訂

鄭
注
所
以
為
明
是

非
而
為
新
疏
夫
例
之

一
。

夫
例
又
一
馬
附
注
。
近
儒
所
說
，
雖
異
鄭
惜
，
義
可
旁
遇
，
附
而
存
之
，
所
以
廣
異
聞

、

怯
專
己
也
。
例
如
《
冠

禮
〉
〉
卷
一
之
並
存
款
繼
公
、
萬
斯
大
二
說
是
。
鄭
注
《
目
錄
》
云

.. 
宜
于
任
職
居
士
位
年
二
十
而
冠
。
放
氏

集
說
請
此

篇
主
言
士
冠
其
捕
子
之
禮
。

新
疏
以
經
考
之.. 
「
其
曰
『主
人
玄
冠
朝
服

』
，
則
其父
固
有
位
之
士
。
又
日
『
將
冠
者

采
衣
給
』
，
則
未
仕
為
士
可
知
。
」
以經
證
經
，

故
新
疏
謂
敢
說
近
是

，

則
附
而
存
之
。

又
引
萬
氏
斯
大
之
吉
曰
：
「
禮

不
下
庶
人
，
故自
士
以
上
二

依
乎
士
禮
以
為
之
準
，
雖
天
子
諸
使
之
子
亦
不
得
異
焉
。

彼
諸
使
之
有
冠
禮
，
止
惟

先
君
早
世
，
世
乎
年
幼
為
君
，
如
魯
襄

、

蛇
神
陪
者
乃
行
之
。
推
此
于
天
子
，
亦
椎
幼
而
即
位
，
如
周
成
王
者
或
有
異

焉
。
故
日
天
于
之
元
子
猶
士
也
，
則
諸
候

、

大
夫
之
子
可
知
。
」新
疏
謂
此
說
是
也
。
苟
子
謂
十
九
而
冠
，
非
矣
。
其

有
年
未
及
二
十
而
冠
者
，
則
皆
禮
之變
，
不
足
引
以
為
經
之
證
。

新
疏
又
一
夫
例
曰
補
注
，
補
鄭
君
注
所
未
備
也
是
冠
禮
》
卷
一
經
文
「
布
席
于
門
中
閩
西
間
外
西
面
」
下
，
鄭

注
出
古
文
異
字
，
新
疏
引
胡

承
琪
《
儀
禮
古
今
文疏
義
序
》
云.. 
鄭
注
所
謂
今
文
者
，
乃
小
戴
本
，
所謂
古
文
者
則
所

四



謂
出
于
魯
淹
中
之
古
文
短。
「鄭
君
作
注
，
參
用
二
本
。

從
今
文
者
，
則
今
文
在
徑
，
古
文
出
注
．
，
從
古
文
者
則
古
女

在
徑
，
今
文
出
注
。
然
有
不
盲
今
古
文
，
但
云
某
或
作
某
者
，

殆
當
時
行
用
更
有
則
本
。

此
十
七
篇
文
字
異
同
之

由
。
」
胡
先
生
心
知
鄭
意
，
故
言
之
明
晰
如
此
，
夫
有
助
于
後
之
讀
《
儀
禮
》
者
也
。
又
體
賓
節

「
贊
者
皆
與
，
贊
冠
者

為
介
」
下
鄭
注.. 
「
贊
者
眾
賓
也
。
」
此
語
殊
未
分
曉
，
故
朱
子
辨
之
。
辨
之
而
意
義
明
晰
，
此
鄭
注
亦
可
為
未
備
，
辨

之
即
所
以
補
矣
。

又
一
大
例
日
申
注
，
所
以
申
鄭
義
也

。
例
如
《
冠
禮
》
宿賓
節
注
云

.. 
「
其
不
宿
者
為
眾
賓
或
悉
來
或
否
者
」
下

引
朱
子
語
「
賈
疏
與
音
皆
非
可
是
申
注

義
，
駁
買
疏
背
鄭
注
。
注
本
謂
其
非
正
賓
者
則
不
更
宿
，
蓋
但
使
為
眾
賓
，

雖
不
悉
來
，
亦
無
闕
事
也
。
賈
疏
謂
眾
賓
容
有
不
來
者
，
故
不
宿
，
背
鄭
注
矣
。
又
釋
文
音
「
為
眾
賓
」
之
「
為
」

「
於
偽
反
」
，
側
似
合
「
或悉」
「
或
否
」為
旬
，
故
辨
之
。
又
《
冠
禮
》
「缺
項
」
之
解
眾
說
紛
然
，
萬
斯
夫
、
吳
廷
華
、
蔡

德
晉

、

盛
世
佐
皆
以
缺
項
即
冠
後
，

說
愈
紛
而
義
愈
遠
。
沈
氏
彤
辨
萬
說
之
誤

，

當
以
鄭
注
為
正
。
申

鄭
注
也
。
又

冠
者
見
姑
姊
節
，
聽
分
站
與
姊
為
二
。
或
攘
《
左
傳
》
疏
並
引
《
列
女
傳
》
以
駁
鄭
注
。
新
疏
列
舉
三
證
以
申
鄭
義
，
且

引
《
詩
﹒
捕
風
﹒
泉
水
》
日

.. 
「
問
我
諸
站
，
遂
及
伯
姊
。
」
盲
姑
姊
而
不吉
妹
為
證
，

真
鐵
證
也
。
以
《
詩
》
證
《
儀
禮
》
以

申
鄭
注
，
以
經
證
經
，
胡
氏
家
法
也
。
而
竹
部
最
躊
躇
滿
志
者
則
有

《
觀
禮
》
中
之
引
張
爾
岐
、褚
寅
亮

、

秦
蕙
田
三

家
之
說
駁
放
申
鄭
，
且
曰
「
褚
氏
之
說
尤
詳
備
，
其
有
功
經
注
大
矣
」
。
其
申
鄭
則
以
駁
敢
也
，
有
功
于
鄭
是
以
鄭
為

宗
主
也
。

以
上
說
新
疏
作
者
竹
邦
先
生
自
述
全
書
大
例
凡
四
花
。
點
校
者
求
之
于
校
勘
、
章
節
、
底
本
依
攘
等
方
面
，

從
正
義
中
似
可
輯
出
若
干
適
用
于
全
書
之
通
則
，
姑
名
之
日
「
通
例
」
。
《
冠
禮
》
正
義
云

.. 
阮
撰
《
十
三
經
注
疏
校
勘

胡
氏
《
且
明禮正
義
》
釋
例

主



且
間
禮
正
義

六

記
》
，
於
《
儀
禮
》
尤
詳
。
其
自
序
云

.. 
「
鄭
氏
疊
古
今
文

，

最
為
詳
竅
，
語
助
多
寡
，
靡
不
悉
記
（
武
威
漢
簡
插
圖
二
士

相
見
禮
，

凡
「
也
」
字
，鄭皆
與
漢
簡
合
，
是
其
證
）
。
今
校
是經
，

寧
詳
無
略
，
用
鄭
氏
家
法
也
。
」
「
培暈
撰
正
義
，
一

道
其
說
，

詳
載
各
本
經
注
異
同
。
」
抗
之
用
鄭
，
猶
胡
之
道
阮
，
文
字
詳
竅
，
一
也
。
〈
語
助
例
如
《
士
相
見
禮
》
第
一

節
之
有
無
「
也
」
字
。
）

正
義
又
云.. 
「
其
宋
嚴
州
單
注
本
，
為
宋
本
之
最
佳
者
，
現
已
重
刻
行
世
，
悉
接
錄
焉
。
」
《
士
冠
禮
》
「
釐
于
店

門
」
下
云.. 
「
按
撰
正
義
，
經
文
俱
從
唐
石
經
，
注
文
俱
從
嚴
本
。
其
或
石
經

、

嚴
本
有
誤
，
則
改
從
它
本
，
並
注
明
于

下
。
」是
新
疏
經
、
注
文
字
所
依
接
者
，
經
文
依
唐
石
經
，
注
文
依
黃
丕
烈
士
禮
居
重
刻
宋
嚴
州
本
為
主
，
有
誤
則
改

從
它
本
。

善
本
是
從
，
二
也
。

正
義
于
文
字
亦
詳
載
各
本
異
同
，
胡
氏
一
字
不
苟
，
其
及
身
已
成
諸
篇
悉
用
此
例
。
凡
阮
記
所
未
錄
嚴
本
及

黃
丕
烈
校
錄

，

往
往
補
列
于
徐
氏
之
上
，
楊
補
借
但
從
阮
記
而
已
。
旁
徵
舊
籍
，

分
別
異
同

，
三
也
。

舊
本
經
不
分
章
，

記
不
隨
徑
，
所
以
難
讀
。
朱
熹
在
賈
疏

之
後
作
《
儀
禮
經
傳
通
解
可
始
分
節
以
便
讀
者
。

胡
竹
部
云.. 
至
張
氏
爾
岐
句
讀
本
，

分
析
尤
詳
。

此
書
分
節
多
依
張
本
，
而
亦
時
有
更
易
。
吳
氏
廷
華
鐘
之
而
有

《
儀
禮
章
旬
》
之
作
，
新
疏
往
往
徵
引
。
吳
氏
云

.. 
「
章
次
不
分
，
則
禮
之
始
終
度
數
與
賓
尸
介
紹
，
冠
服
玉
吊
牲
牢

尊
迫
之
陳
，
如
滿
屋
散
錢

，

毫
無
條
貫
。
」章
節
分
明
，
四
也
。

凡
此
四
諧
，
姑
謂
之
全
書
之
通
例
。



校
刊
儀
禮
正
義
序

《
儀
禮
》
經
文
古
奧
，
世
所
罕
習
。
鄭
氏
以
前
無
注
本
，
其
後
自賈
疏
外

，

傳
者
甚
砂

．

蓋
墨
守
者
多
涉
穿
鑿
，
師
心
者
復
、
病
蕪
陋
，
古
典
所
存
，
幾
成
絕
學
。績
溪
胡
農
部
撰

正
義
，
以
鄭
注
為
宗
，
而
萃
輯
牽
言

，

辨
析
精
密
，
淘
足
輔
翼
鄭
氏

，

嘉
惠
來
學
。
因
屬

陳
君
矣
詳
校
授
梓
，
仍
依
原
秩
分
四
十
卷
。
《
士
昏
禮
》
及
《
鄉
飲
酒
禮
》
、
《
鄉
射
禮
》
、

《
燕
禮
》
、
《
大
射儀》
五
篇
十
二
卷
，
則
其
門
人
楊
君
大
堉
所
補
也
。
至
是
書
之
體
例
，

巳
詳
椒
生
待
郎
原
序
中
，
不
復
贅
論
。
咸
豐
王
子
九
月
，
河
陽
陸
建
瀛
卉

。

校
刊
揖
明
建Ea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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儀
禮
正
義
序

績
溪
戶
部
胡
先
生
，
夙
承
家
學
，
遼
精
《
三
禮
可
以
《
儀
禮
》
經
為
周
公
作

F

有
殘
闕
而

無
偽
、
託，
鄭
注
而
後
，
惟
唐
賈
氏
公
彥
疏
盛
行
，
而
買
疏
或
解
經
而
違
經
旨
，
或
申

注
的
失
注
意
，
因
參
稽
眾
說
，
軍
精
研
思
，
積
四
十
餘
年
，
成
正
義
若
干
卷
。
先
生

自
迷
其
例
有
四.. 
日
補
注
，
補
鄭
君
注
所
未
備
也
。
曰
申
注
，
申
鄭
君
注
義
也
。
日
附

注
，
近
儒
所說
，
雖
異
鄭
俏
，
義
可
旁
通
，
附
而
存
之
，
廣
異
閩
、
估
專
巴
也
。
日
訂
注
，

鄭
君
注
義
偶
有
違
失
，
詳
為
辨
正
，
別
是
非
、
明
折
衷
也
。
夫
禮
者
，
最
包
。
禮
者
，
體

也
。
使
人
約
其
心
於
登
降
、
揖
讓
、
進
退
、
酬
蚱
之
間
，
目
以
處
義
，
足
以
步
目
，
考
中

度
衷
，
昭
明
物
則
。
以
是
觀
其
容
而
知
其
心
，
即
其
敬
惰
以
考
其
吉
凶
之
故
，
《
春
秋
》

所
記
，
其
應
如響
。
故
先
王
所
以
教
，
君
子
所
以履
，
莫
不
於
是
盡
心
焉
。
顧
嬴
秦
滅

學
而
後
，
高
堂
生
傳
《
禮
》
十
七
篇，
五
傳
而
有
大
小
戴

、

慶
氏
三
家
之
學
。
其
時
雖
並

置
博
士
，
而
范
史
所
紀
，
至
儒
林
未
有
顯
者
。
賴
康
成
鄭
君
本
小
戴
之
學
，
又
校
以

且
間
權
正義
存

－



儀
連

正

義

三

古
經

，

為
鄭
氏
學
，
而
是
經
以
明
，
宜
其
為
百
代
師
表
也
．
然
自
是
，
鄭
注
孤
行
，
雖
有

苟
裕
宜
置
博
士
之
請
，
而
為
其
學
者
絕
少
。
自
王
肅
、
沈
重
、
黃
慶
、
李
孟
怒
而
外
，
如

袁
準
、
孔
倫
十
數
家
，
大
都
專
解
《
喪
服
》
而
已
。
故
買
氏
並
疏
二
《
禮
》
，
而
《
儀

禮
》
不
逮
《
周
禮
》
之
該
洽
。
即
《
儀
禮
》
一
經
，
而
眾
篇
亦
不
逮
《
喪
服
》
之
該

洽
。
觀
其
自
序
，
稱
《
喪
服
》
南
北
章
疏
甚
多
，
其
解
全
經
惟
取
裁
黃
李
二
家
，
則
其

詳
略
之
殊
致
，
亦
以
所
本
者
多
寡
不
同
欺
？
況
自
高
堂
生
「
推
士
禮
以
合
之
天
子
」

後
儒
雖
錯
綜
全
經
，
旁
推
午
貴
，
而
先
王
制
禮
，
貴
多
貴
少
，
主
減
進
文
，
精意
所
存

，

有
非
一
端
可
例
。
則
即
鄭
注
以
致
經
文
，
亦
不
免
偶
有
岐
合
之
殊
。
而
疏
家
例
取
專

門
，
即
有
違
失
，
必
為
曲
解
，
又
所
申
釋
，
必
取
經
注
正
文
，
彼
此
殊
科
，
或
亦
疆
為
比

傅
，
則
其
解
經
而
反
違
經
旨
，
申
注
而
并
失
注
義
，
亦
勢
所
必
然
。
蜀
若
無
所
依
遠
，
期

於
大
通
哉
？
雖
然
，
三
代
以
上
，
典
物
俱
存
．
服
其
服
，
則
帶
裳
韓
烏
之
異
等
易
明
也
．
，

履
其
地
，
則
堂
室
奧
昨
之
殊
方
易
識
也
﹔
接
其
人
，
則
南
鄉
北
鄉
東
面
西
面
之
異
位
易

辨
也
﹔
舉
其
器
，
則
几
席
僅
僅
尊
組
紙
僻
之
殊
制
易
致
也
。
故
其
時
君
子
務
察
位
稱



主
義
，
而
捧
數
則
有
司
存
。
三
代
以
後
，
即
鄭
君
去
古
未
遠

r

而
先
王
法
物
已
罕
有

知
者
，
故
其
注
《
禮
》
時
，
即
漢
制
以
相
醬
況
。
及
賈
疏
時
，
則
并
漢
制
亦
多
有
不
能

知
者
，
如
《
士
冠
禮
》
「
缺
項
」
，

鄭
注
舉
卷
噴
簡
以
證
如
頡
之
讀
，
而
賈
疏
則
謂
卷
曠
之
狀
不
可
知
矣。
況
其

更
歷
千
載
乎
？
是
非
旁
搜
博
致
，
神
與
古
會
，
念
釋
所
在
，
回
翔
反
覆
，
即
器
數
以
致

誼
理
之
存
，
使
精
融
形
釋
，
若
親
接
古
人
而
與
之
進
退
、
酬
昨
於
其
間
，
亦
安
能
抉
經

之
心
，
析
異
同
之
見
，
以
折
衷
一
是
哉
？
余
於
茲
識
先
生
為
之
之
勤
，
研
之
之
久
，
而

益
信
其
所
擇
者
精
，
所
成
者
大
也
。
昔
鄭
君
自
以
年
老
，
乞
於禮
堂
寫
定
經
說

，
後
遂

夢
徵
起
起
，歲
呃
龍
蛇
。
今
先
生
亦
力
疾
成
書
，
書
甫
成
而
遠
歸
道
山
。
後
先
之
軌
，

千
載
同
符
。
然
則
先
生
紹
業
鄭
君
，
將
於
是
在
。
世
有
好
是
書
而
刊
布
之
者
，
其
亦

先
生
之
志
也
夫
。
道
光
己
百
十
月
，
順
德
羅
停
戶
的
椒
生
氏
撰
．

a
R種
正
義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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儀
禮
正
義
卷
一

士
冠
禮
第
一
雙
目
錄
》
云
s

童
子
任
職
居
士
位
，

年
二
十
而
冠

，

主
人
玄
冠
朝
服
，
則
是
仕
於
諸
侯
。
天

子
之
士

，

朝
服
皮
并
素
積
。

古
者
四
民
世
事
，
士
之
子
值
為
士
。
冠
禮
於
五
禮
屬
嘉
禮
，
《
夫
、
小戴
》
及
《
別錄
》

此
皆
第
一

。
曬
正
義
日.. 
儀
徵
大
學
士
阮
公
撰

《
十
三
經
注
疏
校
勘
記
》
，
於
《
儀
禮
》
尤
詳
。
其
自
序
－
E.. 

鄭
氏
疊
古
今
文

，

最
為
詳
竅
，
語
助
多
寡
，
靡
不
悉
紀
。
今
校
是
妞
，
寧
詳
無
略
，
用
鄭
氏
家
法
也

。

培
暈

撰
正
義
，
一
道
其
說
，

詳
載
各
本
經
注
異
同
。

其
宋
嚴
州
單
注
本
，
為
宋
本
之
最
佳
者
，

現
巳
重
刻
行
世
，
悉

攘
錄
焉
。

校
勘
記
云.. 
自
「
鄭
《
目
錄
》
云
」
至
「
此
皆
第
一
」
，
毛
及
陳
、
閩
、
監
末
，
俱
列
疏
前
。
今
案

.. 
「
則是
仕
於

諸
使
天
子
之
士
」
，
近
汪
士
鐘
重
刻
單
疏
本
無
仕
字
，
誤
。
朱
氏
《
儀
禮經傳
通
解
》
、
陳
鳳
梧
單
注
本
及
各
本
，
俱

有
。
陸
民
德
明
《
經
典
釋
文
》
以
夫
子
二
字
加
於
諸
侯
之
上
，
非
，
朱
子
當
辨
之
。
又
云.. 
溫
本
亦
誤
。
「
冠
禮

於
五
禮
屬
嘉
禮
」
，
戚
鋪
堂
目
錄
本
冠
下
無
禮
字
，
各
本
有
。
「
此
皆
第
一
」
，各
本
同
。

通
解
作
「
皆
此
為
第
一
」
，

今
俱
從
各
本

。

鄭
《
目
錄
》
者，

鄭
氏
康
成
所
作
，
則
為
一
響

，

不
入
注
內
。

﹒

賈
民
公
彥
作
疏
，
始
引
以
散
附
各

篇
題
之
下
，
今
仍
之
。
《
陪審
﹒

經
籍
志
》
云.. 
《
三
禮
目
錄
》
一
卷
，

鄭
氏
撰

，
梁
有
陶
宏
景
注
。

是
則
為
一
書

也
。
嘉
慶
間

，

黃
丕
烈
重
刻
宋
嚴
州
單
注
本
，
不
載
《
目
錄
》
可
證
。
去童
子
任
職
居
士
位
年
二
十
而
冠
者
，
鄭

意
蓋
以
此
為
士
身
加
冠
也
。

然
下
又
云.. 
古
者
回
民
世
事
，

士
之
子
值
為
士
。
朱
子
謂
，

詳
鄭
意
，
似
謂
士
之
于

卷
－

士
寇
被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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