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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
小
子
學
提
綱

代
序

拙
著
朱
子
撕
擇
澡
，
分
篇
逾
五
十
，
全
書
超
百
萬
言
，
恐
讀
者
畏
其
繁
狠
，
作
此
波
瀾
，
冠
於
書
端
，
庶

使
進
窺
全
書
，
易
於
尋
究
。

’, .... 

在
中
國
歷
史
上
，
前
古
有
孔
子
，
近
古
有
朱
子
，
此
兩
人
，
皆
在
中
國
學
術
思
想
史
及
中
國
文
化
史
上
發

出
莫
大
聲
光
，
留
下
莫
大
影
響
。
曠
觀
全
史
，
恐
無
第
三
人
堪
與
倫
比
。
阮
悍
集
前
古
學
術
思
想
之
大
成
，
開

朱
子
學
提
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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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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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學
案
第
一
附
加

創
儒
學
，
成
為
中
國
文
化
傳
統
中
一
主
要
骨
幹
。
北
宋
理
學
興
起
，
乃
儒
學
之
重
光
。
朱
子
掘
起
南
宋
，
不
僅

能
集
北
宋
以
來
理
學
之
大
成
，
並
亦
可
謂
其
乃
集
孔
子
以
下
學
術
思
想
之
大
成
。
此
兩
人
，
先
後
矗
立
，
皆
能

匯
納
翠
流
，
歸
之
一
趨
。
自
有
朱
子
，
而
後
孔
子
以
下
之
儒
學
，
乃
重
獲
新
生
機
，
發
揮
新
精
神
，
直
迄
於

~ 
一’。

然
儒
學
亦
僅
為
中
國
傳
統
文
化
中
一
主
幹
，
除
儒
學
外
，
尚
有
百
家
服
流
，
其
崇
孔
尊
孔
、
述
朱
闡
朱
者

可
勿
論
，
其
他
百
家
尿
流
，
莫
不
欲
自
闢
膜
徑
，
男
歐
途
轍
，
而
孔
子
、
朱
子
矗
立
中
道
，
乃
成
為
其
他
百
家

尿
流
所
共
同
批
評
之
對
象
與
共
同
抨
擊
之
目
標
。
故
此
兩
人
，
實
不
僅
為
儒
學
傳
統
之
中
心
，
乃
亦
為
中
國
學

術
思
想
史
上
正
反
兩
面
所
共
同
集
向
之
中
心
。
不
僅
治
儒
學
者
，
必
先
注
意
此
兩
人
，
即
治
其
他
百
家
思
流
之

學
，
亦
必
注
意
此
兩
人
，
乃
能
如
網
在
綱
，
如
裘
在
領
。
不
僅
正
反
之
兼
盡
，
亦
得
全
體
之
通
貫
。

孔
子
年
代
，
臣
今
已
遠
，
其
成
學
經
過
，
已
難
詳
索
。
後
之
崇
孔
尊
孔
者
，
亦
惟
以
高
山
仰
丘
之
情
，
發

為
天
縱
大
聖
之
歎
而
丘
。
朱
子
距
今
僅
逾
八
百
年
，
書
籍
文
字
可
資
稽
考
者
尚
多
，
凡
朱
子
之
所
以
為
朱
子
，

其
成
學
之
經
過
，
實
可
案
圖
索
騁
，
分
年
歷
述
。
故
治
朱
子
之
學
，
比
較
可
以
具
體
而
詳
盡
，
並
亦
有
攘
而
可

證
。
學
者
潛
心
於
此
，
可
識
儒
學
進
修
之
階
梯
，
雖
不
能
舉
一
以
概
全
，
要
之
是
典
型
之
尚
在
，
其
所
梅
益
，

決
非
淺
小
。



孔
子
以
來
兩
于
五
百
年
，
述
之
闡
之
者
既
多
，
反
之
攻
之
者
亦
敗
，
事
久
而
論
定
，
故
孔
子
之
學
，
乃
雖

遠
而
益
彰
。
朱
子
距
今
僅
八
百
年
，
後
人
之
闡
發
容
未
能
盡
。
而
反
朱
攻
朱
者
，
多
不
出
於
百
家
尿
流
，
而
轉

多
由
於
儒
學
之
間
門
。
蓋
自
有
朱
于
）
而
儒
學
益
臻
光
昌
。
自
有
朱
子
，
而
儒
學
幾
成
獨
章
。
於
是
於
儒
學
中

與
朱
子
持
異
見
者
乃
日
起
而
無
窮
。
華
言
淆
亂
，
所
爭
益
傲
，
剖
解
益
難
。
故
居
今
日
而
言
朱
子
學
，
尚
有
使

人
不
易
驛
獲
定
論
之
憾
。
尊
孔
崇
孔
，
乃
朱
子
以
後
中
國
學
術
上
一
大
趨
嚮
﹔
而
述
朱
闡
朱
，
則
尚
是
中
國
學

術
上
一
大
爭
議
。
然
靜
朱
攻
朱
，
其
說
亦
全
從
朱
子
學
說
中
來
。
今
果
於
朱
子
原
書
，
能
悉
心
尋
求
，
詳
加
發

閉
，
先
混
門
戶
之
見
，
而
務
以
發
現
真
相
為
主
。
逮
於
真
相
既
白
，
則
述
朱
闡
朱
之
與
靜
朱
攻
朱
，
正
反
雙

方
，
宜
可
得
一
折
衷
，
由
是
乃
可
有
漸
得
定
論
之
墓
。
此
則
不
僅
為
治
中
國
八
百
年
來
之
學
術
思
想
史
者
一
重

大
課
題
，
實
亦
為
治
中
國
兩
千
年
來
之
儒
學
史
者
一
重
大
課
題
。
凡
屬
關
心
中
國
文
化
大
傳
統
中
此
一
主
要
骨

幹
之
精
神
所
在
、
大
旨
所
寄
者
，
對
於
此
一
課
題
，
皆
當
注
意
。
作
者
不
揣
諷
陋
，
發
憤
為
此
書
，
其
主
要
意

義
亦
在
此
。

- .’”, ... 

朱
子
學
提
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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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今
當
自
扎
于
以
後
迄
於
朱
子
，
此
一
千
七
百
年
來
之
儒
學
流
變
，
與
夫
百
家
眾
說
之
雜
出
，
先
作
一
概
括

之
位
述
。

自
孔
子
攻
後
，
孔
鬥
諸
大
弟
子
，
分
散
列
園
，
相
與
傳
搗
孔
子
之
道
，
其
時
儒
學
基
礎
已
奠
定
。
然
同
時

反
對
孔
子
與
儒
學
者
，
亦
即
隨
而
腫
起
。
最
著
者
有
楊
墨
，
孟
子
辭
而
闢
之
，
廓
如
也
。
然
百
家
尿
流
，
亦
即

繼
之
競
興
，
至
苟
子
而
有
非
十
二
子
之
篇
。
其
所
反
對
，
不
僅
百
家
尿
流
，
即
子
思
、
孟
子
亦
在
其
列
。
當
時

稱
儒
分
為
八
，
然
惟
孟
、
葡
稱
大
宗
。

及
秦
人
一
統
，
始
皇
帝
頗
尚
法
家
言
。
漢
興
，
黃
老
道
家
最
盛
。
其
時
則
戰
國
時
代
之
百
家
眾
流
，
漸
趨

消
失
，
惟
儒
、
道
、
法
三
家
鼎
峙
成
三
，
然
儒
家
言
猶
尚
若
居
道
、
法
兩
家
之
後
。
至
漢
武
帝
表
彰
六
經
，

罷
點
百
家
，
而
儒
學
擠
於
獨
盛
。
然
此
下
漢
儒
之
學
，
畢
竟
與
先
秦
儒
有
區
別
。
此
種
區
別
，
大
體
由
於
雙
方

所
處
時
代
背
景
不
同
而
引
生
。

戰
國
時
代
，
列
強
紛
爭
，
天
下
未
定
，
百
家
競
起
，
各
欲
揭
其
主
張
以
為
一
世
之
斬
嚮
。
先
秦
儒
為
自
身

爭
存
，
亦
相
務
於
樹
新
義
，
肆
博
辨
。
故
其
貢
獻
，
主
要
在
理
想
方
面
者
為
多
。
漢
代
統
一
，
局
面
大
變
，
當

時
主
要
論
點
，
在
為
此
天
下
求
實
際
之
治
平
。
漢
初
君
臣
，
來
自
田
間
，
本
身
初
無
學
術
修
養
，
然
深
知
民
間

疾
苦
，
極
欲
與
民
休
息
，
而
道
家
清
靜
無
為
之
說
，
遂
乘
時
興
起
。
然
無
為
而
治
，
事
不
可
久
，
抑
且
無
為
即



是
不
治
，
故
漢
初
政
治
，
實
乃
一
依
秦
蓄
，
京
續
法
治
之
軌
轍
。
及
至
武
帝
臨
朝
，
董
仲
舒
對
策
，
力
言
「
復

古
更
化
」
，
復
古
乃
復
周
之
古
，
更
化
則
更
秦
之
化
。
周
代
縣
歷
八
百
年
，
秦
則
不
二
世
而
亡
，
此
乃
歷
史
教

訓
，
明
白
彰
著
。
此
下
漢
儒
一
般
意
向
，
均
重
在
本
歷
史
，
昔
日
治
道
。
欲
法
周
，
則
必
上
木
之
於
六
藝
經
典
。

當
時
謂
六
經
起
自
周
公
而
成
於
孔
于
之
手
，
故
臼
孔
子
為
漢
制
法
。
尊
孔
子
，
乃
由
於
尊
周
治
。
尊
周
治
，
則

必
尊
周
公
，
尊
六
藝
。
故
漢
武
帝
興
太
學
，
立
五
經
博
士
，
專
以
六
藝
設
教
，
而
論
語
乃
與
幸
經
、
爾
雅
並
列

為
小
學
書
。
爾
雅
乃
五
經
之
字
典
，
而
幸
經
、
論
語
則
僅
是
小
學
教
本
。
漢
書
藝
丈
志
上
承
劉
向
、
散
失
子
，

分
華
書
為
七
略
。
首
六
藝
略
，
次
諸
子
略
，
儒
家
者
言
居
諸
于
略
之
首
，
曾
子
、
子
思
、
孟
子
、
萄
子
皆
屬

之
。
而
孔
子
不
與
焉
。
論
丑
聞
、
幸
經
、
爾
雅
則
同
附
六
藝
略
之
後
。
此
乃
漢
儒
心
目
中
之
學
術
分
野
，
亦
可
謂

購
儒
尊
經
尤
重
於
尊
儒
。
波
、
濃
懦
淋
悔
中
序
列
諸
儒
，
皆
起
明
初
，
而
晴
、
隱
、
恆
、
隔
亦
不
預
。
此
乃
一

代
之
新
儒
，
以
傳
經
言
治
為
棠
，
與
戰
國
諸
儒
之
以
開
道
作
人
為
唱
者
，
畸
輕
畸
重
之
間
有
不
同
。
此
一
區

別
，
首
當
閉
辨
。
換
言
之
，
先
秦
儒
在
漢
儒
心
目
中
，
亦
屬
「
百
家
言
」
。
漢
儒
傳
經
，
乃
即
所
謂
「
王
官
之

學
」
。
一
則
主
張
於
朝
廷
，
一
則
興
起
於
田
野
，
其
為
不
間
，
顯
然
可
知
。

漢
儒
固
若
無
偉
大
特
創
之
政
治
理
想
，
亦
若
無
偉
大
傑
出
之
政
治
人
物
，
然
而
定
法
制
，
垂
規
模
，
坐
而

言
，
即
繼
以
起
而
行
。
兩
漢
部
治
，
永
為
後
世
稱
羨
而
按
法
。
漢
儒
之
功
，
要
為
不
可
否
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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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
儒
言
治
道
，
必
本
之
於
經
術
，
而
經
籍
之
整
理
，
事
亦
不
易
。
先
秦
儒
如
孟
子
、
萄
卿
，
雖
亦
時
時
稱

引
詩
適
用
，
然
僅
止
於
隨
所
意
欲
而
加
稱
引
，
非
求
於
經
籍
有
通
體
之
發
揮
。
除
此
以
後
，
經
籍
殘
缺
。
模
儒
治

經
之
功
，
一
則
日
暴
輯
，
再
則
日
訓
詰
，
又
後
而
有
章
旬
，
始
於
全
經
逐
章
逐
旬
，
一
一
解
釋
。
其
間
容
多
未

是
，
文
復
各
家
之
說
不
同
，
未
能
會
歸
一
致
。
然
而
漢
儒
治
經
之
功
，
亦
要
為
不
可
沒
。

今
再
綜
合
言
之
，
漢
儒
之
為
功
於
當
時
者
，
一
為
治
道
之
實
績
，
一
為
傳
經
之
專
業
。
叉
復
漸
分
兩
途
，

一
則
專
務
治
術
，
一
則
專
守
經
業
。
迄
於
東
漢
季
世
，
朝
政
不
綱
，
治
道
日
替
，
務
於
治
術
之
儒
，
日
失
其

職
，
而
專
一
經
業
之
儒
，
退
處
在
野
，
乃
大
為
一
世
所
仰
重
。
如
昨
順
、
馬
融
、
鄭
玄
諸
人
，
亦
永
為
後
世
抬

經
之
宗
師
。
然
若
謂
漢
儒
功
在
傳
經
，
而
忽
其
言
治
，
則
終
為
得
其
一
而
失
其
一
，
無
當
於
漢
儒
之
大
全
。

三
國
兩
晉
時
代
，
天
干
分
崩
，
兩
漢
統
一
隆
盛
之
世
，
渺
不
復
接
。
時
則
莊
老
道
家
言
乃
與
儒
生
經
學
代

興
。
叉
值
佛
教
東
來
，
其
先
向
是
道
家
言
在
上
，
佛
家
言
在
下
。
南
北
朝
以
後
，
則
地
位
互
易
，
釋
家
轉
瞬
道

家
之
上
。
儒
家
經
學
，
雖
尚
不
絕
如
縷
，
要
之
如
鼎
三
足
，
惟
儒
家
一
足
為
最
弱
。



若
專
言
儒
業
，
自
東
晉
、
五
胡
以
干
，
南
方
儒
亦
與
北
方
儒
有
區
別
。
大
體
昔
日
之
，
東
晉
南
朝
雖
屬
偏

安
，
其
政
府
體
制
，
朝
廷
規
模
，
尚
是
承
襲
兩
漠
，
大
格
局
尚
在
。
而
釋
、
道
盛
行
，
門
第
專
擅
，
治
道
無
可

昔
日
。
故
其
時
之
南
方
儒
，
只
有
沿
襲
漢
儒
傳
經
一
業
，
抱
殘
守
缺
而
止
。
北
方
自
五
胡
雲
擾
，
下
迄
北
魏
建

統
，
兩
漢
以
來
之
政
府
體
制
，
朝
廷
規
模
，
巳
掃
地
而
盡
。
故
其
至
要
急
務
，
厥
在
求
治
。
幸
而
胡
漢
合
作
，

政
府
尚
知
重
用
儒
生
，
而
北
方
諸
儒
，
其
所
用
心
，
言
治
道
更
重
於
言
經
術
。
亦
可
謂
其
時
北
方
儒
生
，
多
半

沿
襲
了
漢
儒
重
治
績
之
一
邊
。
自
魏
孝
文
變
法
下
至
西
魏
、
北
周
掘
起
，
政
治
開
新
，
皆
出
北
方
儒
生
之
貢

獻

然
則
南
、
北
朝
懦
，
乃
是
分
承
漢
儒
之
兩
面
，
而
各
作
歧
途
之
發
展
。
下
迄
唐
代
開
園
，
兩
漢
統
一
盛
運

再
見
，
孔
穎
達
幸
詔
撰
五
糧
正
義
，
即
承
漢
儒
及
南
朝
諸
儒
治
經
一
業
而
來
，
此
為
經
學
成
績
之
一
大
結
集
。

而
貞
觀
一
朝
言
治
，
即
就
其
薔
粹
於
貞
觀
政
要
一
書
者
而
言
，
亦
可
謂
多
屬
粹
然
儒
家
之
言
，
此
乃
上
承
漢
儒

及
北
朝
諸
儒
言
治
一
業
而
來
。
此
後
唐
代
儒
家
，
在
治
道
實
績
方
面
，
尚
能
持
續
有
表
現
。
在
經
學
方
面
，
則

可
謂
自
五
經
正
義
後
即
絕
少
鬧
響
。
唐
代
經
學
之
衰
，
實
尚
遠
較
兩
晉
南
北
朝
為
甚
。
此
中
亦
有
原
因
可
說
。

一
則
下
至
唐
代
，
雖
仍
是
儒
、
釋
、
道
三
足
並
峙
，
而
實
際
上
，
佛
教
已
成
一
枝
獨
秀
。
遠
自
隔
代
以

來
，
已
有
所
謂
中
國
佛
教
之
興
起
。
此
指
天
畫
、
華
嚴
、
禪
三
宗
。
而
自
武
后
以
後
，
禪
宗
尤
盛
，
幾
於
掩
脅

朱
子
學
提
桐

七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com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