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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
子
新
學
案

第

一
朋

存
小
平J
拉
爾
科
止

陳
仔
之
論
心
性
，
亦
猶
其
論
理
氣
。
其
論
性
，
上
承
伊
州
「
性
即
理
也
」
一
語
，
自
宇
宙
界
落
實
到
人
文

界
。
如
是
而
後
其
理
氣
兩
分
之
說
始
見
完
足
，
學
者
當
兼
觀
焉
，
庶
可
以
窺
朱
子
立
義
之
大
全
。

語
類
云
．

伊
川
「
性
即
理
也
」
，
也
孔
孟
後
無
人
見
得
到
此
，
亦
是
從
古
無
人
敢
如
此
道
。

伊
川
說
話
，
如
今
看
求
，
中
間
寧
無
小
小
不
同
，

（
五
九
）

只
是
大
鋼
統
體
說
得
拉
善
。
如
「
性
即
禮
也
」

語
，
主
也
肌
恃
後
性
是
做
川
說
得
盡
。
這
一
句
，
使
是
千
萬
世
說
性
之
根
基
。

（
九
三
）

朱
子
論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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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
子
新
學
察
第
二
冊

叉
日.. 

伊
川
「
性
即
理
屯
」
四
字
，
顛
據
不
破
。
其
後
諸
m
h只
聽
得
使
說
，
故
多
有
差
處
。（
五
九
）

如
今
人
說
性
，
多
L
F佛
是
說
別
布
一
件
物
寧
在
那
裳
，
至
古
至
妙
。

吞
儒
論
性
卻
不
攏
。
程
子
云
「
性
即
理
也
」
，
此
言
桂
無
菇
。

一
向
說
間
去
，
使
入
虛
無
寂
戒
。

（
五
）

性
是
說
人
物
上
說
，
天
這
是
陰
陽
五
行
。
（4
一
八
）

譬
如
一
條
長
造
成
物
事
。
其
流
行
者
即
天
道
，
人
得
之
者
為
性
。
她
之
「
元
亨
利
貞
」
，
天
這
也
。
人

得
之
則
為
仁
義
禮
智
之
性
。
（
二
、
八
）

論
語
「
性
與
天
道
」
章
集
注
有
云

性
者
，
人
所
受
之
天
扭
。
天
這
者
，
天
控
告
鼎
鼎
之
本
體
。
其
實
一
捏
扎
。

此
皆

﹔語闡

類發
叉︱伊
曰︱川

一「
性
即
理

也
L一

一
語
之
旨
，
而
言
之
簡
淨
扼
要
，
可
謂
通
天
人
之
際
而
一
之
。



性
只
是
理
。
當
何
理
之
總
名
。此
經
亦
只
是
天
地
間
去
共
之
捏
，
累
得
求
使
為
我
所
布
。
天
之
所
命
，
如

朝
廷
指
揮
差
除
人
去
做
官
。
性
L
F官
職
，
官
使
布
職
事
。
（
一
一
主
）

古
代
儒
家
多
言
道
，
宋
儒
始
重
言
理
。
「
天
命
之
謂
性
，
率
性
之
謂
道
」
，
此
言
性
道
合
一
。
語
類
此
條
，
則

言
性
理
合
一
。
人
物
稟
賦
得
此
公
共
之
理
以
為
性
，
綜
合
此
人
物
所
稟
賦
之
各
別
之
性
，
即
成
為
天
地
公
共
之

理
。
謂
「
性
」
謂
「
萬
理
之
總
名
」
者
，
性
可
散
為
萬
，
理
則
合
為
一
。
就
天
地
言
，
只
可
日
一
理
，
不
可
曰

一
性
。
朱
子
承
伊
川
說
而
發
揮
益
臻
細
密
具
如
此
。

文
集
卷
七
十
四
孟
子
綱
領
有
云

性
之
泊
的
權
，
正
以
仁
義
種
智
之
求
發
者
而
言
，
不
但
為
視
聽
作
用
之
本
而
已
也
。
明
乎
此
，
則
吾
之
所

諸
性
者
，
彼
佛
氏
固
﹒
水
管
得
窺
其
紡
佛
，
而
何
足
以
亂
吾
之
真
哉
。

此
辨
儒
釋
言
性
之
異
，
語
詳
神
學
篇
。
謂
仁
義
體
智
之
未
發
為
性
之
體
，
是
即
謂
性
即
理
也
。

問.. 

「
擴
羔
幫
『
所
不
能
無
成
者
需
性
』
，
性
只
是
哩
，
安
說
鼠
，
恐
此
言
又
可
名
心
否
？
」
曰

.. 
「

槓
羔
此
言
雖
－e本
親
切
，
然
亦
布
茵
祺
祿
。
蓋
處
因
是
心
，
然
所
以
威
者
，
亦
是
此
心
中
布
此
捏
，
方
能

朱
子
論
性



朱
子
新
學
血
染
第
二
冊

四

鼠
。
理
使
是
性
，
但
將
此
句
要
求
得
性
，
使
本
端
的
。
」
（
九
九
）

問.. 

「
橫
羔
言
『
物
所
不
能
無
息
謂
性
』
，
此
詩
如
何
？
」
曰
：
「
有
比
性
，
也
是
因
物
布
成
。
見
於

君
臣
父
子
日
用
事
物
當
然
處
，
皆
鼠
也
。
所
謂
『
成
而
遂
迫
』
是ι
。
」
（
九
九
）

此
一
辨
極
重
要
。
理
不
能
言
感
而
性
則
有
感
，
因
性
已
落
形
氣
中
也
。
心
無
感
便
不
見
理
，
朱
子
謂
「
亦
是
心

中
有
此
理
方
能
感
」
，
心
中
有
此
理
者
即
是
性
。
如
水
流
濕
，
火
就
燥
，
此
即
是
性
，
亦
即
是
理
。
惟
言
水
，
火

燥
濕
，
都
已
落
形
氣
中
。
此
仍
當
兼
君
理
氣
篇
。

陳
安
卿
問.. 

「
坦
布
能
然
、
必
然
、
當
然
、
台
然
。
」
答
曰
：
「
此
意
甚
備
。
且
要
見
得
所
當
然
，
是

要
切
處
。
若
田
不
得
不
容
已
處
，
即
合
可
默
會
矣
。
」（
文
盧
布
志
五
七
答
陳
安
卿
）

人
之
言
理
，
每
日
自
然
、
必
然
、
能
然
，
此
乃
事
物
之
理
如
此
。
至
於
人
道
，
更
必
要
見
得
所
當
然
，
始
是
要

切
處
，
所
謂
義
也
。
果
是
當
然
之
理
見
得
於
吾
心
有
不
容
己
，
此
即
見
「
感
」
之
即
性
矣
。
人
能
從
性
見
理
，

此
尤
是
要
切
中
之
要
切
。

問
「
由
太
虛
」
云
云
。
曰
：
「
本
只
是
一
筒
太
虛
，
漸
漸
細
分
說
得
密
耳
。
且
太
虛
便
是
這
四
者
之
總



體
，
而
不
雄
乎
四
者
而
言
。

『
由
氧
化
有
這
之
名
』
，
氧
化
是
那
陰
陽
造
化
、寒
暑
晝
泉
、

雨
露
霜

雪
、
山
川
木
石
、
金
水
火
土
皆
是
。
只
這
筒
使
是
祁
太
虛
，
只
是
使
雜
卻
氧
化
說
。
雖
雜
氧
化
，
而
實

不
離
乎
太
虛
。
末
，
說
到
人
物
各
具
當
然
之
理
處
。
」
問

.. 

是
圓
圓
衷
陰
靜
陽
動
否
？
」
曰.. 

「
試
。
」
又
曰.. 

「
太
虛
使
是
太
桂
圓
上
面
底
圓
圈
，
氧
化
使

「
『
合
虛
與
氛
有
性
之
名
』
，
有
這
氣
，
這
援
使

隨
在
襄
面
。
無
比
氣
，
則
遙
控
無
安
頓
處
。
L
V水
中
月
，
須
是
有
此
水
，
方
映
得
那
天
上
月
。
若
無
此

水
，
終
無
比
月
ι
。
心
之
知
覺
，
又
是
邪
氣
之
虛
靈
底
，
聰
明
視
聽
作
為
運
用
，
皆
是
有
這
知
覺
方
逐

用
得
這
遙
控
。
所
以
橫
系
說

『
「
人
能
宏
這
」
，
是
心
能
盡
性
。

「
持
這
弘
人
」
，
是
性
不
知
撿

『
心
者
，
性
之
郭
郭
。
』
此
等
語
，
皆
秦
漢
叭
下
人
遂
不
到
。
」
又
問

.. 

鳥
獸
固
有
知
覺
，
但
知
覺
有
通
塞
．
，
草
木
亦
有
知
覺
否
？
」
曰
：
「
亦
有
。

心
。
』
又
部
子
曰
：

「
人
與

如
一
盆
花
，

得
品
一
水
澆

灌
，
使
敷
榮
。
若
摧
押
他
，
使
枯
悴
。
弩
之
無
知
覺
可
乎
？
周
或
批
窗
前
草
不
除
去
，
云
『
與
合
本
意

思
一
般
』
，
使
是
有
知
覺
。
只
是
鳥
獸
底
知
覺
不
如
人
底
，
草
木
底
知
覺
又
不LF鳥
獸
底
。
又
如
大

黃
嘆
著
使
會
瀉
，
附
于
嘆
著
使
含
熱
，
只
是
他
知
覺
又
從
這
一
路
去
。
」
又
問.. 

「
腐
敗
之
物
亦
有

否
？
」
曰.. 

「
亦
有
。
如
火
燒
成
友
，
特
求
泡
湯
噢
，
也
崎
苦
。
」
因
笑
曰
：「
頃
信
州
諸h
A正
說
竿

本
無
性
，
今
晨
又
說
卒
木
無
心
矣
。
」
（
六0
）

朱
子
論
性

五



朱
子
新
學
案
第
二
冊

占

’、

此
條
沈
個
錄
，
乃
朱
子
晚
年
語
，
可
謂
是
朱
子
說
理
說
性
說
心
之
總
匯
，
學
者
所
當
細
玩
。
因
釋
橫
渠
語
，
旁

引
康
節
，
將
性
與
理
與
心
之
義
界
，
其
相
通
處
，
及
各
別
處
，
詳
細
發
揮
。
而
伊
川
「
性
即
理
」
與
象
山
「
心

即
理
」
之
意
見
，
其
間
得
失
亦
從
而
見
。
理
必
安
頓
在
氣
上
，
無
此
氣
，
則
理
無
安
頡
處
。
心
亦
屬
氣
，
心
必

有
知
覺
，
故
理
亦
由
此
知
覺
來
運
用
，
性
亦
以
此
知
覺
為
郭
郭
也
。
因
此
文
說
到
人
有
知
覺
，
鳥
獸
草
木
亦
同

有
知
覺
，
甚
至
大
黃
附
于
以
及
一
切
腐
敗
之
物
亦
有
知
覺
。
人
與
鳥
獸
草
木
，
即
可
因
其
知
覺
而
見
性
。
大
黃

附
于
以
及
一
切
腐
敗
之
物
，
則
是
因
有
性
而
推
論
其
亦
有
知
覺
也
。
謂
性
有
知
覺
，
即
是
說
性
必
有
感
。
在
此

氣
化
之
中
，
人
物
相
互
間
各
有
感
，
即
是
各
有
知
覺
，
各
有
性
，
亦
即
是
各
有
一
相
五
共
通
之
理
。
由
上
向
下

說
，
則
是
有
理
後
有
性
，
而
有
相
五
間
知
與
感
之
心
。
由
下
向
上
說
，
則
是
因
其
有
感
有
知
有
心
，
而
見
其
各

自
之
性
與
其
共
通
之
理
。
然
不
能
謂
宇
宙
大
自
然
由
心
與
感
來
，
只
能
說
宇
宙
大
自
然
由
理
與
氣
來
。
而
究
極

推
論
，
則
又
理
在
氣
先
。

「
信
州
諸
公
」
，
乃
言
象
山
陸
學
。
既
一
百
「
草
木
無
性
」
，
因
亦
必
一
百
「
草
木
無

心
」
。
故
只
言
「
心
即
理
」
，
更
不
必
格
物
窮
理
也
。
其
實
草
木
亦
有
感
，
即
是
有
性
亦
有
心
，
亦
即
是
草
木

各
有
性
，
各
有
理
也
。

論
性
讀
知
有
感
，
有
不
容
己
，
故
言
性
必
及
氣
。
然
開
道
則
日
「
才
說
性
時
便
已
不
是
性
」
，
伊
川
叉
曰

「
性
即
理
」
，
此
兩
說
極
費
分
疏
。
除
仔
極
推
伊
州
「
性
即
理
也
」
之
說
，
然
理
字
性
字
終
是
有
界
分
，
不
可



混
一
言
之
。
今
擇
錄
滴
瀕
數
則
涉
及
關
於
此
方
面
之
分
疏
者
，
以
見
陳
悍
立
說
之
本
末
。

問.. 

「
追
思
錄
中
說
性
，
似
有
兩
種
，
何ι
？
」
曰
：
「
此
說
往
往
人
都
錯
看
了
。
才
說
性
，
使
有
不

是
。
人
性
本
善
而
已
，
才
墮
入
氣
質
中
，
使
黨
呆
得
不
好
了
。
雖
薰
染
得
不
好
，
然
本
性
卻
依
舊
在

此
，
全
在
學
者
看
力
。
今
人
卻
吉
布
『
本
性
』
，
又
有
『
氧
臂
之
性
』
，
此
大
事
援
。
」（
九
五
）

此
條
金
去
偽
乙
未
所
間
，
朱
子
年
四
十
六
。
謂
本
善
之
性
墮
入
氣
質
中
便
薰
染
得
不
好
，
此
似
不
必
再
有
「
氣

質
之
性
」
之
一
名
。
不
必
把
性
分
作
兩
截
君
，
此
乃
朱
子
較
早
時
之
說
法
。
語
類
叉
日.. 

「
人
生
而
靜
」
，
靜
者
固
其
性
。
然
只
有
「
生
」
字
，
使
帶
卻
氧
瞥
了
。
但
「
生
」
字
以
上
又
不
容

說
，
蓋
此
這
捏
未
有
形
見
處
。
故
今
才
說
性
，使
須
帶
若
氣
質
，

無
能
懸
空
就
符
，
性
者
。「
繼
之
者

善
」
，
本
是
說
造
化
發
育
之
功
。
明
這
此
處
，
卻
是
就
人
性
發
用
處
說
，
如
孟
子
所
謂
「
乃
若
其
情
則

可
以
為
善
」
之
類
是

ι
。
伊
川
所
言
「
拉
本
窮
源
之
性
」
，
乃
是
對
「
氧
臂
之
性
」
而
言
。
言
其
氧
嘖

雖
善
惡
不
同
，
然
桂
本
窮
源
而
論
之
，
則
性
未
﹒
嘗
不
善
也
。（九
五
）

此
條
程
端
蒙
錄
，
叉
見
文
集
卷
四
十
五
答
王
子
合
書
，
蓋
端
蒙
錄
此
書
以
入
其
所
聞
語
錄
中
也
。
答
于
合
書
當

朱
子
論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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