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．．．一一一一

. 

孝
十

穿3至
一
一
一

經

清

襲F 人
注

’ 已

疏

... ．團－－:;:£ 
天口清「「

Z荒仰〕

湘皮
錫

點瑞

校撰

國



十
三
經
清
人
注
疏

孝

經
鄭
注
疏

〔
清
〕
皮
錫
瑞
撰

口
天
仰
湘
點
校



圖書在版編目（ CIP ）數據

孝經鄭注疏／（清）皮錫瑞撰﹔吳仰湘點校．一北京：中
華書局，2016.7
（十三經清人注疏）
ISBN 978-7一 101 一 l 1926-8 

I .孝．．． II. CD皮．．．＠吳 ．．． m. CD家庭道德一中國－
古代＠《孝經》一注釋 N.B823.I 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（ 2016 ）第 144717 號

責任編輯 ： 朱兆虎

卡三總清人注疏

孝經鄭注疏

〔清〕皮錫瑞撰

吳例I ／，抓 緊高校

* 

中 華書局 出版發行

（北京市豐聲區太平1月 11tj l J!. 38 號 l削）73)

http: //w叭.v . zhbc.C"om . c·n

E-mail: zhbc@ zhbc.com.cn 

北京瑞甘于冠巾印刷廠印刷

* 

850' 1168 咆米 1 /32 • 5.%印張. 2 j兩口﹒ l 10 f字

201 6 年 7 月北京都 l l區 別16 年 7!1 北京都 l IX印刷

印敝 1 -4（）（附 加 ;Efl'(' 22.00 元

ISBN 978一7-101 一 l 1926-8 



十
三
經
清
人
注
疏
出
版
說
明

自
漢
至
清
，
經
學
在
各
門
學
術
中
古
有
統
治
的
地
位
。
經
學
的
發
展
經
歷
了
幾
個
不
同
的
階

毆
，
而
清
代
則
是
很
重
要
的
也
是
最
後
的
一
個
階
毆
。
清
代
經
學
家
在
經
書
文
字
的
解
釋
和
名
物
制

度
等
的
考
證
上
，
超
越
了
以
前
各
代
，
取
得
了
重
要
成
果
，
這
對
我
們
利
用
經
書
所
提
供
的
材
料
研
究

古
代
的
經
濟
、
政
治
、
文
化
、
思
想
以
至
科
技
等
，
有
重
要
的
參
考
意
義
。

清
代
的
經
學
著
作
，
數
量
極
多
，
體
裁
各
異
，
研
究
的
方
面
也
不
同
。
其
中
用
疏
體
寫
作
的
書
，

一
般
是
吸
收
、
總
結
了
前
人
多
方
面
研
究
的
成
果
，
又
是
現
在
文
史
哲
研
究
者
較
普
遍
地
需
要
參
考

的
書
，
因
此
我
們
在
十
三
經
清
人
注
疏
這
個
名
稱
下
，
選
擇
這
方
面
有
代
表
性
的
著
作
，
陸
續
整
理
出

版
。
所
選
的
并
非
全
是
疏
體
，
這
是
因
為
有
的
書
未
曾
有
人
作
疏
，
或
雖
然
有
人
作
疏
，
但
不
移
完

善
，
因
此
選
用
其
他
注
本
來
代
替
或
補
充
。
禮
書
通
故
既
非
疏
體
又
非
注
體
，
但
它
與
禮
記
訓
築
等

配
合
，
可
起
疏
的
作
用
，
故
也
人
選
。
大
戴
禮
記
不
在
十

三
經
之
內
，
但
它
與
禮
記
（
小
戴
禮
記
）
是
同

類
型
的
書
，
因
此
也
收
進
去
。
對
收
人
的
書
，
均
按
統
一
的
體
例
加
以
點
，
校
。

清
代
的
經
學
著
作
還
有
不
少
有
重
要
參
考
價
值
，
這
有
待
於
今
後
條
件
許
可
時
，
按
新
的
學
科

卡

三
紐
約
人
注
疏
出
般
說
明



孝
經
鄭
注
疏

分
類
，
選
擇
整
理
出
版
。

十
三
經
清
人
注
疏
的
擬
目
如
下

.. 

周
易
集
解
黨
疏

尚
書
今
古
文
注
疏

今
文
尚
書
考
證

尚
書
孔
傅
參
正

詩
毛
氏
傳
疏

毛
詩
傳
筆
通
釋

詩
三
家
義
集
疏

周
禮
正
義

儀
禮
正
義

禮
記
訓
饗

禮
記
集
解

禮
書
通
故

大
戴
禮
記
補
注

李
道
平
撰

張
星
衍
撰

皮
錫
瑞
撰

王
先
謙
撰

陳
失
撰

馬
瑞
辰
撰

王
先
謙
撰

張
話
讓
撰

胡
培
暈
撰

朱
彬
撰

張
希
旦
撰

黃
以
周
撰

孔
廣
森
撰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（
附
王
樹
相
校
正
、
孫
抬
讓
觀
補
）

大
戴
禮
記
解
詰

左
傳
舊
注
疏
證

春
秋
左
傳
詰

公
羊
義
疏

穀
梁
古
義
疏

穀
梁
補
注

論
語
正
義

孝
經
鄭
注
疏

孟
子
正
義

爾
雅
義
疏

爾
雅
正
義

王
聘
珍
撰

劉
文
淇
等
撰

洪
亮
吉
撰

陳
立
撰

廖
平
撰

鍾
文
系
撰

劉
寶
楠
撰

皮
錫
瑞
撰

焦
循
撰

郝
懿
行
撰

邵
晉
涵
撰

十
三
經
消
人
注
疏
出
版
說
明

中
華
書
局
編
輯
部

一
九
八
二
年
五
月



點
校
說
明

漢
書
藝
文
志
說.. 
「
孝
經
者
，
孔
子
為
曾
子
陳
孝
道
也
。
夫
孝
，
天
之
經
，
地
之
義
，
民
之
行
也
。

舉
大
者
盲
，
故
日
孝
經
。
」
孝
經
雖
在
六
經
之
外
，
漢
人
卻
極
為
重
視
，
以
至
將
孝
經
與
春
秋
並
稱
，
看

得
比
他
經
更
重
，
「
蓋
以
詩
、
書
、
易
、
禮
為
孔
子
所
修
，
而
春
秋
、
孝
經
乃
孔
子
所
作
也
」
（
恆
關
關
健
樺
恆
世

悔
陣
惆
僻
悄
悄
）
，
可
謂
尊
崇
至
極
。
漢
世
所
傳
孝
經
，
有
今
文
、
古
文
之
分
，
董
仲
舒
、
后
蒼
、
張
禹
、
鄭

眾
、
馬
融
、
鄭
玄
、
何
休
等
名
儒
各
有
注
解
。
另
有
托
名
孔
安
國
的
古
文
孝
經
傅
，
始
見
於
魏
晉
之

際
。
其
中
鄭
玄
所
注
今
文
孝
經
，
東
晉
至
唐
初
幾
度
立
學
。
雖
然
南
齊
陸
澄
公
開
詰
難
孝
經
鄭
、
証
，

惰
唐
又
有
陸
德
明
、
孔
穎
達
等
隨
聲
附
和
，
但
鄭
注
一
直
與
孔
傅
並
行
於
世
。
唐
玄
宗
開
元
七
年
（
七

一
九
）
，
詔
令
群
儒
詳
定
鄭
注
與
孔
傳
短
長
，
劉
知
幾
立
十
二
驗
，
指
孝
經
非
鄭
玄
所
注
，
主
張
「
行
孔

廢
鄭
」
，
而
司
馬
貞
摘
駁
孔
傳
之
謬
，
要
求
鄭
注
與
孔
傅
「
依
舊
俱
行
」
（
悸
悔
惟
慨
陣
悔
恃
〉
。
數
年
後
，
唐

玄
宗
以
孝
經
舊
注
「
膳
駁
尤
甚
了
自
作
新
注
，
令
元
行
沖
作
疏
，
立
於
學
宮
，
「
御
注
既
行
，
孔
、
鄭
兩
家

遨
並
廢
」
（
四
庫
全
會
總
目
卷
三
十
二
）
。
北
宋
真
宗
威
平
四
年
（
一
O
O

一
）
，
那
胃
受
詔
校
定
各
經
疏
，
對

動
校
說
明



孝
經
鄭
注
疏

元
疏
略
加
剪
截
，
賽
成
孝
經
注
疏
，
列
人
十
三
經
注
疏
，
從
此
代
代
傳
習
，
鄭
注
本
、
孔
傳
本
漸
吹
快

失
。
清
儒
復
興
古
學
，
對
孝
經
鄭
注
大
加
搜
輯
，
又
從
日
本
傳
回
孝
經
鄭
注
和
古
文
孝
經
孔
傅
，
再
吹

激
發
孝
經
兩
種
傳
本
真
偽
之
事
，
推
動
孝
經
研
究
回
到
兩
漠
。
皮
錫
瑞
的
孝
經
鄭
注
疏
，
由
此
應
運

而
生
。皮

錫
瑞
（
一
人
五
O
︱
一
九
O
八
）
字
鹿
門
二
字
麓
雲
，
湖
南
善
化
人
，
曾
自
署
居
室
日
「
師
伏

堂
」
，
後
學
尊
稱
「
師
伏
先
生
」
。
皮
錫
瑞
於
光
緒
八
年
三
八
八
二
）
舉
順
天
鄉
試
，
後
四
赴
禮
閹
報

罷
，
以
講
學
、
著
述
終
老
。
他
幼
懷
經
世
大
志
，
後
因
科
場
失
意
，
「
窮
而
遍
經
」
，
專
究
尚
書
，
兼
攻
鄭

學
，
晚
貫
群
經
，
創
發
大
義
。
皮
錫
瑞
一
生
撰
述
宏
富
，
經
術
湛
深
，
雖
宗
主
今
文
，
但
治
學
謹
嚴
，
持

論
平
實
，
在
學
界
享
有
盛
譽
。

皮
錫
瑞
從
事
孝
經
研
究
，
始
於
光
緒
二
十
年
二
人
九
四
）
歲
暮
。
他
在
研
讀
孝
經
注
疏
時
，
感

到
清
儒
對
孝
經
研
究
不
侈
，
因
此
寡
輯
孝
經
古
義
，
從
中
發
覺
孝
經
鄭
注
的
價
值
，
桐
經
葉
德
輝
煥
彬

啟
發
，
萌
生
疏
解
孝
經
鄭
注
之
念
，
里
年
正
月
即
著
手
工
作
，
如
師
伏
堂
日
記
正
月
初
四
日
載

.. 
「
閱

孝
經
及
王
制
注
疏
，
知
孝
經
皆
今
文
說
，
鄭
注
孝
經
皆
從
今
文
，
故
與
諸
經
注
引
周
禮
、
從
古
文
者
不

同
。
淺
人
不
知
鄭
學
不
專
一
家
，
乃
誤
疑
其
非
鄭
注
矣
。
」
廿

三
日
、
廿
四
日
相
繼
記
載.. 
「
錄
陳
仲
魚



所
輯
孝
經
鄭
注
，
以
較
玄
宗
御
注
，
見
其
於
鄭
君
所
引
故
實
，
如
三
老
五
更
、
三
公
四
輔
、
世
子
迎
侯
之

類
皆
去
之
，
而
取
其
空
±
一
旦
鹿
辭
，
足
徵
棄
實
取
虛
之
風
已
始
於
唐
人
，
不
自
宋
儒
始
也
。
」
「
以
釋
文
較

陳
仲
魚
所
輯
孝
經
鄭
注
，
中
有
遺
脫
，
亦
有
訛
誤
，
足
徵
著
書
之
難
。
」
廿
九
日
又
載

.. 

「
煥
彬
至
，
撓
所

增
輯
嚴
鐵
橋
孝
經
鄭
注
本
，
較
陳
本
遠
勝
之
。
」
皮
錫
瑞
甫
下
手
即
有
三
點
發
現

.. 

一
是
從
孝
經
注
疏

和
王
制
注
疏
的
對
讀
中
，
悟
到
孝
經
及
鄭
注
均
屬
今
文
之
學
，
為
反
駁
前
人
對
孝
經
鄭
注
的
疑
難
找

到
突
破
口
．
，
二
是
經
過
對
比
鄭
注
與
御
注
，
察
覺
二
家
一
實
一
虛
、
此
優
彼
劣
，
體
會
鄭
注
詳
於
典

禮
、
徵
實
不
誣
的
特
點
，
所
以
後
來
主
要
用
力
於
鄭
注
所
引
典
禮
的
疏
通
證
明
三

二
是
比
較
陳
鱷
和

嚴
可
均
的
孝
經
鄭
注
輯
本
，
確
定
嚴
本
遠
勝
陳
本
。
他
從
葉
德
輝
處
借
抄
嚴
本
後
，
即
集
中
精
力
作

疏
，
至
四
月
十
二
日
完
成
初
稿
，
續
經
修
改
，
於
五
月
初
三
日
撰
孝
經
鄭
注
疏
自
序
，
全
稿
告
竣
。

孝
經
鄭
注
疏
自
序
開
篇
說

.. 

「
學
者
莫
不
宗
孔
子
之
經
，
主
鄭
君
之
注
，
而
孔
子
所
作
之
孝
經
，

疑
非
孔
子
之
舊
．
，
鄭
君
所
著
之
孝
經
注
，
疑
非
鄭
君
之
書
，
甚
非
宗
聖
經
、
主
鄭
學
之
意
也
。
」
釋
疑
解

難
，
為
孝
經
及
鄭
注
作
辯
護
，
成
為
皮
錫
瑞
作
疏
的
旨
趣
。

前
人
特
別
是
宋
儒
因
孝
經
開
篇
有
「
仲
尼
民
」

三
字
，
書
中
屢
有
「
子
日
」
，
各
章
又
引
詩
、
書
，
懷

疑
孝
經
非
孔
子
作
，
乃
曾
子
門
人
或
漢
儒
賽
輯
而
成
。
皮
錫
瑞
指
出

.. 

「
古
人
著
書
，
必
引
經
以
證

點
校
說
明



孝
經
鄭
詮
疏

V吋

義
，
引
禮
以
證
經
，
以
見
其
吉
信
而
有
徵
。
孔
子
作
孝
經
，
多
引
詩
、
書
，
此
非
獨
孝
經
一
書
有
然
，
大

學
、
中
庸
、
坊
記
、
表
記
、
總
衣
莫
不
如
是
。
」
他
承
了
晏
孝
經
徵
文
之
緒
，
在
疏
證
各
旬
經
文
時
，
「
更
呆

漢
以
前
徵
引
孝
經
者
附
列
於
後
，
以
證
孝
經
非
漢
儒
偽
作
」
。
全
書
徵
引
遍
及
五
經
傳
記
、
諸
于
和
兩

漢
文
章
、
詔
令
、
奏
議
、
經
注
、
經
說
，
凡
與
孝
經
文
字
相
同
或
語
意
相
近
的
文
旬
，
搜
羅
殆
盡
。
這
些

材
料
雖
不
足
以
證
明
孔
子
作
孝
經
，
卻
充
分
證
明
孝
經
必
是
先
棄
舊
籍
，
絕
非
出
自
漢
儒
。

前
人
懷
疑
孝
經
鄭
注
的
一
大
理
由
，
是
認
為
漠
、
晉
以
來
官
私
記
載
未
明
吉
鄭
玄
注
孝
經
，
如
劉

知
幾
之
倫
，
清
儒
對
此
屢
有
反
駁
，
但
斷
案
甚
非
易
事
。
皮
錫
瑞
在
孝
經
鄭
注
疏
卷
上
「
鄭
氏
解
」
題

下
，
指
出
「
近
儒
駁
劉
說
，
辨
鄭
注
非
鴿
，
是
矣
，
然
未
盡
得
要
領
」
，
因
而
針
對
劉
知
幾
十
二
驗
一
一
辯

駁
，
滔
滔
千
古
口
，
力
陳
「
皆
不
足
證
鄭
注
之
偽
，
鄭
六
藝
論
自
吉
為
注
，
無
可
致
疑
」
。
歷
來
的
懷
疑
論

者
，
更
指
孝
經
注
與
鄭
玄
他
經
注
風
格
不
同
或
持
論
相
異
，
如
陸
澄
說
「
觀
其
用
辭
，
不
與
注
書
相

類
」
，
陸
德
明
說
「
檢
孝
經
注
，
與
康
成
詮
五
經
不
同
」
，
孔
穎
達
說
孝
經
注
「
多
與
鄭
義
乖
違
」
。
對
此
，

皮
錫
瑞
在
自
序
中
強
調

.. 
「
鄭
君
深
於
禮
學
，
注
易
筆
詩
，
必
引
禮
為
證
。
其
注
孝
經
，
亦
援
肯
禮
。
」

在
其
體
疏
證
中
，
他
依
鄭
玄
以
禮
注
經
的
風
格
，
援
引
鄭
玄

三
禮
注
、
尚
書
注
、
尚
書
大
傳
注

、

毛
詩
筆

等
，
附
以
孔
、
賈
疏
解
，
以
孝
經
注
與
之
相
同
、
相
合
或
相
近
，
證
明
孝
經
注
必
出
鄭
玄
之
手
。至
於
孝



經
注
中
俯
拾
皆
是
的
今
文
家
說
，
與
鄭
玄
他
經
注
多
從
古
文
歧
互
，
皮
錫
瑞
從
他
先
今
後
古
的
學
術

變
化
作
了
解
答.. 
「
是
鄭
君
注
孝
經
最
早
，
其
解
社
稜
、
明
堂
大
典
禮
，
皆
引
孝
經
緯
援
神
契
、
鉤
命
決

文
。
鄭
所
據
孝
經
本
今
文
，
其
注
一
用
今
文
家
說
F

後
注
禮
筆
詩
，
參
用
古
文
。
陸
彥
淵
、
陸
元
朗
、

孔
沖
遠
不
考
今
、
古
文
異
同
，
遂
疑
乖
違
，
非
鄭
所
著
。
」

孝
經
鄭
注
疏
的
學
術
成
就
，
主
要
在
兩
個
芳
面.. 

一
是
對
鄭
注
的
補
聾
和
考
校

。
孝
經
鄭
注
自

元
明
以
來
俠
失
，
清
代
余
蕭
客
、
陳
值
、
袁
鈞
、
王
模
、
孔
廣
林
、
嚴
可
均
、
洪
頤
爐
、
喊
庸
等
紛
起
搜
輯
，

其
中
嚴
可
均
依
據
日
本
回
傅
的
群
書
治
要
，
與
經
典
釋
文
、
孝
經
注
疏
等
所
引
鄭
注
參
互
考
訂
，
形
成

一
個
較
為
完
善
的
輯
本
。
皮
錫
瑞
採
用
嚴
可
均
的
成
果
，
吸
取
葉
德
輝
對
嚴
本
的
補
充
意
見
，
再
作

了
補
草
和
審
慎
考
校
，
對
嚴
本
補
闕
訂
訛
，
使
孝
經
鄭
注
文
本
更
臻
完
美
。
二
是
對
鄭
注
的
訓
解
和

疏
證
。
皮
錫
瑞
在
自
序
中
明
吉.. 
「
孝
經
文
本
明
顯
，
那
疏
依
經
演
說
，
已
得
大
旨
。
話
惟
於
鄭
注
引

典
禮
者
為
之
疏
通
證
明
，
於
諸
家
較
難
鄭
義
者
為
之
解
釋
疑
滯
。
」
他
徵
引
說
文
、
爾
雅
、
釋
名
、
廣
雅

等
字
書
和
先
秦
兩
漢
各
類
文
獻
，
對
鄭
注
關
鍵
字
句
細
作
訓
釋
，
特
別
是
援
引
各
種
經
傳
注
疏
和
鄭

玄
他
經
之
注
，
對
鄭
注
所
稱
古
義
、
所
指
名
物
、
所
涉
典
禮
等
大
加
疏
通
，
旁
參
互
證
，
暢
發
無
遺
，
「
凡

社
韓
、
宗
廟
、
喪
服
、
祭
享
、
朝
聘
、
巡
持
、
郊
把
、
明
堂
、
辟
雍
、
五
等
、
五
服
、
五
孝
、
五
刑
諸
端
，
皆
原
原

助
校
說
明

主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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孝
經
鄭
注
疏

7'之

本
本
，
引
據
翔
實
，
而
以
鄭
君
倌
經
之
注
以
證
此
注
，
尤
得
匯
通
之
旨
」
（
馬
申
訴
霾
評
語
）
。
此
外
，
皮
錫
瑞

在
考
訂
鄭
注
、
疏
解
鄭
義
時
，
還
注
意
辨
析
各
家
注
疏
與
經
文
的
離
合
，
進
而
考
證
經
文
，
發
明
經
義
。

總
之
，
皮
錫
瑞
承
繼
前
賢
，
撰
作
孝
經
鄭
注
疏
，
通
過
搜
討
文
獻
，
補
聾
殘
缺
，
訓
釋
字
旬
，
稽
考

名
物
，
疏
證
典
禮
，
解
釋
疑
滯
，
在
盡
力
還
原
孝
經
鄭
注
文
本
的
同
時
，
用
心
抉
發
鄭
注
中
的
今
文
經

說
與
古
制
古
義
，
並
以
鄭
明
經
，
昌
明
今
文
之
學
。
對
此
，
馬
宗
霍
在
給
孝
經
鄭
注
疏
作
提
要
時
大
加

稱
讚.. 
「
鄭
注
潭
廢
已
久
，
嚴
氏
粗
加
理
董
，
其
緒
未
宏
，
得
錫
瑞
疏
，
而
後
鄭
君
孝
經
之
學
於
以

大
闡
。
」

孝
經
鄭
注
疏
由
皮
氏
師
伏
堂
於
光
緒
乙
未
三
八
九
五
）
年
刊
行
，
後
收
人
師
伏
堂
叢
書
。

三
四
年
，
上
海
中
華
書
局
據
師
伏
堂
刻
本
排
印
，
收
入
四
部
備
要
。
此
吹
整
理
，
以
師
伏
堂
刻
本
為
底

本
，
參
校
四
部
備
要
本
。
嚴
可
均
輯
孝
經
鄭
注
，
則
據
中
華
書
局
一
九
八
五
年
叢
書
集
成
初
編
所
收

光
緒
九
年
三
人
人

三
）
咫
進
齋
叢
書
本
作
對
檢
。
點
校
工
作
中
，
另
有
若
干
事
項
說
明
如
下

.. 

（
一
〉
皮
氏
疏
證
，
底
本
不
作
分
毆
，
今
依
注
疏
體
例
分
別
提
行
，
以
清
眉
目
。

（
二
）
凡
底
本
訛
、
脫
、
街
、
倒
之
誤
，
均
出
校
勘
記
z
其
顯
誤
者
徑
改
，
並
在
校
記
中
說
明
昕
據
。

（
三
）
凡
避
諱
字
、
版
刻
混
用
字
如
「
已
巴
」
等
二
律
徑
改
，
不
出
校
記
。

九



（
四
）
凡
皮
氏
引
述
文
字
，
全
部
覆
檢
原
書
，
屬
於
節
引
、
撮
述
大
意
及
而
無
礙
文
義
者
，
不
予
更

動
﹔
若
有
文
意
歧
異
或
文
字
訛
誤
者
，
則
出
校
說
明
或
據
以
校
正
。

（
五
）
皮
氏
之
孫
皮
名
振
所
撰
皮
鹿
門
先
生
傳
略
，
和
馬
宗
霍
、
倫
明
所
撰
提
要
，
或
有
助
於
了
解

孝
經
鄭
注
疏
及
皮
氏
生
平
、
著
述
，
謹
附
錄
於
後
。

整
理
經
學
著
述
殊
非
易
事
，
筆
者
於
經
學
研
究
又
屬
半
路
出
家
，
學
識
論
陋
，
功
力
不
遠
，
點
校

中
必
有
外
謬
，
祈
望
博
雅
君
子
不
吝
指
正
。

丙
申
立
夏
後
五
日
，
吳
仰
湘
謹
識
於
嶽
麓
書
院

動
校
說
明

七



序
學
者
莫
不
宗
孔
子
之
經
，
主
鄭
君
之
注
，
而
孔
子
所
作
之
孝
經
，
疑
非
孔
子
之
舊
﹔
鄭
君
所
響
之

孝
經
注
，
疑
非
鄭
君
之
書
，
甚
非
宗
聖
經
、
主
鄭
學
之
意
也
。
古
人
響
書
，
必
引
經
以
證
義
，
引
禮
以
證

經
，
以
見
其
±
一
口
信
而
有
徵
。
孔
子
作
孝
經
，
多
引
詩
、
書
，
此
非
獨
孝
經
一
書
有
然
，
大
學
、
中
庸
、
坊

記
、
表
記
、
緬
衣
莫
不
如
是
。
鄭
君
深
於
禮
學
，
注
易
筆
詩
，
必
引
禮
為
證
。
其
注
孝
經
，
亦
援
古
禮
。

此
皆
則
古
稱
先
、
實
事
求
是
之
義
。
自
唐
以
來
，
不
明
此
義
，
明
皇
作
注
，
於
鄭
注
徵
引
典
禮
者
概
置

不
取
，
未
免
買
欖
還
珠
之
失
，
而
開
空
吉
說
經
之
弊
。
宋
以
來
尤
不
明
此
義
，
朱
子
定
本
，
於
經
文
徵

引
詩
、
書
者
，
輒
刪
去
之
。
聖
經
且
加
刊
削
，
莫
有
於
鄭
注
？

今
經
學
昌
明
，
聖
經
莫
敢
議
矣
，
而
鄭
注
猶
有
疑
之
者
。
錫
瑞
案.. 
鄭
君
先
治
今
文
，
後
治
古

文
。
大
唐
新
語
、
太
平
御
覽
引
鄭
君
孝
經
序
云
「
避
難
於
南
城
山
」
，
嚴
鐵
橋
以
為
避
黨
鋼
之
難
，
是
鄭

君
注
孝
經
最
早
。
其
解
社
稜
、
明
堂
大
典
禮
，
皆
引
孝
經
緯
援
神
契
、
鉤
命
決
文
。
鄭
所
接
孝
經
本
今

文
，
其
注
一
用
今
文
家
說
：
後
注
禮
蜜
詩
，
參
用
古
文
。
陸
彥
淵
、
陸
元
朗
、
孔
沖
遠
不
考
今
、
古
文
異

序



孝
從
鄉
時
間
疏

同
，
遂
疑
乖
違
，
非
鄭
所
箏
。
劉
子
玄
妄
列
十
二
證
，
請
行
傌
孔
、
廢
鄭
。
小
司
馬
目
旦
一
回
排
擊
，
得
以
不

廢
。
而
自
明
皇
注
出
，
鄭
注
遂
散
供
不
完
。
近
儒
戚
拜
經
、
陳
仲
魚
婦
衷
輯
之
，
嚴
鐵
橋
四
錄
堂
本
最

為
完
善
。

錫
瑞
從
葉
煥
彬
吏
部
假
得
手
鈔
四
錄
堂
本
，
博
考
群
籍
，
信
其
搞
是
鄭
君
之
注
，
乃
竭
愚
鈍
，
擴

以
作
疏
。
孝
經
文
本
明
顯
．
那
疏
依
經
演
說
，
已
得
大
旨
。
茲
惟
於
鄭
注
引
典
禮
者
為
之
疏
通
證
明
，

於
諸
家
較
難
鄭
義
者
為
之
解
釋
疑
滯
，
冀
以
扶
高
密
一
家
之
學
，
而
於
班
孟
堅
列
孝
經
於
小
學
之
旨

亦
無
情
焉
。
輯
本
既
據
鐵
橋
，
故
案
語
不
盡
加
別
白
。
煥
彬
引
陳
本
書
鈔
、
武
后
臣
軌
，
匡
嚴
氏
所
不

速
，
茲
並
響
之
，
不
敢
掠
美
。
更
采
漢
以
前
徵
引
孝
經
者
咐
列
於
後
，
以
證
孝
經
非
漢
儒
偶
作
，
竊
取

丁
儉
卿
孝
經
徵
文
之
意
云
。

光
緒
二
十
一
年
歲
在
乙
未
仲
夏
月
，
善
化
皮
錫
瑞
自
序
於
江
西
經
訓
書
院
。



鄭
氏
序

孝
經
者
，
三
才
之
經
緯
，
五
行
之
綱
紀
。
孝
為
百
行
之
首
。
經
者
，
不
易
之
稱
。
怯
懦
四
十
一
陣
快
陣
總
慨
。

僕
避
難
於
南
城
山
，
棲
遲
巖
石
之
下
，
念
昔
先
人
餘
暇
，
述
夫
子
之
志
而
注
孝
經
。
間
愉
忱
惆
陳
情
九
。

疏
日.. 
御
覽
卷
四
十
一
一
「
南
城
山
」

.. 
「
後
漢
書
曰
：

『
鄭
玄
漢
末
遭
黃
巾
之
難
，
客
於
徐
州
。
』
今
孝
經

序
，
鄭
氏
所
作
。
其
序
云.. 
『
僕
避
於
南
城
之
山
，
棲
遲
巖
石
之
下
，
念
昔
先
人
餘
蝦
，
述
夫
子
之
志
而

注
孝
經
。
』
蓋
康
成
刷
刷
孫
所
作
也
。
今
西
上
可
二
里
所
，
有
石
室
焉
，
周
迴
五
丈
，
俗
云
是
康
成
注
孝
經

處
也
。
」
鄭
珍
曰
：
「
唐
劉
肅
大
唐
新
語
云.. 
『
梁
載
吉
十
道
志
解
南
城
山
，
引
後
漢
書
云

.. 
鄭
玄
避
黃

巾
之
難
』
，
至
『
葦
瓶
孫
所
作
也
』
。
證
知
御
覽
此
條
出
於
梁
載
士
一
間
，
其
首
原
有
『
十
道
志
日
』
四
字
。
太

平
寰
宇
記
『
衍
州
費
縣
』
下
又
系
鈔
梁
志
±
一
間
，
而
改
末
句
作
『
俗
云
是
康
成
刷
刷
孫
注
孝
經
處
』
，
殊
失
其

原
。
今
御
覽
傅
本
脫
首
四
字
，
竹
堵
朱
氏
直
以
為
後
漢
書
，
而
謂
范
史
無
此
文
，
未
知
為
袁
山
松
、
華

崎
之
書
，
抑
薛
瑩
之
書
。
脫
誤
之
本
，
惑
人
如
此
。
齊
乘
『
南
成
城
』.. 
費
縣
南
百
餘
旦
，
齊
檀
子
所

守
，
漢
侯
國
，
屬
東
海
，
因
南
成
山
而
名
。
漢
末
黃
巾
之
亂
，
鄭
康
成
避
地
此
山
，
有
注
經
石
室
。
按

.. 

鄭
氏
序



孝
經
鄭
注
疏

南
成
，
今
訢
州
府
費
縣
地
，
後
漢
時
縣
雖
屬
太
山
郡
，
在
充
州
部
中
，
以
禹
貢
州
域
吉
之
，
正
徐
州
境
內

地
也
。
又
按

.. 
南
成
屬
究
部
，
康
成
避
地
於
徐
，
先
則
陶
恭
祖
以
師
友
禮
待
，
後
則
劉
先
主
敬
與
周

旋
，
不
知
何
以
又
棲
遲
此
山
，
豈
恭
祖
興
平
元
年
死
後
，
陳
宮
輩
未
迎
先
主
，
乃
暫
人
山
中
著
述
耶
？

抑
初
去
高
密
，
先
寓
此
山
，
青
州
黃
巾
人
究
州
，
即
初
平
三
年
四
月
也
，
此
山
於
是
時
且
不
可
避
，
乃
始

到
餘
州
耶
？
無
從
考
定
矣
。
」

錫
瑞
按.. 
據
鄭
珍
說
，
御
覽
本
十
道
志
，
志
引
後
漢
書
止
首
二
旬
，
「
今
孝
經
序
」
以
下
皆
梁
載
言
之

語
。
朱
竹
均
以
為
皆
後
漢
書
，
殊
誤
，
鄭
珍
訂
正
，
是
也
，
而
梁
載
台
一
口
之
誤
，
猶
未
及
訂
正
。
鄭
注
孝
經

全
用
今
文
，
當
正
注
緯
、
注
禮
之
時
，
與
晚
年
用
古
文
不
合
。
序
云
避
難
南
城
，
是
避
黨
鋼
之
難
，
非
避

黃
巾
之
難
。
後
漢
書
以
為
「
被
禁
鋼
，
修
經
業
，
杜
門
不
出
」
。
而
據
鄭
君
自
序
，
實
有
黨
鋼
逃
難
之

事
，
當
是
黨
禍
方
急
，
不
能
不
避
，
後
事
稍
緩
，
乃
歸
杜
鬥
耳
。
若
避
地
徐
州
，
有
陶
恭
祖
、
劉
先
主
馮

主
人
，
不
得
有
棲
巖
石
之
事
。
鄭
小
同
注
孝
經
，
古
無
此
說
。
自
梁
載
吉
以
為
「
瓶
孫
所
作
了
王
應
麟

遂
傅
會
以
馮
小
同
。
梁
蓋
以
孝
經
鄭
氏
解
世
多
疑
非
康
成
，
故
調
停
其
說
，
以
為
康
成
之
孫
昕
作
﹔

又
以
序
有
「
念
昔
先
人
」
之
語
，
於
小
同
為
合
，
遂
盼
此
論
。
案.. 
鄭
君
八
世
祖
崇
馬
漢
名
臣
，
祖
沖
亦

明
經
學
。
周
禮
疏
曰
：

「
玄
，
鄭
沖
之
菇
。
」
禮
檀
弓
疏
皇
氏
引
鄭
說
，
「
稱
鄭
沖
云.. 
小
記
云
『
諸
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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