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寵
辱
若
驚

我
喜
歡
讀
書
，
也
喜
歡
交
友
。
於2008

年
，
我
在
《
李
天
命
網
上
思
考
》
，
又
稱
「
思
園
」
，

結
交
了
姚
澤
琛
兄
。
那
時
我
從
漫
長
的
旅
行
回
港
，
正
著
手
寫
作
。
雖
然
錢
財
緊
絀
，
僅
能
維
生
，
但

我
是
鐵
了
心
要
做
學
問
的
，
而
且
要
探
索
道
家
學
術
。
琛
兄
大
概
猜
想
到
我
是
一
個
四
無
掛
搭
的
年
輕

人
，
於
是
他
鼓
勵
我
說
，
大
凡
古
之
聖
賢
才
子
，
都
是
蓋
棺
論
定
的
，
因
此
在
有
生
之
年
，
我
們
都
要

奮
鬥
，
為
自
己
也
好
，
為
身
邊
的
人
也
好
，
為
了
家
國
天
下
也
好
。
他
又
說
，
當
一
個
人
的
天
機
發
動
，

這
個
人
於
現
實
世
間
的
野
心
就
會
漸
漸
減
退
，
乃
至
熄
滅
。
因
此
，
他
祝
我
「
天
機
不
息
」
。
本
來
我

是
打
算
不
上
網
而
專
心
著
述
的
，
但
知
心
難
求
，
於
是
我
用
了
「
穎
」
這
個
網
名
，
在
他
所
開
的
論
線

留
言
，
直
到
思
園
於2018

年
關
閉
。
須
知
我
之
所
以
用
這
個
網
名
，
是
因
為
這
就
是
我
所
喜
歡
的
女
生

的
名
字
，
我
覺
得
很
好
玩
，
便
用
了
她
的
名
字
來
上
網
，
而
我
之
上
網
寫
東
西
，
也
是
為
了
她
。
一
如

我
寫
的
這
本
著
作
。

我
與
穎
也
是
網
上
認
識
的
，
我
們
見
過
一
面
，
而
一
見
傾
心
，
從
此
我
的
世
界
改
變
了
。
而
我
與

琛
兄
，
神
交
多
年
，
也
是
去
年
才
第
一
次
見
面
。
我
們
約
了
在
尖
沙
咀
的
一
間
餐
廳
吃
飯
，
一
談
便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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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個
晚
上
。
我
們
可
說
是
一
見
如
故
。
上
一
部
書
《
我
是
這
樣
讀
論
語
的
》
的
稿
件
，
我
也
給
琛
兄
過

目
了
，
面
談
時
他
拿
出
一
疊
打
印
稿
，
寫
滿
了
評
語
，
又
提
了
不
少
有
用
的
修
改
意
見
，
都
令
我
受
益

匪
淺
。
牟
宗
三
在
《
五
十
自
述
》
中
說
過
，
年
輕
人
一
無
所
憑
，
因
此
他
要
以
傲
氣
自
持
，
才
不
致
被

俗
世
淹
沒
。
但
是
我
不
這
樣
，
一
來
我
的
環
境
不
如
前
人
艱
難
，
二
來
我
有
我
的
知
心
好
友
。
唯
有
書

生
能
本
色
，
而
寵
辱
不
驚
。
對
於
寵
辱
的
滋
味
，
我
多
少
也
嘗
過
。
雖
然
我
不
能
做
到
完
全
不
動
於
心
，

但
修
養
工
夫
多
多
少
少
是
有
的
。
老
子
說
：

寵
辱
若
驚
，
貴
大
患
若
身
。
何
謂
寵
辱
若
驚
？
寵
之
為
下
，
得
之
若
驚
，
失
之
若
驚
，
是
謂
寵
辱
若
驚
。

「
受
寵
和
受
辱
都
會
令
人
驚
慌
，
重
視
身
體
好
像
重
視
大
患
。
『
受
寵
和
受
辱
都
會
令
人
驚
慌
』

是
甚
麼
意
思
？
受
寵
是
一
件
卑
下
的
事
，
得
到
了
會
驚
訝
，
失
去
了
又
會
驚
恐
，
這
就
是
『
受
寵
和
受

辱
都
會
令
人
驚
慌
』
的
意
思
。
」
受
辱
固
然
令
人
驚
恐
，
但
受
寵
也
會
令
人
害
怕
失
寵
。
辱
受
驚
，
寵

也
受
驚
，
只
因
寵
辱
不
能
自
主
，
而
是
依
附
他
人
。
如
果
人
不
能
自
主
，
而
很
容
易
受
外
界
影
響
，
那

麼
身
心
都
會
處
於
不
穩
定
的
狀
態
。
不
但
寵
辱
如
此
，
老
子
還
說
：

何
謂
貴
大
患
若
身
？
吾
所
以
有
大
患
者
，
為
吾
有
身
也
，
及
吾
无
身
，
有
何
患
？

「
『
重
視
身
體
好
像
重
視
大
患
』
是
甚
麼
意
思
？
我
之
所
以
有
大
患
，
是
因
為
我
有
身
體
，
如

果
我
不
執
著
身
體
，
那
會
有
甚
麼
值
得
憂
慮
呢
？
」
有
了
這
個
身
體
，
我
們
不
但
要
用
心
保
存
它
，
而

且
要
滿
足
它
的
各
種
欲
望
需
要
。
如
果
人
執
著
耳
目
口
鼻
的
愉
悅
，
或
者
不
時
為
它
的
健
康
完
好
而
憂

慮
，
那
麼
身
體
就
成
為
人
的
大
患
了
。
我
的
憂
慮
是
來
自
對
身
體
的
執
著
，
當
我
忘
掉
身
體
，
回
歸
於

自
然
之
道
，
我
又
有
甚
麼
憂
慮
呢
？
因
此
，
老
子
的
貴
生
思
想
，
就
是
一
種
放
下
執
著
的
哲
學
。
老
子

又
說
：故

貴
為
身
於
為
天
下
，
若
可
以
託
天
下
矣
；
愛
以
身
為
天
下
，
如
可
以
寄
天
下
矣
。

「
因
此
，
重
視
治
理
生
命
多
於
治
天
下
，
如
此
就
可
以
把
天
下
託
付
給
他
；
愛
惜
生
命
多
於
愛
天

下
，
如
此
就
可
以
把
天
下
寄
存
給
他
了
。
」
這
一
句
向
來
不
得
善
解
。
老
子
在
上
一
句
說
忘
身
，
但
在

這
一
句
卻
教
人
貴
身
、
愛
身
。
劉
笑
敢
老
師
指
出
上
下
兩
句
的
「
身
」
字
，
乃
含
有
歧
義
。
上
句
指
的

是
身
體
，
這
一
句
是
泛
指
自
然
生
命
。
身
體
固
然
是
生
命
的
所
在
，
生
命
憑
藉
身
體
來
有
所
作
為
。
但

生
命
卻
不
限
於
身
體
，
自
然
生
命
卻
具
有
創
生
的
意
義
，
包
括
變
化
身
體
，
具
有
使
之
成
長
的
力
量
。

故
此
，
貴
生
不
得
於
執
著
身
體
。
也
只
有
忘
身
，
才
能
使
自
然
生
命
順
適
和
諧
。

我
在
這
部
著
作
中
，
談
到
「
天
下
母
」
、
「
玄
牝
」
、
「
赤
子
」
等
義
，
就
是
老
子
以
母
親
生
育

嬰
孩
，
來
表
示
他
所
體
會
的
天
人
關
係
。
而
書
中
又
談
論
到
「
食
母
」
，
就
是
修
道
者
採
取
先
天
一
炁
，

回
復
生
命
的
本
然
狀
態
。
於
是
琛
兄
說
這
有
點
唯
物
主
義
的
意
味
，
並
介
紹
我
看
王
廷
相
的
書
。
對
於

這
樣
的
評
價
，
我
也
不
否
認
，
不
過
我
更
喜
歡
「
氣
化
論
者
」
這
個
名
稱
。
老
子
重
視
的
是
大
道
，
即



是
萬
物
各
由
其
道
，
並
行
不
悖
，
自
然
自
爾
。
我
們
也
可
視
這
自
然
之
道
，
是
氣
化
的
歷
程
。
畢
竟
，

離
氣
求
心
，
了
不
可
得
，
心
之
為
心
，
須
在
氣
化
中
實
現
它
自
己
；
而
氣
之
為
氣
，
也
需
要
心
的
照
明
。

如
果
這
個
世
界
沒
有
意
識
，
也
就
沒
有
對
於
氣
化
的
意
識
了
，
更
遑
論
氣
化
或
唯
心
的
哲
學
？
雖
說

「
實
證
相
應
，
千
古
唯
心
」
是
千
古
不
刊
之
論
，
但
在
實
踐
上
，
並
沒
有
一
個
心
，
又
有
一
個
氣
，
而

是
心
氣
合
一
的
。

我
寫
這
一
部
著
作
，
的
確
較
重
視
宇
宙
論
的
氣
化
之
義
。
此
外
，
此
書
也
表
示
了
重
要
的
一
點
，

就
是
作
為
男
人
，
老
子
崇
拜
女
性
，
乃
至
重
視
性
愛
於
宇
宙
間
的
力
量
。
人
從
自
身
的
愛
情
，
體
會
到

宇
宙
賦
予
他
的
生
命
力
量
，
並
且
因
此
體
會
到
宇
宙
氣
化
是
甚
麼
一
回
事
。
老
子
甚
至
以
男
女
性
交
來

比
如
大
國
與
小
國
的
外
交
。
這
就
如
「
牝
常
以
靜
勝
牡
，
以
靜
為
下
」
，
在
性
愛
之
中
，
女
性
大
多
處

於
被
動
，
處
於
受
位
，
而
令
男
性
俯
首
稱
臣
。
關
於
老
子
重
視
性
愛
與
生
育
這
一
點
，
以
前
很
少
學
者

提
到
，
而
在
這
一
點
上
，
我
受
李
零
先
生
《
人
往
低
處
走
：
老
子
天
下
第
一
》
一
書
所
啟
發
。
正
如
我

之
上
網
留
言
，
我
之
所
以
寫
這
部
著
作
，
也
許
就
像
老
子
所
說
，
是
受
了
生
命
本
源
的
力
量
所
驅
動
，

都
是
為
了
一
個
原
因
：
女
性
崇
拜
！
若
能
把
握
以
上
要
點
，
則
思
過
半
矣
！
是
為
序
。

何
震
鋒
序
於
其
樂
山
房

2022

年
6
月
21
日

一
、
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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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

道
可
道
，
非
常
道

道
，
就
是
萬
物
經
由
的
道
路
。
道
路
有
多
條
，
君
子
有
君
子
道
，
小
人
亦
有
小
人
道
，
而
社
會
上

守
著
不
同
崗
位
與
身
分
的
人
，
都
有
他
們
的
道
，
王
有
王
道
，
霸
有
霸
道
，
君
行
君
道
，
臣
守
臣
道
，

乃
至
尋
常
夫
婦
，
都
有
夫
道
與
婦
道
。
若
然
人
不
行
他
們
該
行
的
道
，
人
便
謂
之
「
無
道
」
，
甚
至
盜

亦
有
道
。
道
，
就
是
萬
物
成
為
其
自
己
的
道
路
，
由
此
可
引
申
成
為
萬
物
之
所
由
的
根
據
。
人
各
有
其

道
，
雖
可
說
「
道
不
同
，
不
相
為
謀
」
，
但
中
國
人
相
信
「
道
並
行
而
不
悖
」
、
「
天
下
同
歸
而
殊
途
，

一
致
而
百
慮
」
，
就
在
終
極
之
處
，
萬
物
是
會
相
遇
的
。
若
能
使
天
下
人
皆
有
道
路
可
走
，
這
就
為
天

下
之
大
道
，
而
能
讓
萬
物
自
然
而
成
，
不
塞
其
源
，
不
禁
其
性
，
那
便
是
天
道
。
道
，
就
是
萬
物
由
原

本
通
達
有
成
的
道
路
，
在
宇
宙
論
上
，
道
就
是
天
地
萬
物
的
本
源
與
行
徑
，
也
就
相
當
於
哲
學
上
所
講

的
本
體
。

〈
約
翰
福
音
〉
說
：
「
太
初
有
道
，
道
與
神
同
在
，
道
就
是
神
。
」
這
裡
是
以
「
道
」
來
翻
譯
「
邏

各
斯
」
。
邏
各
斯
是
萬
物
的
理
則
，
亦
是
思
考
的
法
則
，
大
凡
存
在
之
所
以
為
存
在
，
都
是
可
被
思
考

的
，
不
被
思
考
的
，
我
們
亦
一
無
所
知
，
亦
說
不
上
存
在
與
不
存
在
。
人
為
萬
物
的
尺
度
，
大
凡
存
在

的
，
就
是
可
被
思
考
的
，
因
此
存
在
的
理
則
，
同
時
是
思
考
的
法
則
。
因
此
，
哲
學
家
研
究
邏
輯
學
，

既
是
思
考
思
考
的
法
則
，
同
時
亦
在
探
討
存
在
的
理
則
。
邏
各
斯
甚
至
有
言
說
的
意
義
，
大
凡
是
理
則
，

就
須
可
言
說
出
來
的
，
只
有
陳
構
清
楚
，
才
可
顯
出
事
物
之
理
，
反
之
則
不
然
。
我
們
也
可
以
這
樣
說
：

我
們
之
所
以
看
見
事
物
如
此—

它
是
這
種
形
狀
、
顏
色
，
都
是
因
為
我
們
具
備
了
相
關
的
語
辭
概

念
，
而
把
它
看
成
這
樣
。
所
謂
的
邏
各
斯
，
就
是
聖
言
，
神
通
過
聖
言
創
造
萬
物
，
於
是
「
神
說
要
有

光
，
就
有
了
光
」
。

理
查
．
布
克
在
《
宇
宙
意
識
》
一
書
中
，
探
討
自
我
意
識
與
語
辭
概
念
的
關
係
，
他
說
意
識
的
演

化
，
意
識
首
先
是
單
純
的
意
識
，
它
意
識
到
他
物
，
從
而
產
生
感
覺
，
並
再
由
多
種
感
覺
產
生
同
一
事

物
的
心
象
，
進
而
產
生
抽
象
的
概
念
。
當
人
能
產
生
概
念
及
由
之
而
使
用
語
言
，
即
人
能
對
自
己
的
意

識
作
出
反
省
，
此
時
人
應
該
能
對
自
己
的
思
緒
、
情
感
作
出
思
考
，
並
進
而
意
識
到
自
己
的
意
識
，
因

而
產
生
自
我
意
識
。
相
對
單
純
意
識
產
生
感
覺
，
進
而
心
象
，
自
我
意
識
屬
於
意
識
演
化
的
第
三
階
段
。

再
進
一
步
的
，
即
最
高
級
階
段
，
即
意
識
將
成
為
宇
宙
意
識
。
所
謂
宇
宙
意
識
即
意
識
到
宇
宙
是
一
個

整
體
存
在
，
並
且
是
有
覺
性
的
。
自
我
意
識
及
宇
宙
意
識
是
意
識
的
高
級
階
段
，
有
意
識
只
知
道
自
己

的
感
覺
與
行
動
，
而
不
知
道
意
識
自
身
，
正
如
有
人
覺
察
到
宇
宙
中
的
事
物
而
意
識
不
到
宇
宙
。
然
而
，

在
《
老
子
》
之
中
，
我
們
發
現
這
句
說
話
：

道
，
可
道
，
非
常
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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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帛
書
之
中
，
這
句
寫
成
：

道
，
可
道
也
，
非
恒
道
也
。

由
此
我
們
可
以
確
定
「
常
」
不
當
解
作
「
泛
常
」
、
「
一
般
」
的
意
思
，
而
應
該
解
作
「
恆
常
」
、

「
永
恆
」
的
意
思
。
至
於
「
道
，
可
道
」
的
第
一
個
「
道
」
字
，
就
是
天
地
萬
物
本
源
的
意
思
；
而
第

二
個
「
道
」
，
就
是
言
語
談
說
的
意
思
。
有
學
者
指
把
「
道
」
當
作
談
說
的
意
思
，
是
唐
宋
時
期
的
口

頭
語
。
至
於
郭
世
銘
就
指
出
，
於
先
秦
時
代
，「
道
」
之
一
字
，
就
有
言
語
談
說
的
用
法
，
比
如
《
論
語
》

就
有
「
夫
子
自
道
也
」
之
句
，
而
《
孟
子
》
亦
有
「
仲
尼
之
徒
無
道
桓
文
之
事
者
」
之
語
。
這
足
以
證
明
，

於
先
秦
時
代
，
「
道
」
就
有
言
語
談
說
之
意
。

老
子
於
此
分
別
了
可
道
的
世
界
與
不
可
道
之
奧
秘
。
對
於
言
說
之
道
，
我
們
就
須
要
用
到
概
念
名

言
，
王
弼
指
出
所
謂
的
言
說
之
道
，
就
是
對
事
物
指
事
造
形
。
當
我
們
運
用
概
念
名
言
，
對
事
物
作
出

描
述
刻
畫
，
那
都
是
作
為
對
象
的
事
物
。
道
是
萬
物
的
本
源
，
它
不
是
經
驗
對
象
，
我
們
甚
至
不
能
以

概
念
思
考
，
對
它
有
對
象
化
的
把
握
。
我
們
一
般
的
認
知
，
都
有
主
體
與
對
象
，
因
而
有
主
有
客
。
我

們
可
以
對
客
體
有
種
種
言
說
，
甚
至
把
自
己
的
心
理
現
象
也
對
象
化
，
而
加
以
探
討
。
但
就
主
觀
的
心

靈
本
身
，
它
是
永
不
能
被
徹
底
對
象
化
的
。
當
我
認
識
我
的
心
理
活
動
，
乃
至
反
省
我
的
認
知
活
動
，

總
有
一
個
認
識
主
體
，
它
永
為
主
不
為
客
，
縱
然
我
們
把
它
的
表
現
都
對
象
化
了
，
但
總
有
一
點
，
就

是
我
認
識
的
出
發
點
，
它
只
能
是
主
體
，
而
不
能
是
對
象
。
對
於
主
觀
的
心
靈
，
我
們
尚
且
不
能
加
以

客
觀
認
識
，
況
且
超
於
主
客
之
上
的
本
源
之
道
呢
？
經
驗
世
界
的
構
成
，
乃
至
概
念
領
域
的
存
有
，
都

是
由
主
客
對
立
的
結
構
所
使
然
，
即
是
認
識
對
象
，
無
論
具
體
的
，
還
是
抽
象
的
，
都
可
被
心
靈
所
認

識
或
思
考
的
。
道
，
乃
是
超
出
對
象
化
思
考
的
，
而
語
言
的
主
要
功
能
，
就
在
成
就
對
象
化
思
考
。
我

們
可
以
由
對
象
化
思
考
，
而
否
定
之
，
從
而
憑
空
想
像
出
一
個
超
出
思
考
的
道
。
但
是
我
們
須
要
警
覺
，

當
我
們
想
像
在
思
考
之
外
，
有
一
個
超
出
思
考
的
道
，
也
是
一
種
對
象
化
思
考
而
已
。
因
此
，
老
子
對

於
道
的
思
考
，
說
：
「
吾
不
知
其
名
，
字
之
曰
道
，
強
為
之
名
曰
大
」
，
「
道
」
是
字
，
是
姑
且
給
予

一
符
號
提
示
；
「
道
」
不
是
名
，
不
是
可
以
循
名
求
實
之
名
。
關
於
老
子
之
名
理
之
說
，
我
們
在
下
一

章
還
會
詳
細
探
討
。

理
查
．
布
克
說
得
好
，
我
們
總
是
意
識
到
宇
宙
中
的
具
體
事
物
，
而
不
能
意
識
到
宇
宙
本
身
，
甚

至
不
能
意
識
到
意
識
宇
宙
的
宇
宙
意
識
，
或
意
識
宇
宙
本
身
就
是
這
個
宇
宙
意
識
。
只
因
我
們
太
習
慣

了
把
事
物
加
以
對
象
化
，
若
不
是
一
經
由
感
官
經
驗
或
概
念
思
考
，
我
們
對
宇
宙
一
無
所
知
，
毫
無
所

覺
。
老
子
就
是
要
透
過
沉
默
，
恢
復
我
們
的
純
粹
意
識
，
亦
即
是
宇
宙
意
識
，
使
我
們
回
歸
天
地
萬
物

所
由
之
道
。
然
而
，
在
我
們
保
持
沉
默
之
前
，
必
須
說
出
一
套
哲
學
，
好
使
我
們
得
到
回
歸
沉
默
之
道
。

正
如
馮
友
蘭
在
《
中
國
哲
學
簡
史
》
的
最
後
一
句
話
提
到
：
「
人
往
往
需
要
說
很
多
話
，
然
後
才
能
歸

入
潛
默
。
」
1

1�

馮
友
蘭
著
；
趙
復
三
譯
《
中
國
哲
學
簡
史
》
（
香
港
：
三
聯
書
店
，2005

年
）
，
頁338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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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

有
物
混
成
，
先
天
地
生

道
，
既
是
萬
物
所
由
的
道
路
，
又
是
天
地
所
生
的
根
據
。
分
散
而
言
，
是
萬
物
；
統
合
而
言
，
是

天
地
。
道
更
在
天
地
萬
物
之
先
。
所
謂
「
先
」
，
不
一
定
是
指
在
時
間
軸
上
的
先
，
而
是
指
在
本
體
論

上
更
為
基
本
的
意
思
。
也
許
，
我
們
聽
聞
「
先
」
的
一
字
，
會
想
像
在
宇
宙
奇
點
之
前
，
已
有
一
個
道

存
在
，
而
道
就
作
用
於
宇
宙
大
爆
炸
，
於
是
宇
宙
萬
物
逐
步
生
成
了
。
然
而
，
道
不
是
真
的
在
天
地
萬

物
以
外
，
另
有
一
獨
立
存
在
的
實
體
。
道
是
無
限
的
，
即
是
不
會
在
道
以
外
，
別
有
一
些
東
西
。
因
此
，

天
地
萬
物
就
包
含
在
道
之
中
，
即
是
沒
有
東
西
能
逃
逸
於
道
之
外
。
但
我
們
亦
不
好
想
像
道
是
一
個
更

大
的
空
間
，
包
含
了
天
地
，
只
因
天
地
便
囊
括
所
有
時
空
，
此
外
更
無
所
謂
空
間
。
道
不
是
這
樣
的
東

西—

不
能
說
它
在
時
空
之
內
，
但
又
不
能
說
它
在
時
空
之
外
，
它
不
能
以
時
空
之
相
去
名
狀
，
正
如

我
們
不
能
說
紅
色
本
身
究
竟
有
多
大
多
長
，
因
為
那
是
範
疇
誤
置
。
也
許
，
道
是
無
限
，
就
在
於
它
體

現
於
天
地
萬
物
之
中
，
而
不
是
自
成
一
獨
立
實
體
。
《
莊
子
》
之
中
，
就
有
以
下
這
番
對
話
：

東
郭
子
問
於
莊
子
曰
：
「
所
謂
道
，
惡
乎
在
？
」
莊
子
曰
：
「
無
所
不
在
。
」
東
郭
子
曰
：
「
期
而
後
可
。
」

莊
子
曰
：
「
在
螻
蟻
。
」
曰
：
「
何
其
下
邪
？
」
曰
：
「
在
稊
稗
。
」
曰
：
「
何
其
愈
下
邪
？
」
曰
：
「
在

瓦
甓
。
」
曰
：
「
何
其
愈
甚
邪
？
」
曰
：
「
在
屎
溺
。
」
東
郭
子
不
應
。

東
郭
子
問
莊
子
：
「
所
謂
道
，
在
哪
裡
？
」
莊
子
說
：
「
無
所
不
在
。
」
東
郭
子
說
：
「
請
你
具

體
說
出
來
。
」
莊
子
說
：
「
在
螻
蟻
。
」
說
：
「
何
以
這
麼
卑
下
？
」
說
：
「
在
雜
草
。
」
說
：
「
何

以
愈
來
愈
卑
下
？
」
說
：
「
在
磚
瓦
。
」
說
：
「
何
以
愈
來
愈
過
分
？
」
說
：
「
在
屎
溺
。
」
東
郭
子

不
再
回
應
。
可
以
想
像
，
在
東
郭
子
心
目
中
，
道
作
為
天
地
萬
物
的
根
源
，
何
其
尊
貴
崇
高
，
但
莊
子

卻
專
挑
一
些
卑
下
的
東
西
來
說
，
於
是
這
些
回
答
十
分
不
合
東
郭
子
的
預
期
。
所
謂
道
是
無
限
，
就
在

於
它
體
現
於
萬
物
之
中
，
包
括
螻
蟻
、
雜
草
、
磚
瓦
，
甚
至
屎
溺
。
我
們
就
是
即
於
天
地
萬
物
去
體
會

道
。
然
而
，
老
子
提
醒
我
們
，
雖
然
道
就
體
現
於
天
地
萬
物
之
中
，
但
是
天
地
萬
物
不
能
就
窮
盡
道
。

老
子
說
：

有
物
混
成
，
先
天
地
生
。
寂
兮
寥
兮
，
獨
立
不
改
，
周
行
而
不
殆
，
可
以
為
天
下
母
。

所
謂
「
有
物
」
，
不
是
像
有
些
現
代
學
者
所
說
，
道
是
物
質
，
而
老
子
是
唯
物
論
者
。
在
古
代
漢

語
之
中
，
「
有
物
」
大
概
是
指
有
個
東
西
，
它
先
天
地
而
生
。
所
謂
「
混
成
」
，
是
指
它
不
像
經
驗
事

物
稜
角
分
明
，
也
不
像
思
想
概
念
那
般
明
確
清
晰
，
它
不
是
憑
感
官
經
驗
或
概
念
思
考
所
能
把
握
，
只

好
說
它
是
混
成
。
就
在
概
念
和
經
驗
尚
未
形
成
，
道
就
在
了
，
它
是
經
驗
世
界
和
概
念
思
考
的
根
源
，

天
地
萬
物
由
之
而
生
。
老
子
說
道
「
先
天
地
生
」
，
即
是
指
道
不
為
天
地
萬
物
所
窮
盡
，
縱
使
有
日
天

墮
地
覆
，
道
亦
不
受
絲
毫
損
害
。
由
此
看
來
，
道
好
像
在
天
地
萬
物
之
外
，
另
外
有
一
種
獨
立
的
性
質
，

就
好
像
自
存
的
實
體
。
雖
然
我
們
不
好
說
，
道
就
是
獨
立
自
存
的
實
體
，
但
就
老
子
所
說
，
道
有
實
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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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
在
的
姿
態
。
一
般
人
將
老
莊
合
言
，
卻
不
知
二
者
學
說
有
微
妙
的
分
別
。
老
子
於
天
地
萬
物
之
上
獨

提
道
體
，
且
理
路
明
晰
，
概
念
分
明
；
莊
子
則
將
道
融
入
於
天
地
萬
物
之
中
，
而
毫
無
頭
緒
，
不
見
理

路
。
老
子
堅
實
而
潛
沉
，
莊
子
透
脫
而
豁
顯
。
合
老
莊
之
說
，
我
們
知
道
道
不
即
不
離
於
天
地
萬
物
，

既
不
能
離
開
天
地
萬
物
尋
找
道
，
也
不
能
說
天
地
萬
物
就
窮
盡
了
道
。
至
於
「
寂
兮
寥
兮
」
是
指
道
之

為
物
，
看
不
見
，
聽
不
到
。
所
謂
「
獨
立
不
改
」
，
嚴
復
解
釋
：
「
不
生
滅
，
無
增
減
，
萬
物
皆
對
待
，

而
此
獨
立
；
萬
物
皆
遷
流
，
而
此
不
改
。
」
2

此
中
，
「
萬
物
皆
對
待
」
，
是
指
經
驗
對
象
有
所
謂
生
滅
、

增
減
的
對
偶
性
，
而
道
就
是
無
相
對
性
，
而
為
絕
對
。
以
上
幾
句
都
是
「
有
物
混
成
，
先
天
地
生
」
的

注
腳
。
至
於
「
周
行
而
不
殆
，
可
以
為
天
下
母
」
，
就
是
指
道
作
用
於
天
地
萬
物
，
就
好
像
天
下
的
母

親
一
樣
。
關
於
母
道
，
或
將
道
比
喻
為
母
親
的
形
象
，
下
文
我
們
會
有
專
章
談
論
。

道
似
一
個
獨
立
自
存
的
實
體
，
就
好
像
一
些
宗
教
徒
崇
拜
真
主
於
天
地
萬
物
之
上
，
就
這
種
崇
敬

的
態
度
而
言
，
他
們
視
真
主
為
超
越
的
。
然
而
，
道
又
體
現
於
一
切
經
驗
事
物
之
中
，
包
括
人
的
存
在
，

因
此
有
些
神
秘
主
義
者
領
悟
到
，
他
們
與
真
主
合
一
無
間
，
甚
至
進
而
向
人
宣
佈
，
他
們
就
是
真
主
之

體
現
，
因
而
被
教
眾
視
為
異
端
，
乃
至
被
大
群
施
以
石
刑
。
就
這
種
自
視
為
真
主
體
現
的
態
度
，
他
們

視
真
主
為
內
在
的
。
如
果
老
子
道
為
超
越
的
，
那
麼
莊
子
道
就
相
對
為
內
在
的
。
當
然
，
老
莊
學
說
之

間
，
並
不
是
水
火
不
相
容
的
，
反
而
是
互
相
滲
透
。
綜
合
二
說
，
即
可
視
道
若
即
若
離
，
而
又
不
即
不

2�

高
明
，
《
帛
書
老
子
校
注
》
（
北
京
：
中
華
書
局
，2020

年
）
，
頁495

。

離
的
。
老
子
重
視
天
地
萬
物
之
上
，
有
道
的
獨
立
實
存
，
因
而
重
視
道
與
萬
物
的
概
念
分
別
，
所
以
屬

於
分
別
說
。
莊
子
就
主
張
道
體
現
於
天
地
萬
物
之
中
，
不
重
視
兩
者
在
概
念
上
的
分
別
，
而
重
視
二
者

於
實
存
上
的
融
合
，
故
屬
於
非
分
別
說
。
分
別
，
則
概
念
明
晰
，
而
綱
舉
目
張
；
非
分
別
，
則
具
體
微

妙
，
而
圓
融
無
礙
。
此
如
佛
家
華
嚴
宗
，
於
法
性
之
海
，
一
念
風
起
，
於
是
有
法
性
與
無
明
，
必
斷
無

明
而
成
佛
，
而
為
分
別
說
；
而
天
台
宗
，
則
銷
融
分
別
，
言
無
明
即
法
性
，
法
性
復
即
無
明
，
言
不
斷

斷
，
即
九
法
界
而
成
佛
，
而
為
非
分
別
說
，
為
圓
教
。
此
等
種
種
，
皆
與
老
子
說
就
概
念
而
言
分
別
，

及
莊
子
說
就
實
存
而
言
銷
融
，
皆
有
一
脈
相
承
之
處
。
這
亦
所
以
見
老
子
談
論
道
之
先
在
性
，
此
說
具

有
恆
久
的
意
義
，
為
各
大
宗
教
哲
學
同
類
學
說
的
典
型
，
而
不
可
或
缺
。

老
子
重
視
對
於
「
道
」
的
概
念
分
析
，
而
從
「
道
」
的
概
念
分
析
出
「
混
成
」
、
「
先
天
地
生
」

等
概
念
。
就
「
道
」
的
概
念
運
用
來
說
，
我
們
可
以
加
以
分
析
，
但
就
體
驗
道
的
方
法
，
我
們
就
須
要

放
棄
概
念
思
考
，
去
體
會
道
的
「
混
成
」
境
界
。
若
就
體
道
的
實
踐
來
說
，
我
們
不
用
概
念
分
別
，
但

就
說
明
體
道
與
哲
學
理
路
的
分
別
而
言
，
我
們
仍
有
「
分
別
」
與
「
非
分
別
」
的
分
別
。
就
具
此
後
設

的
分
別
來
說
，
這
是
老
子
哲
學
的
系
統
完
成
，
但
就
實
踐
上
來
說
，
有
此
概
念
分
別
於
心
，
就
尚
未
能

及
於
體
道
的
「
混
成
」
境
界
。
關
於
證
道
的
境
界
，
我
們
會
於
下
一
節
詳
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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