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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馬
遷
，
字
子
長
，
西
漢

 

左
馮
翊

 

夏
陽
︵
今
陜
西
省

 

韓

城
縣
︶
人
，
生
於
景
帝
中
五
年
︵
西
元
前
一
四
五
年
︶
，
卒
於

昭
帝 

始
元
元
年
︵
西
元
前
八
十
六
年
︶
。
其
父
親
為
太
史
令
司

馬
談
，
在
父
親
過
世
後
，
司
馬
遷
繼
承
父
業
，
成
為
一
位
傑
出

的
史
學
家
。

司
馬
遷
十
歲
時
，
隨
父
到
京
師
長
安
︵
今
西
安
市
︶
從
孔

安
國
學
讀
﹁
古
文
﹂
書
。
二
十
歲
以
後
，
四
處
遊
歷
，
足
跡
遍

及
天
下
，
東
邊
到
過
山
東
及
江
、
浙
沿
海
一
帶
；
南
邊
到
過
雲

南
、
貴
州
；
西
邊
到
過
陜
西
、
甘
肅
、
四
川
等
地
；
北
邊
到
過

長
城
一
帶
。
司
馬
遷
在
各
地
看
到
許
多
古
代
遺
蹟
，
聽
到
許
多

古
代
軼
聞
，
對
他
日
後
史
記
的
寫
作
，
有
極
大
的
幫
助
。
武
帝 

元
封
元
年
︵
西
元
前
一
一○

年
︶
，
行
封
禪
典
禮
，
司
馬
談
是

史
官
，
本
該
隨
行
，
卻
因
病
重
無
法
前
往
，
而
司
馬
談
就
在
這

年
去
世
，
當
時
司
馬
遷
三
十
六
歲
。

司
馬
遷
於
征
和
二
年
完
成
史
記
一
書
，
此
書
在
漢
時
被
稱

為
太
史
公
書
、
太
史
公
記
、
太
史
書
，
直
至
魏 

晉
時
才
簡
稱
為

史
記
，
從
此
史
記
定
名
，
對
後
代
史
學
、
文
學
影
響
極
深
。

選
自
史
記 

張
釋
之
馮
唐
列
傳
，
文
體
為
記
敘
文
。
內
容
描

述
張
釋
之
以
公
正
的
態
度
審
理
案
件
，
不
屈
服
於
權
勢
，
勇
於

據
理
力
爭
，
強
調
法
律
之
前
人
人
平
等
，
因
而
獲
得
漢
文
帝
之

認
同
。
全
文
敘
事
簡
潔
，
並
以
生
動
的
對
話
，
將
文
中
的
事
件

表
達
得
活
靈
活
現
，
使
人
讀
來
如
聞
其
聲
、
如
見
其
人
，
人
物

形
象
清
晰
生
動
。

一

釋
之
為為
𤩐

廷
尉
𡡒

。
上
行行
䔮

，
出
中
渭
橋
，
有
一
人
從
橋
下
走

出
鐁

，
乘乘
輿輿
㜊

馬
驚
。
於
是
使使
騎騎
捕
𨫀

，
屬屬
之
廷
尉
𤦭

。
釋
之
治
問

妰

。
曰
：
﹁
縣
人
𡢿

來
，
聞
蹕蹕
𡢃

，
匿匿
𧒄

橋
下
。
久
之
媡

，
以
為
行行

㛢

已
過
，
即
𣵛

出
，
見
乘
輿
車
騎
㚰

即
走
耳
鉟

。
﹂
延
尉
奏
當
婹

，

一
人
犯
蹕
，
當
𨪁

罰
金
。

描
述
縣
人
犯
蹕
被
捕
，
交
由
廷
尉
審
判
治
罪
的
經
過
。

𤩐

為
：
音

微
，
動
詞
，
當
、
做
、
擔
任
。

𡡒

廷
尉
：
古
代
官
名
，
執
掌
司
法
刑
罰
，
為
當
時
最
高
的
司
法

官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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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文
帝
怒
曰
：
「
此
人
親
𤩐

驚
𡡒

吾
馬
，
吾
馬
賴
柔
和
䔮

，
令
鐁

他
馬
，
固
㜊

不
敗
𨫀

傷
我
乎
𤦭

？
而
延
尉
乃
妰

當
𡢿

之
𡢃

罰
金
！
」

文
帝
發
怒
，
生
氣
地
說
：
「
這
個
人
驚
嚇
到
我
的
馬
兒
，
幸
好
我
的
馬
兒
性
情

溫
和
柔
順
，
假
如
換
了
別
的
馬
匹
，
難
道
不
會
傷
害
到
我
嗎
？
但
是
廷
尉
居
然
只
判
處

他
罰
金
而
已
！
」

文
帝
對
廷
尉
的
判
決
不
滿
而
大
發
雷
霆
。

𤩐

親
：
副
詞
，
親
自
。

𡡒

驚
：
動
詞
，
嚇
到
。

䔮

吾
馬
賴
柔
和
：
即
「
賴
吾
馬
柔
和
」
的
倒
裝
句
，
幸
虧
我
的
馬

性
情
溫
和
。
賴
，
憑
藉
、
依
靠
，
此
引
申
為
「
幸
虧
」
之
意
。

鐁

令
：
假
如
、
假
使
。

張
釋
之
擔
任
廷
尉
的
時
候
，
有
一
次
文
帝
出
巡
到
長
安
城
北
的
中
渭
橋
，
忽
然

有
一
人
從
橋
下
跑
出
來
，
驚
嚇
到
皇
帝
座
車
的
馬
兒
，
於
是
派
騎
兵
去
追
捕
，
並
將
犯

人
交
由
廷
尉
治
罪
。
張
釋
之
審
問
犯
人
，
那
人
說
：
「
我
是
長
安
縣
人
，
聽
說
皇
帝
出

巡
，
道
路
禁
止
通
行
，
我
便
躲
在
橋
下
，
過
了
很
久
，
以
為
皇
帝
出
巡
的
隊
伍
已
經
通

過
了
，
就
走
出
橋
下
，
沒
想
到
正
巧
撞
見
皇
帝
的
車
駕
，
於
是
就
逃
跑
了
。
」
廷
尉
向

皇
帝
報
告
他
的
判
決
：
「
縣
人
觸
犯
了
禁
止
通
行
的
法
令
，
應
該
判
處
罰
金
。
」

䔮

上
行
：
皇
帝
出
巡
。
上
，
皇
帝
，
此
指
漢
文
帝
。
行
，
音

型
，
出
巡
。

鐁

走
出
：
跑
出
來
。
走
，
奔
跑
。
出
，
出
來
、
經
過
。

㜊

乘
輿
：
音

乘
輿
，
指
帝
王
或
諸
侯
乘
坐
的
車
子
。

𨫀

使
騎
捕
：
派
遣
騎
兵
捉
拿
。
使
，
動
詞
，
派
遣
。
騎
，
音

騎
，
名
詞
，
乘
馬
的
士
兵
。
捕
，
動
詞
，
追
捕
、
捉
拿
。

𤦭

屬
之
廷
尉
：
把
他
交
給
廷
尉
。
屬
，
音

屬
，
通
「
囑
」
，
交

付
。
之
，
他
，
指
犯
人
。

妰

治
問
：
審
問
。

𡢿

縣
人
：
指
長
安
縣
人
，
此
為
犯
蹕
者
自
稱
。

𡢃

蹕
：
音

蹕
，
古
代
皇
帝
出
巡
時
，
管
制
交
通
，
禁
止
百
姓
通

行
，
稱
為
「
蹕
」
。

𧒄

匿
：
音

溺
，
隱
藏
、
躲
避
。

媡

久
之
：
過
了
很
久
。
之
，
助
詞
，
為
順
適
語
氣
，
無
義
。

㛢

行
：
音

航
，
此
指
皇
帝
出
巡
的
車
駕
隊
伍
。

𣵛

即
：
連
詞
，
就
。

㚰

車
騎
：
成
隊
的
車
馬
。

鉟

耳
：
助
詞
，
了
。

婹

奏
當
：
向
皇
帝
報
告
判
決
內
容
。
奏
，
動
詞
，
報
告
。
當
，
音

當
，
名
詞
，
判
決
。

𨪁

當
：
動
詞
，
判
決
、
判
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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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釋
之
曰
：
「
法
者
𤩐

，
天
子
所
與
天
下
公
共
也
𡡒

。
今
法
如
此

而
䔮

更
重
之
鐁

，
是
㜊

法
不
信
於
民
𨫀

也
。
且
方
其
時
𤦭

，
上
使
妰

立

誅誅
之
𡢿

則
已
。
今
既
下
𡢃

廷
尉
，
廷
尉
，
天
下
之
平
𧒄

也
，
一
傾傾
媡

而
天
下
用
法
㛢

皆
為為
輕
重
𣵛

，
民
安
所
錯
其
手
足
㚰

？
唯
鉟

陛陛
下
婹

察
之
𨪁

。
」
良
久
𡡢

，
上
曰
：
「
廷
尉
當
鍴

是
㳍

也
。
」

釋
之
說
：
「
法
令
是
陛
下
與
天
下
百
姓
共
同
遵
守
的
規
範
。
現
在
法
令
規
定
如

此
，
若
再
加
重
他
的
刑
罰
，
如
此
法
令
就
不
會
被
人
民
信
賴
了
。
況
且
當
時
假
如
陛
下

立
刻
殺
了
他
也
就
罷
了
，
現
在
既
然
交
付
給
廷
尉
判
決
，
廷
尉
是
天
下
執
法
的
標
準
，

若
稍
有
偏
失
，
則
天
下
用
法
會
因
此
而
或
輕
或
重
，
就
沒
有
一
定
的
標
準
了
，
這
樣
人

民
豈
不
是
手
足
失
措
，
不
知
如
何
是
好
了
嗎
？
希
望
陛
下
明
察
。
」
過
了
很
久
，
文
帝

才
說
：
「
廷
尉
的
判
決
是
正
確
的
。
」

張
釋
之
據
理
力
爭
，
不
畏
權
勢
，
盡
忠
職
守
。
最
後
漢

文
帝
採
納
忠
言
，
接
受
判
決
。

𤩐

者
：
助
詞
，
無
義
，
同
口
語
的
「
啊
」
。

𡡒

天
子
所
與
天
下
公
共
也
：
皇
帝
要
和
天
下
人
民
共
同
遵
守
的
。

䔮

而
：
反
而
、
卻
。

鐁

更
重
之
：
再
加
重
他
的
刑
罰
。
更
，
再
。
之
，
它
，
指
罪
行
。

㜊

是
：
代
名
詞
，
此
、
這
。

𨫀

不
信
於
民
：
不
被
人
民
所
信
賴
。
於
，
介
詞
，
表
示
被
動
。

𤦭

方
其
時
：
正
當
那
個
時
候
。
方
，
正
當
。
其
，
事
情
剛
發
生
的

時
候
。

妰

使
：
假
如
。

𡢿

立
誅
之
：
立
刻
殺
了
他
。
立
，
立
刻
。
誅
，
音

誅
，
殺
。

𡢃

下
：
動
詞
，
交
付
。

𧒄

天
下
之
平
：
天
下
執
法
的
標
準
、
依
歸
。
平
，
標
準
。

媡

一
傾
：
一
旦
偏
斜
不
正
。
一
，
一
旦
。
傾
，
音

傾
，
動
詞
，

偏
斜
不
正
。

㛢

用
法
：
執
行
法
律
。

𣵛

皆
為
輕
重
：
會
因
此
而
或
輕
或
重
。
為
，
音

為
，
因
為
、
因

此
的
意
思
。

㚰

民
安
所
錯
其
手
足
：
人
民
將
要
如
何
做
才
好
呢
？
表
示
人
民
手

足
無
措
，
不
知
如
何
是
好
。
安
所
，
表
示
何
處
、
哪
裡
。
錯
，

通
「
措
」
，
指
安
放
、
安
置
。

㜊

固
：
豈
、
難
道
。

𨫀

敗
：
車
子
受
到
損
壞
或
翻
覆
。

𤦭

乎
：
句
末
疑
問
詞
。

妰

乃
：
副
詞
，
竟
然
、
居
然
。

𡢿

當
：
動
詞
，
判
決
。

𡢃

之
：
代
名
詞
，
他
，
指
犯
蹕
之
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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鉟

唯
：
表
示
希
望
的
語
氣
。

婹

陛
下
：
古
代
臣
民
對
君
王
的
尊
稱
。
陛
，
音

必
，
天
子
宮
殿

堂
前
用
以
升
高
的
階
梯
、
臺
階
。

𨪁

之
：
代
名
詞
，
指
犯
蹕
判
罪
之
事
。

𡡢

良
久
：
很
久
。
良
，
副
詞
，
很
、
甚
。

鍴

當
：
名
詞
，
判
決
。

㳍

是
：
形
容
詞
，
正
確
的
、
對
的
。

�

本
文
為
「
記
事
」
類
的
記
敘
文
，
文
章
架
構
配
合
事
件

的
發
展
而
循
序
漸
進
，
屬
於
「
順
敘
法
」
。

�

全
文
以
第
三
人
稱
立
場
寫
成
，
運
用
生
動
的
對
話
，
巧

妙
地
凸
顯
不
同
的
觀
點
。
以
犯
人
自
述
的
方
式
將
審
問

之
實
情
簡
要
的
報
導
出
來
，
如
此
既
表
現
出
犯
人
惶
恐

害
怕
的
心
情
，
也
使
得
整
體
文
章
較
生
動
活
潑
。

�

「
縣
人
來
，
聞
蹕
，
匿
橋
下
。
久
之
，
以
為
行
已
過
，

即
出
，
見
乘
輿
車
騎
即
走
耳
。
」
以
簡
短
、
急
促
的
語

氣
表
達
出
犯
人
忐
忑
不
安
、
緊
張
害
怕
的
心
情
，
正
所

謂
「
氣
急
則
辭
促
」
。

�

「
見
乘
輿
車
騎
即
走
耳
。
」
由
此
可
見
，
該
縣
人
不
是
有

意
犯
蹕
，
亦
可
從
中
感
覺
出
縣
人
慌
張
無
措
的
情
緒
。

�

「
一
人
犯
蹕
，
當
罰
金
。
」
指
張
釋
之
依
法
判
決
，
態

度
明
快
。

�

「
此
人
親
驚
吾
馬
，
吾
馬
賴
柔
和
，
令
他
馬
，
固
不
敗

傷
我
乎
？
而
延
尉
乃
當
之
罰
金
！
」
此
為
皇
帝
的
口

氣
，
充
分
表
現
出
對
於
廷
尉
判
決
的
不
滿
及
憤
怒
，
屬

全
文
轉
折
重
點
。

�

「
法
者
，
天
子
所
與
天
下
公
共
也
」
說
明
「
法
律
之

前
，
人
人
平
等
」
的
觀
念
，
即
使
貴
為
皇
帝
，
也
必
須

以
大
公
無
私
的
態
度
遵
守
法
律
，
意
近
於
「
王
子
犯
法

與
庶
民
同
罪
」
。

�

「
今
法
如
此
而
更
重
之
，
是
法
不
信
於
民
也
。
」
以
被

動
句
點
明
執
法
公
正
的
重
要
性
，
說
明
法
律
須
以
「
誠

信
」
為
本
，
不
偏
私
，
若
人
民
對
皇
帝
的
威
信
失
去

信
心
，
無
法
信
賴
，
必
會
影
響
日
後
政
策
的
執
行
，
因

此
「
執
法
公
正
」
有
其
絕
對
的
必
要
性
，
因
為
「
是
法

不
信
於
民
也
」
有
「
上
行
下
效
」
，
「
上
梁
不
正
下
梁

歪
」
的
影
響
，
不
可
不
慎
重
。

�

「
且
方
其
時
，
上
使
立
誅
之
則
已
」
君
主
專
制
的
時

代
，
君
欲
臣
死
，
臣
不
得
不
死
，
但
張
釋
之
勇
於
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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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，
諷
刺
漢
文
帝
既
不
尊
重
法
律
，
卻
又
將
犯
蹕
之
人

交
付
廷
尉
審
判
，
何
其
矛
盾
。
由
此
可
見
張
釋
之
的
勇

氣
可
嘉
，
不
畏
強
權
。

�
「
廷
尉
，
天
下
之
平
也
。
一
傾
而
天
下
用
法
皆
為
輕

重
，
民
安
所
錯
其
手
足
？
」
說
明
執
法
者
必
須
公
正
無

私
，
一
旦
執
法
偏
私
，
其
法
將
失
去
標
準
，
法
令
無
公

信
力
，
人
民
無
所
依
歸
，
當
然
不
再
遵
守
法
律
，
以
此

暗
示
文
帝
「
其
身
正
，
不
令
而
行
；
其
身
不
正
，
雖
令

不
從
」
的
道
理
，
即
孔
子
：
「
名
不
正
，
則
言
不
順
；

言
不
順
，
則
事
不
成
；
事
不
成
，
則
禮
樂
不
興
；
禮
樂

不
興
，
則
刑
罰
不
中
；
刑
罰
不
中
，
則
民
無
所
措
手

足
。
」
的
想
法
。

�

「
廷
尉
，
天
下
之
平
也
」
廷
尉
是
天
下
執
法
判
決
的
標

準
，
因
此
廷
尉
的
判
決
必
依
據
法
律
條
文
，
公
正
不

阿
，
在
此
主
張
「
司
法
獨
立
」
，
以
避
免
不
公
平
的
判

決
及
不
必
要
的
衝
突
。

�

「
一
傾
而
天
下
用
法
皆
為
輕
重
」
意
同
於
「
上
梁
不
正

下
梁
歪
」
，
強
調
「
導
之
以
正
」
的
重
要
性
。

�

「
民
安
所
錯
其
手
足
？
」
說
明
人
民
生
活
在
公
正
合
理

的
社
會
中
，
才
不
會
無
所
適
從
。

�

「
良
久
，
上
曰
：
﹃
廷
尉
當
是
也
。
﹄
」
漢
文
帝
經
過
慎

重
考
慮
後
，
同
意
張
釋
之
判
決
的
結
果
，
顯
示
出
文
帝
具

有
採
納
忠
言
的
雅
量
，
是
一
位
難
得
可
貴
的
賢
明
君
主
。

�

張
釋
之
忠
於
職
守
，
為
了
鞏
固
司
法
公
正
，
不
惜
冒
犯

聖
顏
，
直
言
進
諫
，
為
執
法
者
樹
立
優
良
典
範
。

�

從
文
中
三
人
對
話
，
可
得
知
各
主
角
的
態
度
及
特
性
：

�

犯
人
：
語
句
短
促
，
態
度
緊
張
害
怕
、
惶
恐
無
措
，

可
以
「
誠
惶
誠
恐
」
、
「
惴
惴
不
安
」
形
容
犯
人
。

�

張
釋
之
：
態
度
理
直
氣
壯
、
義
正
詞
嚴
、
從
容
不
迫
，

可
以
用
「
剛
正
不
阿
」
、
「
直
言
正
諫
」
、
「
信
賞

必
罰
」
、
「
直
言
骨
鯁
（
正
直
敢
言
，
無
所
顧
忌
。

鯁
，
音

梗
，
正
直
、
耿
直
。
）
」
來
形
容
他
。

�

文
帝
：
初
時
生
氣
、
憤
怒
，
最
後
仍
接
納
忠
言
，
可

以
「
從
善
如
流
」
、
「
察
納
雅
言
」
形
容
漢
文
帝
的

為
人
。

�

設
問
：

�

令
他
馬
，
固
不
敗
傷
我
乎
？

�

民
安
所
錯
其
手
足
？

�
借
代
：

�
「
乘
輿
」
借
代
為
皇
帝
。

�

「
陛
下
」
借
代
為
皇
帝
。

�

頂
針
：

�

此
人
親
驚
吾
馬
，
吾
馬
賴
柔
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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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
今
既
下
廷
尉
，
廷
尉
，
天
下
之
平
也
。

�

倒
裝
：
吾
馬
賴
柔
和
↓
賴
吾
馬
柔
和
。

�
判
斷
句
：

�
法
者
，
天
子
所
與
天
下
公
共
也
。

�

廷
尉
，
天
下
之
平
也
。

坽

字
形

字
音

字
義

舉
例
說
明

與

輿
助
詞
，
置
於
句
末
，

表
示
感
嘆
的
語
氣
，

同
「
歟
」
。

孝
弟
也
者
，
其

為
仁
之
本
與
！

雨
連

詞

，

和

、

同

、

跟
。

天
子
所
與
天
下

公
共
也
。

名

詞

，

同

類

、

朋

黨
。

民
胞
物
與
。

動
詞
，
等
待
。

時
不
我
與
。

玉
動
詞
，
參
加
。

參
與
、
與
會
。

輿

與
名
詞
，
車
。

乘
輿
馬
驚
。

形
容
詞
，
公
眾
的
。

輿
論
。



字
形

字
音

字
義

舉
例
說
明

屬

屬
動

詞

，

附

著

、

歸

於
。

屬
於
、
附
屬
、

歸
屬
。

囑
動

詞

，

連

接

、

連

續
。

絡
繹
相
屬
、
涇

屬
渭
汭
。

動
詞
，
通
「
囑
」
，

交
付
、
託
付
。

屬
之
廷
尉
。

囑

囑
動

詞

，

叮

嚀

、

託

付
。

叮
囑
、
囑
咐
。

矚

囑
動
詞
，
注
視
。

高
瞻
遠
矚
、
眾

所
矚
目
。



字
形

字
音

字
義

舉
例
說
明

匿

匿
動

詞

，

躲

藏

、

躲

避
。

匿
橋
下
。

暱

暱
動
詞
，
親
近
。

親
暱
、
暱
稱
。

惹

惹
動

詞

，

引

起

、

招

引
。

惹
禍
。

慝

慝
名
詞
，
邪
惡
。

奸
慝
。

諾

諾
動

詞

，

應

允

、

答

應
。

一
呼
百
諾
。

偌

偌
副

詞

，

如

此

、

這

麼
。

偌
大
的
花
園
。



字
形

字
音

字
義

舉
例
說
明

唯

唯
助
詞
，
表
希
望
的
語

氣
。

唯
陛
下
察
之
。

副
詞
，
只
有
、
獨
。

唯
見
長
江
天
際

流
。

惟

惟
介
詞
，
因
為
。

惟
吾
德
馨
。



字
形

字
音

字
義

舉
例
說
明

為

為
動
詞
，
為
、
做
、
擔

任
。

釋
之
為
廷
尉
。

動
詞
，
變
成
。

指
鹿
為
馬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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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

詞

，

因

為

、

因

此
。

皆
為
輕
重
。

動
詞
，
被
。

盡
為
所
吞
。

動
詞
，
替
、
給
。

為

大

家

謀

福

利

、

為

民

服

務
。



字
形

字
音

字
義

舉
例
說
明

行

行
動
詞
，
出
巡
。

上

行

出

中

渭

橋
。

副

詞

，

不

久

、

將

要
。

行
將
就
木
。

形
容
詞
，
走
動
的
。

行
人
。

行
名
詞
，
行
為
舉
止
。

德
行
、
品
行
。

行
名
詞
，
出
巡
的
車
駕

隊
伍
。

以
為
行
已
過
。

量
詞
，
計
算
成
排
東

西
的
單
位
。

一
目
十
行
。

名
詞
，
職
業
。

各
行
各
業
、
行

行
出
狀
元
。

沆
形
容
詞
，
形
容
剛
強

的
樣
子
。

行
行
鄙
夫
志
。



字
形

字
音

字
義

舉
例
說
明

乘

乘
動
詞
，
坐
。

乘
輿
馬
驚
。

乘
量
詞
，
古
時
四
匹
馬

拉

一

輛

車

，

稱

為

「
一
乘
」
。

千
乘
之
國
、
萬

乘
之
國
。



字
形

字
音

字
義

舉
例
說
明

當

當
名

詞

，

判

決

的

內

容
。

廷
尉
奏
當
、
廷

尉
當
是
也
。

動

詞

，

判

決

、

判

處
。

當
罰
金
。

動
詞
，
承
受
。

不
敢
當
、
當
之

無
愧
、
敢
做
敢

當
。

副
詞
，
應
該
。

應
當
、
當
仁
不

讓
。

當
動
詞
，
抵
押
物
品
借

錢
。

典
當
。

形
容
詞
，
合
理
的
。

正
當
、
恰
當
。

名

詞

，

圈

套

、

詭

計
。

上
當
、
勾
當
。



字
形

字
音

字
義

舉
例
說
明

下

下
地
方
副
詞
，
底
部
。

有
一
人
從
橋
下

走

出

、

匿

橋

下
。

動
詞
，
交
付
。

今
既
下
廷
尉
。

動
詞
，
攻
克
。

連
下
兩
城
。

動
詞
，
用
、
施
展
。

下
功
夫
。

名
詞
，
當
此
之
時
。

時
下
。

動
詞
，
由
高
至
低
，

順
流
而
下
。

煙
花
三
月
下
揚

州
、
便
下
襄
陽

向
洛
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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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
形

字
音

字
義

舉
例
說
明

固

固
副
詞
，
豈
、
難
道
。

固

不

敗

傷

我

乎
？

副
詞
，
本
來
的
、
原

來
的
、
舊
有
的
。

勝
固
欣
然
、
固

有
道
德
。

副
詞
，
堅
持
不
變
、

堅
決
。

固
執
。

形
容
詞
，
拘
泥
不
知

變
通
的
。

頑
固
。



字
形

字
音

字
義

舉
例
說
明

之

之
代
名
詞
，
他
，
指
犯

人
。

屬
之
廷
尉
、
當

之
罰
金
、
上
使

立
誅
之
。

代
名
詞
，
它
，
此
指

罪
行
。

今
法
如
此
而
更

重
之
。

代
名
詞
，
它
，
指
犯

蹕
這
件
事
。

唯
陛
下
察
之
。

助
詞
，
無
義
。

天
下
之
平
也
。

助

詞

，

表

順

適

語

氣
，
無
義
。

久
之
，
以
為
行

已
過
。

動
詞
，
往
。

黃
鶴
樓
送
孟
浩

然
之
廣
陵
。



字
形

字
音

字
義

舉
例
說
明

是

是
代
名
詞
，
此
、
這
。

是
法
不
信
於
民

也
。

形
容
詞
，
對
的
、
正

確
的
。

廷
尉
當
是
也
。

名
詞
，
正
確
、
對
。

積
非
成
是
、
自

以
為
是
。

名
詞
，
事
情
。

共
商
國
是
。

助
詞
，
無
義
，
用
於

句

中

，

使

賓

語

提

前
。

唯
命
是
從
、
唯

你
是
問
。



字
形

字
音

字
義

舉
例
說
明

平

平
名
詞
，
標
準
。

廷
尉
，
天
下
之

平
也
。

形
容
詞
，
安
寧
的
。

平
安
寧
靜
、
心

平
氣
和
。

動
詞
，
填
平
。

譬
如
平
地
。

�

史
記
撰
寫
源
起
：

�

天
漢
二
年
（
西
元
前
九
十
九
年
）
，
李
陵
奉
貳
師
將
軍

之
命
，
領
兵
五
千
，
出
塞
攻
打
匈
奴
。
匈
奴
派
了
九
萬

人
圍
攻
，
李
陵
軍
隊
奮
力
殺
死
匈
奴
一
萬
多
人
，
可
是

自
己
軍
隊
士
兵
也
死
了
一
大
半
。
貳
師
將
軍
沒
有
依
約

定
會
師
的
時
間
前
來
援
助
，
李
陵
軍
隊
苦
撐
八
天
，
終

因
矢
盡
援
絕
而
投
降
。
朝
廷
官
員
紛
紛
說
李
陵
投
降
的

壞
話
，
只
有
司
馬
遷
為
李
陵
辯
解
。
武
帝
認
為
司
馬
遷

將
功
勞
歸
在
降
將
李
陵
身
上
，
為
大
不
敬
，
便
將
他
下

獄
論
罪
。
第
二
年
，
武
帝
殺
李
陵
全
家
，
處
司
馬
遷
宮

刑
，
他
深
受
打
擊
，
悲
痛
至
極
，
在
獄
中
發
憤
努
力
，



��

國
中
二
年
級

國
文

專
心
著
書
。
過
了
兩
年
，
武
帝
改
元
太
始
，
大
赦
天

下
，
司
馬
遷
因
而
出
獄
，
不
久
作
了
中
書
令
，
再
度
受

到
重
用
，
但
他
仍
繼
續
寫
書
，
立
志
完
成
著
作
，
直
到

征
和
二
年
（
西
元
前
九
十
一
年
）
全
書
完
成
，
共
一
百

三
十
卷
。
宣
帝
時
，
司
馬
遷
的
外
孫
楊
惲
才
將
全
書
獻

上
朝
廷
，
並
傳
寫
行
於
世
。

�

史
記
體
例
：

�

史
記
是
中
國
歷
史
上
第
一
部
紀
傳
體
通
史
，
共
一
百
三

十
卷
，
內
容
體
例
分
為
五
種
。

�

本
紀
：
十
二
卷
，
記
帝
王
事
蹟
，
司
馬
遷
將
項
羽
列

入
「
本
紀
」
中
，
可
看
出
太
史
公
不
以
成
敗
論
英

雄
，
思
維
不
落
窠
臼
。

�

表
：
十
卷
，
以
分
年
略
記
世
代
為
主
。

�

書
：
八
卷
，
記
典
章
制
度
的
沿
革
。

�

世
家
：
三
十
卷
，
記
諸
侯
國
的
興
衰
存
亡
，
但
司
馬

遷
將
沒
落
貴
族
孔
子
列
入
「
世
家
」
中
，
顯
示
孔
子

「
素
王
」
的
地
位
受
司
馬
遷
推
崇
，
可
比
擬
當
時
顯

要
人
物
。

�

列
傳
：
七
十
卷
，
記
歷
史
上
的
重
要
人
物
，
如
刺
客

列
傳
、
遊
俠
列
傳
等
等
。

�

四
史
：

�

史
記
：
西
漢�

司
馬
遷
著
。

�

漢
書
：
東
漢�

班
固
著
。

�

後
漢
書
：
南
朝
宋�

范
曄
著
。

�

三
國
志
：
西
晉

�

陳
壽
著
。
屬
正
史
，
依
據
史
實
撰

寫
；
而
羅
貫
中
所
著
的
三
國
演
義
則
為
歷
史
小
說
，

部
分
內
容
與
史
實
不
同
。



��

第
一
單
元

第
一
課

張
釋
之
執
法

（　

）

下
列
關
於
史
記
的
敘
述
，
何
者
錯
誤
？

�

�

作
者
司
馬
遷

�

�

別
名
太
史
公
書
、
太
史
公
記
等
等
，
史
記
一
名
至

魏�

晉
後
才
定
名

�

�

共
有
一
百
三
十
卷
，
內
容
體
例
分
為
五
種

�

�

為
編
年
體
寫
法

（　

）

張
釋
之
執
法
一
文
主
旨
為
何
？

�


法
律
之
前
人
人
平
等

�


位
高
權
重
者
，
應
該
要
體
諒
人
民
的
辛
勞

�


犯
錯
是
不
可
以
被
原
諒
的

�


政
府
應
該
要
更
關
心
人
民

（　

）

下
列
選
項
中
何
者
讀
音
相
同
？

�


「
屬
」
之
廷
尉
／
歸
「
屬
」

�


「
乘
」
輿
馬
驚
／
千
「
乘
」
之
國

�


天
子
所
「
與
」
天
下
公
共
也
／
民
胞
物
「
與
」

�


上
「
行
」
出
中
渭
橋
／
以
為
「
行
」
已
過

（　

）

下
列
選
項
中
，
何
者
與
張
釋
之
的
形
象
不
符
？

�


剛
正
不
阿　


從
善
如
流

�


信
賞
必
罰　


直
言
正
諫

（　

）
�

從
下
列
哪
一
個
選
項
中
，
可
以
得
知
漢
文
帝
不
滿
張

釋
之
的
判
決
？

�

�

縣
人
來
，
聞
蹕
，
匿
橋
下
。
久
之
，
以
為
行
已

過
，
即
出
，
見
乘
輿
車
騎
即
走
耳

�

�

此
人
親
驚
吾
馬
，
吾
馬
賴
柔
和
，
令
他
馬
，
固
不

敗
傷
我
乎
？
而
延
尉
乃
當
之
罰
金

�

�

廷
尉
，
天
下
之
平
也
，
一
傾
而
天
下
用
法
皆
為
輕

重
，
民
安
所
錯
其
手
足

�


且
方
其
時
，
上
使
立
誅
之
則
已


︻
答
︼


　

︻
解
︼
史
記
以
紀
傳
體
編
寫
而
成
。


︻
答
︼


　

︻
解
︼�

本
文
描
述
張
釋
之
以
公
平
、
公
正
的
態
度
審
理
案
件
，
為
天
下
執
法



��

國
中
二
年
級

國
文

　
　
　
　

�

者
之
楷
模
，
凸
顯
「
王
子
犯
法
與
庶
民
同
罪
」
的
精
神
，
故
選

。


︻
答
︼


　

︻
解
︼


囑
／

屬
；


承
／

聖
；


與
／

與
；


行
／

航
。


︻
答
︼


　

︻
解
︼�
「
從
善
如
流
」
是
比
喻
樂
於
接
受
他
人
好
的
意
見
，
在
此
與
張
釋
之

直
言
正
諫
的
形
象
不
符
，
故
答
案
選

。


︻
答
︼


　

︻
解
︼�

由
文
中
「
廷
尉
乃
當
之
罰
金
」
可
看
出
漢
文
帝
認
為
張
釋
之
的
判
決

過
輕
，
犯
人
驚
動
了
聖
上
竟
然
只
判
處
罰
金
而
已
，
故
答
案
選

。



��

第
一
單
元

第
一
課

張
釋
之
執
法

（　

）
�

史
記
的
體
例
有
五
種
：
本
紀
、
表
、
書
、
世
家
、
列

傳
，
請
問
哪
一
項
是
記
載
帝
王
的
事
蹟
？

�


本
紀　


世
家　


列
傳　


表

（　

）
�

請
問
下
列
選
項
中
何
者
注
釋
錯
誤
？

�


「
屬
」
之
廷
尉
：
交
付
，
同
「
囑
」

�


聞
「
蹕
」
，
匿
橋
下
：
官
兵
的
聲
音

�

�

令
他
馬
，
固
不
「
敗
」
傷
我
乎
：
車
子
損
壞
或
翻
覆

�


延
尉
「
乃
」
當
之
罰
金
：
竟
然
、
居
然

（　

）
�

孔
子
：
「
名
不
正
，
則
言
不
順
；
言
不
順
，
則
事
不

成
；
事
不
成
，
則
禮
樂
不
興
；
禮
樂
不
興
，
則
刑
罰

不
中
；
刑
罰
不
中
，
則
民
無
所
措
手
足
。
」
請
問
下

列
選
項
中
，
何
句
與
此
句
意
義
相
同
？

�


法
者
，
天
子
所
與
天
下
公
共
也

�


且
方
其
時
，
上
使
立
誅
之
則
已

�

�

廷
尉
，
天
下
之
平
也
，
一
傾
而
天
下
用
法
皆
為
輕

重
，
民
安
所
錯
其
手
足

�


一
人
犯
蹕
，
當
罰
金

（　

）

關
於
張
釋
之
執
法
一
文
，
下
列
敘
述
何
者
錯
誤
？

�

�

本
文
為
「
記
事
」
類
的
記
敘
文
，
文
章
架
構
配
合

事
件
的
發
展
循
序
漸
進
，
屬
於
「
順
敘
法
」

�

�

全
文
以
第
三
人
稱
立
場
寫
成
，
生
動
的
對
話
凸
顯

不
同
角
色
特
性

�

�

「
見
乘
輿
車
騎
即
走
耳
。
」
由
此
可
以
看
出
，
該

縣
人
不
是
有
意
犯
蹕

�


本
文
選
自
史
記�

張
釋
之
馮
唐
世
家

（　

）

請
判
斷
下
列
各
字
的
詞
性
，
何
者
與
其
他
不
同
？

�


釋
之
「
為
」
廷
尉　
　
　
　


廷
尉
當
「
是
」
也

�


一
人
犯
蹕
，
「
當
」
罰
金　


於
是
「
使
」
騎
捕

（　

）
�

請

問

下

列

選

項

中

與

「

屬

﹃

之

﹄

廷

尉

」

的

「
之
」
，
意
義
相
同
者
為
何
？

�

天
下
「
之
」
平　
　


久
「
之
」

�


唯
陛
下
察
「
之
」　


上
使
立
誅
「
之
」

（　

）

「
廷
尉
，
天
下
之
平
也
」
，
此
句
的
含
義
為
何
？

�


廷
尉
的
判
決
必
須
依
據
法
律
公
平
審
判



��

國
中
二
年
級

國
文

�


廷
尉
可
以
任
意
更
改
法
律
條
文

�


廷
尉
是
撰
寫
法
律
條
文
的
人

�

廷
尉
是
天
下
最
公
平
的
人

（　

）
�
讀
完
張
釋
之
執
法
一
文
後
，
老
師
讓
同
學
們
寫
下
感

想
，
請
問
下
列
誰
的
回
答
對
本
文
有
所
誤
解
？

�

�

米
亞
：
王
子
犯
法
應
與
庶
民
同
罪
，
所
以
只
要
廷

尉
個
人
認
為
誰
不
對
，
就
應
該
當
下
懲
罰

�

�

羽
月
：
執
法
公
正
有
其
必
要
性
，
不
然
人
民
將
無

所
適
從

�

�

小
智
：
採
納
張
釋
之
建
言
的
漢
文
帝
，
是
個
從
善

如
流
的
人

�

�

毛
利
小
五
郎
：
執
行
法
律
的
人
如
果
用
主
觀
意
識

來
看
待
事
情
，
是
無
法
公
正
裁
判
罪
罰
的

（　

）

請
問
下
列
詞
句
字
音
及
解
釋
何
者
正
確
？

�


皆
「
為
」
輕
重
：

為
，
因
為

�


民
安
所
「
錯
」
其
手
足
：

醋
，
安
置
、
安
放

�


延
尉
奏
「
當
」
：

當
，
當
時
、
當
場

�


乘
「
輿
」
馬
驚
：

輿
，
車
子

（　

）

下
列
何
者
完
全
沒
有
錯
別
字
？

�

�

秦
始
皇
統
一
天
下
的
時
候
，
諸
殺
了
許
多
人
，
百

姓
怨
聲
載
道

�

�

陛
下
是
大
理
石
的
樓
梯
，
雕
著
花
朵
的
木
門
，
牆

上
還
掛
著
畫

�

�

玩
躲
貓
貓
的
時
候
，
大
家
都
努
力
藏
匿
自
己
的
身

子
，
避
免
被
發
現

�


執
法
者
不
能
頃
向
任
何
一
方
，
應
保
持
公
正

（　

）
�

對
於
文
帝
接
受
張
釋
之
建
言
的
行
為
，
可
以
用
哪
句

成
語
形
容
？

�


惴
惴
不
安　


直
言
正
諫

�


怙
惡
不
悛　


察
納
雅
言

（　

）
.�

「
良
久
，
上
曰
：
﹃
廷
尉
當
是
也
。
﹄
」
由
此
可
知

漢
文
帝
對
張
釋
之
的
判
決
感
受
為
何
？

�

�

漢
文
帝
考
慮
過
一
段
時
間
後
，
決
定
採
納
張
釋
之

的
判
決

�


漢
文
帝
對
於
張
釋
之
的
判
決
不
以
為
意

�


漢
文
帝
對
張
釋
之
的
判
決
更
加
佩
服

�

�

漢
文
帝
考
慮
一
段
時
間
後
，
認
為
張
釋
之
的
判
決

仍
然
過
輕

（　

）
�

吾
馬
「
賴
」
柔
和
，
「
賴
」
有
憑
藉
、
依
靠
之
意
，

此
處
更
引
申
為
什
麼
意
思
？

�

堅
強　


膠
著　


溫
柔　


幸
虧

（　

）
�

廷
尉
奏
「
當
」
，
此
「
當
」
指
判
決
的
內
容
，
請
問

下
列
各
選
項
中
，
何
者
與
題
幹
有
相
同
的
意
義
？

�


「
當
」
罰
金　
　


廷
尉
「
當
」
是
也



��

第
一
單
元

第
一
課

張
釋
之
執
法

�


「
當
」
之
無
愧　


安
步
「
當
」
車

（　

）
�

「
一
傾
而
天
下
用
法
皆
為
輕
重
」
，
請
問
下
列
哪
個

選
項
與
其
意
義
相
同
？

�

一
瓶
水
不
響
，
半
瓶
水
響
叮
噹

�


三
人
成
虎

�


法
律
之
前
人
人
平
等

�


上
梁
不
正
下
梁
歪

解
答
及
詳
解
請
見
第
121
頁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