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《

聖
學
根
之
根》


    《

三
字
經》
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
四
十
三
集

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

開
吉 

敬
學



後漢三。國志四。
兼證經。參通鑑。



 
 

史
書
雖
然
繁
多
，
研
讀
時
仍

需
依
照
次
第
，
才
能
明
白
其

中

的

道

理
。

首

先

要

讀
《

史

記

》

，

其

次

依

序

讀
《

漢
書》

、《

後
漢
書》

、《
三

國

志

》

，

這

四

部

書

號

稱

四
史
，
內
容
最
為
精
要
允
當
。

同
時
還
要
找
尋
其
他
的
經
典

史

冊

來

對

照

證

實

，

並

參

考《

資
治
通
鑑》

以
了
解
歷

史
的
全
貌
，
避
免
以
偏
概
全。 





後
漢
三 

國
志
四 

兼
證
經 

參
通
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因
緣
生
老
師

 
 

《
後
漢
書》

是
記
載
東
漢
時
期
的

歷
史
，
從
光
武
帝
建
立
東
漢
，
到
曹
丕

廢
掉
漢
獻
帝
為
止
，
共
一
百
九
十
五
年

的
史
事
。
其
在《
漢
書》

傳
的
基
礎
上

新
開
先
例
，
增
加
了《

宦
者
傳》

《

黨

錮
傳》

《

文
苑
傳》

《
逸
民
傳》

《

方

術
傳》

《

列
女
傳》

《
獨
行
傳》

這
七

個
傳
類。

 
 

南
朝
劉
宋
時
期
，
大
學
者
范
曄「

廣

集
學
徒
，
窮
覽
舊
籍
，
刪
繁
補
略」

，

對
前
人
所
作
的
後
漢
史
料
進
行
系
統
的

整
理
，
成《

後
漢
書》

。
其
書「

凡
十
紀

、
十
志
、
八
十
列
傳
，
合
為
百
篇
。」

後

因
范
曄
參
與
謀
反
而
入
獄
，
其
十
志
並

未
完
成
。
蕭
梁
時
代
學
者
劉
昭
，
取
西

晉
史
學
家
司
馬
彪《

續
漢
書》

中
的
八

志
加
以
注
釋
，
並
將
其
分
為
三
十
卷
，

以
補
范
書
十
志
之
缺
。
唐
高
宗
上
元

年
間
，
太
子
李
賢
召
集
學
者
為
范
書

作
註
，
因
其
謚
號
為「

章
懷」

，
史
稱

其
注
為「

章
懷
注」

。
【

范
曄（

音
業）

】

字
蔚
宗
。
南
朝
宋
順
陽（

今
河
南
省

）

人
。
善
屬
文
，
能
隸
書
，
曉
音
律
。
始
為
尚
書
吏
部
郎

，
左
遷
宣
城
太
守
，
不
得
志
。
後
與
魯
國
孔
熙
先
謀
逆
，

伏
誅。
著
有《

後
漢
書》

，
為
四
史
之
一。 
 
 

 


 






恣
情
私
欲 

 

不
盡
孝
悌

 
范
燁
。
官
寧
朔
將
軍
。
嫡

母

亡
。

報

之

以

疾
。

不

時

奔

赴
。

及

行
。

又

攜

妓

妾

自
隨
。
後
與
孔
熙
先
等
謀

廢
文
帝
。
事
洩
族
誅
。
臨
刑

。
其
生
母
悉
數
其
罪
。
燁

顏
色
不
怍
。
及
妓
妾
來
別
。

燁
悲
泣
流
漣
。
收
燁
家
。
服

玩
並
珍
麗
。
妓
妾
亦
盛
飾
。

母
住
止
單
陋
。
惟
有
一
廚

盛
樵
薪
。
弟
子
冬
無
被
。
叔

父
單
布
衣。（

范
燁
傳）

 


 
 

【

白
話】

范
燁（

音
業）

，
南
北

朝
時
，
南
朝
宋
順
陽
人(

今
四
川
省
境

)

字
蔚
宗
，
博
覽
經
史
，
善
作
文
章

。
初
為
尚
書
吏
部
郎
，
累
遷
至

太
子
左
衛
將
軍
，
曾
經
刪
定
各

家
後
漢
書
，
成
一
家
之
作
，
刊

行
於
世
。
可
是
為
人
不
孝
不
悌
，

只
圖
盡
情
恣
欲。 

 

嫡
母
去
世
，
以
病
危
來
報
，

不
但
未
能
及
時
奔
赴
探
視
，
等

他

要

動

身

前

往

，

又

捨

不

下

妓
妾
，
於
是
隨
身
攜
帶
而
去。 

 


 



 
 

後
來
與
孔
熙
先
等
，
因
圖
謀

叛
逆
，
要
廢
除
宋
文
帝
，
事
機

洩
漏
，
被
判
死
刑
，
臨
刑
時
，
其

生
母
一
一
指
出
他
的
罪
行
，
范
燁

容
色
毫
無
愧
怍
。
等
待
妓
妾
來
向

他
辭
別
時
，
范
燁
卻
悲
泣
流
連
，

依
依
難
捨。 

 

范
燁
受
刑
後
，
沒
收
燁
家
財
物

，
珍
貴
服
飾
、
古
玩
、
及
珍
寶
華
麗

物
品
，
難
以
算
計
；
妓
妾
服
飾
也

極
華
貴
。
可
是
其
生
母
所
居
房
屋

，
卻
非
常
簡
陋
，
只
有
一
座
櫥
盛

放
薪
柴
而
已
，
弟
子
生
活
貧
乏
，

冬
天
無
棉
被
禦
寒
，
叔
父
所
穿

著
的
，
則
是
單
薄
粗
布
衣
裳
，
范

燁
從
來
不
相
關
顧。





 
 

北
宋
時
期
，
有
學
者
將
劉

昭

注

司

馬

彪

《

續

漢

書

志

》
，

與

范

曄

《

後

漢
書》
章
懷
注
合
刊
，
才

形
成
了《
後
漢
書》

的
最

終
定
本。

 
 

西
晉
初
年
，
史
學
家
陳
壽

編
寫
三
國
的
歷
史
。
當
時
吳

國
與
魏
國
本
修
有
史
書
，

陳
壽
便
將
其
重
新
整
理
。
而

蜀
漢
沒
有
史
書
記
載
，
陳

壽
便
重
新
蒐
集
資
料。

本
來《

吳
書》

《

魏
書》

和《

蜀
書

》

三
書
是
單
獨
流
傳
，
直
到
宋
真
宗

年
間
，
才
將
三
本
合
為
一
本
，
取

名《

三
國
志》

。 


 
 

「

兼
證
經
，
參
通
鑑
。」

《

資
治

通
鑑》

為
編
年
體
通
史
，
它
效
仿《

春
秋》

的
體
例
，
以
時
間
為
主
線
進

行
記
述
。
此
書
從
周
威
烈
王
開
始

記
起
，
至
五
代
的
周
世
宗
為
止
，
共

十
六
個
朝
代
，
一
千
三
百
六
十
二
年

的
歷
史
。
司
馬
光
用
時
十
九
年
才
編

寫
完
成
，
總
計
三
百
多
萬
字。
 



 
 

成
書
後
，
司
馬
光
將
其

呈
與
宋
神
宗
閱
覽
，
神

宗

評

價

道

：

「

鑑

於

往
事
，
有
資
於
治
道」

，

故

而

取

名

《

資

治

通
鑑》

。
在
史
學
界《

資

治
通
鑒》

和《
史
記》

並
稱
為「

史
學
雙
璧」
。

 
 

但
這
其
中
也
有
遺
憾
之
處
，
有
些

是
文
字
上
記
載
的
疏
漏
與
錯
誤
，

而
有
一
些
則
是
對
歷
史
人
物
的
觀

點
過
於
偏
頗
。
例
如
，《

資
治
通
鑒

》

中
記
載
諸
葛
亮
六
出
祁
山
，
用

詞
為「

諸
葛
亮
入
寇」

，「

入
寇

」

即
侵
略
之
意
，
由
此
可
以
看
出

司
馬
光
是
尊
魏
為
正
統
。
所
以
朱
夫

子
批
評
司
馬
光
，
說
他
將
正
統
放

錯
了
。
因
為
劉
備
是
漢
氏
後
裔
，
而

曹
魏
則
是
篡
漢
而
立
，
故
而
應
當

尊
蜀
漢
為
正
統
。
所
以
從
朱
子
後
，

人
們
才
將
蜀
漢
定
為
三
國
正
統。

 
 

其
實
歷
史
就
是
如
此
，
其
中
的
內
容
紛

紜
駁
雜
。
我
們
要
學
習
歷
史
，
一
定
要
先

打
好
經
學
的
基
礎
，
先
學
聖
人
的
教
誨
，

端
正
是
非
曲
直
。
這
樣
我
們
在
學
習
史
部

的
內
容
時
，
才
不
至
產
生
偏
頗
。
所
以
有

前
輩
們
學
者
說
，
看
史
書
要
長
三
隻
眼。



    

司
馬
光    

江
逸
子
老
師
繪



讀史者。考實錄。
通古今。若親目。

研讀歷史的人，必須要詳察記載歷史事實的資料，
確定其準確性及可信度，如此才能真正通曉古往今
來的歷史，就如同親身經歷、親眼目睹一樣，使我
們從中得到古人的智慧、吸取歷史的教訓。  
 



讀
史
者 

考
實
錄 

通
古
今 

若
親
目

                

因
緣
生
老
師

 
 

古
人
有
治
學
聯
語
云
：「

讀
古
人
書
，
須
設
身
處
地

一
想
；
論
天
下
事
，
要
揆

（

音
葵）

情
度
理
三
思
。」

讀
書

一
定
要
設
身
處
地
的
去
思
考

。
經
文
中
說「

讀
史
者
，
考

實
錄
，
通
古
今
，
若
親
目。」


 
 

「

實
錄」

即
是
指
可
靠
的

記
載
，
在
此
基
礎
上
能
夠
真

正
設
身
處
地
一
想
，
那
便
如

同
自
己
親
眼
所
見
一
般
。
所

謂
讀
諸
子
百
家
，
勝
似
廣
交

好
友
；
覽
聖
賢
經
傳
，
何
殊

坐
對
嚴
師
。
只
有
真
正
以
真

誠
恭
敬
之
心
去
閱
讀
，
方
能

夠
至
誠
感
通。





實
錄  

 
 

實
錄
：
史
體
的
一
種
。
於
一
帝

崩
後
，
取
其
起
居
注
、
日
錄
、
時
政

記
等
記
注
之
作
，
並
詔
令
章
奏
等

，
年
經
月
緯
，
彙
而
成
編
。
如《

隋

書
經
籍
志》
著
錄
有
周
興
嗣《

梁

皇
帝
實
錄》

三
卷
，
記
武
帝
事。

 
 
 
 

唐
太
宗
在
門
下
省
設
立
起
居
郎。

專
門
記
錄
皇
帝
日
常
行
動
與
國
家

大
事
，
並
負
責
編
寫《
起
居
注》

、《

日

曆》

，

在

前

代

皇

帝

去

世
後
，
由
宰
相
領
銜
，
根
據《
起

居
注》

、《

日
曆》

、
中
央
與
地
方

各
部
門
檔
案
等
材
料
撰
寫
類
似
於

編
年
體
的
長
編
，
進
呈
皇
帝
閱
覽

，
並
得
到
正
式
許
可
之
後
，
再
抄

寫
數
份
，
將
其
保
存
在
皇
宮
的
圖

書
館
中
，
以
後
沿
為
定
制
，
歷
宋

、
元、
明、
清
而
不
改。

 
 

由
於「

實
錄」

所
採
用
的
資
料
大

多
從
起
居
注
、
日
曆
、
中
央
與
地
方

各
部
門
檔
案
當
中
編
寫
而
來
，
所

以
具
有
極
高
的
史
料
價
值
，
可
以

糾
正
以
後
朝
眼
光
所
編
纂
的
正
史

所
欲
掩
蓋
的
部
分。
 


 






論
經
史
實
錄
不
應
無
故
懷
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章
太
炎

 
 

經
史
傳
世
，
江
河
不
廢。
歷
代
材
智
之
士

，
籀
讀
有
得
，
施
之
於
用
而
見
功
效
者
，

不
勝
僂
指
，
然
以
考
信
自
矜
則
寡
。
蓋
經

除
今
文
、
史
除
雜
史
而
外
，
率
皆
實
錄
。
實

錄
者
，
當
時
之
記
載
也
。
其
所
根
據
，
一

為
官
吏
之
奏
報
，
二
為
史
臣
所
目
擊
，
三

為
萬
民
所
共
聞
，
事
之
最
可
信
者
也
。
其

有
傳
聞
異
辭
而
記
載
歧
異
，
經
後
人
之
考

定

者（

如

司

馬

溫

公《

通

鑒

考

異》

之
類）

，
取
捨
有
准
，
情
偽
自
明
，
歧
異

之
說
，
遂
成
定
案
，
斯
亦
實
錄
之
次
也
。

至
若
帝
王
初
興
之
瑞
象
，
語
涉
怪
誕
，
於

理
必
無
，
且
非
史
臣
所
目
擊
，
萬
民
所

共
聞
，
奏
報
之
所
有
，
自
然
乖
於
實
錄
。

其
或
當
時
史
臣
，
闕
于
記
載
，
後
人
據
私

家
著
錄
，
掇
拾
成
書
，
如
史
公
作《

史
記

》

時
，
六
國
史
記
俱
盡
，
蘇
秦
、
張
儀
、
魯

仲
連
之
語
，
皆
據
其
自
著
之
書
，
語
雖

非
偽
，
然
諸
人
自
言
其
效
，
未
免
誇
大
，

非
事
實
所
真
有
。
以
無
國
史
，
不
得
不
據

此

乖

於

實

錄

之

言

耳
。

後

此

宋

祁

《

唐
書》

，
好
采
小
說
，
時
吳
縝
已
糾
其

繆
矣
。
舍
此
以
外
，
雖
有
曲
筆
，
十
約
八

九
可
信
，
斯
實
錄
之
所
以
可
貴
也
。
經
史

所
載
，
除
今
文
、
雜
史
而
外
，
大
氐
實
錄

，
後
人
無
容
置
喙（

不
容
許
插
嘴
或
批
評）

…
…





口而誦。心而惟。
朝於斯。夕於斯。

讀書的方法不但要用口去朗讀背誦，還要用心
去思惟，早晚都不懈怠地精進，才能熟記不忘
。(讀書五到:眼到、口到、耳到、心到、手到。)	   
 



口
而
誦 

心
而
惟 

朝
於
斯 

夕
於
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因
緣
生
老
師

 
 

清
代
學
者
王
相
在
註
解
三
字
經
此
段
時

講
到
：「
此
以
下
通
言
讀
書
之
法
。
惟
，

思
也
。
凡
讀
經
、
史
、
子
、
集
諸
書
，
要
心
口

相
應
。
口
誦
而
心
不
惟
，
則
扞
格
而
不
入

；
心
惟
而
口
不
誦
，
則
神
志
不
專
。
朝
或

於
斯
而
夕
或
不
然
，
則
所
學
有
時
而
廢
，

所
得
有
時
而
亡
，
非『

時
習』
之
道
也。」


 

 
「

口
而
誦
，
心
而
惟」

，
此
句
說
的
是

讀
誦
與
思
惟
。
讀
書
的
時
候
要
專
心
去
讀

，
然
後
便
要
去
好
好
的
思
惟
，
反
復
玩
味

。《

中
庸》

裡
講
：「

博
學
之
，
審
問
之

，
慎
思
之
，
明
辨
之
，
篤
行
之
。」

讀
書

首
先
必
須
周
遍
廣
博
，
在
這
個
過
程
中
有

不
解
與
存
疑
之
處
，
要
向
有
專
學
之
人
詳

細
請
問
。
對
於
所
學
到
的
要
加
以
謹
慎

思
考
，
如
此
才
能
得
其
精
要
。
對
於
學
習

的
內
容
，
要
辨
別
其
真
偽
、
是
非
、
邪
正
、

順
逆
而
知
取
捨
。
在
明
了
道
理
後
，
則
需

切
實
地
去
踐
行
，
非
篤
行
無
以
得
其
實。 


 

 
「

朝
於
斯
，
夕
於
斯
。」

「

斯」

就
是

指
學
習
，
此
句
經
文
便
是
告
訴
我
們
學
習

必
須
要
朝
夕
不
輟
，
如
此
方
能
有
所
成
就。

 






《
弟
子
規》

：
讀
書
法 

有
三
到 

心
眼
口 

信
皆
要

《

朱
子
童
蒙
須
知》



 
 

朱
子
童
蒙
須
知
曰
。
凡
讀
書
。

須
整
頓
几
案
。
令
潔
淨
端
正
。
將

書
冊
整
齊
頓
放
。
正
身
體
。
對

書
冊
。
詳
緩
看
字
。
仔
細
分
明

讀
之
。
須
要
讀
得
字
字
響
亮
。
不

可
誤
一
字
。
不
可
少
一
字
。
不
可

多
一
字
。
不
可
倒
一
字
。
不
可
牽

強
暗
記
。
只
是
要
多
誦
遍
數
。
自

然
上
口
。
久
遠
不
忘
。
古
人
云
。

讀
書
千
遍
。
其
義
自
見
。
謂
熟
讀

則
不
待
解
說
。
自
曉
其
義
也
。
余

嘗
謂
讀
書
有
三
到
。
謂
心
到
、

眼
到
、
口
到
。
心
不
在
此
。
則
眼

不
看
仔
細
。
心
眼
既
不
專
一
。
卻

只
漫
浪（

漫
浪
。
放
縱
而
不
受
拘
束）

誦
讀

。
決
不
能
記
。
記
亦
不
能
久
也
。

三
到
之
法
。
心
到
最
急
。
心
既

到
矣。
眼
口
豈
不
到
乎。
  







子
曰 

學
而
時
習
之 

不
亦
說
乎         

雪
廬
老
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「

子
曰
：」

子
，
為
男
子
的

尊
稱
。「
曰」

，《

說
文》

曰

，
口
中
之
舌
動
，
說
話
的
意
思。

 
「

學」

，
覺
也
。
事
先
不
知
，

一
見
一
聞
，
聽
別
人
一
講
覺

悟
了。
不
學
能
覺
悟
嗎
？

 「

而」

，
連
上
下
，
是
介
繫
詞。



 
「

習

」

，

如

鳥

數

飛

，

母

鳥

教

小

鳥

，

不

是

僅

僅

一

次

，

必

須

多

次

練
習
。「

時
習」

，

時

時

刻

刻

練

習

，

才
能
學
得
會。

 
 

學
，
又
作「

效」

。
效
法
，
才
能
覺
悟。 


 



 
 

孔
子
云
：
舉
一
隅

，
須
三
隅
反
。
教
一

件
只
知
一
件
就
是
書

呆
子
，
須
圓
解
圓
聽

。
再
者
，
聖
人
教
人

學
習
有
五
層
級
，
起

首
為「

博
學
之」
，

這
還
不
行
，
還
要
會

說「

審
問
之」



必
開
口
問
，
對
方
有
答
，
懂

得
問
答
就
是
聞
，
會
問
答
比

看
三
遍
好
。
再
來
是「

慎
思
之

」

須
研
究
思
惟
，
這
也
不
夠

，
研
究
的
心
得
對
與
否
，
必

須
實
驗
才
知
。
實
驗
前
須「

明

辨
之」

分
析
明
白
，
沒
有
失

誤
了
。
再「

篤
行
之」

實
際

去
辦
，
否
則
仍
是
書
呆
子
。
所

以
學
必
須
舉
一
反
三
，
具
備

這
五
層
才
可
以。 



子
曰 

道
聽
而
塗
說 

德
之
棄
也

                

雪
廬
老
人

 
 

道
聽
塗
說
什
麼
？
學
而
時

習
之
，
學
什
麼
？
學
道
。
道

有
動
詞
、
定
詞
的
區
別
，
定

詞
如
孔
子
所
說
的
人
道
敏
政

的
道。

 
 

塗
，
指
道
塗
上。
道
，
指
志

於
道
的
道
，
道
也
者
不
可
須

臾

離

也

，

隨

時

要

聽

要

學

。「

道
聽」

，
聽
了
道
，
在

道

塗

上

聽

了

，

在

道

塗

上

就

說

，

對

研

究

道

有

所

得

的
人
，
他
不
會
采
取
，
他
會

捨
棄
你
。
因
為
聽
聞
後
必
須

經
過「

博
學
、
審
問
、
慎
思
、

明
辨
、
篤
行」

，
若
教
人
，

更
須「

傳
不
習
乎
！」

先
必

須
溫
習
幾
遍
，
才
能
教
人。





【弘明實驗學校】



昔仲尼。師項橐。
古聖賢。尚勤學。

從前孔老夫子聽說魯國有一位七歲神童項橐，雖然
只有七歲，夫子依然把他當作老師一般請益。像孔
老夫子這樣的聖賢，還這樣勤學精進不恥下問，我
們應該見賢思齊!	   
 



昔
仲
尼 

師
項
橐 

古
聖
賢 

尚
勤
學

 
 

自
此
句
以
下
為
深
寧
居
士
雜
引
古
人

事
跡
，
以
勸
勉
我
們
讀
書
勤
學
。
仲
尼
，

孔
子
之
字
，
因
孔
子
之
母
禱
於
尼
丘
而
生

孔
子
，
故
孔
子
字
仲
尼
。
古
人
自
稱
則

稱
名
，
人
稱
則
稱
字
，
以
示
尊
重
，
故
此

句
經
文
稱
字
而
不
稱
名。 


 

 

項
橐
的
事
跡
在
典
籍
裏
並
沒
有
提
及

太
多
，
據
說
他
是
一
位
神
童
。
有
人
根

據《

史
記》

《

戰
國
策》
等
書
記
載
，
認

為
他
是
秦
國
人
，
也
有
根
據《
漢
書》

《

孔
子
世
家》

的
記
載
，
說
他
是
魯
國
人
。

而
唐
代
大
詩
人
韓
愈
在《

石
鼓
歌》
中
提

到「

孔
子
西
行
不
到
秦」

，
清
代
學
者
王

相
在
註
解
此
句
時
說
：「

項
橐
，
魯
之
聖

童
也
，
七
歲
而
為
孔
子
師
。」

此
說
相
較

秦
人
說
則
更
為
確
鑿。 


 

 

魏
晉
時
期
的
嵇
康
曾
作《

高
士
傳》

，

其
中
記
載
，
項
橐
七
歲
為
聖
人
師
。
孔
子

問
項
橐
：「

您
家
住
在
哪
兒
？」

項
橐
回

答
道
：「

我
住
萬
流
屋
。」

即
是
說
我
與

萬
物
同
流
，
只
此
一
句
便
可
看
出
他
的

不
凡
。
然
而
，
項
橐
年
僅
十
一
歲
便
去
世
了

。
藥
王
孫
思
邈
的《

千
金
方》

中
講
道
，

像
項
橐
、
甘
羅
這
樣
的
人
是
無
法
長
壽
的

，
因
為「

梅
開
過
早
，
不
睹
歲
寒。」





      

三
字
經
簡
說

 
下
面
將
介
紹
古
人
求
學
的
時
例
，

不
同
身
分
不
同
環
境
的
人
，
通
通
都

要
求
學
，
用
以
勉
勵
大
家
向
他
們

看
齊
，
把
握
機
會
學
習。

 

仲
尼
指
的
是
孔
子
，
孔
子
姓
孔
名

丘
字
仲
尼
。「

昔」
是
古
代
的
意
思
。

以
前
孔
子
也
曾
向
七
歲
的
項
橐
學
習
。

故
事
是
這
樣
的
：

 

有
一
天
項
橐
和
小
朋
友
在
路
上
玩

泥
巴
築
土
城
，
這
時
孔
子
和
他
的
學

生
正
好
坐
著
馬
車
經
過
，
小
朋
友
一

看
馬
車
來
都
避
開
了
，
只
有
項
橐
安

坐
在
土
城
中
不
動。

 

孔
子
便
下
車
來
問
他
為
什
何
不
避

開
車
子
？
他
說
：「

我
只
聽
車
子
避

開
城
而
走
，
從
來
沒
聽
說
為
了
讓
車

子
過
而
拆
掉
城
的
。」

孔
子
覺
得
他
說

的
有
理
，
就
叫
學
生
繞
道
而
行
了。

 

孔
子
又
對
項
橐
說
：「

你
年
紀
雖

小
懂
得
倒
不
少
。」

項
橐
便
說
：「

小

魚
崩
下
來
三
天
就
能
在
江
海
裏
面
游

；
兔
子
生
下
三
天
就
能
跳
三
畝
地
那

麼
遠
。
而
我
已
經
七
歲
，
當
然
懂
得
很

多
囉
！」

 




 
孔
子
就
問
他
：「

既
然
你
懂
很
多

，
那
麼
什
麼
山
沒
有
石
頭
？
什
麼
樹

沒
有
枝
葉
？
什
麼
火
沒
有
煙
？
什
麼

牛
不
生
小
牛
？
什
麼
馬
不
生
小
馬
？」

 

項
橐
很
輕
鬆
的
回
答
說
：「

土
山

沒
有
石
頭
，
枯
樹
沒
有
枝
葉
，
螢
火

沒
有
煙
，
泥
牛
不
生
小
牛
，
木
馬
不

生
小
馬。」


     

孔
子
聽
了
，
稱
讚
他
很
聰
明。

 

項
橐
卻
反
問
孔
子
說
：「
換
我
來

問
問
您
，
您
知
道
白
鵝
和
鴨
子
為
什

麼
能
浮
游
在
水
面
上
？
松
柏
為
什
麼

會
長
青
嗎
？」

 

孔
子
回
答
說
：「

白
鵝
和
鴨
子
的

腳
大
又
有
蹼
，
所
以
很
會
游
，
松
柏

的
樹
心
很
結
實
，
所
以
長
青。」

 

項
橐
歪
著
說
：「

不
對
呀
！
烏
龜

很
會
游
泳
，
牠
的
腳
雖
然
有
蹼
卻

不
大
，
竹
子
也
是
長
青
，
但
竹
心
卻

是
空
的
呀
！」

 

孔
子
一
時
也
答
不
出
來
，
對
著
在

旁
的
學
生
說
：「

這
個
孩
子
真
不

簡
單
，
常
識
這
麼
豐
富
，
我
還
得
向

他
學
才
對。」

 
 


 



 
 

孔
子
乃
生
而
知
之
的

聖
人
，
但
他
仍
為
處
處

求
學
不
以
為
足
。
有
一

據

話

說

：
「

聖

人

無

常
師
。」
聖
人
沒
有
一

定
的
老
師
，
他
學
習
任

何
人
的
優
點
，
向
不
同

的
人
領
教
，
所
以
學
問

自
然
與
我
們
大
不
相
同。

 
 

孔
子
也
曾
說
：「

三

人
行
必
有
我
師
焉
。」

三
個
人
中
必
有
一
位
可

以
作
為
我
的
老
師
，
值

得
我
向
他
學
習
的
。
孔

子
這
種
時
時
學
的
精
神

，
我
們
應
該
加
以
效
法

，
尤
其
在
這
知
識
爆
炸

時
代
，
更
需
如
此。

 



子
曰
：
三
人
行
必
有
我
師
焉
，

擇
其
善
者
而
從
之
，

其
不
善
者
而
改
之。《

論
語 

述
而》



 
                 

雪
廬
老
人

「

子

曰

：

三

人

行

必

有

我

師
焉。」


 

 
「

三
人」

，
有
注
解
說
，

三
人
包
括
本
人
在
內
。
除
了
我

之
外
，
另
外
還
有
二
人
。
若
三

人

的

行

為

都

相

同

，

固

然

是
好
，
假
使
一
個
好
一
個
壞

，
也
還
可
以
學
習。

「

擇
其
善
者
而
從
之
，
其
不

善
者
而
改
之。」


 

 

先
講
普
通
的
說
法
：
善
人、

不
善
的
人
，
二
者
都
是
我
的

老
師
。
學
其
中
善
者
的
行
為
，

或

是

改

去

其

中

不

善

者

的

行
為
，
都
是
就
改
正
自
己
的

身
行
來
解
釋。

  



 
 

另
一
種
說
法
，
兩
人
當
中

，
那
位
善
者
我
們
隨
著
他
學

，
不
善
者
我
們
去
改
正
人
。

若
夠
得
上
交
情
才
能
改
正
，

交
淺
不
可
言
深
，
所
以
這
種

說
法
不
能
采
取。

 
 

第
三
種
說
法
：
只
就
一
個

人
的
善
、
不
善
說
。
一
個
人
他

有
善
好
的
行
為
，
我
們
就
選

擇
順
從
學
他
，
至
於
他
的
不

善
言
行
就
不
要
學
。
人
不
會

是
全
好
，
也
不
會
全
不
好
。

這
個
說
法
最
好
，
人
不
是

聖
人
，
誰
能
無
過
？
人
有

善
行
，
就
學
他
的
善。

 



 
 

 
 

問
：
在
歷
史
上
岳
飛
是
民
族
英
雄
，
最
後
高
宗
九

道
金
牌
賜
死
，
他
安
然
接
受
。
如
果
岳
飛
真
明
白
皇
帝

的
心
意
，
為
什
麼
還
要
恢
復
北
方
？
如
果
不
聽
皇
帝

的
話
，
他
為
什
麼
不
反
抗
金
牌
，
繼
續
復
興
北
方
？
到

底
應
該
如
何
做
，
才
是
更
有
智
慧
的
忠
臣
？

 
 

答
：
他
的
做
法
就
是
最
有
智
慧
的

忠
臣
，
這
叫
現
身
說
法
，
表
演
給
社

會
大
眾
看
。
雖
然
他
沒
有
成
功
，
但
是

死
後
受
到
全
國
人
民
的
尊
敬
，
這
就

是
他
的
成
功
。
今
天
他
的
廟
在
杭
州
西

湖
邊
上
，
哪
一
個
海
內
外
的
遊
客
到

那
邊
觀
光
旅
遊
，
不
到
那
個
地
方
向

岳
飛
行
三
鞠
躬
禮
？
秦
檜
夫
婦
兩
個

造
成
鐵
像
跪
在
墳
墓
的
面
前
。
所
以
用

平
等
心
來
看
待
，
岳
飛
、
秦
檜
都
是
我

們
的
民
族
英
雄
。
他
們
都
是
教
訓
我

們
的
：
岳
飛
教
訓
我
們
要
盡
忠
報
國

，
秦
檜
教
訓
我
們
不
要
做
漢
奸
，
做

漢
奸
就
是
這
樣
的
下
場
。
應
當
做
好
人

，
不
要
做
壞
人
，
這
個
教
育
的
意
義

就
太
深
太
深
了
。
如
果
當
時
他
反
抗
，

那
是
叛
逆
，
這
不
是
他
母
親
教
給
他
的

。
他
母
親
教
給
他
在
家
要
盡
孝
，
在

國
家
要
盡
忠。
從
中
國
傳
統
教
育

去
看
，
才
能
理
解

他
為
什
麼
要
接
受。





    
岳
飛     

江
逸
子
老
師
繪



趙中令。讀魯論。
彼既仕。學且勤。

宋朝趙普(曾任中書令，後任宰相)好讀《論語》，雖然貴為
宰相，仍然勤奮的學習，並以「半部論語治天下」傳為美談
。(趙普以半部《論語》協助宋太祖趙匡胤治天下，又以半部
論語協助宋太宗治天下，可見《論語》的殊勝可貴。)	   



      

趙
普    

江
逸
子
老
師
繪



趙
中
令 

讀
魯
論 

彼
既
仕 

學
且
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因
緣
生
老
師 

 
 

「
趙」
即
指
趙
普。「

中
令」

是
中

書
令
的
省
稱
。
中
書
令
最
早
設
立
於

西
漢
，
東
漢
不
置
，
兩
晉
南
北
朝

沿
設
，
隋
朝
沿
用
，
但
為
避
隋
文
帝

父
楊
忠
諱
，
改
為
內
史
令
，
至
唐
時

復
為
中
書
令
。
宋
朝
初
年
，
除
趙
普
一

人
外
，
中
書
令
因
五
代
舊
制
只
作
為

親
王
、
使
相
的
兼
官
，
並
無
實
際
權
力

。「

魯
論」

則
是
指《

論
語》
。
在
漢

朝
的
時
候《

論
語》

存
世
有
三
個

版
本
，
分
別
為《

古
論
語》
《

齊

論
語》

和《

魯
論
語》

。
後
經
過
鄭
康

成
先
生
的
匯
集
整
理
，
才
有
了
今
天

我
們
所
看
到
的《

論
語》

二
十
篇。

 
《

宋
史
．
趙
普
傳》

記
載
，
趙
普

自
幼
熟
悉
吏
事
，
但
於
文
墨
上
卻
有

所
不
及
。
據
說
有
一
次
宋
太
祖
至
明
德

門
巡
察
，
見
城
門
上
貼
著
一
張
趙
普

寫
的
告
示
，
上
面
寫
著「

明
德
之
門

」

四
字
，
便
問
趙
普
：「

為
何
要
用

一
個『

之』

字
？」





趙
普
回
答
道
：「

此
為
語

助

詞
。

」

太

祖

聽

後

批

評
道
：「

明
德
門
便
是
明

德
門
，
加
個
之
字
，
又
能

起
到
什
麼
作
用
？」

於
是

就
勸
他
應
多
讀
書
。
趙
普

晚
年
手
不
釋
卷
，
每
退
朝

後
回
到
自
己
的
宅
院
，
即

刻

關

上

門

打

開

書

箱

拿

出
書
，
整
日
閱
讀。

到
第
二
天
處
理
政
事
的
時
候
，
總

是
應
對
如
流
。
他
去
世
後
，
家
裏

人
打
開
箱
子
一
看
，
裏
面
只
有
一

部《

論
語》

。 


 
 

有
一
句
很
有
名
的
話
叫「

半
部

論
語
治
天
下」

，
據
林
駧（

音
洞）

所
撰《

古
今
源
流
至
論》

記
載
，

說
是
趙
普
對
宋
太
祖
所
言
，
趙

普
曰
：「

《

論
語》

二
十
篇
，『

吾

以

一

半

佐

太

祖

定

天

下
。』

」
《

三
字
經
訓
詁》

云
：「

趙
普

曾
言
：『

吾
以
半
部《

論
語》

相

太
祖
，
以
半
部《

論
語》

相
今
皇

，
凡
治
世
安
民
，
皆
讀
論
語
之

功
也。』

」
 


 



 
 

這
句
話
我
們
不
能
望
文
生
義
，
趙

普
言
自
己
所
讀
是
整
部《

論
語》

，
但
僅
用
半
部
就
幫
太
祖
皇
帝
打

下
江
山
。
如
今
幫
太
宗
治
天
下
，
依

舊
用
半
部《

論
語》

便
足
夠
了
，

此
處
不
是
說
趙
普
只
讀
了
半
部《

論
語》

。 


 
 

「

彼
既
仕
，
學
且
勤」
，「

仕」

即
是
指
做
官
，
為
官
之
人
自
然
是

日
理
萬
機
，
操
勞
甚
多
。
即
便
如
此

，
趙
普
依
舊
能
堅
持
學
習
、
勤
奮

刻
苦
，
這
是
值
得
我
們
學
習
的。

 


 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