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︻
損
卦
、
益
卦
︼

(　)廿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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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

錄 
目 

錄



益 

卦  

目 

錄 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 
 

 
 

 
 

徐
醒
民
先
生
講 

儒
學
小
組
記 

損
卦 

○

序
卦
曰
：﹁
緩
必
有
所
失
，
故
受
之
以
損
。
﹂ 

崔
憬
曰
：
宥
罪
緩
死
，
失
之
于
僥
倖
，
有
損
于
政
刑
，
故
言
﹁
緩
必
有
所
失
，
故
受
之
以

損
﹂
者
也
。 

疏
：
解
象
曰
，

﹁
君
子
以
赦
過
宥
罪
﹂，
故
言
﹁
宥
罪
緩

死
﹂。

緩
則
刑
罰
不
中
，

故
﹁
失
之
于
僥
倖
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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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卦
】

一

益 

卦  

目 

錄 

周
易
集
解
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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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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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醒
民
先
生
講 

儒
學
小
組
記 

損
卦 

○

序
卦
曰
：﹁
緩
必
有
所
失
，
故
受
之
以
損
。
﹂ 

崔
憬
曰
：
宥
罪
緩
死
，
失
之
于
僥
倖
，
有
損
于
政
刑
，
故
言
﹁
緩
必
有
所
失
，
故
受
之
以

損
﹂
者
也
。 

疏
：
解
象
曰
，

﹁
君
子
以
赦
過
宥
罪
﹂，
故
言
﹁
宥
罪
緩

死
﹂。

緩
則
刑
罰
不
中
，

故
﹁
失
之
于
僥
倖
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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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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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卦
】

二

 

﹁
有
損
于
政
刑
﹂
矣
。

左
傳
曰
﹁
需
者
事
之
賊
﹂，
故
﹁
緩
必
有
所
失
﹂
而
﹁
受
之
以
損
﹂
也
。

○

損
。
有
孚
，
元
吉
无
咎
，
可
貞
，
利
有
攸
往
。
曷
之
用
？
二
簋
可
用
享
。 

兌
下
艮
上
，

損
。 

鄭
玄
曰
：
艮
為
山
，
兌
為
澤
，
互
體
坤
，
坤
為
地
。
山
在
地
上
，
澤
在
地
下
，
澤
以
自
損
，

增
山
之
高
也
。
猶
諸
侯
損
其
國
之
富
，
以
貢
獻
于
天
子
，
故
謂
之
損
矣
。 

疏
：
上
山
下
澤
，

互
體
為
坤
。

﹁
艮
為
山
﹂，

﹁
兌
為
澤
﹂，

﹁
坤
為
地
﹂，
皆
說
卦
文
。

山
在
澤
上
，

澤
愈
深
則
山
愈
高
，

故
曰
，

﹁
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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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卦
】

三

 

﹁
有
損
于
政
刑
﹂
矣
。

左
傳
曰
﹁
需
者
事
之
賊
﹂，
故
﹁
緩
必
有
所
失
﹂
而
﹁
受
之
以
損
﹂
也
。

○

損
。
有
孚
，
元
吉
无
咎
，
可
貞
，
利
有
攸
往
。
曷
之
用
？
二
簋
可
用
享
。 

兌
下
艮
上
，

損
。 

鄭
玄
曰
：
艮
為
山
，
兌
為
澤
，
互
體
坤
，
坤
為
地
。
山
在
地
上
，
澤
在
地
下
，
澤
以
自
損
，

增
山
之
高
也
。
猶
諸
侯
損
其
國
之
富
，
以
貢
獻
于
天
子
，
故
謂
之
損
矣
。 

疏
：
上
山
下
澤
，

互
體
為
坤
。

﹁
艮
為
山
﹂，

﹁
兌
為
澤
﹂，

﹁
坤
為
地
﹂，
皆
說
卦
文
。

山
在
澤
上
，

澤
愈
深
則
山
愈
高
，

故
曰
，

﹁
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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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卦
】

四

 以
自
損
，
增
山
之
高
﹂。

天

子
以
土
田
封
諸
侯
，

諸
侯
以
貢
賦
獻
天
子
。
損
國
富
以
益
上
，

即
九
貢
之
法
也
。

有
孚
，
元
吉
无
咎
，
可
貞
，
利
有
攸
往
。 

虞
翻
曰
：
泰
初
之
上
，
損
下
益
上
以
據
二
陰
，
故
﹁
有
孚
，
元
吉
无
咎
﹂。
艮
男
居
上
，

兌
女
在
下
，
男
女
位
正
，
故
﹁
可
貞
，
利
有
攸
往
﹂
矣
。 

從
三
陽
三
陰
之
例
，

卦
自
泰
來
，
故
云

﹁
泰
初
之
上
﹂。

損
乾
之
下

以
益
坤
上
，

下
據
二
陰
，

體
象
中
孚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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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卦
】

五

 以
自
損
，
增
山
之
高
﹂。

天

子
以
土
田
封
諸
侯
，

諸
侯
以
貢
賦
獻
天
子
。
損
國
富
以
益
上
，

即
九
貢
之
法
也
。

有
孚
，
元
吉
无
咎
，
可
貞
，
利
有
攸
往
。 

虞
翻
曰
：
泰
初
之
上
，
損
下
益
上
以
據
二
陰
，
故
﹁
有
孚
，
元
吉
无
咎
﹂。
艮
男
居
上
，

兌
女
在
下
，
男
女
位
正
，
故
﹁
可
貞
，
利
有
攸
往
﹂
矣
。 

從
三
陽
三
陰
之
例
，

卦
自
泰
來
，
故
云

﹁
泰
初
之
上
﹂。

損
乾
之
下

以
益
坤
上
，

下
據
二
陰
，

體
象
中
孚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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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卦
】

六

 

故
曰
﹁
有
孚
﹂。

孚
故
吉
，

泰
初
乾
元
之
上
，

故
﹁
元
吉
﹂。
失
位
宜
咎
，

元
吉
，

故
﹁
无
咎
﹂。 

繫
曰
，

﹁
天
地
壹 

，
萬
物
化
醇
。
男
女
搆
精
，
萬
物

化
生
﹂。﹁

﹂

﹁
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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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卦
】

七

 

故
曰
﹁
有
孚
﹂。

孚
故
吉
，

泰
初
乾
元
之
上
，

故
﹁
元
吉
﹂。
失
位
宜
咎
，

元
吉
，

故
﹁
无
咎
﹂。 

繫
曰
，

﹁
天
地
壹 

，
萬
物
化
醇
。
男
女
搆
精
，
萬
物

化
生
﹂。﹁

﹂

﹁
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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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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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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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 

虞
彼
注
云
，
在

﹁
艮
男
兌
女
，
乾
為

精
﹂。

﹁
損
反
成
益
﹂，

﹁
萬
物
出
震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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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卦
】

九

 

虞
彼
注
云
，
在

﹁
艮
男
兌
女
，
乾
為

精
﹂。

﹁
損
反
成
益
﹂，

﹁
萬
物
出
震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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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卦
】

一
〇

 

此
言
﹁
男
女
位
正
﹂
者
，

正
明
搆
精
化
生
所
以
﹁
可
貞
﹂。

非
謂
此
為
貞
也
。

﹁
可
貞
﹂，
謂
二
五
也
。

二
五
失
位

二
當
貞
五
則
成
益
萬
物
化
生
，

則
上
益
三
而
亦
正
也
。

﹁
利
有
攸
往
﹂，
謂
三
也
，
與
上
爻

辭
同
義
。
損
家
損
下
，

故
二
益
五
自
二
往
，
上
益

三
則
自
三
往
。

﹁

﹂

曷
之
用
？
二
簋
可
用
享
。 

崔
憬
曰
：
曷
，
何
也
。
言
其
道
上
行
，
將
何
所
用
可
用
？
二
簋
而
享
也
。
以
喻
損
下
益
上
，

惟
在
乎
心
。
何
必
竭
于
不
足
，
而
補
有
餘
者
也
。 

疏
﹁
曷
，
何
也
﹂。

說
文
文
。
言
乾
初
行
于
坤
上
，

其
道
將
何
所
用
也
？

可
用
二
簋
以
享
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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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卦
】

一
一

 

此
言
﹁
男
女
位
正
﹂
者
，

正
明
搆
精
化
生
所
以
﹁
可
貞
﹂。

非
謂
此
為
貞
也
。

﹁
可
貞
﹂，
謂
二
五
也
。

二
五
失
位

二
當
貞
五
則
成
益
萬
物
化
生
，

則
上
益
三
而
亦
正
也
。

﹁
利
有
攸
往
﹂，
謂
三
也
，
與
上
爻

辭
同
義
。
損
家
損
下
，

故
二
益
五
自
二
往
，
上
益

三
則
自
三
往
。

﹁

﹂

曷
之
用
？
二
簋
可
用
享
。 

崔
憬
曰
：
曷
，
何
也
。
言
其
道
上
行
，
將
何
所
用
可
用
？
二
簋
而
享
也
。
以
喻
損
下
益
上
，

惟
在
乎
心
。
何
必
竭
于
不
足
，
而
補
有
餘
者
也
。 

疏
﹁
曷
，
何
也
﹂。

說
文
文
。
言
乾
初
行
于
坤
上
，

其
道
將
何
所
用
也
？

可
用
二
簋
以
享
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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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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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二

 也
。

損
益
在
心
，

不
可
益
彼
虧
此
，

當
損
之
時
，
雖
二
簋
亦
可
用
享
。

若
竭
不
足
而
補
有
餘
，

，
則
非
善
用
其
損
者
也
。

案
，

互
體
坤
，

坤
為
用
。

二
正
五
成
益
，

爻
位
上
為
宗
廟
，

又
艮
為
門
闕
，

有
宗
廟
之
象
，

坤
鬼
居

之
，

﹁

﹂
有
祖
宗
之
象
。

互
震
為
長
子
主
祭
，

坤
形
下
為
器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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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卦
】

一
三

 也
。

損
益
在
心
，

不
可
益
彼
虧
此
，

當
損
之
時
，
雖
二
簋
亦
可
用
享
。

若
竭
不
足
而
補
有
餘
，

，
則
非
善
用
其
損
者
也
。

案
，

互
體
坤
，

坤
為
用
。

二
正
五
成
益
，

爻
位
上
為
宗
廟
，

又
艮
為
門
闕
，

有
宗
廟
之
象
，

坤
鬼
居

之
，

﹁

﹂
有
祖
宗
之
象
。

互
震
為
長
子
主
祭
，

坤
形
下
為
器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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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卦
】

一
四

 

艮
手

執
之
，

享
祭
之
象
也
。

簋

盛
黍
稷
器
，

圓
曰
簋
，

方
曰
簠
。

考
工
記
，

﹁

人
為
簋
﹂，

則
簋
以
瓦
為
之
。

坤
為
土
，
上
之
三
成
兩
離
，

離
火
燒
土
而
中
虛
，

體
乾
為
圜
，
在
祭
器
則
簋
也
。 

﹁
二
簋
﹂
者
，

明
堂
位
，

曰
﹁
周
之
八
簋
﹂，

祭
義
曰
，

﹁
八
簋
之
實
﹂，

鄭
注
，

﹁
天

子
之
祭
八
簋
﹂。

簋
有
八
而
稱
二
者
，

三
禮
圖

﹁
簠

盛
稻
梁
，
簋
盛
黍
稷
﹂，

﹁
二
簋
﹂
者
，

舉
黍
與
稷
也
。

且
震
仰
似
盂
，

有
簋
象
焉
。

震
稼
反
生
，

有
簋
盛
黍
稷
之
象
焉
。
又
自
初
至
五
為
兼
震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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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卦
】

一
五

 

艮
手

執
之
，

享
祭
之
象
也
。

簋

盛
黍
稷
器
，

圓
曰
簋
，

方
曰
簠
。

考
工
記
，

﹁

人
為
簋
﹂，

則
簋
以
瓦
為
之
。

坤
為
土
，
上
之
三
成
兩
離
，

離
火
燒
土
而
中
虛
，

體
乾
為
圜
，
在
祭
器
則
簋
也
。 

﹁
二
簋
﹂
者
，

明
堂
位
，

曰
﹁
周
之
八
簋
﹂，

祭
義
曰
，

﹁
八
簋
之
實
﹂，

鄭
注
，

﹁
天

子
之
祭
八
簋
﹂。

簋
有
八
而
稱
二
者
，

三
禮
圖

﹁
簠

盛
稻
梁
，
簋
盛
黍
稷
﹂，

﹁
二
簋
﹂
者
，

舉
黍
與
稷
也
。

且
震
仰
似
盂
，

有
簋
象
焉
。

震
稼
反
生
，

有
簋
盛
黍
稷
之
象
焉
。
又
自
初
至
五
為
兼
震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一
六

 

有
二
簋
之
象
焉
。 

謂
益
道
成
既
濟
定
，

耒
耨
之
利
，

薦
之
宗
廟
。

當
泰
之
後
，

王
者
治
定
制
禮
也
。

又
鄭
謂
木
器
而
圓
，

簋
象
也
。

震
為
木
，
故
曰
木
器
。
二
升
五
用
二
簋
以
享
于
上
，

上
右
五
而
益
三
，

乃
成
既
濟
。

今
彖
注
，

﹁
二
簋
應
有
時
﹂
謂
春
秋
，

﹁
損
剛
益
柔
﹂
謂
冬
夏
。

既
濟
既
定
，

四
時
乃
備
。

二
簋
之
象
，
明
當
在
上
益
三
之
後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一
七

 

有
二
簋
之
象
焉
。 

謂
益
道
成
既
濟
定
，

耒
耨
之
利
，

薦
之
宗
廟
。

當
泰
之
後
，

王
者
治
定
制
禮
也
。

又
鄭
謂
木
器
而
圓
，

簋
象
也
。

震
為
木
，
故
曰
木
器
。
二
升
五
用
二
簋
以
享
于
上
，

上
右
五
而
益
三
，

乃
成
既
濟
。

今
彖
注
，

﹁
二
簋
應
有
時
﹂
謂
春
秋
，

﹁
損
剛
益
柔
﹂
謂
冬
夏
。

既
濟
既
定
，

四
時
乃
備
。

二
簋
之
象
，
明
當
在
上
益
三
之
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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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卦
】

一
八

 

○

彖
曰
：﹁
損
，
損
下
益
上
，
其
道
上
行
。
損
而
有
孚
，
元
吉
无
咎
，
可
貞
，

利
有
攸
往
。
曷
之
用
？
二
簋
可
用
享
。
二
簋
應
有
時
，
損
剛
益
柔
有
時
，

損
益
盈
虛
，
與
時
偕
行
。
﹂ 

損
，
損
下
益
上
，
其
道
上
行
。 

蜀
才
曰
：
此
本
泰
卦
。 

案
：
坤
之
上
六
下
處
乾
三
，
乾
之
九
三
上
升
坤
六
，
損
下
益
上
者
也
。
陽
德
上
行
，
故
曰

﹁
其
道
上
行
﹂
也

疏
卦
自
泰
來
，
故
云
﹁
此
本
泰
卦
﹂。
外
坤
上
六
之
乾
三
，

內
乾
九
三
之
坤
六
，

故
云
﹁
損
下
益
上
﹂。
以
九
居
上
，

故
云
﹁
陽
德
上

行
﹂。
乾
為
道
，
震
為
行
，

故
﹁
其
道
上
行
﹂
也
。
此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一
九

 

○

彖
曰
：﹁
損
，
損
下
益
上
，
其
道
上
行
。
損
而
有
孚
，
元
吉
无
咎
，
可
貞
，

利
有
攸
往
。
曷
之
用
？
二
簋
可
用
享
。
二
簋
應
有
時
，
損
剛
益
柔
有
時
，

損
益
盈
虛
，
與
時
偕
行
。
﹂ 

損
，
損
下
益
上
，
其
道
上
行
。 

蜀
才
曰
：
此
本
泰
卦
。 

案
：
坤
之
上
六
下
處
乾
三
，
乾
之
九
三
上
升
坤
六
，
損
下
益
上
者
也
。
陽
德
上
行
，
故
曰

﹁
其
道
上
行
﹂
也

疏
卦
自
泰
來
，
故
云
﹁
此
本
泰
卦
﹂。
外
坤
上
六
之
乾
三
，

內
乾
九
三
之
坤
六
，

故
云
﹁
損
下
益
上
﹂。
以
九
居
上
，

故
云
﹁
陽
德
上

行
﹂。
乾
為
道
，
震
為
行
，

故
﹁
其
道
上
行
﹂
也
。
此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二
〇

 云
三
之
上
。
虞
云
，

初
之
上
，
當
從
虞
義
。

損
而
有
孚
。 

荀
爽
曰
：
謂
損
乾
之
三
，
居
上
孚
二
陰
也
。 損

乾
之
三
，

上

居
坤
六
。

下
孚
二
陰
，

故
曰
﹁
有
孚
﹂。

元
吉
无
咎
。 

荀
爽
曰
：
居
上
據
陰
，
故
﹁
元
吉
无
咎
﹂。
以
未
得
位
，
嫌
于
咎
也
。 

疏
以
乾
初
元
陽
，
上
居
于
坤
，
下
據
二
陰
，
故
﹁
元
吉
﹂。
未
得
位
，

嫌
于
有
咎
。

元
吉
，
故
﹁
无
咎
﹂
也
。 

可
貞
。 荀

爽
曰
：
少
男
在
上
，
少
女
雖
年
尚
幼
，
必
當
相
承
，
故
曰
﹁
可
貞
﹂。 

少
男
居
少
女
之
上
，
以
女
承
男
，
故
曰
﹁
可
貞
﹂。

利
有
攸
往
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二
一

 云
三
之
上
。
虞
云
，

初
之
上
，
當
從
虞
義
。

損
而
有
孚
。 

荀
爽
曰
：
謂
損
乾
之
三
，
居
上
孚
二
陰
也
。 損

乾
之
三
，

上

居
坤
六
。

下
孚
二
陰
，

故
曰
﹁
有
孚
﹂。

元
吉
无
咎
。 

荀
爽
曰
：
居
上
據
陰
，
故
﹁
元
吉
无
咎
﹂。
以
未
得
位
，
嫌
于
咎
也
。 

疏
以
乾
初
元
陽
，
上
居
于
坤
，
下
據
二
陰
，
故
﹁
元
吉
﹂。
未
得
位
，

嫌
于
有
咎
。

元
吉
，
故
﹁
无
咎
﹂
也
。 

可
貞
。 荀

爽
曰
：
少
男
在
上
，
少
女
雖
年
尚
幼
，
必
當
相
承
，
故
曰
﹁
可
貞
﹂。 

少
男
居
少
女
之
上
，
以
女
承
男
，
故
曰
﹁
可
貞
﹂。

利
有
攸
往
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二
二

 

荀
爽
曰
：
謂
陽
利
往
居
上
。
損
者
，
損
下
益
上
，
故
利
往
居
上
。 

往
，
往
居
上
，

損
下
之
陽
，

以
益
上
陰
，
故
，

﹁
陽
利
往
居
上
﹂
也
。

曷
之
用
？
二
簋
可
用
享
。 

荀
爽
曰
：﹁
二
簋
﹂
謂
上
體
二
陰
也
。
上
為
宗
廟
。
簋
者
，
宗
廟
之
器
，
故
可
享
獻
也
。 

陰
虛
能
受
，

故
﹁
二
簋
謂
上
體
二
陰
也
﹂。

爻
位
，

上
為
宗
廟
，

簋
者
，
宗
廟

之
祭
器
，

故

﹁
可
用
享
﹂
也
。

又
王
弼
注
，

﹁
曷
，
辭
也
﹂。

﹁
曷
之

用
，
言
何
用
豐
為
也
﹂。

﹁
二
簋
，
質
薄
之
器
也
﹂。﹁

行
損
以
信
﹂，﹁

雖
二
簋
可
用
享
﹂。

二
簋
應
有
時
，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二
三

 

荀
爽
曰
：
謂
陽
利
往
居
上
。
損
者
，
損
下
益
上
，
故
利
往
居
上
。 

往
，
往
居
上
，

損
下
之
陽
，

以
益
上
陰
，
故
，

﹁
陽
利
往
居
上
﹂
也
。

曷
之
用
？
二
簋
可
用
享
。 

荀
爽
曰
：﹁
二
簋
﹂
謂
上
體
二
陰
也
。
上
為
宗
廟
。
簋
者
，
宗
廟
之
器
，
故
可
享
獻
也
。 

陰
虛
能
受
，

故
﹁
二
簋
謂
上
體
二
陰
也
﹂。

爻
位
，

上
為
宗
廟
，

簋
者
，
宗
廟

之
祭
器
，

故

﹁
可
用
享
﹂
也
。

又
王
弼
注
，

﹁
曷
，
辭
也
﹂。

﹁
曷
之

用
，
言
何
用
豐
為
也
﹂。

﹁
二
簋
，
質
薄
之
器
也
﹂。﹁

行
損
以
信
﹂，﹁

雖
二
簋
可
用
享
﹂。

二
簋
應
有
時
，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二
四

 

虞
翻

：﹁
時
﹂
謂
春
秋
也
。
損
二
之
五
，
震
二
月
，
益
正
月
，
春
也
。
損
七
月
，
兌
八

月
，
秋
也
。
謂
﹁
春
秋
祭
祀
，
以
時
思
之
﹂。
艮
為
﹁
時
﹂，
震
為
﹁
應
﹂，
故
﹁
應
有
時
﹂
也
。

﹁
時
謂
春
秋
﹂

者
，

謂
春
禘
秋
嘗
也
。

損
二
之
五
成
益
內
體
震
，

震
，
四
正
卦
，
值
春
二
月
，

益
于
消

息
為
正
月
卦
，

故
云
﹁
春
也
﹂。 

損
于
消
息
為
七
月
卦
，

內
體
兌
，

兌

四
正
卦
，
值
秋
八
月
，

故
云
﹁
秋

也
﹂。 ﹁

春
秋
祭
祀
，
以
時
思
之
﹂，
孝
經
文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二
五

 

虞
翻

：﹁
時
﹂
謂
春
秋
也
。
損
二
之
五
，
震
二
月
，
益
正
月
，
春
也
。
損
七
月
，
兌
八

月
，
秋
也
。
謂
﹁
春
秋
祭
祀
，
以
時
思
之
﹂。
艮
為
﹁
時
﹂，
震
為
﹁
應
﹂，
故
﹁
應
有
時
﹂
也
。

﹁
時
謂
春
秋
﹂

者
，

謂
春
禘
秋
嘗
也
。

損
二
之
五
成
益
內
體
震
，

震
，
四
正
卦
，
值
春
二
月
，

益
于
消

息
為
正
月
卦
，

故
云
﹁
春
也
﹂。 

損
于
消
息
為
七
月
卦
，

內
體
兌
，

兌

四
正
卦
，
值
秋
八
月
，

故
云
﹁
秋

也
﹂。 ﹁

春
秋
祭
祀
，
以
時
思
之
﹂，
孝
經
文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二
六

 

祭
義
曰
：

﹁
春
禘
秋
嘗
，
霜
露
既
降
，
君
子
履
之
，

必
有
悽
愴
之
心
，
春
露
既
濡
，
君
子
履
之
，
必
有
怵
惕
之
心
，
如
將
見
之
﹂，

此

﹁
以
時
思
之
﹂
之
事
也
。

艮
彖
曰
，

﹁
動
靜
不
失
其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二
七

 

祭
義
曰
：

﹁
春
禘
秋
嘗
，
霜
露
既
降
，
君
子
履
之
，

必
有
悽
愴
之
心
，
春
露
既
濡
，
君
子
履
之
，
必
有
怵
惕
之
心
，
如
將
見
之
﹂，

此

﹁
以
時
思
之
﹂
之
事
也
。

艮
彖
曰
，

﹁
動
靜
不
失
其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二
八

 時
﹂，
故
﹁
為
時
﹂。

震
巽
﹁
同
聲

相
應
﹂，
故
﹁
為
應
﹂。

上
之
三
成
既
濟
，

六
爻
有
應
，

故
﹁
應

有
時
﹂
也
。

損
剛
益
柔
有
時
， 

虞
翻
曰
：
謂
冬
夏
也
。
二
五
已
易
成
益
，
坤
為
柔
。
謂
損
益
上
之
三
成
既
濟
，
坎
冬
離
夏
，

故
﹁
損
剛
益
柔
有
時
﹂。 

﹁
謂
冬
夏
﹂
者
，
體
成
既
濟
也
。

二
五
易
位
，體

已
成
益
，
益
互
坤
為
柔
。

損
上
九
之
剛
，
益
六
三
之
柔
，

體
成
既
濟

，

坎
北
屬
冬
，

離
南
屬

夏
，

故
﹁
損
剛
益
柔
有
時
﹂
也
。

損
益
盈
虛
，
與
時
偕
行
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二
九

 時
﹂，
故
﹁
為
時
﹂。

震
巽
﹁
同
聲

相
應
﹂，
故
﹁
為
應
﹂。

上
之
三
成
既
濟
，

六
爻
有
應
，

故
﹁
應

有
時
﹂
也
。

損
剛
益
柔
有
時
， 

虞
翻
曰
：
謂
冬
夏
也
。
二
五
已
易
成
益
，
坤
為
柔
。
謂
損
益
上
之
三
成
既
濟
，
坎
冬
離
夏
，

故
﹁
損
剛
益
柔
有
時
﹂。 

﹁
謂
冬
夏
﹂
者
，
體
成
既
濟
也
。

二
五
易
位
，體

已
成
益
，
益
互
坤
為
柔
。

損
上
九
之
剛
，
益
六
三
之
柔
，

體
成
既
濟

，

坎
北
屬
冬
，

離
南
屬

夏
，

故
﹁
損
剛
益
柔
有
時
﹂
也
。

損
益
盈
虛
，
與
時
偕
行
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三
〇

 

虞
翻
曰
：
乾
為
﹁
盈
﹂，
坤
為
﹁
虛
﹂，
損
剛
益
柔
，
故
﹁
損
益
盈
虛
﹂。
謂
泰
初
之
上
，

損
二
之
五
，
益
上
之
三
，
變
通
趨
時
，
故
﹁
與
時
偕
行
﹂。 

月
十
五
，

乾
盈
于

甲
，

故
﹁
乾
為
盈
﹂。

月
虛
為
晦
，

坤

喪
乙
滅
癸
，

故
﹁
坤
為
虛
﹂。
損

乾
剛
以
益
坤
柔
，

故
曰
﹁
損
益
盈
虛
﹂。

泰
初
之
上
成
損
，

損

二

之
五
成
益
，

益
上
之
三
成

既
濟
。繫

下
曰
，

﹁
變
通
者
，
趨
時
者
也
﹂，

唯
其
變
通
，
故
﹁
與
時
偕
行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三
一

 

虞
翻
曰
：
乾
為
﹁
盈
﹂，
坤
為
﹁
虛
﹂，
損
剛
益
柔
，
故
﹁
損
益
盈
虛
﹂。
謂
泰
初
之
上
，

損
二
之
五
，
益
上
之
三
，
變
通
趨
時
，
故
﹁
與
時
偕
行
﹂。 

月
十
五
，

乾
盈
于

甲
，

故
﹁
乾
為
盈
﹂。

月
虛
為
晦
，

坤

喪
乙
滅
癸
，

故
﹁
坤
為
虛
﹂。
損

乾
剛
以
益
坤
柔
，

故
曰
﹁
損
益
盈
虛
﹂。

泰
初
之
上
成
損
，

損

二

之
五
成
益
，

益
上
之
三
成

既
濟
。繫

下
曰
，

﹁
變
通
者
，
趨
時
者
也
﹂，

唯
其
變
通
，
故
﹁
與
時
偕
行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三
二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三
三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三
四

 

虞
翻
曰
：
君
子
，
泰
乾
。
乾
陽
剛
武
為
﹁
忿
﹂，
坤
陰
吝
嗇
為
﹁
欲
﹂。
損
乾
之
初
成
兌
說
，

故
﹁
徵
忿
﹂。
初
上
據
坤
，
艮
為
山
，
故
﹁
窒
欲
﹂
也
。 

﹁
山
下
有
澤
﹂，

潤
通
乎
上
，

﹁
損
下
益
上
﹂

之
象
也
。

澤
以
滌
山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三
五

 

虞
翻
曰
：
君
子
，
泰
乾
。
乾
陽
剛
武
為
﹁
忿
﹂，
坤
陰
吝
嗇
為
﹁
欲
﹂。
損
乾
之
初
成
兌
說
，

故
﹁
徵
忿
﹂。
初
上
據
坤
，
艮
為
山
，
故
﹁
窒
欲
﹂
也
。 

﹁
山
下
有
澤
﹂，

潤
通
乎
上
，

﹁
損
下
益
上
﹂

之
象
也
。

澤
以
滌
山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三
六

 

山
以
鎮
澤
，

﹁
徵
忿
窒
欲
﹂
之
象
也
。

乾
為
君
子
，

卦
自
泰
來
，

故
云
﹁
君
子
，
泰

乾
﹂
也
。

楚
語
曰
，

﹁
天
事
武
﹂，

韋
注
云
，

﹁
乾
稱
剛
健
，
故
武
﹂。

剛
武
之
象
，
有
似
于
忿
，

故
云
﹁
乾

陽
剛
武
為
忿
﹂。

說
卦
曰
，

﹁
坤
為
吝
嗇
﹂。

說
文
曰
﹁
欲
，
貪
欲
也
﹂。

吝
嗇
之

義
，
近
于
貪
欲
，
故
云
﹁
坤
陰
吝
嗇
為
欲
﹂。

﹁
徵
﹂，

劉
巘
作
﹁
懲
﹂，

蜀
才
作
﹁
澄
﹂。

鄭
云
，

﹁
徵
猶
清
也
﹂，

劉
云
﹁
懲
，
清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三
七

 

山
以
鎮
澤
，

﹁
徵
忿
窒
欲
﹂
之
象
也
。

乾
為
君
子
，

卦
自
泰
來
，

故
云
﹁
君
子
，
泰

乾
﹂
也
。

楚
語
曰
，

﹁
天
事
武
﹂，

韋
注
云
，

﹁
乾
稱
剛
健
，
故
武
﹂。

剛
武
之
象
，
有
似
于
忿
，

故
云
﹁
乾

陽
剛
武
為
忿
﹂。

說
卦
曰
，

﹁
坤
為
吝
嗇
﹂。

說
文
曰
﹁
欲
，
貪
欲
也
﹂。

吝
嗇
之

義
，
近
于
貪
欲
，
故
云
﹁
坤
陰
吝
嗇
為
欲
﹂。

﹁
徵
﹂，

劉
巘
作
﹁
懲
﹂，

蜀
才
作
﹁
澄
﹂。

鄭
云
，

﹁
徵
猶
清
也
﹂，

劉
云
﹁
懲
，
清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三
八

 

卦
取
兌
澤
，

故
訓
清
。

欲
泰
乾
初
九
，
下
體
成
兌
，﹁
說
萬
物
者
，
莫
說
乎
澤
﹂，

澤
取
乎
清
，

故
﹁
徵
忿
﹂。 

乾
初
之
上
，

據
坤
體
艮
，

艮
為
山
，

又
為
止
，

窒
，
塞
也
。

艮
象
山
止
，

故
﹁
窒

欲
﹂
也
。

繫
下
曰
﹁
損
，
德
之
修
也
﹂。

修
主
減
損
，
故
﹁
徵
忿

窒
欲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三
九

 

卦
取
兌
澤
，

故
訓
清
。

欲
泰
乾
初
九
，
下
體
成
兌
，﹁
說
萬
物
者
，
莫
說
乎
澤
﹂，

澤
取
乎
清
，

故
﹁
徵
忿
﹂。 

乾
初
之
上
，

據
坤
體
艮
，

艮
為
山
，

又
為
止
，

窒
，
塞
也
。

艮
象
山
止
，

故
﹁
窒

欲
﹂
也
。

繫
下
曰
﹁
損
，
德
之
修
也
﹂。

修
主
減
損
，
故
﹁
徵
忿

窒
欲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四
〇

 

 

虞
翻
曰
：
祀
，
祭
祀
，
坤
為
事
，
謂
二
也
。
遄
，
速
，
酌
，
取
也
。
二
失
正
，
初
利
二
速

往
合
志
于
五
，
得
正
无
咎
，
已
得
之
應
，
故
﹁
遄
往
，
无
咎
，
酌
損
之
﹂。
象
曰
﹁
上
合
志
也
﹂。

﹁
祀
﹂
舊
作
﹁
巳
﹂
也
。 

釋
詁
曰

﹁
祀
，
祭
也
﹂。

故
云
﹁
祀
，
祭
祀
﹂。

坤
﹁
發
于
事
業
﹂，

故
﹁
為
事
﹂。

二
簋
用

享
，

故
舉
﹁
祀
事
﹂。

用
享
者
二
，

故
﹁
謂
二
也
﹂。﹁
遄
，
速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四
一

 

 

虞
翻
曰
：
祀
，
祭
祀
，
坤
為
事
，
謂
二
也
。
遄
，
速
，
酌
，
取
也
。
二
失
正
，
初
利
二
速

往
合
志
于
五
，
得
正
无
咎
，
已
得
之
應
，
故
﹁
遄
往
，
无
咎
，
酌
損
之
﹂。
象
曰
﹁
上
合
志
也
﹂。

﹁
祀
﹂
舊
作
﹁
巳
﹂
也
。 

釋
詁
曰

﹁
祀
，
祭
也
﹂。

故
云
﹁
祀
，
祭
祀
﹂。

坤
﹁
發
于
事
業
﹂，

故
﹁
為
事
﹂。

二
簋
用

享
，

故
舉
﹁
祀
事
﹂。

用
享
者
二
，

故
﹁
謂
二
也
﹂。﹁
遄
，
速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四
二

 

釋
詁
文
。

坊
記
，

﹁
上
酌
民
言
﹂，

鄭
注
云
，

﹁
酌

猶
取
也
﹂。

﹁
酌
﹂
與
﹁
勺
﹂
同
，

說
文
云
，

﹁
勺
，
挹
取
也
﹂，

故
云
﹁
酌
，
取
也
﹂。

初
應
四
比
二
，

四

得
正
而
二
不
得
正
，

故
﹁
初
利
二
速
往
合
志
于
五
﹂。
二
五
易
位
，

則
二
得
正
无
咎
，

已
得
之
應
于
四
。

初
曰
﹁
遄
往
﹂，

四
曰
﹁
遄
喜
﹂，

皆
謂
二
，

速
往
五

而
喜
也
。

陰
陽
得
正

故
﹁
无
咎
﹂。

二
居
五
，
取
上
益
三
，

故
二
與
上
皆
云
﹁
弗
損

益
之
﹂，
謂
益
三
也
。

酌
損
上
以
益
三
，
故
曰
﹁
酌
損
之
﹂，

象
曰
﹁
上
合
志
﹂
是
也
。

﹁
祀
舊
作
巳
也
﹂
者
，

鄭
詩
譜
云
，

﹁
子
思
論
詩
於
穆
不
巳
﹂，

孟
仲
子
曰
﹁
於
穆
不
祀
﹂，

是
﹁
巳
﹂﹁
祀
﹂
古
字
通
也
。

劉
熙
釋
名
，

﹁
殷
曰
祀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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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四
三

 

釋
詁
文
。

坊
記
，

﹁
上
酌
民
言
﹂，

鄭
注
云
，

﹁
酌

猶
取
也
﹂。

﹁
酌
﹂
與
﹁
勺
﹂
同
，

說
文
云
，

﹁
勺
，
挹
取
也
﹂，

故
云
﹁
酌
，
取
也
﹂。

初
應
四
比
二
，

四

得
正
而
二
不
得
正
，

故
﹁
初
利
二
速
往
合
志
于
五
﹂。
二
五
易
位
，

則
二
得
正
无
咎
，

已
得
之
應
于
四
。

初
曰
﹁
遄
往
﹂，

四
曰
﹁
遄
喜
﹂，

皆
謂
二
，

速
往
五

而
喜
也
。

陰
陽
得
正

故
﹁
无
咎
﹂。

二
居
五
，
取
上
益
三
，

故
二
與
上
皆
云
﹁
弗
損

益
之
﹂，
謂
益
三
也
。

酌
損
上
以
益
三
，
故
曰
﹁
酌
損
之
﹂，

象
曰
﹁
上
合
志
﹂
是
也
。

﹁
祀
舊
作
巳
也
﹂
者
，

鄭
詩
譜
云
，

﹁
子
思
論
詩
於
穆
不
巳
﹂，

孟
仲
子
曰
﹁
於
穆
不
祀
﹂，

是
﹁
巳
﹂﹁
祀
﹂
古
字
通
也
。

劉
熙
釋
名
，

﹁
殷
曰
祀
﹂。



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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纂
疏
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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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四
四

 

﹁
祀
，
巳
也
﹂，

伊
訓

﹁
惟
元
祀
﹂，

傳
云
，

﹁
取
四
時
祭
祀
一
訖
也
﹂，

是
﹁
祀
﹂
有
﹁
巳
﹂

義
，

故
﹁
巳
﹂
與
﹁
祀
﹂
通
。

又
﹁
巳
﹂
本
亦
作
﹁
以
﹂，

說
文
引
作
﹁

﹂，

虞

因
卦
辭
言
﹁
二
簋
用
享
﹂，
故
不
從
舊
本
作
﹁
巳
﹂。

直
從
古
義
作
﹁
祀
﹂。
訓
﹁
祭
祀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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纂
疏
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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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四
五

 

﹁
祀
，
巳
也
﹂，

伊
訓

﹁
惟
元
祀
﹂，

傳
云
，

﹁
取
四
時
祭
祀
一
訖
也
﹂，

是
﹁
祀
﹂
有
﹁
巳
﹂

義
，

故
﹁
巳
﹂
與
﹁
祀
﹂
通
。

又
﹁
巳
﹂
本
亦
作
﹁
以
﹂，

說
文
引
作
﹁

﹂，

虞

因
卦
辭
言
﹁
二
簋
用
享
﹂，
故
不
從
舊
本
作
﹁
巳
﹂。

直
從
古
義
作
﹁
祀
﹂。
訓
﹁
祭
祀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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纂
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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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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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卦
】

四
六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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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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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卦
】

四
七

 



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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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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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四
八

 

虞
翻
曰
：
終
成
既
濟
，
謂
二
上
合
志
于
五
也
。 

二
五
易
位
成
益
，

益
三
上
易
位
，

故
﹁
終
成
既
濟
﹂。

坎
為
志
，﹁
二

上
合
志
于
五
﹂，

六
爻
皆
正
，
初
亦
得
其
應
矣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四
九

 

虞
翻
曰
：
終
成
既
濟
，
謂
二
上
合
志
于
五
也
。 

二
五
易
位
成
益
，

益
三
上
易
位
，

故
﹁
終
成
既
濟
﹂。

坎
為
志
，﹁
二

上
合
志
于
五
﹂，

六
爻
皆
正
，
初
亦
得
其
應
矣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五
〇

 

虞
翻
曰
：
失
位
當
之
正
，
故
﹁
利
貞
﹂。
征
，
行
也
。
震
為
﹁
征
﹂。
失
正
毀
折
，
故
不
征

之
五
則
凶
。
二
之
五
成
益
，
小
損
大
益
，
故
﹁
弗
損
益
之
﹂
矣
。 

以
九
居
二
為
﹁
失
位
﹂，當

變
之
正
，

故
曰
﹁
利
貞
﹂。

﹁
征
，
行
也
﹂，

釋
言
文

震
行
為
﹁
征
﹂。

二
既
失
正
，

又
體
兌

為
毀
折
，

二
當
之
五
，

故
云
﹁
不
征
之
五
則
凶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五
一

 

虞
翻
曰
：
失
位
當
之
正
，
故
﹁
利
貞
﹂。
征
，
行
也
。
震
為
﹁
征
﹂。
失
正
毀
折
，
故
不
征

之
五
則
凶
。
二
之
五
成
益
，
小
損
大
益
，
故
﹁
弗
損
益
之
﹂
矣
。 

以
九
居
二
為
﹁
失
位
﹂，當

變
之
正
，

故
曰
﹁
利
貞
﹂。

﹁
征
，
行
也
﹂，

釋
言
文

震
行
為
﹁
征
﹂。

二
既
失
正
，

又
體
兌

為
毀
折
，

二
當
之
五
，

故
云
﹁
不
征
之
五
則
凶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五
二

 

二
之
五
成
益
，

二
變
陰
，

陰
為
小
，

故
﹁
小
損
﹂。

五
變
陽
，
陽
為
大
，

故
﹁
大
益
﹂。

﹁
弗
損
益
之
﹂
者
，

謂
弗
慮
其
損
，

當
益
五
也
。

愚
案
，

經
言
﹁
征
﹂，

注
言
﹁
不
征
﹂，

以
征

凶
與
利
變
之
正
相
反
也
。

不
知
二
失
正
，

與
五
易
位
成
益
，

故
﹁
利
貞
﹂。
二
乘
初
，
初
利
二
遄
往
以

成
益
，

二
不
利
初

征
四
以
成
未
濟
，

故
﹁
征
凶
﹂。
初
征
四
，
則
弗
克
損
益
之
以
成

既
濟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動
體
離
中
，
故
為
志
也
。 

二
利
之
五
，

三
上
易
位
，

六
爻
皆
正
，

變
成
既
濟
。
二
體
離
中
，

故
﹁
動
體
離
中
﹂。

互
體
坎
為
志
，

故
﹁
中
以
為
志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五
三

 

二
之
五
成
益
，

二
變
陰
，

陰
為
小
，

故
﹁
小
損
﹂。

五
變
陽
，
陽
為
大
，

故
﹁
大
益
﹂。

﹁
弗
損
益
之
﹂
者
，

謂
弗
慮
其
損
，

當
益
五
也
。

愚
案
，

經
言
﹁
征
﹂，

注
言
﹁
不
征
﹂，

以
征

凶
與
利
變
之
正
相
反
也
。

不
知
二
失
正
，

與
五
易
位
成
益
，

故
﹁
利
貞
﹂。
二
乘
初
，
初
利
二
遄
往
以

成
益
，

二
不
利
初

征
四
以
成
未
濟
，

故
﹁
征
凶
﹂。
初
征
四
，
則
弗
克
損
益
之
以
成

既
濟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動
體
離
中
，
故
為
志
也
。 

二
利
之
五
，

三
上
易
位
，

六
爻
皆
正
，

變
成
既
濟
。
二
體
離
中
，

故
﹁
動
體
離
中
﹂。

互
體
坎
為
志
，

故
﹁
中
以
為
志
也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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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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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卦
】

五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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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卦
】

五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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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
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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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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】

五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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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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】

五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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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損
卦
】

五
九

 



周
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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纂
疏
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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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六
〇

 三
人
行
，
則
損
一
人
。 

虞
翻
曰
：
泰
乾
三
爻
為
﹁
三
人
﹂，
震
為
﹁
行
﹂，
故
﹁
三
人
行
﹂。
損
初
之
上
，
故
﹁
則

損
一
人
﹂。 

乾
陽

生
為
人
，

卦
自
泰
來
，

故
﹁
泰
乾
三
爻
為
三
人
﹂。
震
足
為
﹁
行
﹂，

泰
三
爻
，

辭
曰
﹁
以
其
彙
征
吉
﹂，

故
﹁
三
人
行
﹂。

損
乾
初
九
以
之
坤
上
，
故
﹁
損
一
人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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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六
一

 三
人
行
，
則
損
一
人
。 

虞
翻
曰
：
泰
乾
三
爻
為
﹁
三
人
﹂，
震
為
﹁
行
﹂，
故
﹁
三
人
行
﹂。
損
初
之
上
，
故
﹁
則

損
一
人
﹂。 

乾
陽

生
為
人
，

卦
自
泰
來
，

故
﹁
泰
乾
三
爻
為
三
人
﹂。
震
足
為
﹁
行
﹂，

泰
三
爻
，

辭
曰
﹁
以
其
彙
征
吉
﹂，

故
﹁
三
人
行
﹂。

損
乾
初
九
以
之
坤
上
，
故
﹁
損
一
人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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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二

 

 
一
人
行
，
則
得
其
友
。 

虞
翻
曰
：﹁
一
人
﹂
謂
泰
初
，
之
上
﹁
損
剛
益
柔
﹂，
故
﹁
一
人
行
﹂。
兌
為
﹁
友
﹂，
初
之

上
，
據
坤
應
兌
，
故
﹁
則
得
其
友
﹂，
言
致
一
也
。 

疏
﹁
一
人
﹂
謂
泰
初
一
爻
，

之
上
損
初
之
剛
，

益
上
之
柔
，
故
﹁
一
人
行
﹂。

三
體
兌
，

兌
象
曰
﹁
君
子
以
朋
友
講
習
﹂，
故
﹁
為
友
﹂。

初
據
坤
上
，
下
應
兌
三
，

故
﹁
得
其
友
﹂。 

繫
下
曰
﹁
天
地
壹

，
萬
物
化
醇
，
男
女
搆
精
，
萬
物
化
生
﹂，

﹁
天
地
﹂
謂
泰

乾
坤
，

﹁
男
女
﹂
謂
損
艮
兌
，

天
地
交
則
化
醇
，
男
女
合
則
化
生
，

故
﹁
言
致
一
也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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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人
行
，
則
得
其
友
。 

虞
翻
曰
：﹁
一
人
﹂
謂
泰
初
，
之
上
﹁
損
剛
益
柔
﹂，
故
﹁
一
人
行
﹂。
兌
為
﹁
友
﹂，
初
之

上
，
據
坤
應
兌
，
故
﹁
則
得
其
友
﹂，
言
致
一
也
。 

疏
﹁
一
人
﹂
謂
泰
初
一
爻
，

之
上
損
初
之
剛
，

益
上
之
柔
，
故
﹁
一
人
行
﹂。

三
體
兌
，

兌
象
曰
﹁
君
子
以
朋
友
講
習
﹂，
故
﹁
為
友
﹂。

初
據
坤
上
，
下
應
兌
三
，

故
﹁
得
其
友
﹂。 

繫
下
曰
﹁
天
地
壹

，
萬
物
化
醇
，
男
女
搆
精
，
萬
物
化
生
﹂，

﹁
天
地
﹂
謂
泰

乾
坤
，

﹁
男
女
﹂
謂
損
艮
兌
，

天
地
交
則
化
醇
，
男
女
合
則
化
生
，

故
﹁
言
致
一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六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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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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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
翻
曰
：
坎
為
﹁
疑
﹂，
上
益
三
成
坎
，
故
﹁
三
則
疑
﹂。 

荀
爽
曰
：
一
陽
在
上
則
教
令
行
，
三
陽
在
下
則
民
眾
疑
也
。 

虞
注
：
坎
心
為
疑
。

二
已
之
五
，

上
來
益
三
成
坎
，

故
﹁
三
則
疑
也
﹂。

荀
注
：﹁
三
陽
﹂
之
﹁
陽
﹂
當
作
陰
，

一
陽
在
上
，

下
應
震
行
，

故
﹁
教
令
行
﹂。

三
以
陰
爻
在
下
，

上
互
坤
眾
，

故
﹁
民
眾
疑
也
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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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一

 

虞
翻
曰
：
坎
為
﹁
疑
﹂，
上
益
三
成
坎
，
故
﹁
三
則
疑
﹂。 

荀
爽
曰
：
一
陽
在
上
則
教
令
行
，
三
陽
在
下
則
民
眾
疑
也
。 

虞
注
：
坎
心
為
疑
。

二
已
之
五
，

上
來
益
三
成
坎
，

故
﹁
三
則
疑
也
﹂。

荀
注
：﹁
三
陽
﹂
之
﹁
陽
﹂
當
作
陰
，

一
陽
在
上
，

下
應
震
行
，

故
﹁
教
令
行
﹂。

三
以
陰
爻
在
下
，

上
互
坤
眾
，

故
﹁
民
眾
疑
也
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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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二

 

虞
翻
曰
：
四
謂
二
也
。
四
得
位
，
遠
應
初
，
二
疾
上
五
，
已
得
承
之
，
謂
二
之
五
，
三
上

復
坎
為
疾
也
。
陽
在
五
稱
喜
，
故
﹁
損
其
疾
，
使
遄
有
喜
﹂。
二
上
體
觀
，
得
正
承
五
，
故
﹁
无

咎
﹂
矣
。 

二
與
四
同
功
，

故

﹁
四
謂
二
也
﹂。

以
六
居
四
為
﹁
得
位
﹂，

遠
正
應
初
。

二
﹁
祀
事
遄
往
﹂，

故
云
﹁
二
疾
上
五
﹂，

四
比
于
五
，

故
云
﹁
已
得
承
之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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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
翻
曰
：
四
謂
二
也
。
四
得
位
，
遠
應
初
，
二
疾
上
五
，
已
得
承
之
，
謂
二
之
五
，
三
上

復
坎
為
疾
也
。
陽
在
五
稱
喜
，
故
﹁
損
其
疾
，
使
遄
有
喜
﹂。
二
上
體
觀
，
得
正
承
五
，
故
﹁
无

咎
﹂
矣
。 

二
與
四
同
功
，

故

﹁
四
謂
二
也
﹂。

以
六
居
四
為
﹁
得
位
﹂，

遠
正
應
初
。

二
﹁
祀
事
遄
往
﹂，

故
云
﹁
二
疾
上
五
﹂，

四
比
于
五
，

故
云
﹁
已
得
承
之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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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四

 

二
已
之
五
，

三
上
易
位
體
坎
，

坎
為
疾
，
陽
在
五
得
位
稱
喜
。

已
成
既
濟
，

六
爻
皆
正
，

則
坎
不
為
害
，

故
﹁
損
其
疾
﹂，

﹁
使
遄
有
喜
﹂
也
。

二
上
之
五
，
自
二
至
上
體
大
觀
象
，

四
得
正
承
五
，

故
﹁
无
咎
﹂。

蜀
才
曰
：
四
當
承
上
，
而
有
初
應
，
必
上
之
所
疑
矣
。
初
，
四
之
疾
也
，
宜
損
去
其
初
，

使
上
遄
喜
。 

虞
翻
曰
：
二
上
之
五
，
體
大
觀
象
，
故
﹁
可
喜
也
﹂。 

蜀
才
注
：
泰
四
應
初
，

三
已
之
上
成
損
，

故
四
當
承
上
，
而
有
初
應
在
下
，

必
為

上
所
疑
矣
。

上
疑
四
者
，

疑
四
應
初
，

故
﹁
初
為
四
疾
﹂。

損
去
初
陽
以
益
上
，
則
上
喜
矣
，
故
﹁
使
上
遄
喜
﹂

也
。

虞
注
：
二
上
之
五
，
體
象
大
觀
。

大
觀
在
上
，
故
﹁
可
喜
也
﹂。

又
成
既
濟
，
六
爻
皆
正
，

坎
疾
不
為
害

。
繫
下
曰
﹁
損
以
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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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五

 

二
已
之
五
，

三
上
易
位
體
坎
，

坎
為
疾
，
陽
在
五
得
位
稱
喜
。

已
成
既
濟
，

六
爻
皆
正
，

則
坎
不
為
害
，

故
﹁
損
其
疾
﹂，

﹁
使
遄
有
喜
﹂
也
。

二
上
之
五
，
自
二
至
上
體
大
觀
象
，

四
得
正
承
五
，

故
﹁
无
咎
﹂。

蜀
才
曰
：
四
當
承
上
，
而
有
初
應
，
必
上
之
所
疑
矣
。
初
，
四
之
疾
也
，
宜
損
去
其
初
，

使
上
遄
喜
。 

虞
翻
曰
：
二
上
之
五
，
體
大
觀
象
，
故
﹁
可
喜
也
﹂。 

蜀
才
注
：
泰
四
應
初
，

三
已
之
上
成
損
，

故
四
當
承
上
，
而
有
初
應
在
下
，

必
為

上
所
疑
矣
。

上
疑
四
者
，

疑
四
應
初
，

故
﹁
初
為
四
疾
﹂。

損
去
初
陽
以
益
上
，
則
上
喜
矣
，
故
﹁
使
上
遄
喜
﹂

也
。

虞
注
：
二
上
之
五
，
體
象
大
觀
。

大
觀
在
上
，
故
﹁
可
喜
也
﹂。

又
成
既
濟
，
六
爻
皆
正
，

坎
疾
不
為
害

。
繫
下
曰
﹁
損
以
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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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 害
﹂，

故
﹁
可
喜
也
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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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害
﹂，

故
﹁
可
喜
也
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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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
翻
曰
：
謂
二
五
已
變
成
益
，
故
﹁
或
益
之
﹂。
坤
數
十
，
兌
為
﹁
朋
﹂。
三
上
失
位
，
三

動
離
為
﹁
龜
﹂，﹁
十
﹂
謂
神
、
靈
、
攝
、
寶
、
文
、
筮
、
山
、
澤
、
水
、
火
之
龜
也
，
故
﹁
十

朋
之
龜
﹂。
三
上
易
位
成
既
濟
，
故
﹁
弗
克
違
，
元
吉
﹂
矣
。 

二
五
易
位
，

已
變
成
益
，

故
曰
﹁
或
益
之
﹂。

﹁
或
﹂
者
，
不
主
之
辭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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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
翻
曰
：
謂
二
五
已
變
成
益
，
故
﹁
或
益
之
﹂。
坤
數
十
，
兌
為
﹁
朋
﹂。
三
上
失
位
，
三

動
離
為
﹁
龜
﹂，﹁
十
﹂
謂
神
、
靈
、
攝
、
寶
、
文
、
筮
、
山
、
澤
、
水
、
火
之
龜
也
，
故
﹁
十

朋
之
龜
﹂。
三
上
易
位
成
既
濟
，
故
﹁
弗
克
違
，
元
吉
﹂
矣
。 

二
五
易
位
，

已
變
成
益
，

故
曰
﹁
或
益
之
﹂。

﹁
或
﹂
者
，
不
主
之
辭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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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可
云
上
益
之
，

故
云
﹁
或
﹂
也
。 

坤
癸
數
十
，

兌
以
﹁
朋
友
講
習
﹂，
為

﹁
朋
﹂，

故
曰
﹁
十

朋
﹂。二

五
已
正
，

三
上
失
位
，

三
動
體
離
，

二
至
上
亦
全
體
似
離
，

﹁
離
為
龜
﹂，

說
卦
文

爾
雅
釋
魚
曰
，

﹁
一
曰
神
龜
，
二
曰
靈
龜
，
三
曰
攝
龜
，
四
曰
寶
龜
，
五
曰
文
龜
，

六
曰
筮
龜
，
七
曰
山
龜
，
八
曰
澤
龜
，
九
曰
水
龜
，
十
曰
火
龜
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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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一

 

不
可
云
上
益
之
，

故
云
﹁
或
﹂
也
。 

坤
癸
數
十
，

兌
以
﹁
朋
友
講
習
﹂，
為

﹁
朋
﹂，

故
曰
﹁
十

朋
﹂。二

五
已
正
，

三
上
失
位
，

三
動
體
離
，

二
至
上
亦
全
體
似
離
，

﹁
離
為
龜
﹂，

說
卦
文

爾
雅
釋
魚
曰
，

﹁
一
曰
神
龜
，
二
曰
靈
龜
，
三
曰
攝
龜
，
四
曰
寶
龜
，
五
曰
文
龜
，

六
曰
筮
龜
，
七
曰
山
龜
，
八
曰
澤
龜
，
九
曰
水
龜
，
十
曰
火
龜
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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爾
雅
釋
魚
曰
﹁
一
曰
神
龜
，
二
曰
靈
龜
，
三
曰
攝
龜
，
四
曰
寶
龜
，
五
曰
文
龜
，
六
曰
筮

龜
，
七
日
山
龜
，
八
曰
澤
龜
，
九
曰
水
龜
，
十
曰
火
龜
﹂，

故
云
﹁
十

謂
神
、
靈
、
攝
、
寶
、
文
、
筮
、
山
、
澤
、
水
、
火
之
龜
﹂，
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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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 

爾
雅
釋
魚
曰
﹁
一
曰
神
龜
，
二
曰
靈
龜
，
三
曰
攝
龜
，
四
曰
寶
龜
，
五
曰
文
龜
，
六
曰
筮

龜
，
七
日
山
龜
，
八
曰
澤
龜
，
九
曰
水
龜
，
十
曰
火
龜
﹂，

故
云
﹁
十

謂
神
、
靈
、
攝
、
寶
、
文
、
筮
、
山
、
澤
、
水
、
火
之
龜
﹂，
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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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十
朋
之
龜
﹂。

又
漢
書
食
貨
志
，
謂
﹁
元
龜
岠
冉
長
尺
二
寸
，
直
二
千
一
百
六
十
，
為
大
貝
十
朋
﹂。

蘇
林
曰
，

﹁
兩
貝
為
朋
﹂，

﹁
朋
直
二
百
一
十

六
﹂。

﹁
元
龜

十
朋
﹂，

﹁
故
二
千
一
百
六
十
也
﹂。

是
﹁
十
朋
﹂
者
，
元
龜
之
直
也
，

義
亦
可
通
。

表
記
曰
，

﹁
不
違
龜
筮
﹂。

二
五
已
正
，

三

上
易
位
成
既
濟
，

人
協
龜
從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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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十
朋
之
龜
﹂。

又
漢
書
食
貨
志
，
謂
﹁
元
龜
岠
冉
長
尺
二
寸
，
直
二
千
一
百
六
十
，
為
大
貝
十
朋
﹂。

蘇
林
曰
，

﹁
兩
貝
為
朋
﹂，

﹁
朋
直
二
百
一
十

六
﹂。

﹁
元
龜

十
朋
﹂，

﹁
故
二
千
一
百
六
十
也
﹂。

是
﹁
十
朋
﹂
者
，
元
龜
之
直
也
，

義
亦
可
通
。

表
記
曰
，

﹁
不
違
龜
筮
﹂。

二
五
已
正
，

三

上
易
位
成
既
濟
，

人
協
龜
從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八
八

 

故
﹁
弗

克
違
，
元
吉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八
九

 

故
﹁
弗

克
違
，
元
吉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九
〇

 

侯
果
曰
：
內
柔
外
剛
，
龜
之
象
也
。
又
體
兌
艮
，
互
有
坤
震
，
兌
為
澤
龜
，
艮
為
山
龜
，

坤
為
地
龜
，
震
為
木
龜
。
坤
數
又
十
，
故
曰
﹁
十
朋
﹂。
朋
，
類
也
。
六
五
處
尊
，
損
己
奉
上
，

人
謀
允
叶
，
龜
墨
不
違
，
故
能
延
上
九
之
右
，
而
來
十
朋
之
益
，
所
以
大
吉
也
。 

崔
憬
曰
：﹁
或
之
者
，
疑
之
也
﹂，
故
用
元
龜
價
直
二
十
大
貝
，
龜
之
最
神
貴
者
以
決
之
，

不
能
違
其
益
之
義
，
故
獲
﹁
元
吉
﹂。
雙
貝
曰
﹁
朋
﹂
也
。 

侯
注
。

離
內
柔
外
剛
，

故
為
﹁
龜
﹂。

頤
全
體
象
離
，

故
頤
初
曰
﹁
舍
爾
靈
龜
﹂。

損
自
二
至
上
內
柔
外
剛
，
亦
龜
象
。

又
體
內
兌
外
艮
，
內
互
震
，
外
約
坤
。

兌
為
澤
，

故
﹁
為
澤
龜
﹂，
艮
為
山
，
故
﹁
為
山
龜
﹂，
澤
龜
，
山
龜
見

爾
雅
。

春
官
龜
人
曰
，

﹁
地
龜
曰
繹
屬
﹂，

坤
為
地
，
故
云
﹁
地
龜
﹂，

又

﹁
東
龜
曰
果

屬
﹂，

震
東
方
卦
，
故
云
﹁
木
龜
﹂，

攷
經
傳
無
木
龜
，

當
即
東
龜
也
。

坤
數
十
，

故
曰
﹁
十
朋
﹂。
坤
彖
傳
曰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九
一

 

侯
果
曰
：
內
柔
外
剛
，
龜
之
象
也
。
又
體
兌
艮
，
互
有
坤
震
，
兌
為
澤
龜
，
艮
為
山
龜
，

坤
為
地
龜
，
震
為
木
龜
。
坤
數
又
十
，
故
曰
﹁
十
朋
﹂。
朋
，
類
也
。
六
五
處
尊
，
損
己
奉
上
，

人
謀
允
叶
，
龜
墨
不
違
，
故
能
延
上
九
之
右
，
而
來
十
朋
之
益
，
所
以
大
吉
也
。 

崔
憬
曰
：﹁
或
之
者
，
疑
之
也
﹂，
故
用
元
龜
價
直
二
十
大
貝
，
龜
之
最
神
貴
者
以
決
之
，

不
能
違
其
益
之
義
，
故
獲
﹁
元
吉
﹂。
雙
貝
曰
﹁
朋
﹂
也
。 

侯
注
。

離
內
柔
外
剛
，

故
為
﹁
龜
﹂。

頤
全
體
象
離
，

故
頤
初
曰
﹁
舍
爾
靈
龜
﹂。

損
自
二
至
上
內
柔
外
剛
，
亦
龜
象
。

又
體
內
兌
外
艮
，
內
互
震
，
外
約
坤
。

兌
為
澤
，

故
﹁
為
澤
龜
﹂，
艮
為
山
，
故
﹁
為
山
龜
﹂，
澤
龜
，
山
龜
見

爾
雅
。

春
官
龜
人
曰
，

﹁
地
龜
曰
繹
屬
﹂，

坤
為
地
，
故
云
﹁
地
龜
﹂，

又

﹁
東
龜
曰
果

屬
﹂，

震
東
方
卦
，
故
云
﹁
木
龜
﹂，

攷
經
傳
無
木
龜
，

當
即
東
龜
也
。

坤
數
十
，

故
曰
﹁
十
朋
﹂。
坤
彖
傳
曰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九
二

 

﹁
西
南
得
朋
，
乃
與
類
行
﹂，
故
云
﹁
朋
，
類
也
﹂。

六
五
居
中
處
尊
，

為
損
之
主
，

故
能
損
己
以
奉
上

九
。

洪
範

﹁
謀
及
卿
士
，
謀
及
庶
人
﹂，

故
云
﹁
人
謀
﹂。

春
官
卜
師
凡
卜
事

高
揚
火
以
作
龜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九
三

 

﹁
西
南
得
朋
，
乃
與
類
行
﹂，
故
云
﹁
朋
，
類
也
﹂。

六
五
居
中
處
尊
，

為
損
之
主
，

故
能
損
己
以
奉
上

九
。

洪
範

﹁
謀
及
卿
士
，
謀
及
庶
人
﹂，

故
云
﹁
人
謀
﹂。

春
官
卜
師
凡
卜
事

高
揚
火
以
作
龜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九
四

 

洪
範
又
曰
﹁
龜
從
，
卿
士
從
，
庶
民
從
﹂。

故
云
﹁
人
謀
允
叶
，
龜
墨
不
違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九
五

 

洪
範
又
曰
﹁
龜
從
，
卿
士
從
，
庶
民
從
﹂。

故
云
﹁
人
謀
允
叶
，
龜
墨
不
違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九
六

 

﹁
延
上
九
之
右
，
來
十

朋
之
益
，
所
以
大
吉
﹂。

崔
注
：﹁
或
之
者
，
疑
之
也
﹂，

乾
文
言
文
。

元
龜
價
值
二
十
大
貝
，
兩
貝
曰
朋
，
故
曰
﹁
十
朋
﹂。

爾
雅
，

﹁
一
曰
神
龜
﹂，

龜
之
最
神

者
，
其
直
貴
，
用
以
決
之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九
七

 

﹁
延
上
九
之
右
，
來
十

朋
之
益
，
所
以
大
吉
﹂。

崔
注
：﹁
或
之
者
，
疑
之
也
﹂，

乾
文
言
文
。

元
龜
價
值
二
十
大
貝
，
兩
貝
曰
朋
，
故
曰
﹁
十
朋
﹂。

爾
雅
，

﹁
一
曰
神
龜
﹂，

龜
之
最
神

者
，
其
直
貴
，
用
以
決
之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九
八

 
不
能
違
其
損
下
益
上
之
義
，
故

獲
元
吉
。
雙
貝
，
猶
言
兩
貝
也
。
又
兌
西
為
右
﹂，

右
，
助
也
。
上
右
五

益
三
成
既
濟
定
，
太
平
化
行
，
故
曰
﹁
自
上
右
也
﹂。 

弗
損
益
之
，
无
咎
貞
吉
。 

虞
翻
曰
：
損
上
益
三
也
。
上
失
正
，
之
三
得
位
，
故
﹁
弗
損
益
之
，
无
咎
貞
吉
﹂。
動
成

既
濟
，
故
﹁
大
得
志
﹂。 

上
與
三
應
，

故
宜
損
上
以
益
三
。

上
失
正
有
咎
，

之
三
得
位
，

故
弗
損
而
益
三
，

咎
者
无
咎
，
得
正
而
吉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九
九

 

不
能
違
其
損
下
益
上
之
義
，
故

獲
元
吉
。
雙
貝
，
猶
言
兩
貝
也
。
又
兌
西
為
右
﹂，

右
，
助
也
。
上
右
五

益
三
成
既
濟
定
，
太
平
化
行
，
故
曰
﹁
自
上
右
也
﹂。 

弗
損
益
之
，
无
咎
貞
吉
。 

虞
翻
曰
：
損
上
益
三
也
。
上
失
正
，
之
三
得
位
，
故
﹁
弗
損
益
之
，
无
咎
貞
吉
﹂。
動
成

既
濟
，
故
﹁
大
得
志
﹂。 

上
與
三
應
，

故
宜
損
上
以
益
三
。

上
失
正
有
咎
，

之
三
得
位
，

故
弗
損
而
益
三
，

咎
者
无
咎
，
得
正
而
吉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一
〇
〇

 

二
五
已
正
，
三
上
易
位
，

是

動
成
既
濟
，

故
象
曰
﹁
大
得
志
也
﹂。

利
有
攸
往
，
得
臣
无
家
。 

虞
翻
曰
：
謂
三
往
之
上
，
故
﹁
利
有
攸
往
﹂。
二
五
已
動
成
益
，
坤
為
臣
。
三
變
據
坤
成

家
人
，
故
曰
﹁
得
臣
﹂。
動
而
應
三
成
既
濟
，
則
家
人
壞
，
故
曰
﹁
无
家
﹂。 

王
肅
曰
：
處
損
之
極
，
損
極
則
益
，
故
曰
﹁
弗
損
益
之
﹂。
非
无
咎
也
，
為
下
所
益
，
故

﹁
无
咎
﹂。
據
五
應
三
，
三
陰
上
附
，
外
內
相
應
，
上
下
交
接
，
正
之
吉
也
，
故
﹁
利
有
攸
往
﹂

矣
。
剛
陽
居
上
，
羣
下
共
臣
，
故
曰
﹁
得
臣
﹂
矣
。
得
臣
則
萬
方
一
軌
，
故
﹁
无
家
﹂
也
。 

虞
注
。

自
內
曰
往
。

三
在
內
，

至

是
始
往
于
上
，

故
﹁
利
有
攸
往
﹂。

二
五
已
動
成
益
，

互
體
坤
，

坤
，
臣
道
也
，

故
為
臣
。
三
變
據
坤
，
體
成
家
人
，

故
曰
﹁
得

臣
﹂。 三

已
正
，
上
動
應
之
成
既
濟
，
則
家
人
象
毀
，
故
曰
﹁
无
家
﹂。
谷
永
釋
此
經
云
，

﹁
言
王
者
臣
天
下
，
无
私
家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一
〇
一

 

二
五
已
正
，
三
上
易
位
，

是

動
成
既
濟
，

故
象
曰
﹁
大
得
志
也
﹂。

利
有
攸
往
，
得
臣
无
家
。 

虞
翻
曰
：
謂
三
往
之
上
，
故
﹁
利
有
攸
往
﹂。
二
五
已
動
成
益
，
坤
為
臣
。
三
變
據
坤
成

家
人
，
故
曰
﹁
得
臣
﹂。
動
而
應
三
成
既
濟
，
則
家
人
壞
，
故
曰
﹁
无
家
﹂。 

王
肅
曰
：
處
損
之
極
，
損
極
則
益
，
故
曰
﹁
弗
損
益
之
﹂。
非
无
咎
也
，
為
下
所
益
，
故

﹁
无
咎
﹂。
據
五
應
三
，
三
陰
上
附
，
外
內
相
應
，
上
下
交
接
，
正
之
吉
也
，
故
﹁
利
有
攸
往
﹂

矣
。
剛
陽
居
上
，
羣
下
共
臣
，
故
曰
﹁
得
臣
﹂
矣
。
得
臣
則
萬
方
一
軌
，
故
﹁
无
家
﹂
也
。 

虞
注
。

自
內
曰
往
。

三
在
內
，

至

是
始
往
于
上
，

故
﹁
利
有
攸
往
﹂。

二
五
已
動
成
益
，

互
體
坤
，

坤
，
臣
道
也
，

故
為
臣
。
三
變
據
坤
，
體
成
家
人
，

故
曰
﹁
得

臣
﹂。 三

已
正
，
上
動
應
之
成
既
濟
，
則
家
人
象
毀
，
故
曰
﹁
无
家
﹂。
谷
永
釋
此
經
云
，

﹁
言
王
者
臣
天
下
，
无
私
家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一
〇
二

 

是
也
。

王
注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一
〇
三

 

是
也
。

王
注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一
〇
四

 

上
者
損
之
極
，
損
極
則
益
，

故
﹁
弗
損
益
﹂，

序
卦
所
云
﹁
損
而
不
已
則
益
﹂，

是
也
。

上
失
位
，

非
无
咎
，

為
下
所

益
，
故
得
﹁
无
咎
﹂。

近
據
五
，

遠
應
三
，

三
五
互
坤
，

眾
陰
上
附
。

外
內
陰
陽
相

應
，

上
下
剛
柔
相
接
，

應
得
正
，

故
貞
。 

卦
自
泰
來
，

﹁
上
下
交
而
志
同
﹂，

故
﹁
利
有
攸
往
﹂。

九
以
陽
剛
居
上
，
下
臨
互
坤
，

羣
陰
共
臣
，

故
曰
﹁
得
臣
﹂。
得
臣
則
天
下
一
家
，

故
萬
方
一
軌
，

无
私
家
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一
〇
五

 

上
者
損
之
極
，
損
極
則
益
，

故
﹁
弗
損
益
﹂，

序
卦
所
云
﹁
損
而
不
已
則
益
﹂，

是
也
。

上
失
位
，

非
无
咎
，

為
下
所

益
，
故
得
﹁
无
咎
﹂。

近
據
五
，

遠
應
三
，

三
五
互
坤
，

眾
陰
上
附
。

外
內
陰
陽
相

應
，

上
下
剛
柔
相
接
，

應
得
正
，

故
貞
。 

卦
自
泰
來
，

﹁
上
下
交
而
志
同
﹂，

故
﹁
利
有
攸
往
﹂。

九
以
陽
剛
居
上
，
下
臨
互
坤
，

羣
陰
共
臣
，

故
曰
﹁
得
臣
﹂。
得
臣
則
天
下
一
家
，

故
萬
方
一
軌
，

无
私
家
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一
〇
六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一
〇
七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一
〇
八

 

虞
翻
曰
：
謂
二
五
已
變
，
上
下
益
三
成
既
濟
定
，
離
坎
體
正
，
故
﹁
大
得
志
﹂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一
〇
九

 

虞
翻
曰
：
謂
二
五
已
變
，
上
下
益
三
成
既
濟
定
，
離
坎
體
正
，
故
﹁
大
得
志
﹂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損
卦
】

一
一
〇

 

二
五
已
變
成
益
。

上
九
下
益
六
三
，

三
上
易
位
成
既
濟
定
。

離
下
坎
上
，六

爻
皆
正
，

坎
為
志
，
故
﹁
大
得
志
﹂。

 

益
卦 

○

序
卦
曰
：﹁
損
而
不
已
必
益
，
故
受
之
以
益
。
﹂ 

崔
憬
曰
：
損
終
則
﹁
弗
損
益
之
﹂，
故
言
﹁
損
而
不
已
必
益
﹂
也
。 

損
上
九
曰
﹁
弗
損
益
之
﹂，

故
云
﹁
損
終
則
弗
損
益
之
﹂。

損
益
盛
衰
，
循
環
之
道
，

損
極
必
益
，

故
言
﹁
損
而
不
已
必
益
﹂，
而
﹁
受
之
以
益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一
一

 

二
五
已
變
成
益
。

上
九
下
益
六
三
，

三
上
易
位
成
既
濟
定
。

離
下
坎
上
，六

爻
皆
正
，

坎
為
志
，
故
﹁
大
得
志
﹂。

 

益
卦 

○

序
卦
曰
：﹁
損
而
不
已
必
益
，
故
受
之
以
益
。
﹂ 

崔
憬
曰
：
損
終
則
﹁
弗
損
益
之
﹂，
故
言
﹁
損
而
不
已
必
益
﹂
也
。 

損
上
九
曰
﹁
弗
損
益
之
﹂，

故
云
﹁
損
終
則
弗
損
益
之
﹂。

損
益
盛
衰
，
循
環
之
道
，

損
極
必
益
，

故
言
﹁
損
而
不
已
必
益
﹂，
而
﹁
受
之
以
益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一
二

 

○

益
。
利
有
攸
往
，
利
涉
大
川
。 

震
下
巽
上
，

虞
翻
曰
：
否
上
之
初
也
。﹁
損
上
益
下
﹂，﹁
其
道
大
光
﹂。
二
利
往
坎
應
五
，
故
﹁
利
有
攸

往
中
正
有
慶
﹂
也
。 

從
三
陽
三
陰
之
例
，
卦
自
否
來
，

故
云
﹁
否
上
之
初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一
三

 

○

益
。
利
有
攸
往
，
利
涉
大
川
。 

震
下
巽
上
，

虞
翻
曰
：
否
上
之
初
也
。﹁
損
上
益
下
﹂，﹁
其
道
大
光
﹂。
二
利
往
坎
應
五
，
故
﹁
利
有
攸

往
中
正
有
慶
﹂
也
。 

從
三
陽
三
陰
之
例
，
卦
自
否
來
，

故
云
﹁
否
上
之
初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一
四

 
虞
注
﹁
否
上
九
云
﹂，

﹁
否
終
必
傾
，
下
反
于
初
成
益
﹂。

是
也
。
上
之
初
，

故
彖
曰
﹁
損
上
益
下
﹂。

三
上
易
位
成
既
濟
，

二
為
離
，

離
日
為
光
，

故
曰

﹁
其
道
大
光
﹂。

五
為
坎
，

二
五
正
應
，

故
云
﹁
二
利
往
坎
應
五
﹂
也
。二

五
得

中
得
正
，

故
曰
﹁
利
有
攸
往
，
中
正
有
慶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三
失
正
，
動
成
坎
體
渙
，
坎
為
大
川
，
故
﹁
利
涉
大
川
﹂。
渙
，
舟
楫
象
，﹁
木

道
乃
行
﹂
也
。 

鄭
玄
曰
：
陰
陽
之
義
，
陽
稱
為
君
，
陰
稱
為
臣
。
今
震
一
陽
二
陰
，
臣
多
于
君
矣
。
而
四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一
五

 

虞
注
﹁
否
上
九
云
﹂，

﹁
否
終
必
傾
，
下
反
于
初
成
益
﹂。

是
也
。
上
之
初
，

故
彖
曰
﹁
損
上
益
下
﹂。

三
上
易
位
成
既
濟
，

二
為
離
，

離
日
為
光
，

故
曰

﹁
其
道
大
光
﹂。

五
為
坎
，

二
五
正
應
，

故
云
﹁
二
利
往
坎
應
五
﹂
也
。二

五
得

中
得
正
，

故
曰
﹁
利
有
攸
往
，
中
正
有
慶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三
失
正
，
動
成
坎
體
渙
，
坎
為
大
川
，
故
﹁
利
涉
大
川
﹂。
渙
，
舟
楫
象
，﹁
木

道
乃
行
﹂
也
。 

鄭
玄
曰
：
陰
陽
之
義
，
陽
稱
為
君
，
陰
稱
為
臣
。
今
震
一
陽
二
陰
，
臣
多
于
君
矣
。
而
四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一
六

 體
巽
之
下
，
應
初
，
是
天
子
損
其
所
有
以
下
諸
侯
也
。
人
君
之
道
，
以
益
下
為
德
，
故
謂
之
益

也
。
震
為
雷
，
巽
為
風
。
雷
動
風
行
，
二
者
相
成
，
猶
人
君
出
教
令
，
臣
奉
行
之
，
故
﹁
利
有

攸
往
﹂。
坎
為
大
川
，
故
﹁
利
涉
大
川
﹂
矣
。 

虞
注
：
三
陰
失
正
，

變
則
成
坎
。

自
二
至
上
，

其
體
象
渙

坎
水
為
大
川
，

故
﹁
利
涉
大
川
﹂。

繫
言
，

﹁
舟
楫
之
利
，
蓋
取
諸
渙
﹂。

九
家
易
彼
注
云
，

﹁
木
在
水
上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一
七

 體
巽
之
下
，
應
初
，
是
天
子
損
其
所
有
以
下
諸
侯
也
。
人
君
之
道
，
以
益
下
為
德
，
故
謂
之
益

也
。
震
為
雷
，
巽
為
風
。
雷
動
風
行
，
二
者
相
成
，
猶
人
君
出
教
令
，
臣
奉
行
之
，
故
﹁
利
有

攸
往
﹂。
坎
為
大
川
，
故
﹁
利
涉
大
川
﹂
矣
。 

虞
注
：
三
陰
失
正
，

變
則
成
坎
。

自
二
至
上
，

其
體
象
渙

坎
水
為
大
川
，

故
﹁
利
涉
大
川
﹂。

繫
言
，

﹁
舟
楫
之
利
，
蓋
取
諸
渙
﹂。

九
家
易
彼
注
云
，

﹁
木
在
水
上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一
八

 

﹁
流
行
若
風
﹂，

﹁
舟
楫
之
象
﹂，

是
也
。

渙
彖
傳
曰
﹁
乘
木
有
功
﹂，
故
曰
﹁
木
道
乃
行
也
﹂。 

鄭
注
：﹁
乾
以
君
之
﹂，
坤
為
臣
道
，
故
﹁
陰
陽
之
義
，
陽
稱
為
君
，
陰
為
臣
﹂
也
。
震
一

陽
二
陰
，
臣
多
于
君
，
故
其
象
為
臣
。
巽
二
陽
一
陰
，
君
多
于
臣
，
故
其
象
為
君
。
四
居
巽
體

下
，
應
于
初
，
是
天
子
損
其
所
有
，
以
下
諸
侯
之
象
。
人
君
之
道
，
損
己
利
人
，
德
在
益
下
，

故
謂
之
益
也
。﹁
震
為
雷
﹂
﹁
巽
為
風
﹂，
說
卦
文
。
雷
主
動
，
風
主
行
，
震
巽
﹁
同
聲
相
應
﹂，

故
云
﹁
二
者
相
成
﹂。
震
為
出
，
巽
為
令
，
故
﹁
猶
人
君
出
教
令
，
臣
奉
行
之
﹂。
命
出
必
行
，

故
﹁
利
有
攸
往
﹂
也
。
三
上
失
正
，
易
位
成
既
濟
，
互
兩
坎
，
坎
水
為
川
，
故
﹁
利
涉
大
川
﹂

也
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一
九

 

﹁
流
行
若
風
﹂，

﹁
舟
楫
之
象
﹂，

是
也
。

渙
彖
傳
曰
﹁
乘
木
有
功
﹂，
故
曰
﹁
木
道
乃
行
也
﹂。 

鄭
注
：﹁
乾
以
君
之
﹂，
坤
為
臣
道
，
故
﹁
陰
陽
之
義
，
陽
稱
為
君
，
陰
為
臣
﹂
也
。
震
一

陽
二
陰
，
臣
多
于
君
，
故
其
象
為
臣
。
巽
二
陽
一
陰
，
君
多
于
臣
，
故
其
象
為
君
。
四
居
巽
體

下
，
應
于
初
，
是
天
子
損
其
所
有
，
以
下
諸
侯
之
象
。
人
君
之
道
，
損
己
利
人
，
德
在
益
下
，

故
謂
之
益
也
。﹁
震
為
雷
﹂
﹁
巽
為
風
﹂，
說
卦
文
。
雷
主
動
，
風
主
行
，
震
巽
﹁
同
聲
相
應
﹂，

故
云
﹁
二
者
相
成
﹂。
震
為
出
，
巽
為
令
，
故
﹁
猶
人
君
出
教
令
，
臣
奉
行
之
﹂。
命
出
必
行
，

故
﹁
利
有
攸
往
﹂
也
。
三
上
失
正
，
易
位
成
既
濟
，
互
兩
坎
，
坎
水
為
川
，
故
﹁
利
涉
大
川
﹂

也
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二
〇

 

○

彖
曰
：﹁
益
，
損
上
益
下
，
民
說
无
疆
。
自
上
下
下
，
其
道
大
光
。
利
有
攸

往
，
中
正
有
慶
。
利
涉
大
川
，
木
道
乃
行
。
益
動
而
巽
，
日
進
无
疆
。
天

施
地
生
，
其
益
无
方
。
凡
益
之
道
，
與
時
偕
行
。
﹂ 

 

蜀
才
曰
：
此
本
否
卦
。 

案
：
乾
之
上
九
下
處
坤
初
，
坤
之
初
六
上
升
乾
四
，﹁
損
上
益
下
﹂
者
也
。 

卦
自
否
來
，

故
﹁
此
本
否
卦
﹂。

否
乾
上
九
之
坤
初
，

初
六
升
乾
四
，
損
上
陽
以
益
下
陰
，
故
為
益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二
一

 

○

彖
曰
：﹁
益
，
損
上
益
下
，
民
說
无
疆
。
自
上
下
下
，
其
道
大
光
。
利
有
攸

往
，
中
正
有
慶
。
利
涉
大
川
，
木
道
乃
行
。
益
動
而
巽
，
日
進
无
疆
。
天

施
地
生
，
其
益
无
方
。
凡
益
之
道
，
與
時
偕
行
。
﹂ 

 

蜀
才
曰
：
此
本
否
卦
。 

案
：
乾
之
上
九
下
處
坤
初
，
坤
之
初
六
上
升
乾
四
，﹁
損
上
益
下
﹂
者
也
。 

卦
自
否
來
，

故
﹁
此
本
否
卦
﹂。

否
乾
上
九
之
坤
初
，

初
六
升
乾
四
，
損
上
陽
以
益
下
陰
，
故
為
益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二
二

 

虞
翻
曰
：
上
之
初
，
坤
為
无
疆
，
震
為
喜
笑
。﹁
以
貴
下
賤
，
大
得
民
﹂，
故
﹁
說
无
疆
﹂

矣
。 

益
本
否
上
之
初
。

坤
彖
曰
，

﹁
德
合
无
疆
﹂。

否
初
坤
，

故
﹁
坤
為
无
疆
﹂。

震
春
為
喜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二
三

 

虞
翻
曰
：
上
之
初
，
坤
為
无
疆
，
震
為
喜
笑
。﹁
以
貴
下
賤
，
大
得
民
﹂，
故
﹁
說
无
疆
﹂

矣
。 

益
本
否
上
之
初
。

坤
彖
曰
，

﹁
德
合
无
疆
﹂。

否
初
坤
，

故
﹁
坤
為
无
疆
﹂。

震
春
為
喜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二
四

 

震
﹁
笑
言
啞
啞
﹂
為
笑
，

喜
笑
故
為
說
。

否
上
之
初
為
﹁
貴
下
賤
﹂，

坤
眾
為

民
，

故
﹁
大
得
民
﹂。
明
王
之
道
，

志
在
惠
下
，

故
﹁
民
說
无
疆
﹂
矣
。

虞
翻
曰
：
乾
為
大
明
，
以
乾
照
坤
，
故
﹁
其
道
大
光
﹂。
或
以
上
之
三
，
離
為
大
光
矣
。 

乾
彖
曰
﹁
大
明
終
始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二
五

 

震
﹁
笑
言
啞
啞
﹂
為
笑
，

喜
笑
故
為
說
。

否
上
之
初
為
﹁
貴
下
賤
﹂，

坤
眾
為

民
，

故
﹁
大
得
民
﹂。
明
王
之
道
，

志
在
惠
下
，

故
﹁
民
說
无
疆
﹂
矣
。

虞
翻
曰
：
乾
為
大
明
，
以
乾
照
坤
，
故
﹁
其
道
大
光
﹂。
或
以
上
之
三
，
離
為
大
光
矣
。 

乾
彖
曰
﹁
大
明
終
始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二
六

 

故
﹁
乾
為
大
明
﹂。
否
乾
在
上
坤
在

下
，

故
曰
﹁
以
乾
照
坤
﹂。
乾
為
天
道
，

故
曰
﹁
其
道
大
光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二
七

 

故
﹁
乾
為
大
明
﹂。
否
乾
在
上
坤
在

下
，

故
曰
﹁
以
乾
照
坤
﹂。
乾
為
天
道
，

故
曰
﹁
其
道
大
光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二
八

 

三
上
失
位
，

故
，

﹁
或
以
上
之
三
﹂，

成
離

﹁
離
為
大
光
﹂，
義
亦
可
通
。

離
日
為
光
，

愚
案

否
乾
上
九

下
居
坤
初
，
自
初
至
五
有
離
象
，
離
日
為
光
。

﹁
天
道
下
濟
而
光
明
﹂，

故
曰

﹁
自
上
下
下
，
其
道
大
光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中
正
謂
五
，
而
二
應
之
，
乾
為
慶
也
。 

五
居
中
得
正
，

故
﹁
中
正

謂
五
﹂。

而
二
以
中
正
應
之
，

故
﹁
利
有
攸
往
﹂。
陽
為
慶
，

五
體
乾
陽
，
故
﹁
乾
為
慶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三
動
成
渙
，
渙
舟
楫
象
，
巽
木
得
水
，
故
﹁
木
道
乃
行
﹂
也
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二
九

 

三
上
失
位
，

故
，

﹁
或
以
上
之
三
﹂，

成
離

﹁
離
為
大
光
﹂，
義
亦
可
通
。

離
日
為
光
，

愚
案

否
乾
上
九

下
居
坤
初
，
自
初
至
五
有
離
象
，
離
日
為
光
。

﹁
天
道
下
濟
而
光
明
﹂，

故
曰

﹁
自
上
下
下
，
其
道
大
光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中
正
謂
五
，
而
二
應
之
，
乾
為
慶
也
。 

五
居
中
得
正
，

故
﹁
中
正

謂
五
﹂。

而
二
以
中
正
應
之
，

故
﹁
利
有
攸
往
﹂。
陽
為
慶
，

五
體
乾
陽
，
故
﹁
乾
為
慶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三
動
成
渙
，
渙
舟
楫
象
，
巽
木
得
水
，
故
﹁
木
道
乃
行
﹂
也
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三
〇

 

三
失
位
，

動
則
成

渙
，

渙
有
舟
楫
之
象
，

以
巽
木
而
得
坎
水
，
又
內
震
行
，

故
曰
﹁
木
道
乃
行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震
三
動
為
離
，
離
為
﹁
日
﹂，
巽
為
﹁
進
﹂，
坤
為
﹁
疆
﹂，
日
與
巽
俱
進
，
故

﹁
日
進
无
疆
﹂
也
。 

震
，
動
也
。

三
失
位
，
動
而
成
離
，

﹁
離
為
日
﹂，

說
卦

文

巽
為
進
退
，

故
﹁
為
進
﹂。﹁
坤

為
疆
﹂
當
脫
﹁
无
﹂
字
。

坤
為

地
，
故
﹁
无
疆
﹂。

以
離
日
與
巽
俱
進
，
而

卦
自
否
來
，
又
本
互
坤
，

故
﹁
日
進
无
疆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乾
下
之
坤
，
震
為
出
生
，
萬
物
出
震
，
故
﹁
天
施
地
生
﹂。
陽
在
坤
初
為
无
方
，

﹁
日
進
无
疆
﹂，
故
﹁
其
益
无
方
﹂
也
。 

乾
交
坤
為
施
，

否
乾
上
下
之
坤
初
，

故
曰
﹁
天
施
﹂。﹁
帝
出
乎
震
﹂，

故
為
出
。
震
春

為
生
，

又
月
三
日
，

﹁
哉
生
明
﹂，

亦
為
生
。

﹁
萬
物
出
乎
震
﹂，

說
卦
文

萬
物
資
始
于
乾
而
資
生
于
坤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三
一

 

三
失
位
，

動
則
成

渙
，

渙
有
舟
楫
之
象
，

以
巽
木
而
得
坎
水
，
又
內
震
行
，

故
曰
﹁
木
道
乃
行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震
三
動
為
離
，
離
為
﹁
日
﹂，
巽
為
﹁
進
﹂，
坤
為
﹁
疆
﹂，
日
與
巽
俱
進
，
故

﹁
日
進
无
疆
﹂
也
。 

震
，
動
也
。

三
失
位
，
動
而
成
離
，

﹁
離
為
日
﹂，

說
卦

文

巽
為
進
退
，

故
﹁
為
進
﹂。﹁
坤

為
疆
﹂
當
脫
﹁
无
﹂
字
。

坤
為

地
，
故
﹁
无
疆
﹂。

以
離
日
與
巽
俱
進
，
而

卦
自
否
來
，
又
本
互
坤
，

故
﹁
日
進
无
疆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乾
下
之
坤
，
震
為
出
生
，
萬
物
出
震
，
故
﹁
天
施
地
生
﹂。
陽
在
坤
初
為
无
方
，

﹁
日
進
无
疆
﹂，
故
﹁
其
益
无
方
﹂
也
。 

乾
交
坤
為
施
，

否
乾
上
下
之
坤
初
，

故
曰
﹁
天
施
﹂。﹁
帝
出
乎
震
﹂，

故
為
出
。
震
春

為
生
，

又
月
三
日
，

﹁
哉
生
明
﹂，

亦
為
生
。

﹁
萬
物
出
乎
震
﹂，

說
卦
文

萬
物
資
始
于
乾
而
資
生
于
坤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三
二

 

故
曰
﹁
天
施
地
生
﹂
也
。

坤
文
言
曰
，

﹁
至
靜
而
德
方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三
三

 

故
曰
﹁
天
施
地
生
﹂
也
。

坤
文
言
曰
，

﹁
至
靜
而
德
方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三
四

 

故
﹁
陽
在
坤
初
為
无
方
﹂。
惟
其
﹁
日
進
无
疆
﹂，

是
以
﹁
其
益
无
方
﹂。
此
，

損
上
益
下
，
所
以
為
益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上
來
益
三
，
四
時
象
正
。
艮
為
﹁
時
﹂，
震
為
﹁
行
﹂，
與
損
同
義
，
故
﹁
與
時

偕
行
﹂
也
。 

三
上
易
位
成
既
濟
，

故
云
﹁
上
來
益
三
﹂
也
。

益
震

為
春
，

損

為
秋
，

既
濟

坎
冬
離
夏
，

故
﹁
四
時
象
正
﹂
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三
五

 

故
﹁
陽
在
坤
初
為
无
方
﹂。
惟
其
﹁
日
進
无
疆
﹂，

是
以
﹁
其
益
无
方
﹂。
此
，

損
上
益
下
，
所
以
為
益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上
來
益
三
，
四
時
象
正
。
艮
為
﹁
時
﹂，
震
為
﹁
行
﹂，
與
損
同
義
，
故
﹁
與
時

偕
行
﹂
也
。 

三
上
易
位
成
既
濟
，

故
云
﹁
上
來
益
三
﹂
也
。

益
震

為
春
，

損

為
秋
，

既
濟

坎
冬
離
夏
，

故
﹁
四
時
象
正
﹂
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三
六

 

艮

﹁
動
靜
不
失
其
時
﹂，
故
﹁
為
時
﹂，
震
作
足
，
故
﹁
為
行
﹂。

﹁
與
損
同
義
﹂
者
，
損
彖
曰
﹁
損
益
盈
虛
﹂，﹁

與
時
偕
行
﹂，

虞
彼
注
云
，

﹁
損
二
之
五
，
益
上
之
三
﹂。

﹁
變
通

趨
時
，
故
與
時
偕
行
﹂，

是
其
義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風
雷
，
益
。
君
子
以
見
善
則
遷
，
有
過
則
改
。
﹂ 

虞
翻
曰
：
君
子
謂
乾
也
。
上
之
三
，
離
為
見
，
乾
為
﹁
善
﹂，
坤
為
﹁
過
﹂，
坤
三
進
之
乾

四
，
故
﹁
見
善
則
遷
﹂。
乾
上
之
坤
初
，
改
坤
之
過
。
體
復
象
，﹁
復
以
自
知
﹂，
故
﹁
有
過
則

改
﹂
也
。 

疏
：
子
夏
傳
曰
﹁
雷
以
動
之
，
風
以
散
之
，
萬
物
皆
益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三
七

 

艮

﹁
動
靜
不
失
其
時
﹂，
故
﹁
為
時
﹂，
震
作
足
，
故
﹁
為
行
﹂。

﹁
與
損
同
義
﹂
者
，
損
彖
曰
﹁
損
益
盈
虛
﹂，﹁

與
時
偕
行
﹂，

虞
彼
注
云
，

﹁
損
二
之
五
，
益
上
之
三
﹂。

﹁
變
通

趨
時
，
故
與
時
偕
行
﹂，

是
其
義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風
雷
，
益
。
君
子
以
見
善
則
遷
，
有
過
則
改
。
﹂ 

虞
翻
曰
：
君
子
謂
乾
也
。
上
之
三
，
離
為
見
，
乾
為
﹁
善
﹂，
坤
為
﹁
過
﹂，
坤
三
進
之
乾

四
，
故
﹁
見
善
則
遷
﹂。
乾
上
之
坤
初
，
改
坤
之
過
。
體
復
象
，﹁
復
以
自
知
﹂，
故
﹁
有
過
則

改
﹂
也
。 

疏
：
子
夏
傳
曰
﹁
雷
以
動
之
，
風
以
散
之
，
萬
物
皆
益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三
八

 

稽
覽
圖
曰
，

﹁
降
陰
下
迎
，
陰
起
合
和
而
陽
氣
用
，
上
薄

之
則
為
雷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三
九

 

稽
覽
圖
曰
，

﹁
降
陰
下
迎
，
陰
起
合
和
而
陽
氣
用
，
上
薄

之
則
為
雷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四
〇

 

鄭
注
云
﹁
陽
氣
，
風
也
﹂，
是
風
之
益
雷
，
自
上
下
下
也
。 

又
虞
繫
注
云
，

﹁
益
萬
物
者
，
莫
大
乎
風
雷
﹂，

故
曰
﹁
風
雷
益
﹂。

﹁
君
子
謂
乾
﹂
者
，

謂
否
乾
也
。

三
上
失
正
，

易
位
成
離
，

相
見
乎
離
，

故
﹁
離
為
見
﹂。

乾
元
善
之
長
，

故
為
善
。

坤
積
不
善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四
一

 

鄭
注
云
﹁
陽
氣
，
風
也
﹂，
是
風
之
益
雷
，
自
上
下
下
也
。 

又
虞
繫
注
云
，

﹁
益
萬
物
者
，
莫
大
乎
風
雷
﹂，

故
曰
﹁
風
雷
益
﹂。

﹁
君
子
謂
乾
﹂
者
，

謂
否
乾
也
。

三
上
失
正
，

易
位
成
離
，

相
見
乎
離
，

故
﹁
離
為
見
﹂。

乾
元
善
之
長
，

故
為
善
。

坤
積
不
善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四
二

 故
為
過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四
三

 故
為
過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四
四

 

上
已
之
初
，

故
三
進
居
四
。

四
陰
得
位
，

故
曰
遷
善
。

乾
上
之
坤
初
，

坤
體
毀
，故

﹁
改
坤
之
過
﹂。

初
至
四

體
復
象
，

繫
曰
﹁
復
以
自
知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四
五

 

上
已
之
初
，

故
三
進
居
四
。

四
陰
得
位
，

故
曰
遷
善
。

乾
上
之
坤
初
，

坤
體
毀
，故

﹁
改
坤
之
過
﹂。

初
至
四

體
復
象
，

繫
曰
﹁
復
以
自
知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四
六

 

又
曰
﹁
有
不
善
未
嘗
不
知
，
知
之
未
嘗
復
行
﹂，

故
﹁
有
過
則
改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四
七

 

又
曰
﹁
有
不
善
未
嘗
不
知
，
知
之
未
嘗
復
行
﹂，

故
﹁
有
過
則
改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四
八

 

遷
善
改
過
，
益
莫
大
焉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四
九

 

遷
善
改
過
，
益
莫
大
焉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五
〇

 

○

初
九
。
利
用
為
大
作
，
元
吉
无
咎
。 

虞
翻
曰
：﹁
大
作
﹂
謂
耕
播
，﹁
耒
耨
之
利
﹂，
蓋
取
諸
此
也
。
坤
為
﹁
用
﹂，
乾
為
﹁
大
﹂，

震
為
﹁
作
﹂，
故
﹁
利
用
為
大
作
﹂。
體
復
初
得
正
，﹁
朋
來
无
咎
﹂，
故
﹁
元
吉
无
咎
﹂。
震
，

二
月
卦
，﹁
日
中
星
鳥
﹂。﹁
敬
授
民
時
﹂，
故
以
耕
播
也
。 

周
語
曰
﹁
民
之
大
事
在
農
﹂，

堯
典
曰
，

﹁
平
秩

東
作
﹂，

故
曰
﹁
大
作
謂
耕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五
一

 

○

初
九
。
利
用
為
大
作
，
元
吉
无
咎
。 

虞
翻
曰
：﹁
大
作
﹂
謂
耕
播
，﹁
耒
耨
之
利
﹂，
蓋
取
諸
此
也
。
坤
為
﹁
用
﹂，
乾
為
﹁
大
﹂，

震
為
﹁
作
﹂，
故
﹁
利
用
為
大
作
﹂。
體
復
初
得
正
，﹁
朋
來
无
咎
﹂，
故
﹁
元
吉
无
咎
﹂。
震
，

二
月
卦
，﹁
日
中
星
鳥
﹂。﹁
敬
授
民
時
﹂，
故
以
耕
播
也
。 

周
語
曰
﹁
民
之
大
事
在
農
﹂，

堯
典
曰
，

﹁
平
秩

東
作
﹂，

故
曰
﹁
大
作
謂
耕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五
二

 播
﹂
也
。 

繫
下
曰
﹁
斲
木
為
耜
，
揉
木
為
耒
。
耒
耨
之
利
，
以
教
天
下
。
蓋
取
諸
益
﹂。

故
云
﹁
耒
耨
之
利
，
蓋
取
諸

此
也
﹂。 

﹁
致
役
乎
坤
﹂，
故
﹁
坤
為
用
﹂。

﹁
大
哉
乾
元
﹂，

故
﹁
乾
為
大
﹂。
震
作
足
，

故
﹁
為
作
﹂。
否
象
乾
坤
，

初
變
成
震
，

故
﹁
利
用
為
大
作
﹂。 

初
至
四
體
復
象
，

初
以
陽
居
陽
為
得
正
。
復
曰
﹁
朋
來
无
咎
﹂，

初
九
曰
﹁
无
祇
悔
，
元
吉
﹂，
益
初
陽
有
元
象
，

故
曰
﹁
元
吉
无
咎
﹂。 

坎
離
震
兌
，
四
正
方
伯
卦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五
三

 播
﹂
也
。 

繫
下
曰
﹁
斲
木
為
耜
，
揉
木
為
耒
。
耒
耨
之
利
，
以
教
天
下
。
蓋
取
諸
益
﹂。

故
云
﹁
耒
耨
之
利
，
蓋
取
諸

此
也
﹂。 

﹁
致
役
乎
坤
﹂，
故
﹁
坤
為
用
﹂。

﹁
大
哉
乾
元
﹂，

故
﹁
乾
為
大
﹂。
震
作
足
，

故
﹁
為
作
﹂。
否
象
乾
坤
，

初
變
成
震
，

故
﹁
利
用
為
大
作
﹂。 

初
至
四
體
復
象
，

初
以
陽
居
陽
為
得
正
。
復
曰
﹁
朋
來
无
咎
﹂，

初
九
曰
﹁
无
祇
悔
，
元
吉
﹂，
益
初
陽
有
元
象
，

故
曰
﹁
元
吉
无
咎
﹂。 

坎
離
震
兌
，
四
正
方
伯
卦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五
四

 

震
春
，
二
月
卦
也
。

﹁
日
中
星
鳥
﹂，﹁
敬
授
民
時
﹂，

皆
堯

典
文
。益

于
消
息
正
月
卦
，

啟
蟄
而
祈
穀
，
農
事
之
始
。

益
民
之
大
莫
若
農
，
故
引
書
以
明
耕
種
之
時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元
吉
无
咎
，
下
不
厚
事
也
。
﹂ 

侯
果
曰
：﹁
大
作
﹂
謂
耕
植
也
。
處
益
之
始
，
居
震
之
初
，
震
為
稼
穡
，
又
為
﹁
大
作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五
五

 

震
春
，
二
月
卦
也
。

﹁
日
中
星
鳥
﹂，﹁
敬
授
民
時
﹂，

皆
堯

典
文
。益

于
消
息
正
月
卦
，

啟
蟄
而
祈
穀
，
農
事
之
始
。

益
民
之
大
莫
若
農
，
故
引
書
以
明
耕
種
之
時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元
吉
无
咎
，
下
不
厚
事
也
。
﹂ 

侯
果
曰
：﹁
大
作
﹂
謂
耕
植
也
。
處
益
之
始
，
居
震
之
初
，
震
為
稼
穡
，
又
為
﹁
大
作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五
六

 益
之
大
者
，
莫
大
耕
植
，
故
初
九
之
利
，
利
為
大
作
。
若
能
不
厚
勞
于
下
民
，
不
奪
時
于
農
畯
，

則
大
吉
无
咎
矣
。 

﹁
大
作
謂
耕
植
﹂，
釋
已
見
前
。

﹁
植
﹂
猶
播
也
。

﹁
處
益
之
始
﹂，

以
全
卦
言
也
。

﹁
居
震
之
初
﹂，
以
內
卦
言
也
。

震
于
稼
為
反
生
，

故

﹁
為
稼
穡
﹂。

為
作
足
，

故
﹁
又
為
大
作
﹂。

益
下
莫
大
于
耕
植
，

故
初
九
利
于
耕
植
為
大
作
。

否
坤
為
厚
，
又
為
事
，

上
來
益
初
，
坤
象
不
見
，

是
上
任
其
勞
而
﹁
下
不
厚
事
﹂，

故
云
﹁
若
能
不
厚
勞
于
下
民
，
不
奪
時
于
農
畯
，
則
大
吉
无
咎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五
七

 益
之
大
者
，
莫
大
耕
植
，
故
初
九
之
利
，
利
為
大
作
。
若
能
不
厚
勞
于
下
民
，
不
奪
時
于
農
畯
，

則
大
吉
无
咎
矣
。 

﹁
大
作
謂
耕
植
﹂，
釋
已
見
前
。

﹁
植
﹂
猶
播
也
。

﹁
處
益
之
始
﹂，

以
全
卦
言
也
。

﹁
居
震
之
初
﹂，
以
內
卦
言
也
。

震
于
稼
為
反
生
，

故

﹁
為
稼
穡
﹂。

為
作
足
，

故
﹁
又
為
大
作
﹂。

益
下
莫
大
于
耕
植
，

故
初
九
利
于
耕
植
為
大
作
。

否
坤
為
厚
，
又
為
事
，

上
來
益
初
，
坤
象
不
見
，

是
上
任
其
勞
而
﹁
下
不
厚
事
﹂，

故
云
﹁
若
能
不
厚
勞
于
下
民
，
不
奪
時
于
農
畯
，
則
大
吉
无
咎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五
八

 

○

六
二
。
或
益
之
，
十
朋
之
龜
。
弗
克
違
，
永
貞
吉
。
王
用
享
于
帝
，
吉
。 

虞
翻
曰
：
謂
上
從
外
來
益
也
，
故
﹁
或
益
之
﹂。
二
得
正
遠
應
，
利
三
之
正
，
已
得
承
之
。

坤
數
十
，
損
兌
為
﹁
朋
﹂，
謂
三
變
離
為
﹁
龜
﹂，
故
﹁
十
朋
之
龜
﹂。
坤
為
﹁
永
﹂，
上
之
三
得

正
，
故
﹁
永
貞
吉
﹂。 

疏

以
爻
定
既
濟
，
則
上
來
益
三
。

以
之
泰
，
則
上
益
初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五
九

 

○

六
二
。
或
益
之
，
十
朋
之
龜
。
弗
克
違
，
永
貞
吉
。
王
用
享
于
帝
，
吉
。 

虞
翻
曰
：
謂
上
從
外
來
益
也
，
故
﹁
或
益
之
﹂。
二
得
正
遠
應
，
利
三
之
正
，
已
得
承
之
。

坤
數
十
，
損
兌
為
﹁
朋
﹂，
謂
三
變
離
為
﹁
龜
﹂，
故
﹁
十
朋
之
龜
﹂。
坤
為
﹁
永
﹂，
上
之
三
得

正
，
故
﹁
永
貞
吉
﹂。 

疏

以
爻
定
既
濟
，
則
上
來
益
三
。

以
之
泰
，
則
上
益
初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六
〇

 

一
本
作
﹁
上
從
外
來
益
初
﹂，
是
也
。

益
三
，
益
初
，
皆
自
外
來
，

故
曰
﹁
或
益
之
﹂。

以
六
居
二
為
得
正
，

遠
應
在
五
。

三
失
位
，

故
﹁
利
三
之
正
﹂。

陰
利
承
陽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六
一

 

一
本
作
﹁
上
從
外
來
益
初
﹂，
是
也
。

益
三
，
益
初
，
皆
自
外
來
，

故
曰
﹁
或
益
之
﹂。

以
六
居
二
為
得
正
，

遠
應
在
五
。

三
失
位
，

故
﹁
利
三
之
正
﹂。

陰
利
承
陽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六
二

 

故
﹁
已
得
承
之
﹂。

坤
癸
，
故
﹁
數
十
﹂。

損
二
五
變
則
成
益
，

是
益
二
即
損
五
，

故
益
二
爻
象
與
損
五
同
辭
。

而
云
﹁
損
兌
為
朋
﹂，

取
兌
﹁
朋
友
講
習
﹂
之
義
也
。

三
失
位
，

變
正
成
離
為
龜
。

﹁
十
朋
之
龜
﹂，

詳
具
損
五
。

坤
用
六
﹁
利
永
貞
﹂，

故
﹁
坤
為
永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六
三

 

故
﹁
已
得
承
之
﹂。

坤
癸
，
故
﹁
數
十
﹂。

損
二
五
變
則
成
益
，

是
益
二
即
損
五
，

故
益
二
爻
象
與
損
五
同
辭
。

而
云
﹁
損
兌
為
朋
﹂，

取
兌
﹁
朋
友
講
習
﹂
之
義
也
。

三
失
位
，

變
正
成
離
為
龜
。

﹁
十
朋
之
龜
﹂，

詳
具
損
五
。

坤
用
六
﹁
利
永
貞
﹂，

故
﹁
坤
為
永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六
四

 

上
三
易
位
皆
得
正
，

成
既
濟
定
，

故
﹁
永
貞

吉
﹂
也
。

愚
案
：
損
六
五
﹁
或
益
之
﹂，

謂
二
五

變
成
益

五
位
乾
，
乾
為
元
，

故
﹁
元
吉
﹂。

益
二
自
損
來
，

居

中
得
正
，

坤
為
永
。
故
初
乾
陽
居
始
，

五
乾
陽
得
正
，

皆
稱
﹁
元
吉
﹂。

與
損
五
成
益
稱
﹁
元
吉
﹂
同
義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震
稱
﹁
帝
﹂，﹁
王
﹂
謂
五
，
否
乾
為
﹁
王
﹂，
體
觀
象
，
艮
為
宗
廟
，
三
變
折

坤
牛
，
體
噬
嗑
食
，
故
﹁
王
用
享
于
帝
﹂。
得
位
，
故
﹁
吉
﹂。 

干
寶
曰
：
聖
王
先
成
其
民
，
而
後
致
力
于
神
，
故
﹁
王
用
享
于
帝
﹂。
在
巽
之
宮
，
處
震

之
象
，
是
則
蒼
精
之
帝
同
始
祖
矣
。 

虞
注
：﹁
帝
出
乎
震
﹂，

故
﹁
震
為
帝
﹂。
五
天
子
位
，

故
﹁
五
為
王
﹂。﹁
乾
以
君

之
﹂，

故
﹁
否
乾
為
王
﹂
也
。

二
至
上
體
觀
象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六
五

 

上
三
易
位
皆
得
正
，

成
既
濟
定
，

故
﹁
永
貞

吉
﹂
也
。

愚
案
：
損
六
五
﹁
或
益
之
﹂，

謂
二
五

變
成
益

五
位
乾
，
乾
為
元
，

故
﹁
元
吉
﹂。

益
二
自
損
來
，

居

中
得
正
，

坤
為
永
。
故
初
乾
陽
居
始
，

五
乾
陽
得
正
，

皆
稱
﹁
元
吉
﹂。

與
損
五
成
益
稱
﹁
元
吉
﹂
同
義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震
稱
﹁
帝
﹂，﹁
王
﹂
謂
五
，
否
乾
為
﹁
王
﹂，
體
觀
象
，
艮
為
宗
廟
，
三
變
折

坤
牛
，
體
噬
嗑
食
，
故
﹁
王
用
享
于
帝
﹂。
得
位
，
故
﹁
吉
﹂。 

干
寶
曰
：
聖
王
先
成
其
民
，
而
後
致
力
于
神
，
故
﹁
王
用
享
于
帝
﹂。
在
巽
之
宮
，
處
震

之
象
，
是
則
蒼
精
之
帝
同
始
祖
矣
。 

虞
注
：﹁
帝
出
乎
震
﹂，

故
﹁
震
為
帝
﹂。
五
天
子
位
，

故
﹁
五
為
王
﹂。﹁
乾
以
君

之
﹂，

故
﹁
否
乾
為
王
﹂
也
。

二
至
上
體
觀
象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六
六

 

祭
祀
艮
為
鬼
門
，

故
﹁
為
宗
廟
﹂。

此
享
帝
而
取
宗
廟
，
以
其
祭
感
生
帝
也
。

禮
曰
﹁
王
者
禘
其
祖
之
所
自
出
，
以
其
祖
配
之
而
立
四
廟
﹂，

鄭
注
云
，

﹁
祖
所
出
謂
五
帝
﹂，

即
南
郊
之
祭
也
。

三
變
折
坤
，

牛
為
牲
，

初
至
五
體
噬
嗑
食
象
，

故
﹁
用
享
于
帝
﹂，

明
，

不
王
不
禘
也
。

乾
鑿
度
說
此
爻
云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六
七

 

祭
祀
艮
為
鬼
門
，

故
﹁
為
宗
廟
﹂。

此
享
帝
而
取
宗
廟
，
以
其
祭
感
生
帝
也
。

禮
曰
﹁
王
者
禘
其
祖
之
所
自
出
，
以
其
祖
配
之
而
立
四
廟
﹂，

鄭
注
云
，

﹁
祖
所
出
謂
五
帝
﹂，

即
南
郊
之
祭
也
。

三
變
折
坤
，

牛
為
牲
，

初
至
五
體
噬
嗑
食
象
，

故
﹁
用
享
于
帝
﹂，

明
，

不
王
不
禘
也
。

乾
鑿
度
說
此
爻
云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六
八

 

﹁
益
者
，
正
月
之
卦
也
。
天
氣
下
施
，
萬
物
皆
益
。
﹂﹁

言
王
者
之
法
﹂，

﹁
天
地
施
政
教
﹂，

﹁
而
天
下
被
陽
德
蒙
教
化
﹂。

﹁
如
美
寶
莫
能
違
害
﹂，

﹁
永

貞
其
道
，
咸
受
吉
化
﹂。

﹁
德
施
四
海
，
能
繼
天
道
也
﹂。

﹁﹃
王
用
享
于
帝
﹄
者
﹂，

﹁
言
祭
天
也
﹂。

﹁
三
王
之
郊
﹂，
三

﹁
一

用
夏
正
﹂。

﹁
天
道
三
微
而
成
一
著
﹂，

﹁
三
著
而
成
一
體
﹂。﹁
方
此
之
時
﹂，

﹁
天
地
交
，
萬
物

通
﹂，

﹁
故
泰
益
之
卦
，

皆
夏
之
正
也
﹂。

﹁
此
四
時
之
正
﹂，

﹁
不
易
之
道
也
﹂。

﹁
故
三
王
之
郊
，
一
用
夏
正
，
所
以
順
四
時
法
天
地
之
通
道
也
﹂。

六
居
二
得
位
，
故

﹁
吉
﹂。干

注
，

桓
六
年
左
傳
曰
，

﹁
聖
王
先
成
民
，
而
後
致
力
于
神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六
九

 

﹁
益
者
，
正
月
之
卦
也
。
天
氣
下
施
，
萬
物
皆
益
。
﹂﹁

言
王
者
之
法
﹂，

﹁
天
地
施
政
教
﹂，

﹁
而
天
下
被
陽
德
蒙
教
化
﹂。

﹁
如
美
寶
莫
能
違
害
﹂，

﹁
永

貞
其
道
，
咸
受
吉
化
﹂。

﹁
德
施
四
海
，
能
繼
天
道
也
﹂。

﹁﹃
王
用
享
于
帝
﹄
者
﹂，

﹁
言
祭
天
也
﹂。

﹁
三
王
之
郊
﹂，
三

﹁
一

用
夏
正
﹂。

﹁
天
道
三
微
而
成
一
著
﹂，

﹁
三
著
而
成
一
體
﹂。﹁
方
此
之
時
﹂，

﹁
天
地
交
，
萬
物

通
﹂，

﹁
故
泰
益
之
卦
，

皆
夏
之
正
也
﹂。

﹁
此
四
時
之
正
﹂，

﹁
不
易
之
道
也
﹂。

﹁
故
三
王
之
郊
，
一
用
夏
正
，
所
以
順
四
時
法
天
地
之
通
道
也
﹂。

六
居
二
得
位
，
故

﹁
吉
﹂。干

注
，

桓
六
年
左
傳
曰
，

﹁
聖
王
先
成
民
，
而
後
致
力
于
神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七
〇

 

故
﹁
王
用
享
于
帝
﹂。

益
為
巽
宮
三
世
卦
，

故
云
﹁
在
巽
之
宮
﹂。

二
在
震
位
，

故
云
﹁
處
震
之
象
﹂。
震

巽
于
五
行
皆
屬
木
，

木
于
時
屬
春
，

月
令

﹁
孟
春
之
月
，
其
帝
太

，
其
神
勾
芒
﹂，

鄭
注
，

﹁
此
蒼
精
之
君
﹂，

﹁
木
官
之
臣
﹂。 

又
春
官
小
宗
伯
，

﹁
兆
五
帝
于
四
郊
﹂，

鄭
注
，

﹁
蒼
帝
曰
靈
威
仰
﹂。

震
巽
同
聲
，故

曰
﹁
蒼
精
之

帝
，
同
始
祖
矣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七
一

 

故
﹁
王
用
享
于
帝
﹂。

益
為
巽
宮
三
世
卦
，

故
云
﹁
在
巽
之
宮
﹂。

二
在
震
位
，

故
云
﹁
處
震
之
象
﹂。
震

巽
于
五
行
皆
屬
木
，

木
于
時
屬
春
，

月
令

﹁
孟
春
之
月
，
其
帝
太

，
其
神
勾
芒
﹂，

鄭
注
，

﹁
此
蒼
精
之
君
﹂，

﹁
木
官
之
臣
﹂。 

又
春
官
小
宗
伯
，

﹁
兆
五
帝
于
四
郊
﹂，

鄭
注
，

﹁
蒼
帝
曰
靈
威
仰
﹂。

震
巽
同
聲
，故

曰
﹁
蒼
精
之

帝
，
同
始
祖
矣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七
二

 

 

○
象
曰
：﹁
或
益
之
，
自
外
來
也
。
﹂ 

虞
翻
曰
：
乾
上
稱
﹁
外
﹂，
來
益
三
也
。 

否
乾
在
外
，

上
在
外
卦
之
外
，
故
云
﹁
乾
上
稱
外
﹂。
自
外
曰

﹁
來
﹂，

上
來
益
三
，

成
既
濟
。

﹁
三
﹂
本
亦
作
﹁
初
﹂，
益
自
否

來
，
故
云
﹁
來
益
初
也
﹂。

○

六
三
。
益
之
用
凶
事
，
无
咎
。
有
孚
中
行
，
告
公
用
圭
。 

虞
翻
曰
：
坤
為
事
，
三
多
凶
，
上
來
益
三
得
正
，
故
﹁
益
用
凶
事
无
咎
﹂。 

坤
﹁
發
于
事
業
﹂，

故
﹁
坤
為
事
﹂。

﹁
三
多
凶
﹂，
繫
下
文
。

三
失
正
，

當
變
，

上
來
益
三
則
得
正
矣
。

釋
詁
曰
，

﹁
凶
，
咎
也
﹂，

凶
則
有
咎
。

得
正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七
三

 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或
益
之
，
自
外
來
也
。
﹂ 

虞
翻
曰
：
乾
上
稱
﹁
外
﹂，
來
益
三
也
。 

否
乾
在
外
，

上
在
外
卦
之
外
，
故
云
﹁
乾
上
稱
外
﹂。
自
外
曰

﹁
來
﹂，

上
來
益
三
，

成
既
濟
。

﹁
三
﹂
本
亦
作
﹁
初
﹂，
益
自
否

來
，
故
云
﹁
來
益
初
也
﹂。

○

六
三
。
益
之
用
凶
事
，
无
咎
。
有
孚
中
行
，
告
公
用
圭
。 

虞
翻
曰
：
坤
為
事
，
三
多
凶
，
上
來
益
三
得
正
，
故
﹁
益
用
凶
事
无
咎
﹂。 

坤
﹁
發
于
事
業
﹂，

故
﹁
坤
為
事
﹂。

﹁
三
多
凶
﹂，
繫
下
文
。

三
失
正
，

當
變
，

上
來
益
三
則
得
正
矣
。

釋
詁
曰
，

﹁
凶
，
咎
也
﹂，

凶
則
有
咎
。

得
正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七
四

 故
﹁
益
用
凶
事
无
咎
﹂。

案
：
三
為
公
位
，
當
益
下
之
時
，
有
拯
凶
之
責
。

且
三
變
坎
難
，

凡
水
旱
札
瘥
兵
甲
之
發
，
皆
凶
事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公
﹂
謂
三
伏
陽
也
。
三
動
體
坎
，
故
﹁
有
孚
﹂。
震
為
﹁
中
行
﹂、
為
﹁
告
﹂，

位
在
中
，
故
曰
﹁
中
行
﹂。
三
，
公
位
，
乾
為
﹁
圭
﹂，
乾
之
三
，
故
﹁
告
公
用
圭
﹂。
圭
，
桓

圭
也
。 九

家
易
曰
：
天
子
以
尺
二
寸
玄
圭
事
天
，
以
九
寸
事
地
也
。
上
公
執
桓
圭
九
寸
，
諸
侯
執

信
圭
七
寸
，
諸
伯
執
躬
圭
七
寸
，
諸
子
執
穀
璧
五
寸
，
諸
男
執
蒲
璧
五
寸
。
五
等
諸
侯
，
各
執

之
以
朝
見
天
子
也
。 

虞
注
，

乾
鑿
度
曰
﹁
三

為
三
公
﹂，

故
知
﹁
公
謂
三
﹂。

與
恆
旁
通
，
故
云
﹁
伏
陽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七
五

 故
﹁
益
用
凶
事
无
咎
﹂。

案
：
三
為
公
位
，
當
益
下
之
時
，
有
拯
凶
之
責
。

且
三
變
坎
難
，

凡
水
旱
札
瘥
兵
甲
之
發
，
皆
凶
事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公
﹂
謂
三
伏
陽
也
。
三
動
體
坎
，
故
﹁
有
孚
﹂。
震
為
﹁
中
行
﹂、
為
﹁
告
﹂，

位
在
中
，
故
曰
﹁
中
行
﹂。
三
，
公
位
，
乾
為
﹁
圭
﹂，
乾
之
三
，
故
﹁
告
公
用
圭
﹂。
圭
，
桓

圭
也
。 九

家
易
曰
：
天
子
以
尺
二
寸
玄
圭
事
天
，
以
九
寸
事
地
也
。
上
公
執
桓
圭
九
寸
，
諸
侯
執

信
圭
七
寸
，
諸
伯
執
躬
圭
七
寸
，
諸
子
執
穀
璧
五
寸
，
諸
男
執
蒲
璧
五
寸
。
五
等
諸
侯
，
各
執

之
以
朝
見
天
子
也
。 

虞
注
，

乾
鑿
度
曰
﹁
三

為
三
公
﹂，

故
知
﹁
公
謂
三
﹂。

與
恆
旁
通
，
故
云
﹁
伏
陽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七
六

 

三
動
成
坎
，

坎
故
﹁
有
孚
﹂。

震
為
足
，

故
為
﹁
行
﹂。

復
﹁
中
行
獨
復
﹂，

﹁
中
行
﹂
謂
初
，

初
至
四
體
復
，
從

故
曰
﹁
中
行
﹂。

必
曰
﹁
位
在
中
﹂
者
，

中
為
內
，

初
在
內
，

乃
得
稱
﹁
中
行
﹂，

明
非
初
，
雖
震
不
得
為

中
行
也
。

震
善
鳴
，

故
﹁
為
告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七
七

 

三
動
成
坎
，

坎
故
﹁
有
孚
﹂。

震
為
足
，

故
為
﹁
行
﹂。

復
﹁
中
行
獨
復
﹂，

﹁
中
行
﹂
謂
初
，

初
至
四
體
復
，
從

故
曰
﹁
中
行
﹂。

必
曰
﹁
位
在
中
﹂
者
，

中
為
內
，

初
在
內
，

乃
得
稱
﹁
中
行
﹂，

明
非
初
，
雖
震
不
得
為

中
行
也
。

震
善
鳴
，

故
﹁
為
告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七
八

 

三
本
公
位
，

故
﹁
告
公
﹂。
乾
為
玉
，

故
﹁
為
圭
﹂。

上
乾
之
三
，

故
﹁
告
公
用
圭
﹂。

公
執
桓
圭
，
故
云
﹁
圭
，
桓
圭
也
﹂。

九
家
注

春
官
典
瑞

﹁
四
圭
有
邸
以
祀
天
，
兩
圭
有
邸
以
祀
地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七
九

 

三
本
公
位
，

故
﹁
告
公
﹂。
乾
為
玉
，

故
﹁
為
圭
﹂。

上
乾
之
三
，

故
﹁
告
公
用
圭
﹂。

公
執
桓
圭
，
故
云
﹁
圭
，
桓
圭
也
﹂。

九
家
注

春
官
典
瑞

﹁
四
圭
有
邸
以
祀
天
，
兩
圭
有
邸
以
祀
地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八
〇

 

又
考
工
記
，

﹁
玉

人
之
事
，
天
子
圭
中
必
，
四
圭
尺
有
二
寸
以
祀
天
﹂。

故
曰
﹁
天
子
以
尺
二
寸
玄
圭
事
天
﹂。

大
宗
伯
，

﹁
以
黃
琮
祀
地
﹂，

玉
人
﹁
璧
琮
九
寸
﹂，

故
﹁
以
九
寸
事
地
也
﹂。

天
十
有
二
時
，

故
以
尺
二
寸
事

之
。

地
有
九
州
，

故
以
九
寸
事
之
。

典
瑞
曰
﹁
公
執
桓
圭
，
侯
執
信
圭
，
伯
執
躬
圭
，
子
執
穀
璧
，
男
執
蒲
璧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八
一

 

又
考
工
記
，

﹁
玉

人
之
事
，
天
子
圭
中
必
，
四
圭
尺
有
二
寸
以
祀
天
﹂。

故
曰
﹁
天
子
以
尺
二
寸
玄
圭
事
天
﹂。

大
宗
伯
，

﹁
以
黃
琮
祀
地
﹂，

玉
人
﹁
璧
琮
九
寸
﹂，

故
﹁
以
九
寸
事
地
也
﹂。

天
十
有
二
時
，

故
以
尺
二
寸
事

之
。

地
有
九
州
，

故
以
九
寸
事
之
。

典
瑞
曰
﹁
公
執
桓
圭
，
侯
執
信
圭
，
伯
執
躬
圭
，
子
執
穀
璧
，
男
執
蒲
璧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八
二

 

又
﹁
九
寸
謂
之
桓
圭
，
七
寸
謂
之
信
圭
﹂，﹁
躬
圭
﹂
見
于
玉
人
。
至
﹁
穀
璧
五
寸
，
蒲
璧

五
寸
﹂，

經
無
明
文
，

注
云
皆
徑
﹁
五
寸
﹂，

蓋
，

由
典
命
﹁
子
男
五
命
﹂，

﹁
以
五
為
節
﹂
推
之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八
三

 

又
﹁
九
寸
謂
之
桓
圭
，
七
寸
謂
之
信
圭
﹂，﹁
躬
圭
﹂
見
于
玉
人
。
至
﹁
穀
璧
五
寸
，
蒲
璧

五
寸
﹂，

經
無
明
文
，

注
云
皆
徑
﹁
五
寸
﹂，

蓋
，

由
典
命
﹁
子
男
五
命
﹂，

﹁
以
五
為
節
﹂
推
之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八
四

 

五
等
皆
天
子
所
命
，

故
﹁
各
執
之
以
朝
見
天
子
﹂。

典
瑞

﹁
珍
圭
以
徵
守
，
以
恤
凶
荒
﹂，即

﹁
益
凶
事
告
公
用
圭
﹂
之

事
也
。或

云
，

凶
為
喪
事
，
引
禮

﹁
含
者
執
璧
將
命
，
賵
者
執
圭
將
命
﹂，
為
用
圭
之
證
，
義
亦
可
通
。

但

喪
事
小
，
荒
事
大
。

當
損
上
益
下
之
時
，

莫
大
于
荒
政
救
民
，

故
舍
此
用

彼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八
五

 

五
等
皆
天
子
所
命
，

故
﹁
各
執
之
以
朝
見
天
子
﹂。

典
瑞

﹁
珍
圭
以
徵
守
，
以
恤
凶
荒
﹂，即

﹁
益
凶
事
告
公
用
圭
﹂
之

事
也
。或

云
，

凶
為
喪
事
，
引
禮

﹁
含
者
執
璧
將
命
，
賵
者
執
圭
將
命
﹂，
為
用
圭
之
證
，
義
亦
可
通
。

但

喪
事
小
，
荒
事
大
。

當
損
上
益
下
之
時
，

莫
大
于
荒
政
救
民
，

故
舍
此
用

彼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八
六

 

 ○

象
曰
：
益
用
凶
事
，
固
有
之
矣
。 

虞
翻
曰
：
三
上
失
正
當
變
，
是
﹁
固
有
之
﹂。 

干
寶
曰
：﹁
固
有
﹂
如
桓
文
之
徒
，
罪
近
篡
弒
，
功
實
濟
世
。
六
三
失
位
而
體
姦
邪
，
處

震
之
動
，
懷
巽
之
權
，
是
矯
命
之
士
，
爭
奪
之
臣
，
桓
文
之
爻
也
。
故
曰
﹁
益
之
用
凶
事
﹂。

在
益
之
家
而
居
坤
中
，
能
保
社
稷
，
愛
撫
人
民
，
故
曰
﹁
无
咎
﹂。
既
乃
中
行
近
仁
，
故
曰
﹁
有

孚
中
行
﹂。
然
後
俯
列
盟
會
，
仰
致
錫
命
，
故
曰
﹁
告
公
用
圭
﹂。 

虞
注
，
三
本

陽
位
，

以
柔
居
之

為
失
正
，

三
上
易
位
，

則
變
得
正
矣
，

是
﹁
固
有
之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八
七

 

 ○

象
曰
：
益
用
凶
事
，
固
有
之
矣
。 

虞
翻
曰
：
三
上
失
正
當
變
，
是
﹁
固
有
之
﹂。 

干
寶
曰
：﹁
固
有
﹂
如
桓
文
之
徒
，
罪
近
篡
弒
，
功
實
濟
世
。
六
三
失
位
而
體
姦
邪
，
處

震
之
動
，
懷
巽
之
權
，
是
矯
命
之
士
，
爭
奪
之
臣
，
桓
文
之
爻
也
。
故
曰
﹁
益
之
用
凶
事
﹂。

在
益
之
家
而
居
坤
中
，
能
保
社
稷
，
愛
撫
人
民
，
故
曰
﹁
无
咎
﹂。
既
乃
中
行
近
仁
，
故
曰
﹁
有

孚
中
行
﹂。
然
後
俯
列
盟
會
，
仰
致
錫
命
，
故
曰
﹁
告
公
用
圭
﹂。 

虞
注
，
三
本

陽
位
，

以
柔
居
之

為
失
正
，

三
上
易
位
，

則
變
得
正
矣
，

是
﹁
固
有
之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八
八

 

干
注
：
三
為
三
公
之
位
，

故
以
﹁
固
有
﹂
為
齊
桓
公
晉
文
公
之
徒
也
。

﹁
罪
近
纂
弒
﹂，

是
凶
事
也
。

﹁
功
實
濟
世
﹂，

故
无
咎
也
。

六
居
三
為
失
位
。

震
三
庚
辰
，
辰
主
上
方
。

翼
奉
傳
，

﹁
上
方
之
情
樂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八
九

 

干
注
：
三
為
三
公
之
位
，

故
以
﹁
固
有
﹂
為
齊
桓
公
晉
文
公
之
徒
也
。

﹁
罪
近
纂
弒
﹂，

是
凶
事
也
。

﹁
功
實
濟
世
﹂，

故
无
咎
也
。

六
居
三
為
失
位
。

震
三
庚
辰
，
辰
主
上
方
。

翼
奉
傳
，

﹁
上
方
之
情
樂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九
〇

 
樂
行
姦
邪
，

故
﹁
而

體
姦
邪
﹂，

震
動
，

故
云
﹁
處
震
之
動
﹂。

﹁
巽
以
行
權
﹂，

故
云
﹁
懷
巽
之
權
﹂。
行

權
，
故
為
﹁
矯
命
之
士
﹂。
震
動
，
故
為
﹁
爭
奪
之
臣
﹂。

桓
文
挾
天
子
以
令
諸
侯
，

故
以
是
爻
當
之
，

而
曰
﹁
益
之
用
凶
事
﹂
也
。

然
在
益
之
家
而
居
互
坤
之
中
，

坤

地
為
土
，

故
﹁
能
保
社
稷
﹂。

﹁
坤
眾
為
民
﹂，

故
﹁
愛
撫
人
民
﹂。

功
足
補
過
，

故
曰
﹁
无
咎
﹂
者
也
。 

體
震
木
主
春
為
仁
，

三
居
卦
中
，

故
云
﹁
中
行
近
仁
﹂。

變
坎
為
孚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九
一

 

樂
行
姦
邪
，

故
﹁
而

體
姦
邪
﹂，

震
動
，

故
云
﹁
處
震
之
動
﹂。

﹁
巽
以
行
權
﹂，

故
云
﹁
懷
巽
之
權
﹂。
行

權
，
故
為
﹁
矯
命
之
士
﹂。
震
動
，
故
為
﹁
爭
奪
之
臣
﹂。

桓
文
挾
天
子
以
令
諸
侯
，

故
以
是
爻
當
之
，

而
曰
﹁
益
之
用
凶
事
﹂
也
。

然
在
益
之
家
而
居
互
坤
之
中
，

坤

地
為
土
，

故
﹁
能
保
社
稷
﹂。

﹁
坤
眾
為
民
﹂，

故
﹁
愛
撫
人
民
﹂。

功
足
補
過
，

故
曰
﹁
无
咎
﹂
者
也
。 

體
震
木
主
春
為
仁
，

三
居
卦
中
，

故
云
﹁
中
行
近
仁
﹂。

變
坎
為
孚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九
二

 

故
曰
﹁
有
孚
中
行
﹂。 

﹁
俯
列
盟
會
﹂，
如
齊
桓
盟
于
首
止
，

會
于

葵
丘
。

晉
文

盟
于
踐
土
，
會
于
溫
之
類
。

﹁
仰
致
錫
命
﹂，

如
會
于
葵
丘
，

﹁
王
使
宰
孔
賜
齊
侯
胙
﹂，

﹁
且
有
後
命
﹂，

﹁
以
伯
舅
耋
老
﹂，

﹁
加
勞
﹂，

﹁
賜
一
級
﹂，

﹁
無
下
拜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九
三

 

故
曰
﹁
有
孚
中
行
﹂。 

﹁
俯
列
盟
會
﹂，
如
齊
桓
盟
于
首
止
，

會
于

葵
丘
。

晉
文

盟
于
踐
土
，
會
于
溫
之
類
。

﹁
仰
致
錫
命
﹂，

如
會
于
葵
丘
，

﹁
王
使
宰
孔
賜
齊
侯
胙
﹂，

﹁
且
有
後
命
﹂，

﹁
以
伯
舅
耋
老
﹂，

﹁
加
勞
﹂，

﹁
賜
一
級
﹂，

﹁
無
下
拜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九
四

 

又
﹁
作
王
宮
于
踐
土
﹂，

王
﹁
策
命
晉
侯
為
侯
伯
﹂，

﹁
賜
之
大
輅
之
服
，
戎
輅
之
服
﹂，

﹁
彤
弓
一
，
彤
矢
百
，
玈
弓
矢
千
，
秬
鬯
一
卣
，
虎

賁
三
百
人
﹂
之
類
。

二
公
皆
受
王
命
為

侯
伯
，

故
引
以
明
﹁
告
公
用
圭
﹂
之
事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九
五

 

又
﹁
作
王
宮
于
踐
土
﹂，

王
﹁
策
命
晉
侯
為
侯
伯
﹂，

﹁
賜
之
大
輅
之
服
，
戎
輅
之
服
﹂，

﹁
彤
弓
一
，
彤
矢
百
，
玈
弓
矢
千
，
秬
鬯
一
卣
，
虎

賁
三
百
人
﹂
之
類
。

二
公
皆
受
王
命
為

侯
伯
，

故
引
以
明
﹁
告
公
用
圭
﹂
之
事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九
六

 

○

六
四
。
中
行
，
告
公
從
。
利
用
為
依
遷
邦
。 

虞
翻
曰
：﹁
中
行
﹂
謂
震
，
位
在
中
，
震
為
行
為
從
，
故
曰
﹁
中
行
﹂。﹁
公
﹂
謂
三
，
三

上
失
位
，
四
利
三
之
正
，
已
得
以
為
實
，
故
曰
﹁
告
公
從
﹂
矣
。

﹁
中
行
謂
震
﹂
者
，

謂
初
也
。

初
內
為
中
，

故
云
﹁
位

在
中
﹂，

震
足
為
行
，

亦
為
從
，

初
至
四
體
復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九
七

 

○

六
四
。
中
行
，
告
公
從
。
利
用
為
依
遷
邦
。 

虞
翻
曰
：﹁
中
行
﹂
謂
震
，
位
在
中
，
震
為
行
為
從
，
故
曰
﹁
中
行
﹂。﹁
公
﹂
謂
三
，
三

上
失
位
，
四
利
三
之
正
，
已
得
以
為
實
，
故
曰
﹁
告
公
從
﹂
矣
。

﹁
中
行
謂
震
﹂
者
，

謂
初
也
。

初
內
為
中
，

故
云
﹁
位

在
中
﹂，

震
足
為
行
，

亦
為
從
，

初
至
四
體
復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九
八

 

二
四
﹁
中
行
﹂，

復

四
﹁
中
行
﹂，

﹁
獨
復
﹂，

故
曰
﹁
中
行
﹂。
嫌
與
三

異
義
，

故
更
說
之
也
。

三
為
公
位
，

故
﹁
公
謂
三
﹂。

三
與
上
皆
失

位
，

四
利
三
變
之
正
，

陽
為
實
，

已
得
乘
實
，

復
四
象
曰
，

﹁
中
行
獨
復
，
以
從
道
也
﹂，

故
曰
﹁
從
﹂。﹁
告
公
﹂
者
，
初
也
。﹁
從
﹂
者
，
四

也
。
四
與
初
正
應
，

故
曰
﹁
告
公
從
矣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坤
為
邦
，
遷
，
徙
也
。
三
動
坤
徙
，
故
﹁
利
用
為
依
遷
邦
﹂
也
。 

坤
為
地
、
為
眾
，

故
為
邦
。﹁
遷
，
徙
也
﹂。

釋
詁
文
。
三
體
坤
，

三
動
則
坤
徙
，

故
﹁
利
用
為
依
遷
邦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一
九
九

 

二
四
﹁
中
行
﹂，

復

四
﹁
中
行
﹂，

﹁
獨
復
﹂，

故
曰
﹁
中
行
﹂。
嫌
與
三

異
義
，

故
更
說
之
也
。

三
為
公
位
，

故
﹁
公
謂
三
﹂。

三
與
上
皆
失

位
，

四
利
三
變
之
正
，

陽
為
實
，

已
得
乘
實
，

復
四
象
曰
，

﹁
中
行
獨
復
，
以
從
道
也
﹂，

故
曰
﹁
從
﹂。﹁
告
公
﹂
者
，
初
也
。﹁
從
﹂
者
，
四

也
。
四
與
初
正
應
，

故
曰
﹁
告
公
從
矣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坤
為
邦
，
遷
，
徙
也
。
三
動
坤
徙
，
故
﹁
利
用
為
依
遷
邦
﹂
也
。 

坤
為
地
、
為
眾
，

故
為
邦
。﹁
遷
，
徙
也
﹂。

釋
詁
文
。
三
體
坤
，

三
動
則
坤
徙
，

故
﹁
利
用
為
依
遷
邦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〇
〇

 

愚
案
，

周
禮
，

小
司
寇
之
職
，

﹁
掌
外
朝
之
政
，
以
致
萬
民
而

詢
焉
。
二
曰
詢
國
遷
。
王
南
鄉
，
三
公
及
州
長
百
姓
北
面
，
羣
臣
西
面
，
羣
吏
東
面
。
小
司
寇

擯
，
以

敍進
而
問
焉
，
以
眾
輔
志
而
弊
謀
﹂。

即
此
爻
義
也
。

尋
四
互
艮
為
門
闕
，

有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〇
一

 

愚
案
，

周
禮
，

小
司
寇
之
職
，

﹁
掌
外
朝
之
政
，
以
致
萬
民
而

詢
焉
。
二
曰
詢
國
遷
。
王
南
鄉
，
三
公
及
州
長
百
姓
北
面
，
羣
臣
西
面
，
羣
吏
東
面
。
小
司
寇

擯
，
以

敍進
而
問
焉
，
以
眾
輔
志
而
弊
謀
﹂。

即
此
爻
義
也
。

尋
四
互
艮
為
門
闕
，

有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〇
二

 外
朝
之
象
。

坤
眾
為
萬
民
，
震
聲
為
詢
。

三
變
離
，

﹁
嚮
明
而
治
﹂，

為
王
南
鄉
。
三

公
為
百
官
之
長
，
居
其
首
，
故
爻
言
公
也
。 

州
長
親
民
之
官
，

故
百
姓
屬
焉
。

三
變
坎
，
故
北
面
。
坤
，
臣
道
，
又
為
眾
，

故
曰
﹁
羣
臣
﹂﹁
羣
吏
﹂。 

伏

，

故
西
面
。
應
震
，
故
東
面
。﹁
以

敍進
而
問
﹂，

必
先
三
公
，
即
﹁
中
行
告
公
從
﹂
也
。
以
坤
眾
輔
坎
志
，

卽象
曰
﹁
以
益
志
也
﹂。
斷
其
謀
而
遷
國
，

卽﹁
利
用
為
依
遷
國
﹂
也
。 

且
四
與
初
應
，

﹁
中
行
﹂
謂
初
，

在
益
之
家
，

四
應
初
，

﹁
利
用
為
大
作
﹂，

上

益
下
也
。

初
應
四
﹁
利
用
為
依
遷
國
﹂，
下
益
上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〇
三

 外
朝
之
象
。

坤
眾
為
萬
民
，
震
聲
為
詢
。

三
變
離
，

﹁
嚮
明
而
治
﹂，

為
王
南
鄉
。
三

公
為
百
官
之
長
，
居
其
首
，
故
爻
言
公
也
。 

州
長
親
民
之
官
，

故
百
姓
屬
焉
。

三
變
坎
，
故
北
面
。
坤
，
臣
道
，
又
為
眾
，

故
曰
﹁
羣
臣
﹂﹁
羣
吏
﹂。 

伏

，

故
西
面
。
應
震
，
故
東
面
。﹁
以

敍進
而
問
﹂，

必
先
三
公
，
即
﹁
中
行
告
公
從
﹂
也
。
以
坤
眾
輔
坎
志
，

卽象
曰
﹁
以
益
志
也
﹂。
斷
其
謀
而
遷
國
，

卽﹁
利
用
為
依
遷
國
﹂
也
。 

且
四
與
初
應
，

﹁
中
行
﹂
謂
初
，

在
益
之
家
，

四
應
初
，

﹁
利
用
為
大
作
﹂，

上

益
下
也
。

初
應
四
﹁
利
用
為
依
遷
國
﹂，
下
益
上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〇
四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告
公
從
，
以
益
志
也
。
﹂ 

虞
翻
曰
：
坎
為
志
。
三
之
上
有
兩
坎
象
，
故
﹁
以
益
志
也
﹂。 

崔
憬
曰
：
益
其
勤
王
之
志
也
。
居
益
之
時
，
履
當
其
位
，
與
五
近
比
而
四
上
公
，
得
藩
屏

之
寄
，
為
依
從
之
國
。
若
周
平
王
之
東
遷
，
晉
鄭
是
從
也
。
五
為
天
子
，
益
其
忠
志
以
勅
之
，

故
言
﹁
中
行
告
公
從
，
利
用
為
依
遷
國
﹂
矣
。 

坎
心
，
故
為
志
。

三
上
易
位
成
既
濟
，

有
兩
坎
象
，

小
司
寇
曰
﹁
以
眾
輔
志
而
弊
謀
﹂，

故
曰
﹁
以
益
志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〇
五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告
公
從
，
以
益
志
也
。
﹂ 

虞
翻
曰
：
坎
為
志
。
三
之
上
有
兩
坎
象
，
故
﹁
以
益
志
也
﹂。 

崔
憬
曰
：
益
其
勤
王
之
志
也
。
居
益
之
時
，
履
當
其
位
，
與
五
近
比
而
四
上
公
，
得
藩
屏

之
寄
，
為
依
從
之
國
。
若
周
平
王
之
東
遷
，
晉
鄭
是
從
也
。
五
為
天
子
，
益
其
忠
志
以
勅
之
，

故
言
﹁
中
行
告
公
從
，
利
用
為
依
遷
國
﹂
矣
。 

坎
心
，
故
為
志
。

三
上
易
位
成
既
濟
，

有
兩
坎
象
，

小
司
寇
曰
﹁
以
眾
輔
志
而
弊
謀
﹂，

故
曰
﹁
以
益
志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〇
六

 

 

崔
注

五
為
王
，
四
勤
之
，
故
云
﹁
益
其
勤
王
之
志

也
﹂。

居
益
之
時
，

以
六
履
四
為
當
位
。

上
承
五
，

故
云
﹁
與
五
近
比
﹂。

四
位
上
公
，

為
五
所
乘
，

故
云
，

﹁
得
藩
屏
之
寄
﹂，

﹁
為
依
從
之
國
﹂
也
。隱

六
年
，

左
傳
曰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〇
七

 

 

崔
注

五
為
王
，
四
勤
之
，
故
云
﹁
益
其
勤
王
之
志

也
﹂。

居
益
之
時
，

以
六
履
四
為
當
位
。

上
承
五
，

故
云
﹁
與
五
近
比
﹂。

四
位
上
公
，

為
五
所
乘
，

故
云
，

﹁
得
藩
屏
之
寄
﹂，

﹁
為
依
從
之
國
﹂
也
。隱

六
年
，

左
傳
曰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〇
八

 

﹁
我
周
之
東
遷
，
晉
鄭

焉
依
﹂。
周
語
曰
﹁
晉
鄭
是
依
﹂。
左
傳
杜
注
云
﹁
平
王
東
徙
，
晉
文
侯
鄭
武
公
左
右
王
室
，
故

曰
晉
鄭
焉
依
﹂。

引

之
以
證
，

﹁
依
遷
國
﹂

之
義
也
。

五
位
為
天
子
，

四

益
其
忠

志
以
勞
之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〇
九

 

﹁
我
周
之
東
遷
，
晉
鄭

焉
依
﹂。
周
語
曰
﹁
晉
鄭
是
依
﹂。
左
傳
杜
注
云
﹁
平
王
東
徙
，
晉
文
侯
鄭
武
公
左
右
王
室
，
故

曰
晉
鄭
焉
依
﹂。

引

之
以
證
，

﹁
依
遷
國
﹂

之
義
也
。

五
位
為
天
子
，

四

益
其
忠

志
以
勞
之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一
〇

 

故
曰
﹁
中
行
告
公
從
﹂，

﹁
利
用
為
依
遷
國
矣
﹂。

○

九
五
。
有
孚
惠
心
，
勿
問
元
吉
。
有
孚
惠
我
德
。 

虞
翻
曰
：
謂
三
上
也
。
震
為
問
。
三
上
易
位
，
三
五
體
坎
，
已
成
既
濟
，
坎
為
心
。
故
﹁
有

孚
惠
心
，
勿
問
元
吉
﹂，
象
曰
﹁
勿
問
之
矣
﹂。 

疏
﹁
謂
三
上
也
﹂
者
，

卦
唯
三
上
失
位
。

五
為
卦
主
，

故
望
三
上
變
正
也
。

震
聲
為
問
。

三
上
易
位
得
正
，

則
三
五
皆
居
坎
中
，

以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一
一

 

故
曰
﹁
中
行
告
公
從
﹂，

﹁
利
用
為
依
遷
國
矣
﹂。

○

九
五
。
有
孚
惠
心
，
勿
問
元
吉
。
有
孚
惠
我
德
。 

虞
翻
曰
：
謂
三
上
也
。
震
為
問
。
三
上
易
位
，
三
五
體
坎
，
已
成
既
濟
，
坎
為
心
。
故
﹁
有

孚
惠
心
，
勿
問
元
吉
﹂，
象
曰
﹁
勿
問
之
矣
﹂。 

疏
﹁
謂
三
上
也
﹂
者
，

卦
唯
三
上
失
位
。

五
為
卦
主
，

故
望
三
上
變
正
也
。

震
聲
為
問
。

三
上
易
位
得
正
，

則
三
五
皆
居
坎
中
，

以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一
二

 成
既
濟
。

坎
亟
心
為
心
，

又
為
孚
。

損
上
益
下
，
惠
莫
大
焉
。

在
益
之
家
而
為
卦
主
，

故
曰
﹁
有
孚
惠
心
﹂。

﹁
卜
不
習
吉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一
三

 成
既
濟
。

坎
亟
心
為
心
，

又
為
孚
。

損
上
益
下
，
惠
莫
大
焉
。

在
益
之
家
而
為
卦
主
，

故
曰
﹁
有
孚
惠
心
﹂。

﹁
卜
不
習
吉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一
四

 

故
曰
﹁
勿
問
元
吉
﹂。

復
引
象
曰
﹁
勿
問
之
矣
﹂，

所
以
明
元
吉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坤
為
我
，
乾
為
德
。
三
之
上
，
體
坎
為
孚
。
故
﹁
惠
我
德
﹂，
象
曰
﹁
大
得
志
﹂。 

乾
坤
，
謂
否
也
。

坤
身
為
我
，

乾
陽
為

德
。

三
上
易
位
，

體
坎
為

孚
。

故
曰
﹁
惠
我
德
﹂。

復
引
象
曰
﹁
大
得
志
﹂
者
，

明
既
濟
功
成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有
孚
惠
心
，
勿
問
之
矣
。
惠
我
德
，
大
得
志
也
。
﹂ 

崔
憬
曰
：
居
中
履
尊
，
當
位
有
應
，
而
損
上
之
時
，
自
一
以
損
己
為
念
。
雖
有
孚
于
國
，

惠
心
及
下
，
終
不
言
以
彰
己
功
，
故
曰
﹁
有
孚
惠
心
，
勿
問
﹂。
問
猶
言
也
。
如
是
則
獲
元
吉
。

且
為
下
所
信
而
懷
己
德
，
故
曰
﹁
有
孚
惠
我
德
﹂。
君
雖
不
言
，
人
惠
其
德
，
則
我
﹁
大
得
志
也
﹂。 

五
在
上
中
，
故
云
﹁
居
中
﹂。

五
位
天
子
，
故
云
﹁
履
尊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一
五

 

故
曰
﹁
勿
問
元
吉
﹂。

復
引
象
曰
﹁
勿
問
之
矣
﹂，

所
以
明
元
吉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坤
為
我
，
乾
為
德
。
三
之
上
，
體
坎
為
孚
。
故
﹁
惠
我
德
﹂，
象
曰
﹁
大
得
志
﹂。 

乾
坤
，
謂
否
也
。

坤
身
為
我
，

乾
陽
為

德
。

三
上
易
位
，

體
坎
為

孚
。

故
曰
﹁
惠
我
德
﹂。

復
引
象
曰
﹁
大
得
志
﹂
者
，

明
既
濟
功
成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有
孚
惠
心
，
勿
問
之
矣
。
惠
我
德
，
大
得
志
也
。
﹂ 

崔
憬
曰
：
居
中
履
尊
，
當
位
有
應
，
而
損
上
之
時
，
自
一
以
損
己
為
念
。
雖
有
孚
于
國
，

惠
心
及
下
，
終
不
言
以
彰
己
功
，
故
曰
﹁
有
孚
惠
心
，
勿
問
﹂。
問
猶
言
也
。
如
是
則
獲
元
吉
。

且
為
下
所
信
而
懷
己
德
，
故
曰
﹁
有
孚
惠
我
德
﹂。
君
雖
不
言
，
人
惠
其
德
，
則
我
﹁
大
得
志
也
﹂。 

五
在
上
中
，
故
云
﹁
居
中
﹂。

五
位
天
子
，
故
云
﹁
履
尊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一
六

 
以
九
居
五
為
﹁
當
位
﹂，

于
二
得
六
為
﹁
有
應
﹂。

當
損
上

之
時
，
一
以
損
己
益
人
為
心
。

雖
有
孚
于
國
，

惠
能
逮
下
，

然
終
不
言
以
彰
己
功
，

蓋
五
本
乾
體
，

乾
文
言
傳
曰
﹁
乾
始
能

以
美
利
利
天
下
，
不
言
所
利
大
矣
哉
﹂。

故
曰
﹁
有
孚
惠
心
，
勿
問
﹂。
釋
言
曰
﹁
問
，
訊
也
﹂。

又
曰
﹁
訊
，
言
也
﹂。

故
云
﹁
問
猶
言
也
﹂。

利
美
乾
始
，

元
者
，
始
也
，

故
﹁
如
是
則
獲
元
吉
﹂。

五
在
既
濟
，

坎
為
孚
，
故
﹁
為
下
所
信
﹂。
五
乾
陽
為
德
，

故
﹁
懷
己
之
德
﹂，

以
信
惠
物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一
七

 

以
九
居
五
為
﹁
當
位
﹂，

于
二
得
六
為
﹁
有
應
﹂。

當
損
上

之
時
，
一
以
損
己
益
人
為
心
。

雖
有
孚
于
國
，

惠
能
逮
下
，

然
終
不
言
以
彰
己
功
，

蓋
五
本
乾
體
，

乾
文
言
傳
曰
﹁
乾
始
能

以
美
利
利
天
下
，
不
言
所
利
大
矣
哉
﹂。

故
曰
﹁
有
孚
惠
心
，
勿
問
﹂。
釋
言
曰
﹁
問
，
訊
也
﹂。

又
曰
﹁
訊
，
言
也
﹂。

故
云
﹁
問
猶
言
也
﹂。

利
美
乾
始
，

元
者
，
始
也
，

故
﹁
如
是
則
獲
元
吉
﹂。

五
在
既
濟
，

坎
為
孚
，
故
﹁
為
下
所
信
﹂。
五
乾
陽
為
德
，

故
﹁
懷
己
之
德
﹂，

以
信
惠
物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一
八

 

物
亦
應
之
，

故
曰
﹁
有
孚
惠
我
德
﹂。

葢君
雖
不
言
其
德
，
而
人
皆
自

感
其
惠
，

則
我
損
上
益
下
之
志
，

于

是
大
得
也
。

此

蓋
既
濟
定
時
也
。

○

上
九
。
莫
益
之
，
或
擊
之
。
立
心
勿
恆
，
凶
。 

虞
翻
曰
：
莫
，
无
也
。
自
非
上
，
无
益
初
者
，
唯
上
當
无
應
，
故
﹁
莫
益
之
﹂
矣
。 

，
詩
殷
其
雷
﹁
莫
敢
或
皇
﹂，
鄭
箋
﹁
無
敢
或
閒
假
時
﹂。

故
韻
會
云
，

故
云
﹁
莫
，
无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一
九

 

物
亦
應
之
，

故
曰
﹁
有
孚
惠
我
德
﹂。

葢君
雖
不
言
其
德
，
而
人
皆
自

感
其
惠
，

則
我
損
上
益
下
之
志
，

于

是
大
得
也
。

此

蓋
既
濟
定
時
也
。

○

上
九
。
莫
益
之
，
或
擊
之
。
立
心
勿
恆
，
凶
。 

虞
翻
曰
：
莫
，
无
也
。
自
非
上
，
无
益
初
者
，
唯
上
當
无
應
，
故
﹁
莫
益
之
﹂
矣
。 

，
詩
殷
其
雷
﹁
莫
敢
或
皇
﹂，
鄭
箋
﹁
無
敢
或
閒
假
時
﹂。

故
韻
會
云
，

故
云
﹁
莫
，
无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二
〇

 

益
自
否
來
，

否
終
則
傾
，

自
上
下
下
，

民
說
无
疆
，

故
﹁
自
非
上
，
无
益
初
者
﹂。

唯
三
上
失
位
，

失
位
則
不
應
。

當
无
應
之
時
，

體
否
上
﹁
窮
災
﹂，

﹁
民
莫
之
與
﹂，豈

能
益
人
，

故
莫
或
益
初
矣
。

象
言
上
當
益
三
正
位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上
不
益
初
，
則
以
剝
滅
乾
。
艮
為
手
，
故
﹁
或
擊
之
﹂。 

﹁
傾
否
﹂
之
始
，

初
陽
不
能
獨
立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二
一

 

益
自
否
來
，

否
終
則
傾
，

自
上
下
下
，

民
說
无
疆
，

故
﹁
自
非
上
，
无
益
初
者
﹂。

唯
三
上
失
位
，

失
位
則
不
應
。

當
无
應
之
時
，

體
否
上
﹁
窮
災
﹂，

﹁
民
莫
之
與
﹂，豈

能
益
人
，

故
莫
或
益
初
矣
。

象
言
上
當
益
三
正
位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上
不
益
初
，
則
以
剝
滅
乾
。
艮
為
手
，
故
﹁
或
擊
之
﹂。 

﹁
傾
否
﹂
之
始
，

初
陽
不
能
獨
立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二
二

 

上
不
益
初
，

則
還
成
坤
剝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二
三

 

上
不
益
初
，

則
還
成
坤
剝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二
四

 

故
云
﹁
以
剝
滅
乾
﹂。

剝
艮
為
手
，
故
﹁
或
擊
之
﹂。
謂
擊
三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二
五

 

故
云
﹁
以
剝
滅
乾
﹂。

剝
艮
為
手
，
故
﹁
或
擊
之
﹂。
謂
擊
三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二
六

 

虞
翻
曰
：
上
體
巽
為
進
退
，
故
﹁
勿
恆
﹂。
動
成
坎
心
，
以
陰
乘
陽
，
故
﹁
立
心
勿
恆
，

凶
﹂
矣
。 

上
體
巽
。﹁
巽
為
進
退
﹂，

說

卦
文

進
退

故
﹁
勿
恆
﹂。

上
動
成
坎
，

坎
為
心
，

以
變
陰
乘
五
陽
，

故
﹁
立

心
勿
恆
﹂，

﹁
凶
﹂
可
知
已
。

巽
下
震
上
為
恆
，

震
下
巽
上
為
益
。

震
巽
特
變
二
。

之
上
變
為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二
七

 

虞
翻
曰
：
上
體
巽
為
進
退
，
故
﹁
勿
恆
﹂。
動
成
坎
心
，
以
陰
乘
陽
，
故
﹁
立
心
勿
恆
，

凶
﹂
矣
。 

上
體
巽
。﹁
巽
為
進
退
﹂，

說

卦
文

進
退

故
﹁
勿
恆
﹂。

上
動
成
坎
，

坎
為
心
，

以
變
陰
乘
五
陽
，

故
﹁
立

心
勿
恆
﹂，

﹁
凶
﹂
可
知
已
。

巽
下
震
上
為
恆
，

震
下
巽
上
為
益
。

震
巽
特
變
二
。

之
上
變
為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二
八

 恆
。

之
三
震
動
，

求
益
而
無
益
，
故
與

恆
三
之
辭
相
類
。 

案
：
巽
下
震
上
為
恆
，
震
下
巽
上
為
益
。

之
三
，

震

動
，

求
益
而
無
益
，

故
與
恆
三
之
辭
相
類
。

﹁
不
恆
其
德
﹂，

即
﹁
立
心
勿
恆
﹂。

﹁
或
承
之
羞
﹂，

﹁
貞
吝
﹂，

即
﹁
凶
﹂
也
。
蓋
莫
益
初
，

或
擊
三
，

故
，

﹁
立
心
勿
恆
，
凶
﹂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莫
益
之
，
徧
辭
也
。
或
擊
之
，
自
外
來
也
。
﹂ 

虞
翻
曰
：
徧
，
周

也
。
三
體
剛
凶
，
故
至
上
應
，
乃
益
之
矣
。 

說
文
﹁
徧
，

也
﹂。

故
孟
喜
云
﹁
徧
，
周

也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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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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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二
九

 恆
。

之
三
震
動
，

求
益
而
無
益
，
故
與

恆
三
之
辭
相
類
。 

案
：
巽
下
震
上
為
恆
，
震
下
巽
上
為
益
。

之
三
，

震

動
，

求
益
而
無
益
，

故
與
恆
三
之
辭
相
類
。

﹁
不
恆
其
德
﹂，

即
﹁
立
心
勿
恆
﹂。

﹁
或
承
之
羞
﹂，

﹁
貞
吝
﹂，

即
﹁
凶
﹂
也
。
蓋
莫
益
初
，

或
擊
三
，

故
，

﹁
立
心
勿
恆
，
凶
﹂
也
。

○
象
曰
：﹁
莫
益
之
，
徧
辭
也
。
或
擊
之
，
自
外
來
也
。
﹂ 

虞
翻
曰
：
徧
，
周

也
。
三
體
剛
凶
，
故
至
上
應
，
乃
益
之
矣
。 

說
文
﹁
徧
，

也
﹂。

故
孟
喜
云
﹁
徧
，
周
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三
〇

 

虞
從
孟
義
也
。

三
為
剛
位
，且

多
凶
，
故
云
﹁
三
體
剛
凶
﹂。

上
得
正
應
，
乃
益
之
矣
。

蓋
﹁
莫
益
之
﹂
者
，
莫
益
初
也
。

上
莫
益
初
，

與
三
易
位
，

六
爻
徧
正
，

故
曰
﹁
莫
益
之
，
徧
辭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﹁
外
﹂
謂
上
。
上
來
之
三
，
故
曰
﹁
自
外
來
也
﹂。 

上
在
外
卦
之
外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三
一

 

虞
從
孟
義
也
。

三
為
剛
位
，且

多
凶
，
故
云
﹁
三
體
剛
凶
﹂。

上
得
正
應
，
乃
益
之
矣
。

蓋
﹁
莫
益
之
﹂
者
，
莫
益
初
也
。

上
莫
益
初
，

與
三
易
位
，

六
爻
徧
正
，

故
曰
﹁
莫
益
之
，
徧
辭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﹁
外
﹂
謂
上
。
上
來
之
三
，
故
曰
﹁
自
外
來
也
﹂。 

上
在
外
卦
之
外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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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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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三
二

 

故
﹁
外
謂
上
﹂。

上
自
外
來
，

擊
三
，

故
曰
﹁
自
外
來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七) 

【
益
卦
】

二
三
三

 

故
﹁
外
謂
上
﹂。

上
自
外
來
，

擊
三
，

故
曰
﹁
自
外
來
也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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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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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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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益
卦
】

二
三
四

 



 

聲 

明 

書

徐
醒
民
先
生
所
講
述
之
佛
學
及
儒
學
經
典
，
經
整
理
成

文
字
書
籍
或
電
子
書
（
文
字
檔
光
碟
）
，
所
有
著
作
之
重
製
、

公
開
口
述
、
公
開
播
送
、
公
開
傳
輸
及
流
通
等
行
為
，
同
意

皆
不
受
時
間
、
地
域
、
次
數
、
對
象
等
任
何
限
制
，
任
何
人

均
得
自
由
利
用
，
但
任
何
人
均
不
得
加
註
版
權
所
有
，
或
任

意
更
改
內
容
，
改
變
著
作
原
意
，
影
響
大
眾
權
益
，
亦
不
得

作
為
營
利
為
目
的
之
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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