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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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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
：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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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
所
容
，
故
受
之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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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巽
者
，
入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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﹂

崔
憬
曰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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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
于
外
而
无
所
容
，
則
必
入
矣
，
故
曰
﹁
旅
无
所
容
，
受
之
以
巽
﹂。

羇
旅
，

親
寡
，

宜
无
所
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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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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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巽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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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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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亨
。
利
有
攸
往
，
利
見
大
人
。

虞
翻
曰
：
遯
二
之
四
。
柔
得
位
而
順
五
剛
，
故
﹁
小
亨
﹂
也
。
大
人
謂
五
，
離
目
為
見
。

二
失
位
利
正
，
往
應
五
，
故
﹁
利
有
攸
往
，
利
見
大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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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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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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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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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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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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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故
云
﹁
遯
二
之
四
﹂。

四
柔
得
位

而
上
順
五
剛
，

四
陰
為
小
，

故
﹁
小
亨
也
﹂。

乾
五
為
大
人
，

故
﹁
大
人
謂
五
﹂。
互
離
目
為
見
。

二
陽
失
位
，

利
變
之
正
，

自
內
曰
往
，

往
應
五
，

故
﹁
利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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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歷
離
，
離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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彖
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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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巽
以
申
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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剛
巽
乎
中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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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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柔
皆
順
乎
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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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以
小
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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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攸
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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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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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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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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巽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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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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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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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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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﹁
重
巽
以
申
命
，
剛
巽
乎
中
正
而
志
行
。
柔
皆
順
乎
剛
，
是
以
小
亨
，

利
有
攸
往
，
利
見
大
人
。
﹂

重
巽
以
申
命
。

陸
績
曰
：
巽
為
命
令
。
重
命
令
者
，
欲
丁
寧
也
。

疏
，﹁
乾
道
變
化
，
各
正
性
命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一
〇

 

謂
陽
為
乾
性
，

陰
為
坤
命
。

巽
坤
元
，
故
為
命
。

又
震
巽
同
聲
相
應
，
陰
宣
陽
命
，
故
﹁
巽
為
命
令
﹂。
書

堯
典

﹁
申
命
羲
叔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一
一

 

謂
陽
為
乾
性
，

陰
為
坤
命
。

巽
坤
元
，
故
為
命
。

又
震
巽
同
聲
相
應
，
陰
宣
陽
命
，
故
﹁
巽
為
命
令
﹂。
書

堯
典

﹁
申
命
羲
叔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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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﹁
申
，
重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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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故
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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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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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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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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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漢
書
郎
顗
傳
﹁
丁
寧
再
三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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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屬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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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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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
傳
﹁
申
，
重
也
﹂。
重
故
申
。

重
申
者

丁
寧
之
意
。

後
漢
書
郎
顗
傳
﹁
丁
寧
再
三
，
留

神
于
此
﹂，

彼
此
相
屬
之
謂
也
。

剛
巽
乎
中
正
而
志
行
。

陸
績
曰
：
二
得
中
，
五
得
正
，
體
兩
巽
，
故
曰
﹁
剛
巽
乎
中
正
﹂
也
。
皆
據
陰
，
故
﹁
志

行
﹂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剛
中
正
，
謂
五
也
。
二
失
位
，
動
成
坎
，
坎
為
志
。
終
變
成
震
，
震
為
行
也
。

陸
注
：
二
雖
不
正
得
中
，
五
得
中
得
正
。
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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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巽
，
巽
者
，
入
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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剛
入
乎
二
五
，

故
曰
﹁
剛
巽
乎
中
正
也
﹂。
初
四
皆
陰
，

二
五
據
之
，

故
﹁
志
行
也
﹂。

虞
注
，

五
陽
得
中
得
正
，

故
﹁
剛
中
正
謂
五
也
﹂。

二
失
位
，

當
變
應
五
，

故
﹁
動
成
坎
體
﹂，

坎
心
為
志
。﹁
其
究

為
躁
卦
﹂，
故
﹁
終
變
成
震
﹂。

震
足
為
行
，
故
﹁
志
行
﹂
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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剛
入
乎
二
五
，

故
曰
﹁
剛
巽
乎
中
正
也
﹂。
初
四
皆
陰
，

二
五
據
之
，

故
﹁
志
行
也
﹂。

虞
注
，

五
陽
得
中
得
正
，

故
﹁
剛
中
正
謂
五
也
﹂。

二
失
位
，

當
變
應
五
，

故
﹁
動
成
坎
體
﹂，

坎
心
為
志
。﹁
其
究

為
躁
卦
﹂，
故
﹁
終
變
成
震
﹂。

震
足
為
行
，
故
﹁
志
行
﹂
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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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 柔
皆
順
乎
剛
，
是
以
小
亨
。

陸
績
曰
：
陰
為
卦
主
，
故
﹁
小
亨
﹂。

乾
體
而
坤
陰
入
之
為
巽
，

故
﹁
陰
為
卦
主
﹂。

陽
大
陰
小
，
故
﹁
小
亨
﹂。

利
有
攸
往
，
利
見
大
人
。

案
：
其
義
已
見
繇
辭
。

疏
虞
義
已
詳
，
不
再
釋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隨
風
，
巽
。
君
子
以
申
命
行
事
。
﹂

虞
翻
曰
：﹁
君
子
﹂
謂
遯
乾
也
。
巽
為
命
，
重
象
，
故
﹁
申
命
﹂。
變
至
三
，
坤
為
事
，
震

為
行
，
故
﹁
行
事
﹂
也
。

荀
爽
曰
：
巽
為
號
令
，
兩
巽
相
隨
，
故
﹁
申
命
﹂
也
。
法
教
百
端
，
令
行
為
上
，
貴
其
必

從
，
故
曰
﹁
行
事
﹂
也
。

虞
注
：
風
者
，
天
之
號
令
。
隨
，
從
也
。
風
從
地
，
所
以
散
布
陰
氣
也
。

以
巽
隨
巽
，
重
，
故
稱
﹁
隨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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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柔
皆
順
乎
剛
，
是
以
小
亨
。

陸
績
曰
：
陰
為
卦
主
，
故
﹁
小
亨
﹂。

乾
體
而
坤
陰
入
之
為
巽
，

故
﹁
陰
為
卦
主
﹂。

陽
大
陰
小
，
故
﹁
小
亨
﹂。

利
有
攸
往
，
利
見
大
人
。

案
：
其
義
已
見
繇
辭
。

疏
虞
義
已
詳
，
不
再
釋
。

○
象
曰
：﹁
隨
風
，
巽
。
君
子
以
申
命
行
事
。
﹂

虞
翻
曰
：﹁
君
子
﹂
謂
遯
乾
也
。
巽
為
命
，
重
象
，
故
﹁
申
命
﹂。
變
至
三
，
坤
為
事
，
震

為
行
，
故
﹁
行
事
﹂
也
。

荀
爽
曰
：
巽
為
號
令
，
兩
巽
相
隨
，
故
﹁
申
命
﹂
也
。
法
教
百
端
，
令
行
為
上
，
貴
其
必

從
，
故
曰
﹁
行
事
﹂
也
。

虞
注
：
風
者
，
天
之
號
令
。
隨
，
從
也
。
風
從
地
，
所
以
散
布
陰
氣
也
。

以
巽
隨
巽
，
重
，
故
稱
﹁
隨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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巽
陰
卦
，

故
知
﹁
君
子
謂
遯
乾

也
﹂。

巽
為
命
令
，

重

巽
，
故
﹁
申
命
﹂。

初
已
變
二
至
三
，
互
四
成
坤
，

坤
發
事
業
為
事
，

初
陽
震
足
為
行
，
故
﹁
行

事
也
﹂。荀

注
：
巽
風
為
號
命
，
畢
命
曰
﹁
樹
之
風
聲
﹂
是
也
。
重
巽
相
隨
，
故
曰
﹁
申
命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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巽
陰
卦
，

故
知
﹁
君
子
謂
遯
乾

也
﹂。

巽
為
命
令
，

重

巽
，
故
﹁
申
命
﹂。

初
已
變
二
至
三
，
互
四
成
坤
，

坤
發
事
業
為
事
，

初
陽
震
足
為
行
，
故
﹁
行

事
也
﹂。荀

注
：
巽
風
為
號
命
，
畢
命
曰
﹁
樹
之
風
聲
﹂
是
也
。
重
巽
相
隨
，
故
曰
﹁
申
命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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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 

重
巽
相

随，
故
曰
﹁
申
命
﹂。

法
教
雖
有
百
端
，
以
令
行
為
上
，

令
出
惟
行
，

弗
惟
反
，

故
﹁
貴
其
必
從
﹂
而
曰
﹁
行
事
也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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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 

重
巽
相

随，
故
曰
﹁
申
命
﹂。

法
教
雖
有
百
端
，
以
令
行
為
上
，

令
出
惟
行
，

弗
惟
反
，

故
﹁
貴
其
必
從
﹂
而
曰
﹁
行
事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二
四

 

○

初
六
。
進
退
，
利
武
人
之
貞
。

虞
翻
曰
：
巽
為
﹁
進
退
﹂，
乾
為
﹁
武
人
﹂。
初
失
位
，
利
之
正
為
乾
，
故
﹁
利
武
人
之
貞
﹂

矣
。

陽
，

由
震
而
入
伏
于
巽
，

為
退
，

由
巽
而
反
于
震
為
進
，

故
﹁
巽
為
進
退
﹂。

皆
在
于
初
，

故
初
稱
﹁
進
退
﹂。
其
在
爻
，
則
二
退
初
進
亦
是
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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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五

 

○

初
六
。
進
退
，
利
武
人
之
貞
。

虞
翻
曰
：
巽
為
﹁
進
退
﹂，
乾
為
﹁
武
人
﹂。
初
失
位
，
利
之
正
為
乾
，
故
﹁
利
武
人
之
貞
﹂

矣
。

陽
，

由
震
而
入
伏
于
巽
，

為
退
，

由
巽
而
反
于
震
為
進
，

故
﹁
巽
為
進
退
﹂。

皆
在
于
初
，

故
初
稱
﹁
進
退
﹂。
其
在
爻
，
則
二
退
初
進
亦
是
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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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 

楚
語
曰
﹁
天
事
武
﹂，

韋
注
，

﹁
乾
稱
剛
健
﹂，

﹁
故
武
﹂，

乾
為
人
為
武
，

故
為
﹁
武
人
﹂。

初
陰
失
位
，
利
變
之
正
成
乾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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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七

 

楚
語
曰
﹁
天
事
武
﹂，

韋
注
，

﹁
乾
稱
剛
健
﹂，

﹁
故
武
﹂，

乾
為
人
為
武
，

故
為
﹁
武
人
﹂。

初
陰
失
位
，
利
變
之
正
成
乾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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】

二
八

 
故
﹁
利
武
人
之
貞
矣
﹂。

葢巽
初
陰
柔
，

故
進
退
不
果
。變

乾
則

健
而
正
也
。

案
，

巽
在
卦
氣
，
內
卦
主
七
月
，
外
卦
主
八
月
。

初
在
卦
內
，
七
月
也
。

禮
記
月
令
﹁
立
秋
之
日
﹂，

﹁
賞

軍
帥
武
人
于
朝
﹂，

故
曰
﹁
利
武
人
之
貞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二
九

 

故
﹁
利
武
人
之
貞
矣
﹂。

葢巽
初
陰
柔
，

故
進
退
不
果
。變

乾
則

健
而
正
也
。

案
，

巽
在
卦
氣
，
內
卦
主
七
月
，
外
卦
主
八
月
。

初
在
卦
內
，
七
月
也
。

禮
記
月
令
﹁
立
秋
之
日
﹂，

﹁
賞

軍
帥
武
人
于
朝
﹂，

故
曰
﹁
利
武
人
之
貞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三
〇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進
退
，
志
疑
也
。
利
武
人
之
貞
，
志
治
也
。
﹂

進
退
，
志
疑
也
。

荀
爽
曰
：
風
性
動
進
退
，
欲
承
五
，
為
二
所
據
，
故
志
以
疑
也
。

風
性
之
動
，
其
行
无
常
，
進
退
之
象
。

﹁
欲
上
承
五
﹂，

﹁
近
為
二
據
﹂，

﹁
故
志
疑
也
﹂。

案
，

坎
為
﹁
疑
﹂
為
﹁
志
﹂，

上
應
伏

坎
，
故
﹁
志
疑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三
一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進
退
，
志
疑
也
。
利
武
人
之
貞
，
志
治
也
。
﹂

進
退
，
志
疑
也
。

荀
爽
曰
：
風
性
動
進
退
，
欲
承
五
，
為
二
所
據
，
故
志
以
疑
也
。

風
性
之
動
，
其
行
无
常
，
進
退
之
象
。

﹁
欲
上
承
五
﹂，

﹁
近
為
二
據
﹂，

﹁
故
志
疑
也
﹂。

案
，

坎
為
﹁
疑
﹂
為
﹁
志
﹂，

上
應
伏

坎
，
故
﹁
志
疑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三
二

 利
武
人
之
貞
，
志
治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動
而
成
乾
，
乾
為
大
明
，
故
﹁
志
治
﹂，﹁
乾
元
用
九
，
天
下
治
﹂，
是
其
義
也
。

初
動
成
乾
，

乾
有
大
明
之
象
，

故
曰
﹁
志
治
﹂。

乾
文
言
曰
，

﹁
乾
元
用
九
，
天
下
治
也
﹂，

卽﹁
志
治
﹂
之
義
。
震
巽
陰
陽
出
入
，
故
象
乾
坤
。

愚
案
，

進
退
之
義
，
取
震
巽
一
陽
出
入
。

巽
究
為
躁

卦
，

與
震
旁
通
。

初
欲
變
陽
應
四
，

四
伏
坎
，

為
﹁
志
﹂
為
﹁
疑
﹂，

伏
坎
不
應
初

變
，

故
﹁
志
疑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三
三

 利
武
人
之
貞
，
志
治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動
而
成
乾
，
乾
為
大
明
，
故
﹁
志
治
﹂，﹁
乾
元
用
九
，
天
下
治
﹂，
是
其
義
也
。

初
動
成
乾
，

乾
有
大
明
之
象
，

故
曰
﹁
志
治
﹂。

乾
文
言
曰
，

﹁
乾
元
用
九
，
天
下
治
也
﹂，

卽﹁
志
治
﹂
之
義
。
震
巽
陰
陽
出
入
，
故
象
乾
坤
。

愚
案
，

進
退
之
義
，
取
震
巽
一
陽
出
入
。

巽
究
為
躁

卦
，

與
震
旁
通
。

初
欲
變
陽
應
四
，

四
伏
坎
，

為
﹁
志
﹂
為
﹁
疑
﹂，

伏
坎
不
應
初

變
，

故
﹁
志
疑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三
四

 

初
動
成
乾
，

利
于
得
正
，

四
坎

出
，
則
全
體
皆
乾
，

故
有
取
于
﹁
乾
元
用
九
﹂，
而
志
在
﹁
天
下
治
也
﹂。

○

九
二
。
巽
在
牀
下
。
用
史
巫
紛
若
，
吉
无
咎
。

巽
在
牀
下
。

宋
衷
曰
：
巽
為
木
，
二
陽
在
上
，
初
陰
在
下
，
牀
之
象
也
。
二
无
應
于
上
，
退
而
據
初
，

心
在
于
下
，
故
曰
﹁
巽
在
牀
下
﹂
也
。

荀
爽
曰
：
牀
下
，
以
喻
近
也
。
二
者
軍
帥
，
三
者
號
令
，
故
言
﹁
牀
下
﹂，
以
明
將
之
所

專
，
不
過
軍
中
事
也
。宋

注
：
體
巽
為
木
，

又
為
股
，
二
陽
覆
上
而
橫
列
，

牀
之
幹
也
。

一
陰
承
上
而
對
峙
，
牀
之
足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三
五

 

初
動
成
乾
，

利
于
得
正
，

四
坎

出
，
則
全
體
皆
乾
，

故
有
取
于
﹁
乾
元
用
九
﹂，
而
志
在
﹁
天
下
治
也
﹂。

○

九
二
。
巽
在
牀
下
。
用
史
巫
紛
若
，
吉
无
咎
。

巽
在
牀
下
。

宋
衷
曰
：
巽
為
木
，
二
陽
在
上
，
初
陰
在
下
，
牀
之
象
也
。
二
无
應
于
上
，
退
而
據
初
，

心
在
于
下
，
故
曰
﹁
巽
在
牀
下
﹂
也
。

荀
爽
曰
：
牀
下
，
以
喻
近
也
。
二
者
軍
帥
，
三
者
號
令
，
故
言
﹁
牀
下
﹂，
以
明
將
之
所

專
，
不
過
軍
中
事
也
。宋

注
：
體
巽
為
木
，

又
為
股
，
二
陽
覆
上
而
橫
列
，

牀
之
幹
也
。

一
陰
承
上
而
對
峙
，
牀
之
足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三
六

 

故
有
牀
象
。

二
失
位
，

无
應
于
五
，

退
據
初
陰
，

初
為
下
，
二
動
，

之
初
，
故
﹁
心
在
于
下
﹂
而
曰
﹁
巽
在
牀
下
﹂
也
。

四
爻
虞
注
所
謂
﹁
欲
二
之
初
﹂，
是
也
。

荀
注
：
牀
下
，
至
近
之
地
，
故
﹁
以
喻
近
也
﹂。

師
以
九
二
陽
爻
為
主
，

爻
辭
曰
，

﹁
在
師
中
吉
﹂，

故
云
﹁
二
者
軍
帥
﹂。

至
三
成

巽
，

故
云
﹁
三
者
號
令
﹂。

﹁
言
牀
下
﹂
者
，
明
將
專
軍
中
之
事
，

令
不
及
遠
也
。

用
史
巫
紛
若
，
吉
无
咎
。

荀
爽
曰
：
史
以
書
勳
，
巫
以
告
廟
。
紛
，
變
，
若
，
順
也
。
謂
二
以
陽
應
陽
，
君
所
不
臣
，

軍
帥
之
象
。
征
伐
既
畢
，
書
勳
告
廟
，
當
變
而
順
五
則
吉
，
故
曰
﹁
用
史
巫
紛
若
，
吉
无
咎
﹂

矣
。

夏
官
司
勳
，

﹁
凡
有
功
者
，
銘
書
于
王
之
大
常
﹂，

﹁
祭
于
大
烝
﹂，

﹁
司
勳
詔
之
。
大
功
，
司
勳
藏
其
貳
﹂，
其
官
則
﹁
史
四
人
﹂，

故
云
﹁
史
以
書
勳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三
七

 

故
有
牀
象
。

二
失
位
，

无
應
于
五
，

退
據
初
陰
，

初
為
下
，
二
動
，

之
初
，
故
﹁
心
在
于
下
﹂
而
曰
﹁
巽
在
牀
下
﹂
也
。

四
爻
虞
注
所
謂
﹁
欲
二
之
初
﹂，
是
也
。

荀
注
：
牀
下
，
至
近
之
地
，
故
﹁
以
喻
近
也
﹂。

師
以
九
二
陽
爻
為
主
，

爻
辭
曰
，

﹁
在
師
中
吉
﹂，

故
云
﹁
二
者
軍
帥
﹂。

至
三
成

巽
，

故
云
﹁
三
者
號
令
﹂。

﹁
言
牀
下
﹂
者
，
明
將
專
軍
中
之
事
，

令
不
及
遠
也
。

用
史
巫
紛
若
，
吉
无
咎
。

荀
爽
曰
：
史
以
書
勳
，
巫
以
告
廟
。
紛
，
變
，
若
，
順
也
。
謂
二
以
陽
應
陽
，
君
所
不
臣
，

軍
帥
之
象
。
征
伐
既
畢
，
書
勳
告
廟
，
當
變
而
順
五
則
吉
，
故
曰
﹁
用
史
巫
紛
若
，
吉
无
咎
﹂

矣
。

夏
官
司
勳
，

﹁
凡
有
功
者
，
銘
書
于
王
之
大
常
﹂，

﹁
祭
于
大
烝
﹂，

﹁
司
勳
詔
之
。
大
功
，
司
勳
藏
其
貳
﹂，
其
官
則
﹁
史
四
人
﹂，

故
云
﹁
史
以
書
勳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三
八

 

其
實
，

卜
史
祝
史
之
類
皆

是
。

世
本
﹁
巫
咸
始
作
巫
﹂，

周
禮
春
官
﹁
司
巫
掌
羣
巫
之
政
令
﹂，又

有
男
巫
女
巫
，

即
楚
語
所
謂
，

﹁
在
男
曰
覡
，
在
女
曰
巫
﹂

是
也
。

神
明
降
之
，

故
云
﹁
巫
以
告
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三
九

 

其
實
，

卜
史
祝
史
之
類
皆

是
。

世
本
﹁
巫
咸
始
作
巫
﹂，

周
禮
春
官
﹁
司
巫
掌
羣
巫
之
政
令
﹂，又

有
男
巫
女
巫
，

即
楚
語
所
謂
，

﹁
在
男
曰
覡
，
在
女
曰
巫
﹂

是
也
。

神
明
降
之
，

故
云
﹁
巫
以
告
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四
〇

 

﹁
紛
﹂
訓
﹁
變
﹂
者
，

說
文
，

﹁
變
，
更
也
﹂，

即
紛
更
之
意

也
。

若
，
順
也
，

堯
典
﹁
欽
若
昊
天
﹂，孔

傳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四
一

 

﹁
紛
﹂
訓
﹁
變
﹂
者
，

說
文
，

﹁
變
，
更
也
﹂，

即
紛
更
之
意

也
。

若
，
順
也
，

堯
典
﹁
欽
若
昊
天
﹂，孔

傳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四
二

 

以
為
﹁
敬
順
﹂
是
也
。

五
君
位
，
二
臣
位
，

二
以
陽
應
陽
，

君
所
不
臣

。

將
在
外
，
君
命
有
所
不
受
，

故
曰
﹁
軍
帥
之
象
﹂。

若
征
伐
既
畢
，

史
書
勳
，
巫
告
廟
，

當
變
剛
為
柔
，

上
順

五
陽
則
吉
，

故
曰
﹁
用
史
巫
紛
若
，
吉
无
咎
矣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四
三

 

以
為
﹁
敬
順
﹂
是
也
。

五
君
位
，
二
臣
位
，

二
以
陽
應
陽
，

君
所
不
臣

。

將
在
外
，
君
命
有
所
不
受
，

故
曰
﹁
軍
帥
之
象
﹂。

若
征
伐
既
畢
，

史
書
勳
，
巫
告
廟
，

當
變
剛
為
柔
，

上
順

五
陽
則
吉
，

故
曰
﹁
用
史
巫
紛
若
，
吉
无
咎
矣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四
四

 

案

兌
為
巫
，
巽
為
命
令
，
兌
又
為
書
契
，

史
象
也
，
二
人
坤
用
之
，
故
﹁
用
史
巫
﹂。
失
位
有
咎
，
變
而
順
五
，
則
吉
且
无
咎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紛
若
之
吉
，
得
中
也
。
﹂

荀
爽
曰
：
謂
二
以
處
中
和
，
故
能
變
。

二
處
中
和
，

變
而
得
位
，

故
曰
﹁
得
中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四
五

 

案

兌
為
巫
，
巽
為
命
令
，
兌
又
為
書
契
，

史
象
也
，
二
人
坤
用
之
，
故
﹁
用
史
巫
﹂。
失
位
有
咎
，
變
而
順
五
，
則
吉
且
无
咎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紛
若
之
吉
，
得
中
也
。
﹂

荀
爽
曰
：
謂
二
以
處
中
和
，
故
能
變
。

二
處
中
和
，

變
而
得
位
，

故
曰
﹁
得
中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四
六

 

案

巽
在
牀
下
，

謂
一
陰
伏
于
二
陽
，

伏
慝
之
象
，

愚
夫
婦
之
所
驚
也
。

于
是
乎
用
史
巫
，

紛
以
祈
禳
之
，

所
以
吉
而
无
咎
者
，

鬼
神
生
于
人
心
，

安
其
心
而
慝
去
矣
。

用
之
得
中
，
雖
史
巫
瑣
屑
之
事
，
亦
中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四
七

 

案

巽
在
牀
下
，

謂
一
陰
伏
于
二
陽
，

伏
慝
之
象
，

愚
夫
婦
之
所
驚
也
。

于
是
乎
用
史
巫
，

紛
以
祈
禳
之
，

所
以
吉
而
无
咎
者
，

鬼
神
生
于
人
心
，

安
其
心
而
慝
去
矣
。

用
之
得
中
，
雖
史
巫
瑣
屑
之
事
，
亦
中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四
八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四
九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五
〇

 

○

九
三
。
頻
巽
，
吝
。

虞
翻
曰
：
頻
，
頞
也
。
謂
二
已
變
，
三
體
坎
艮
，
坎
為
憂
，
艮
為
鼻
，
故
﹁
頻
巽
﹂。
无

應
在
險
，
故
﹁
吝
﹂
也
。

疏
復
六
三
﹁
頻
復
﹂，

虞
彼
注
云
﹁
頻
，
蹙
也
﹂，

孟
子
﹁
疾
首
蹙
頞
而
相
告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五
一

 

○

九
三
。
頻
巽
，
吝
。

虞
翻
曰
：
頻
，
頞
也
。
謂
二
已
變
，
三
體
坎
艮
，
坎
為
憂
，
艮
為
鼻
，
故
﹁
頻
巽
﹂。
无

應
在
險
，
故
﹁
吝
﹂
也
。

疏
復
六
三
﹁
頻
復
﹂，

虞
彼
注
云
﹁
頻
，
蹙
也
﹂，

孟
子
﹁
疾
首
蹙
頞
而
相
告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五
二

 

莊
子
﹁
深
矉
蹙
頞
﹂，

頞
言
頻

蹙

故
曰
﹁
頻
，
頞
也
﹂。
玉
篇
﹁
頞
，
鼻
莖
也
﹂。

二
變
應
五
，

三
互
坎
，

成
艮

坎
加
憂
為
憂
。

艮
﹁
山
澤
通
氣
﹂，

以

虛
受
澤
，
故
為
鼻
。

憂
見
于
鼻
，
故
有
﹁
頻
巽
﹂
之
象
。

上
无
正
應
，
坎
為
在
險
，
故
﹁
吝
也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頻
巽
之
吝
，
志
窮
也
。
﹂

荀
爽
曰
：
乘
陽
无
據
，
為
陰
所
乘
，
號
令
不
行
，
故
﹁
志
窮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五
三

 

莊
子
﹁
深
矉
蹙
頞
﹂，

頞
言
頻

蹙

故
曰
﹁
頻
，
頞
也
﹂。
玉
篇
﹁
頞
，
鼻
莖
也
﹂。

二
變
應
五
，

三
互
坎
，

成
艮

坎
加
憂
為
憂
。

艮
﹁
山
澤
通
氣
﹂，

以

虛
受
澤
，
故
為
鼻
。

憂
見
于
鼻
，
故
有
﹁
頻
巽
﹂
之
象
。

上
无
正
應
，
坎
為
在
險
，
故
﹁
吝
也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頻
巽
之
吝
，
志
窮
也
。
﹂

荀
爽
曰
：
乘
陽
无
據
，
為
陰
所
乘
，
號
令
不
行
，
故
﹁
志
窮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五
四

 

以
三
陽
乘
二
不
正
之
陽
，
非
所
據
而
據
，

故
﹁
无
據
﹂。

上
為
四
陰
所
乘
，

三
之
號
令

不
行
。

二
動
，

三
險
坎
中
，

故
﹁
志
窮
也
﹂。
在
坎
為
志
，
不
變
為
窮
。

上
爻
﹁
貞
凶
﹂
謂
此
也
。

 

○

六
四
。
悔

，
田
獲
三
品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田
﹂
謂
二
也
，
地
中
稱
﹁
田
﹂。
初
失
位
无
應
，
悔
也
，
欲
二
之
初
，
己
得
應

之
，
故
﹁
悔

﹂。
二
動
得
正
，
處
中
應
五
，
五
多
功
，
故
象
曰
﹁
有
功
也
﹂。
二
動
，
艮
為
手
，

故
稱
﹁
獲
﹂，
謂
艮
為
狼
，
坎
為
豕
，
艮
二
之
初
，
離
為
雉
，
故
﹁
獲
三
品
﹂
矣
。

翟
玄
曰
：﹁
田
獲
三
品
﹂，
下
三
爻
也
。
謂
初
巽
為
雞
，
二
兌
為
羊
，
三
離
為
雉
也
。

案

：
穀
梁
傳
曰
﹁
春
獵
曰
田
，
夏
曰
苗
，
秋
曰
蒐
，
冬
曰
狩
﹂，

田
獲
三
品
，﹁
一
為
乾
豆
，
二
為
賓
客
，
三
為
充
君
之
庖
﹂，
注
云
﹁
上
殺
中
心
乾
之
為
豆
實
。

次
殺
中
髀
骼
，
以
供
賓
客
。
下
殺
中
腹
，
充
君
之
庖
廚
。
尊
神
敬
客
之
義
也
。
﹂

，
疏

虞
注
，

二
位
在
田
，
故
﹁
田
謂
二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五
五

 

以
三
陽
乘
二
不
正
之
陽
，
非
所
據
而
據
，

故
﹁
无
據
﹂。

上
為
四
陰
所
乘
，

三
之
號
令

不
行
。

二
動
，

三
險
坎
中
，

故
﹁
志
窮
也
﹂。
在
坎
為
志
，
不
變
為
窮
。

上
爻
﹁
貞
凶
﹂
謂
此
也
。

 

○

六
四
。
悔

，
田
獲
三
品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田
﹂
謂
二
也
，
地
中
稱
﹁
田
﹂。
初
失
位
无
應
，
悔
也
，
欲
二
之
初
，
己
得
應

之
，
故
﹁
悔

﹂。
二
動
得
正
，
處
中
應
五
，
五
多
功
，
故
象
曰
﹁
有
功
也
﹂。
二
動
，
艮
為
手
，

故
稱
﹁
獲
﹂，
謂
艮
為
狼
，
坎
為
豕
，
艮
二
之
初
，
離
為
雉
，
故
﹁
獲
三
品
﹂
矣
。

翟
玄
曰
：﹁
田
獲
三
品
﹂，
下
三
爻
也
。
謂
初
巽
為
雞
，
二
兌
為
羊
，
三
離
為
雉
也
。

案

：
穀
梁
傳
曰
﹁
春
獵
曰
田
，
夏
曰
苗
，
秋
曰
蒐
，
冬
曰
狩
﹂，

田
獲
三
品
，﹁
一
為
乾
豆
，
二
為
賓
客
，
三
為
充
君
之
庖
﹂，
注
云
﹁
上
殺
中
心
乾
之
為
豆
實
。

次
殺
中
髀
骼
，
以
供
賓
客
。
下
殺
中
腹
，
充
君
之
庖
廚
。
尊
神
敬
客
之
義
也
。
﹂

，
疏

虞
注
，

二
位
在
田
，
故
﹁
田
謂
二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五
六

 

二
于
三
才
為
地
道
，

田
在
地
上
，
故
﹁
地
中
稱
田
﹂，

與
乾
九
二
﹁
見
龍
在
田
﹂
同
義
。

又
離
為
罔
罟
，

互
離
有
田
象
。

下

與
初
應
，

初
陰
失
位
，
四
无
正
應
，

故
悔
。

四
欲
二
動
之
初
，

已
得
正
應
，
故
﹁
悔

﹂。

二
動
成
陰
得
正
，

處
下
之
中
，

上
應
五
陽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五
七

 

二
于
三
才
為
地
道
，

田
在
地
上
，
故
﹁
地
中
稱
田
﹂，

與
乾
九
二
﹁
見
龍
在
田
﹂
同
義
。

又
離
為
罔
罟
，

互
離
有
田
象
。

下

與
初
應
，

初
陰
失
位
，
四
无
正
應
，

故
悔
。

四
欲
二
動
之
初
，

已
得
正
應
，
故
﹁
悔

﹂。

二
動
成
陰
得
正
，

處
下
之
中
，

上
應
五
陽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五
八

 

﹁
五
多
功
﹂，
繫
下
文
。

近
承
五
，

故
象
曰
﹁
有

功
﹂。二

動
，
初
在
艮
為
手
，
以
手
取
物
，
故
﹁
稱
獲
﹂。

艮
黔
喙
之
屬
，
故
﹁
為
狼
﹂。

二
變
，
互
坎
為
豕
。

﹁
艮
﹂
字
衍
，

巽

二
之
初
，

體
離
為
雉
，

故

﹁
獲
三
品
矣
﹂。翟

注
：
四
應
初
，
初
在
下
體
，

故

﹁
田
獲
三
品
﹂
謂
下
三
爻
。
初
體
巽
為
雞
，

一
也
。
二
互
三
四
兌
為
羊
，
二

也
。

三
互
四
五
離
為
雉
，
三
也
。

案
，

﹁
春
獵
曰
田
﹂，

﹁
夏
曰
苗
﹂，

﹁
秋
曰
蒐
，
冬
曰
狩
﹂，

桓
四
年
傳
。

﹁
一
為
乾
豆
﹂，

﹁
二
為
賓
客
﹂，

﹁
三
為
充
君
之
庖
﹂

穀
梁
本
王
制
也
。

注
，
范

寗注
也
。

注
云
：﹁
上
殺
中
心
﹂，

﹁
乾
之
為
豆
實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五
九

 

﹁
五
多
功
﹂，
繫
下
文
。

近
承
五
，

故
象
曰
﹁
有

功
﹂。二

動
，
初
在
艮
為
手
，
以
手
取
物
，
故
﹁
稱
獲
﹂。

艮
黔
喙
之
屬
，
故
﹁
為
狼
﹂。

二
變
，
互
坎
為
豕
。

﹁
艮
﹂
字
衍
，

巽

二
之
初
，

體
離
為
雉
，

故

﹁
獲
三
品
矣
﹂。翟

注
：
四
應
初
，
初
在
下
體
，

故

﹁
田
獲
三
品
﹂
謂
下
三
爻
。
初
體
巽
為
雞
，

一
也
。
二
互
三
四
兌
為
羊
，
二

也
。

三
互
四
五
離
為
雉
，
三
也
。

案
，

﹁
春
獵
曰
田
﹂，

﹁
夏
曰
苗
﹂，

﹁
秋
曰
蒐
，
冬
曰
狩
﹂，

桓
四
年
傳
。

﹁
一
為
乾
豆
﹂，

﹁
二
為
賓
客
﹂，

﹁
三
為
充
君
之
庖
﹂

穀
梁
本
王
制
也
。

注
，
范

寗注
也
。

注
云
：﹁
上
殺
中
心
﹂，

﹁
乾
之
為
豆
實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六
〇

 

楊
士
勛
釋
曰
，

﹁
何
休
云
﹂，

﹁﹃
自
左
膘
射

之
，
達
于
右
腢
，
中
心
死
疾
，
故
乾
而
豆
之
，
以
薦
宗
廟
﹄﹂。

﹁﹃
豆
，
祭
器
名
﹄﹂，

﹁﹃
狀
如
鐙
﹄﹂，

﹁﹃
天
子
二

十
有
六
﹄﹂

﹁﹃
諸
公
十
有
六
﹄﹂，

﹁﹃
諸
侯
十
有
二
，
卿
上
大
夫
八
，

下
大
夫
六
，
士
三
也
。
﹄﹂

又
云
，

﹁
次
殺
中
髀
骼
，
以
供
賓
客
﹂，

釋
曰
﹁
何
休
云
﹂，

﹁﹃
自
左
膘
射
之
，
達
于
右
脾
，
遠
心
死
難
，
故
為
次
殺
﹄﹂，

﹁
毛
傳
云
﹃
次
殺
者
，
射

右
耳
，
本
次
之
﹄，
今
注
云
射
髀
骼
，
則
與
彼
異
也
。
﹂

﹁
髀

骼
者
﹂

﹁
案
儀
禮
﹃
髀
骨
，
膝
以
上
者
﹄
是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六
一

 

楊
士
勛
釋
曰
，

﹁
何
休
云
﹂，

﹁﹃
自
左
膘
射

之
，
達
于
右
腢
，
中
心
死
疾
，
故
乾
而
豆
之
，
以
薦
宗
廟
﹄﹂。

﹁﹃
豆
，
祭
器
名
﹄﹂，

﹁﹃
狀
如
鐙
﹄﹂，

﹁﹃
天
子
二

十
有
六
﹄﹂

﹁﹃
諸
公
十
有
六
﹄﹂，

﹁﹃
諸
侯
十
有
二
，
卿
上
大
夫
八
，

下
大
夫
六
，
士
三
也
。
﹄﹂

又
云
，

﹁
次
殺
中
髀
骼
，
以
供
賓
客
﹂，

釋
曰
﹁
何
休
云
﹂，

﹁﹃
自
左
膘
射
之
，
達
于
右
脾
，
遠
心
死
難
，
故
為
次
殺
﹄﹂，

﹁
毛
傳
云
﹃
次
殺
者
，
射

右
耳
，
本
次
之
﹄，
今
注
云
射
髀
骼
，
則
與
彼
異
也
。
﹂

﹁
髀

骼
者
﹂

﹁
案
儀
禮
﹃
髀
骨
，
膝
以
上
者
﹄
是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六
二

 

又
云
，

﹁
下
殺
中
腸
，
充
君
之
庖
廚
，
尊
神
敬
客
之
義
也
﹂，

釋
曰
﹁
何
休
云
﹃
自
左
膘
射
之
，
達
于
右 

﹄，
毛
傳
云
﹃
左
髀
達
于
右 

為
下

殺
﹄。﹁
此
云
中
腸
，
同
彼
二
說
，
竝
无
妨
也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田
獲
三
品
，
有
功
也
。
﹂

王
弼
曰
：
得
位
承
五
而
依
尊
履
正
。
以
斯
行
命
，
必
能
獲
彊
暴
，
遠
不
仁
者
也
。
獲
而
有

益
，
莫
若
三
品
，
故
曰
﹁
有
功
也
﹂。

四
得
位
，
即
﹁
履
正
﹂。

上
承
五
，

即
﹁
依
尊
﹂

以
此
行
命
，

故
﹁
能
獲
彊
暴
而
遠
不
仁
﹂。

譬
諸

田
獵
，

獲
而
有

益
，
莫
若
三
品
。

承
五
多

功
，

故
﹁
有
功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六
三

 

又
云
，

﹁
下
殺
中
腸
，
充
君
之
庖
廚
，
尊
神
敬
客
之
義
也
﹂，

釋
曰
﹁
何
休
云
﹃
自
左
膘
射
之
，
達
于
右 

﹄，
毛
傳
云
﹃
左
髀
達
于
右 

為
下

殺
﹄。﹁
此
云
中
腸
，
同
彼
二
說
，
竝
无
妨
也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田
獲
三
品
，
有
功
也
。
﹂

王
弼
曰
：
得
位
承
五
而
依
尊
履
正
。
以
斯
行
命
，
必
能
獲
彊
暴
，
遠
不
仁
者
也
。
獲
而
有

益
，
莫
若
三
品
，
故
曰
﹁
有
功
也
﹂。

四
得
位
，
即
﹁
履
正
﹂。

上
承
五
，

即
﹁
依
尊
﹂

以
此
行
命
，

故
﹁
能
獲
彊
暴
而
遠
不
仁
﹂。

譬
諸

田
獵
，

獲
而
有

益
，
莫
若
三
品
。

承
五
多

功
，

故
﹁
有
功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六
四

 

○

九
五
。
貞
吉
悔
亡
，
无
不
利
。
无
初
有
終
。
先
庚
三
日
，
後
庚
三
日
，
吉
。

貞
吉
悔
亡
，
无
不
利
。
无
初
有
終
。

虞
翻
曰
：
得
位
處
中
，
故
﹁
貞
吉
悔
亡
，
无
不
利
﹂
也
。
震
巽
相
薄
，
雷
風
无
形
，
當
變

之
震
矣
。
巽
究
為
躁
卦
，
故
﹁
无
初
有
終
﹂
也
。

九
為
得
位
，

五
為
處
中
，
得
正
，

故
﹁
貞
吉
﹂。

无

應
有
悔
，
得
正
，
故
﹁
悔
亡
﹂。

二
變
應
五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六
五

 

○

九
五
。
貞
吉
悔
亡
，
无
不
利
。
无
初
有
終
。
先
庚
三
日
，
後
庚
三
日
，
吉
。

貞
吉
悔
亡
，
无
不
利
。
无
初
有
終
。

虞
翻
曰
：
得
位
處
中
，
故
﹁
貞
吉
悔
亡
，
无
不
利
﹂
也
。
震
巽
相
薄
，
雷
風
无
形
，
當
變

之
震
矣
。
巽
究
為
躁
卦
，
故
﹁
无
初
有
終
﹂
也
。

九
為
得
位
，

五
為
處
中
，
得
正
，

故
﹁
貞
吉
﹂。

无

應
有
悔
，
得
正
，
故
﹁
悔
亡
﹂。

二
變
應
五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六
六

 
故
﹁
无
不
利
﹂。

震
雷
巽
風
，
相
薄
无
形
，
故
卦
特
變
。
巽
變
之
震
，
說
卦
所
謂
﹁
巽
究
為
躁
卦
﹂
是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六
七

 

故
﹁
无
不
利
﹂。

震
雷
巽
風
，
相
薄
无
形
，
故
卦
特
變
。
巽
變
之
震
，
說
卦
所
謂
﹁
巽
究
為
躁
卦
﹂
是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六
八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六
九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七
〇

 

初
二
上
皆
失
正
，

初
變
及
二
以
應
五
，

五
亦
使
上
終
變
應
三
，

終
上

成
震
得
位
，

故
﹁
无
初
有
終
﹂
也
。

先
庚
三
日
，
後
庚
三
日
，
吉
。

虞
翻
曰
：
震
，
庚
也
。
謂
變
初
至
二
成
離
，
至
三
成
震
，
震
主
庚
，
離
為
日
，
震
三
爻
在

前
，
故
﹁
先
庚
三
日
﹂，
謂
益
時
也
。
動
四
至
五
成
離
，
終
上
成
震
，
震
爻
在
後
，
故
﹁
後
庚

三
日
﹂
也
。
巽
初
失
正
，
終
變
成
震
得
位
，
故
﹁
无
初
有
終
吉
﹂。
震
究
為
蕃
鮮
白
，
謂
巽
白
，

巽
究
為
躁
卦
，
躁
卦
謂
震
也
。
與
蠱
﹁
先
甲
三
日
，
後
甲
三
日
﹂
同
義
。
五
動
成
蠱
，
乾
成
于

甲
，
震
成
于
庚
。
陰
陽
，
天
地
之
始
終
，
故
經
舉
甲
庚
于
蠱
彖
巽
五
也
。

震
納
庚
，

故
云
﹁
震
，
庚
也
﹂。

巽
之
變
震
從
初
始
，

初

變
成

陽

變
至
二
成
陰
為
離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七
一

 

初
二
上
皆
失
正
，

初
變
及
二
以
應
五
，

五
亦
使
上
終
變
應
三
，

終
上

成
震
得
位
，

故
﹁
无
初
有
終
﹂
也
。

先
庚
三
日
，
後
庚
三
日
，
吉
。

虞
翻
曰
：
震
，
庚
也
。
謂
變
初
至
二
成
離
，
至
三
成
震
，
震
主
庚
，
離
為
日
，
震
三
爻
在

前
，
故
﹁
先
庚
三
日
﹂，
謂
益
時
也
。
動
四
至
五
成
離
，
終
上
成
震
，
震
爻
在
後
，
故
﹁
後
庚

三
日
﹂
也
。
巽
初
失
正
，
終
變
成
震
得
位
，
故
﹁
无
初
有
終
吉
﹂。
震
究
為
蕃
鮮
白
，
謂
巽
白
，

巽
究
為
躁
卦
，
躁
卦
謂
震
也
。
與
蠱
﹁
先
甲
三
日
，
後
甲
三
日
﹂
同
義
。
五
動
成
蠱
，
乾
成
于

甲
，
震
成
于
庚
。
陰
陽
，
天
地
之
始
終
，
故
經
舉
甲
庚
于
蠱
彖
巽
五
也
。

震
納
庚
，

故
云
﹁
震
，
庚
也
﹂。

巽
之
變
震
從
初
始
，

初

變
成

陽

變
至
二
成
陰
為
離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七
二

 

變
至
三
成
陰
為
震
。

震
主
庚
，

故
言
庚
。
離
為
日
，
故
言
日
。

﹁
震
三
爻
在
前
﹂
者
，
對
後
震
為
前
，
故
曰
﹁
先
庚
三
日
﹂。

前
三
爻
皆
變
成
益
，

故
﹁
謂
益
時
也
﹂。

四
動
成
陽
，

動
至
五
成
陰

為
離
，

動
終
于
上
成
陰
為
震
。

前
震
已
成
，
外

震
在
外
，

故
曰
﹁
後
庚
三
日
﹂。

巽
初
陰
失
正
，

終
變
成
震
，

初
終
皆
得
正
位
，

故
﹁
无
初
有
終
﹂
而
獲
吉
也
。

震
其
究
為
蕃
鮮
，

蕃
鮮
者
，
白
也
。

巽
為
白
，﹁
謂
巽
白
﹂
者
，
究

為
巽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七
三

 

變
至
三
成
陰
為
震
。

震
主
庚
，

故
言
庚
。
離
為
日
，
故
言
日
。

﹁
震
三
爻
在
前
﹂
者
，
對
後
震
為
前
，
故
曰
﹁
先
庚
三
日
﹂。

前
三
爻
皆
變
成
益
，

故
﹁
謂
益
時
也
﹂。

四
動
成
陽
，

動
至
五
成
陰

為
離
，

動
終
于
上
成
陰
為
震
。

前
震
已
成
，
外

震
在
外
，

故
曰
﹁
後
庚
三
日
﹂。

巽
初
陰
失
正
，

終
變
成
震
，

初
終
皆
得
正
位
，

故
﹁
无
初
有
終
﹂
而
獲
吉
也
。

震
其
究
為
蕃
鮮
，

蕃
鮮
者
，
白
也
。

巽
為
白
，﹁
謂
巽
白
﹂
者
，
究

為
巽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七
四

 

巽
究
為
躁
卦
，

﹁
謂
震
也
﹂
者
，
震
在
上

躁
動
也
。

﹁
與
蠱
同
義
﹂
者
，

巽
五
動
成
蠱
。
蠱
初
變
成
乾
，
乾
納
甲
，
故
﹁
乾
成
于
甲
﹂
而
曰
﹁
先
甲
三
日
﹂，

﹁
後
甲
三

日
﹂
也
。

巽
終
變
成
震
，
震
納
庚
，
故
﹁
震
成
于
庚
﹂
而
曰
﹁
先
庚
三
日
，
後
庚
三
日
﹂
也
。

乾
陽
為
始
，
坤
陰
為
終
，
故
曰
﹁
陰
陽
，
天
地
之
始
終
﹂。

舉
甲
于
蠱
彖

，
舉
庚

於
巽
五
，

以
有
陰
陽
始
終
之
義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九
五
之
吉
，
位
正
中
也
。
﹂

虞
翻
曰
：
居
中
得
正
，
故
吉
也
。

五
居
中
，
九
得
正
，
中
正
，
故
吉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七
五

 

巽
究
為
躁
卦
，

﹁
謂
震
也
﹂
者
，
震
在
上

躁
動
也
。

﹁
與
蠱
同
義
﹂
者
，

巽
五
動
成
蠱
。
蠱
初
變
成
乾
，
乾
納
甲
，
故
﹁
乾
成
于
甲
﹂
而
曰
﹁
先
甲
三
日
﹂，

﹁
後
甲
三

日
﹂
也
。

巽
終
變
成
震
，
震
納
庚
，
故
﹁
震
成
于
庚
﹂
而
曰
﹁
先
庚
三
日
，
後
庚
三
日
﹂
也
。

乾
陽
為
始
，
坤
陰
為
終
，
故
曰
﹁
陰
陽
，
天
地
之
始
終
﹂。

舉
甲
于
蠱
彖

，
舉
庚

於
巽
五
，

以
有
陰
陽
始
終
之
義
也
。

○
象
曰
：﹁
九
五
之
吉
，
位
正
中
也
。
﹂

虞
翻
曰
：
居
中
得
正
，
故
吉
也
。

五
居
中
，
九
得
正
，
中
正
，
故
吉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七
六

 

○

上
九
。
巽
在
牀
下
。
喪
其
齊
斧
，
貞
凶
。

巽
在
牀
下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牀
下
﹂
謂
初
也
。
窮
上
反
下
成
震
，
故
﹁
巽
在
牀
下
﹂。
象
曰
﹁
上
窮
也
﹂，

明
當
變
窮
上
而
復
初
者
也
。

九
家
易
曰
：
上
為
宗
廟
。
禮
封
賞
出
軍
，
皆
先
告
廟
，
然
後
受
行
。
三
軍
之
命
，
將
之
所

專
，
故
曰
﹁
巽
在
牀
下
﹂
也
。

虞
注
：
二
﹁
牀
下
﹂
謂
初
，

上
﹁
牀
下
﹂
亦

謂
初
也
。

陽
失
位
，
窮
于
上
，
反
下
成
震
，

故
曰
﹁
巽
在
牀
下
﹂。

象
曰
﹁
上
窮
﹂，
言
上
窮

則
當
變
而
復
初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七
七

 

○

上
九
。
巽
在
牀
下
。
喪
其
齊
斧
，
貞
凶
。

巽
在
牀
下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牀
下
﹂
謂
初
也
。
窮
上
反
下
成
震
，
故
﹁
巽
在
牀
下
﹂。
象
曰
﹁
上
窮
也
﹂，

明
當
變
窮
上
而
復
初
者
也
。

九
家
易
曰
：
上
為
宗
廟
。
禮
封
賞
出
軍
，
皆
先
告
廟
，
然
後
受
行
。
三
軍
之
命
，
將
之
所

專
，
故
曰
﹁
巽
在
牀
下
﹂
也
。

虞
注
：
二
﹁
牀
下
﹂
謂
初
，

上
﹁
牀
下
﹂
亦

謂
初
也
。

陽
失
位
，
窮
于
上
，
反
下
成
震
，

故
曰
﹁
巽
在
牀
下
﹂。

象
曰
﹁
上
窮
﹂，
言
上
窮

則
當
變
而
復
初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七
八

 

巽
上
復
震
，
猶
否
上
復
泰
也
。

九
家
注
：
爻
例
，

上
為
宗
廟
。夏

官
司
勳
，

﹁
凡
有
功
者
，
祭
于
大
烝
，

司
勳
詔
之
﹂。

﹁
大
功
，
司
勳
藏
其
貳
，
賞

地
之
政
﹂。

大
祝
大
師
宜
于
社
造
于
祖
。

故
曰
﹁
封
賞
出
軍
，
皆
先
告
廟
，
然
後
受
行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七
九

 

巽
上
復
震
，
猶
否
上
復
泰
也
。

九
家
注
：
爻
例
，

上
為
宗
廟
。夏

官
司
勳
，

﹁
凡
有
功
者
，
祭
于
大
烝
，

司
勳
詔
之
﹂。

﹁
大
功
，
司
勳
藏
其
貳
，
賞

地
之
政
﹂。

大
祝
大
師
宜
于
社
造
于
祖
。

故
曰
﹁
封
賞
出
軍
，
皆
先
告
廟
，
然
後
受
行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八
〇

 

巽
為
命
，

故
曰
﹁
三
軍
之
命
﹂，

﹁
將
之
所
專
﹂。

與
九
二
同
義
，

故
亦
曰
﹁
巽
在
牀
下
也
﹂。

喪
其
齊
斧
，
貞
凶
。

虞
翻
曰
：
變
至
三
時
，
離
毀
入
坤
，
坤
為
﹁
喪
﹂，
巽
為
﹁
齊
﹂，
離
為
﹁
斧
﹂，
故
﹁
喪

其
齊
斧
﹂。
三
變
失
位
，
故
﹁
貞
凶
﹂。

荀
爽
曰
：
軍
罷
師
旋
，
亦
告
于
廟
。
還
斧
于
君
，
故
﹁
喪
齊
斧
﹂。
正
如
其
故
，
不
執
臣

節
，
則
凶
。
故
曰
﹁
喪
其
齊
斧
，
貞
凶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八
一

 

巽
為
命
，

故
曰
﹁
三
軍
之
命
﹂，

﹁
將
之
所
專
﹂。

與
九
二
同
義
，

故
亦
曰
﹁
巽
在
牀
下
也
﹂。

喪
其
齊
斧
，
貞
凶
。

虞
翻
曰
：
變
至
三
時
，
離
毀
入
坤
，
坤
為
﹁
喪
﹂，
巽
為
﹁
齊
﹂，
離
為
﹁
斧
﹂，
故
﹁
喪

其
齊
斧
﹂。
三
變
失
位
，
故
﹁
貞
凶
﹂。

荀
爽
曰
：
軍
罷
師
旋
，
亦
告
于
廟
。
還
斧
于
君
，
故
﹁
喪
齊
斧
﹂。
正
如
其
故
，
不
執
臣

節
，
則
凶
。
故
曰
﹁
喪
其
齊
斧
，
貞
凶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八
二

 

虞
注
，

巽
究
為
震
，

變
至
三
時
，
互
離
毀
，

入
變
坤
，

坤
喪
于
乙
為
﹁
喪
﹂，

齊
乎
巽
為
﹁
齊
﹂，

離

戈
兵
，

為
﹁
斧
﹂，

故
﹁
喪
其
齊
斧
﹂。

諸
本
，

皆
作
﹁
資
斧
﹂。

漢
書
，

王
莽
傳
，

引
此
爻
曰
﹁
喪
其
齊
斧
﹂，

應
劭
曰
，

﹁
齊
，
利
也
。
﹂

﹁
亡
其
利
斧
﹂，

﹁
言
无
以
復
斷
斬
也
﹂。

虞
從
古
本
，
故
作
﹁
齊
﹂
也
。

三
變
成
震
，
失
乎
正
位
，
故
﹁
貞
凶
﹂。

荀
注
：
古
者
飲
至
策
勳
，
皆
在
于
廟
，

賜
弓
矢
斧
鉞
，
然
後

得
專
征
伐
。

故
出
則
授
斧
，
入
則
還
斧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八
三

 

虞
注
，

巽
究
為
震
，

變
至
三
時
，
互
離
毀
，

入
變
坤
，

坤
喪
于
乙
為
﹁
喪
﹂，

齊
乎
巽
為
﹁
齊
﹂，

離

戈
兵
，

為
﹁
斧
﹂，

故
﹁
喪
其
齊
斧
﹂。

諸
本
，

皆
作
﹁
資
斧
﹂。

漢
書
，

王
莽
傳
，

引
此
爻
曰
﹁
喪
其
齊
斧
﹂，

應
劭
曰
，

﹁
齊
，
利
也
。
﹂

﹁
亡
其
利
斧
﹂，

﹁
言
无
以
復
斷
斬
也
﹂。

虞
從
古
本
，
故
作
﹁
齊
﹂
也
。

三
變
成
震
，
失
乎
正
位
，
故
﹁
貞
凶
﹂。

荀
注
：
古
者
飲
至
策
勳
，
皆
在
于
廟
，

賜
弓
矢
斧
鉞
，
然
後

得
專
征
伐
。

故
出
則
授
斧
，
入
則
還
斧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八
四

 

還
斧
于
君
，
故
﹁
喪
齊

斧
﹂，

已
喪
齊
斧
，

若
正
如
其
故
，
是
不
執
臣
節
，
則
凶
矣
，

故
曰
﹁
喪
其
齊
斧
，
貞
凶
﹂。

愚
案
，

九
二
﹁
巽

在
牀
下
﹂，
雖
失
正
，
然
得
中
，

變
而
應
五
，
故
吉
。

上
位
為
廟
，
史
巫
所
以
告
廟
。

應
五
承
上
，

故
﹁
用

史
巫
﹂，
變
順
為
吉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八
五

 

還
斧
于
君
，
故
﹁
喪
齊

斧
﹂，

已
喪
齊
斧
，

若
正
如
其
故
，
是
不
執
臣
節
，
則
凶
矣
，

故
曰
﹁
喪
其
齊
斧
，
貞
凶
﹂。

愚
案
，

九
二
﹁
巽

在
牀
下
﹂，
雖
失
正
，
然
得
中
，

變
而
應
五
，
故
吉
。

上
位
為
廟
，
史
巫
所
以
告
廟
。

應
五
承
上
，

故
﹁
用

史
巫
﹂，
變
順
為
吉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八
六

 

上
九
﹁
巽
在
牀
下
﹂，

既
失
正
，

又
過
卑
，

三
變
應
上
亦
凶
。

三
離
齊
斧
，
變
坤
為

喪
，

失
其
齊
斷
，
故
﹁
喪
齊
斧
﹂，
變
正
亦
凶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
巽
在
牀
下
，
上
窮
也
。
喪
其
齊
斧
，
正
乎
凶
也
。

巽
在
牀
下
，
上
窮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陽
窮
上
反
下
，
故
曰
﹁
上
窮
也
﹂。

陽
窮
巽
上
，
反
于
震
下
，
故
曰
﹁
上
窮
也
﹂。

喪
其
齊
斧
，
正
乎
凶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上
應
于
三
，
三
動
失
正
，
故
曰
﹁
正
乎
凶
也
﹂。

疏
：
上
與
三
應
，

三
陽
得
正
，

動
而
應

上
，
失
乎
正
位
，

故
曰
﹁
正
乎
凶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八
七

 

上
九
﹁
巽
在
牀
下
﹂，

既
失
正
，

又
過
卑
，

三
變
應
上
亦
凶
。

三
離
齊
斧
，
變
坤
為

喪
，

失
其
齊
斷
，
故
﹁
喪
齊
斧
﹂，
變
正
亦
凶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
巽
在
牀
下
，
上
窮
也
。
喪
其
齊
斧
，
正
乎
凶
也
。

巽
在
牀
下
，
上
窮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陽
窮
上
反
下
，
故
曰
﹁
上
窮
也
﹂。

陽
窮
巽
上
，
反
于
震
下
，
故
曰
﹁
上
窮
也
﹂。

喪
其
齊
斧
，
正
乎
凶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上
應
于
三
，
三
動
失
正
，
故
曰
﹁
正
乎
凶
也
﹂。

疏
：
上
與
三
應
，

三
陽
得
正
，

動
而
應

上
，
失
乎
正
位
，

故
曰
﹁
正
乎
凶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八
八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八
九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巽
卦
】

九
〇

卦

○

序
卦
曰
：﹁
入
而
後
說
之
，
故
受
之
以

。

者
，
說
也
。
﹂

崔
憬
曰
：
巽
以
申
命
行
事
，
入
于
刑
者
也
。
入
刑
而
後
說
之
，
所
謂
人
忘
其
勞
死
也
。

申
命
行
事
，
莫
大
乎
政
刑
。

巽
者
，
入
也
，

互

為
刑
，

故
﹁
入
于
刑
者
也
﹂。
入
刑
而
說
，

卽彖
傳
講
所
謂
﹁
忘
勞
﹂﹁
忘
死
﹂
者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九
一

卦

○

序
卦
曰
：﹁
入
而
後
說
之
，
故
受
之
以

。

者
，
說
也
。
﹂

崔
憬
曰
：
巽
以
申
命
行
事
，
入
于
刑
者
也
。
入
刑
而
後
說
之
，
所
謂
人
忘
其
勞
死
也
。

申
命
行
事
，
莫
大
乎
政
刑
。

巽
者
，
入
也
，

互

為
刑
，

故
﹁
入
于
刑
者
也
﹂。
入
刑
而
說
，

卽彖
傳
講
所
謂
﹁
忘
勞
﹂﹁
忘
死
﹂
者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九
二

 

按
，

虞
注
云
，

﹁

為
講
習
﹂，

﹁
故
﹃
學
而
時
習
之
，
不
亦
說
乎
﹄﹂，

義
尤
精
確
。

詳
見
序
卦
傳
，
茲
不
錄
。

下

上
，

○

。
亨
利
貞
。

虞
翻
曰
：
大
壯
五
之
三
也
。
剛
中
而
柔
外
，
二
失
正
動
，
應
五
承
三
，
故
﹁
亨
利
貞
﹂
也
。

從
四
陽
例
，

宜
三
之
五
，
此
云
﹁
五
之
三
﹂，
變
也
。

﹁
剛
中
﹂
謂
二
五
，

而
﹁
柔
外
﹂
謂
三
上
。

二
失
正
位
，
動
而
成
陰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九
三

 

按
，

虞
注
云
，

﹁

為
講
習
﹂，

﹁
故
﹃
學
而
時
習
之
，
不
亦
說
乎
﹄﹂，

義
尤
精
確
。

詳
見
序
卦
傳
，
茲
不
錄
。

下

上
，

○
。
亨
利
貞
。

虞
翻
曰
：
大
壯
五
之
三
也
。
剛
中
而
柔
外
，
二
失
正
動
，
應
五
承
三
，
故
﹁
亨
利
貞
﹂
也
。

從
四
陽
例
，

宜
三
之
五
，
此
云
﹁
五
之
三
﹂，
變
也
。

﹁
剛
中
﹂
謂
二
五
，

而
﹁
柔
外
﹂
謂
三
上
。

二
失
正
位
，
動
而
成
陰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九
四

 

遠
應
五
，

近
承
三
，

二
承
三
則

三
正
可
知
，
二
正
則
四
亦
正
，
故
﹁
亨
利
貞
也
﹂。

○

彖
曰
：﹁

，
說
也
。
剛
中
而
柔
外
，
說
以
利
貞
，
是
以
順
乎
天
而
應
乎
人
。

說
以
先
民
，
民 

其
勞
。
說
以
犯
難
，
民 

其
死
。
說
之
大
，
民
勸
矣
哉
。
﹂

，
說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
口
，
故
說
也
。

為
口
，
故
﹁
為
說
﹂。

劉
勰
文
心
雕
龍
曰
﹁
說
者
，
悅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九
五

 

遠
應
五
，

近
承
三
，

二
承
三
則

三
正
可
知
，
二
正
則
四
亦
正
，
故
﹁
亨
利
貞
也
﹂。

○
彖
曰
：﹁

，
說
也
。
剛
中
而
柔
外
，
說
以
利
貞
，
是
以
順
乎
天
而
應
乎
人
。

說
以
先
民
，
民 

其
勞
。
說
以
犯
難
，
民 

其
死
。
說
之
大
，
民
勸
矣
哉
。
﹂

，
說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
口
，
故
說
也
。

為
口
，
故
﹁
為
說
﹂。

劉
勰
文
心
雕
龍
曰
﹁
說
者
，
悅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九
六

 

﹁

為
口
舌
﹂，

﹁
故
言
咨
悅
懌
。
過
說

必
偽
﹂，﹁

故
舜
驚
讒
說
﹂，

是
﹁
說
﹂﹁
悅
﹂
同
義
，
故
謂

為
口
說
也
。

剛
中
而
柔
外
，
說
以
利
貞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剛
中
﹂
謂
二
五
，﹁
柔
外
﹂
謂
三
上
也
。
二
三
四
利
之
正
，
故
﹁
說
以
利
貞
﹂

也
。

疏

二
五
皆
剛
，
故
﹁
剛
中
﹂。

三
上
皆
柔
，
故
﹁
柔
外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九
七

 

﹁

為
口
舌
﹂，

﹁
故
言
咨
悅
懌
。
過
說

必
偽
﹂，﹁

故
舜
驚
讒
說
﹂，

是
﹁
說
﹂﹁
悅
﹂
同
義
，
故
謂

為
口
說
也
。

剛
中
而
柔
外
，
說
以
利
貞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剛
中
﹂
謂
二
五
，﹁
柔
外
﹂
謂
三
上
也
。
二
三
四
利
之
正
，
故
﹁
說
以
利
貞
﹂

也
。

疏

二
五
皆
剛
，
故
﹁
剛
中
﹂。

三
上
皆
柔
，
故
﹁
柔
外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九
八

 

三
在
二
外
，

上
在
五
外
也
。

二
三
四
不
正
，
利
變
之
正
，
故
﹁
說
以
利
貞
﹂。

是
以
順
乎
天
而
應
乎
人
。

虞
翻
曰
：
大
壯
乾
為
﹁
天
﹂，
謂
五
也
，﹁
人
﹂
謂
三
矣
。
二
變
順
五
承
三
，
故
﹁
順
乎
天
，

應
乎
人
﹂，
坤
為
﹁
順
﹂
也
。

大
壯
內
乾
為
天
，

三
上
之
五
，

五
于
三
才
為
天
位
，

故
﹁
天
謂
五
也
﹂。

五
下
之
三
，
三
為
人
位
，
故
﹁
人
謂
三
矣
﹂。
三
正
，
則
乾
三
君
子
也
。

二
變
正
，

上

順
五
，

近
承
三
，

動
正

故
曰
﹁
順
乎
天
，
應
乎
人
﹂。

二

四
變
互
坤
。

故
﹁
為
順
﹂。

說
以
先
民
，
民 

其
勞
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二
四
已
變
成
屯
，
坎
為
﹁
勞
﹂，
震
喜

說
，
坤
為
﹁
民
﹂，
坎
為
心
，
民
心

喜
說
，
有
順
比
象
，
故
﹁ 

其
勞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九
九

 

三
在
二
外
，

上
在
五
外
也
。

二
三
四
不
正
，
利
變
之
正
，
故
﹁
說
以
利
貞
﹂。

是
以
順
乎
天
而
應
乎
人
。

虞
翻
曰
：
大
壯
乾
為
﹁
天
﹂，
謂
五
也
，﹁
人
﹂
謂
三
矣
。
二
變
順
五
承
三
，
故
﹁
順
乎
天
，

應
乎
人
﹂，
坤
為
﹁
順
﹂
也
。

大
壯
內
乾
為
天
，

三
上
之
五
，

五
于
三
才
為
天
位
，

故
﹁
天
謂
五
也
﹂。

五
下
之
三
，
三
為
人
位
，
故
﹁
人
謂
三
矣
﹂。
三
正
，
則
乾
三
君
子
也
。

二
變
正
，

上

順
五
，

近
承
三
，

動
正

故
曰
﹁
順
乎
天
，
應
乎
人
﹂。

二

四
變
互
坤
。

故
﹁
為
順
﹂。

說
以
先
民
，
民 

其
勞
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二
四
已
變
成
屯
，
坎
為
﹁
勞
﹂，
震
喜

說
，
坤
為
﹁
民
﹂，
坎
為
心
，
民
心

喜
說
，
有
順
比
象
，
故
﹁ 

其
勞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〇
〇

 

二
四
失
位
，
變
成
屯
體
，
屯
外
坎
勞
卦
為
﹁
勞
﹂。

內
震

春
陽
為
喜
，

體

為
﹁
說
﹂，

屯
互
坤
眾
為
﹁
民
﹂，

又
坎
亟
心
為
心
，

屯
二
至
上
有
比
象
，

比
彖
傳
曰
﹁
下
順
從
也
﹂，

是
﹁
民
心
喜
說
，
有
順
比
之
象
﹂，

故
﹁
民 

其
勞
也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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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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纂
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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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〇
一

 

二
四
失
位
，
變
成
屯
體
，
屯
外
坎
勞
卦
為
﹁
勞
﹂。

內
震

春
陽
為
喜
，

體

為
﹁
說
﹂，

屯
互
坤
眾
為
﹁
民
﹂，

又
坎
亟
心
為
心
，

屯
二
至
上
有
比
象
，

比
彖
傳
曰
﹁
下
順
從
也
﹂，

是
﹁
民
心
喜
說
，
有
順
比
之
象
﹂，

故
﹁
民 

其
勞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〇
二

 說
以
犯
難
，
民 

其
死
。

虞
翻
曰
：
體
屯
，
故
難
也
。
三
至
上
體
大
過
死
，
變
成
屯
，
民
說
无
疆
，
故
﹁
民 

其
死
﹂，

坎
心
為
﹁ 

﹂

或
以
坤
為
﹁
死
﹂
也
。

屯
彖
傳
曰
﹁
剛
柔
始
交
而
難
生
﹂，

二
四
變
，
故
體
屯
為
難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〇
三

 說
以
犯
難
，
民 

其
死
。

虞
翻
曰
：
體
屯
，
故
難
也
。
三
至
上
體
大
過
死
，
變
成
屯
，
民
說
无
疆
，
故
﹁
民 

其
死
﹂，

坎
心
為
﹁ 

﹂

或
以
坤
為
﹁
死
﹂
也
。

屯
彖
傳
曰
﹁
剛
柔
始
交
而
難
生
﹂，

二
四
變
，
故
體
屯
為
難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〇
四

 

三
至
上
體
大
過
棺
椁
死
象
，

變
屯
互
坤
，

坤
曰
﹁
應
地
无
疆
﹂，
是
﹁
民
說
无
疆
﹂，
故
﹁

其
死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〇
五

 

三
至
上
體
大
過
棺
椁
死
象
，

變
屯
互
坤
，

坤
曰
﹁
應
地
无
疆
﹂，
是
﹁
民
說
无
疆
﹂，
故
﹁

其
死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〇
六

 

坎
為
心
，

故
﹁
為 

﹂。 

坤
喪
于
乙
，
死
魄
為
﹁
死
﹂，

故
﹁
或
以
坤
為
死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〇
七

 

坎
為
心
，

故
﹁
為 

﹂。 

坤
喪
于
乙
，
死
魄
為
﹁
死
﹂，

故
﹁
或
以
坤
為
死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〇
八

 說
之
大
，
民
勸
矣
哉
。

虞
翻
曰
：
體
比
順
象
，
故
勞
而
不
怨
。
震
為
喜
笑
，
故
人
勸
也
。

屯
二
至
上
體
比
，

比
彖
傳
曰
，

﹁
下
順
從
也
﹂，

故
有
順
象
，
順
，
故
﹁
勞
而
不

怨
﹂。震

春
，
陽
為
喜
笑
，
故
﹁
人
勸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〇
九

 說
之
大
，
民
勸
矣
哉
。

虞
翻
曰
：
體
比
順
象
，
故
勞
而
不
怨
。
震
為
喜
笑
，
故
人
勸
也
。

屯
二
至
上
體
比
，

比
彖
傳
曰
，

﹁
下
順
從
也
﹂，

故
有
順
象
，
順
，
故
﹁
勞
而
不

怨
﹂。震

春
，
陽
為
喜
笑
，
故
﹁
人
勸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一
〇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麗
澤
，

。
君
子
以
朋
友
講
習
。
﹂

虞
翻
曰
：
君
子
，
大
壯
乾
也
。
陽
息
見

，﹁
學
以
聚
之
，
問
以
辯
之
﹂。

二
陽
同
類
為

﹁
朋
﹂，
伏
艮
為
﹁
友
﹂，
坎
為
﹁
習
﹂，
震
為
﹁
講
﹂，

兩
口
對
，
故
﹁
朋
友
講
習
﹂
也
。

疏
互
離
為
麗
，

為
澤
，

陰
麗
陽
，

故
曰
﹁
麗
澤
，

﹂。

﹁
君
子
，
大
壯
乾
﹂，

謂
五
也
。

雜

卦

，

稱
﹁

見
﹂，

陽
息
至
二

見
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一
一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麗
澤
，

。
君
子
以
朋
友
講
習
。
﹂

虞
翻
曰
：
君
子
，
大
壯
乾
也
。
陽
息
見

，﹁
學
以
聚
之
，
問
以
辯
之
﹂。

二
陽
同
類
為

﹁
朋
﹂，
伏
艮
為
﹁
友
﹂，
坎
為
﹁
習
﹂，
震
為
﹁
講
﹂，

兩
口
對
，
故
﹁
朋
友
講
習
﹂
也
。

疏
互
離
為
麗
，

為
澤
，

陰
麗
陽
，

故
曰
﹁
麗
澤
，

﹂。

﹁
君
子
，
大
壯
乾
﹂，

謂
五
也
。

雜

卦

，

稱
﹁

見
﹂，

陽
息
至
二

見
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一
二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一
三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一
四

 

乾
九
二
﹁
見
龍
在
田
﹂
是
也
。

﹁
學
以
聚
之
問
以
辯
之
﹂，

乾
二

文
言
文
，

體
在
乾
二
，
故
引
之
以
明
講
習
之
事
也
。

體
有
二
陽
同
類
，
故
﹁
為
朋
﹂。

與
艮
﹁
山
澤
通
氣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一
五

 

乾
九
二
﹁
見
龍
在
田
﹂
是
也
。

﹁
學
以
聚
之
問
以
辯
之
﹂，

乾
二

文
言
文
，

體
在
乾
二
，
故
引
之
以
明
講
習
之
事
也
。

體
有
二
陽
同
類
，
故
﹁
為
朋
﹂。

與
艮
﹁
山
澤
通
氣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一
六

 

故
﹁
伏
艮
為
友
﹂。

二
四
已
變
，

習
坎
為
﹁
習
﹂，震

聲
為
﹁
講
﹂，四

亦
伏
坎
震
為
講
習
也
。

上
陰
開
，
兩
口
相
對
，
故
象

﹁
朋
友
講
習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一
七

 

故
﹁
伏
艮
為
友
﹂。

二
四
已
變
，

習
坎
為
﹁
習
﹂，震

聲
為
﹁
講
﹂，四

亦
伏
坎
震
為
講
習
也
。

上
陰
開
，
兩
口
相
對
，
故
象

﹁
朋
友
講
習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一
八

 

○

初
九
。
和

，
吉
。

虞
翻
曰
：
得
位
，
四
變
應
已
，
故
﹁
和

吉
﹂
矣
。

初
得
正
位
，

上
應
于
四
，

四
剛
不
和
，

變
而
應
已
，

故
﹁
和

吉
矣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和

之
吉
，
行
未
疑
也
。
﹂

虞
翻
曰
：
四
變
應
初
，
震
為
﹁
行
﹂，
坎
為
疑
，
故
﹁
行
未
疑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一
九

 

○

初
九
。
和

，
吉
。

虞
翻
曰
：
得
位
，
四
變
應
已
，
故
﹁
和

吉
﹂
矣
。

初
得
正
位
，

上
應
于
四
，

四
剛
不
和
，

變
而
應
已
，

故
﹁
和

吉
矣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和

之
吉
，
行
未
疑
也
。
﹂

虞
翻
曰
：
四
變
應
初
，
震
為
﹁
行
﹂，
坎
為
疑
，
故
﹁
行
未
疑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二
〇

 

疏

四
變
應
初
，

互
震
足
為
﹁
行
﹂，

坎
心
為
疑
。

初
行
而
後
四
之
坎
，
變
而
得
正
，
故
﹁
行
未
疑
也
﹂。

○

九
二
。
孚

，
吉
，
悔
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孚
﹂
謂
五
也
。
四
已
變
，
五
在
坎
中
稱
﹁
孚
﹂。
二
動
，
得
位
應
之
，
故
﹁
孚

，
吉
，
悔

﹂
矣
。

疏
﹁
孚
謂
五
也
﹂
者
，

初
令
四
變

正
，

五
在
坎
中
，
坎
有
孚
稱
﹁
孚
﹂。

二
失
正
有
悔
，

動
而
得
位
，

上
應
于
五
，

故
﹁
孚

，

吉
，
悔
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二
一

 

疏

四
變
應
初
，

互
震
足
為
﹁
行
﹂，

坎
心
為
疑
。

初
行
而
後
四
之
坎
，
變
而
得
正
，
故
﹁
行
未
疑
也
﹂。

○

九
二
。
孚

，
吉
，
悔
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孚
﹂
謂
五
也
。
四
已
變
，
五
在
坎
中
稱
﹁
孚
﹂。
二
動
，
得
位
應
之
，
故
﹁
孚

，
吉
，
悔

﹂
矣
。

疏
﹁
孚
謂
五
也
﹂
者
，

初
令
四
變

正
，

五
在
坎
中
，
坎
有
孚
稱
﹁
孚
﹂。

二
失
正
有
悔
，

動
而
得
位
，

上
應
于
五
，

故
﹁
孚

，

吉
，
悔
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二
二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孚

之
吉
，
信
志
也
。
﹂

虞
翻
曰
：
二
變
應
五
，
謂
四
已
變
，
坎
為
﹁
志
﹂，
故
﹁
信
志
也
﹂。

疏

二
變
正
應
五
，

謂
四
已

應
初
，

變
坎
心
為
﹁
志
﹂，

又
坎
孚
為
﹁
信
﹂，
故
﹁
信

志
也
﹂。

○

六
三
。
來

，
凶
。

虞
翻
曰
：
從
大
壯
來
。
失
位
，
故
﹁
來

凶
﹂
矣
。

三
從
大
壯
五
來
，
在
五
失
位
，
在
三
亦
失
位
，
故

﹁
來

凶
矣
﹂。

不
言
正
者
，

家
陰
說
陽
，
三
无
應
，
故
不
變
。

上
變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二
三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孚

之
吉
，
信
志
也
。
﹂

虞
翻
曰
：
二
變
應
五
，
謂
四
已
變
，
坎
為
﹁
志
﹂，
故
﹁
信
志
也
﹂。

疏

二
變
正
應
五
，

謂
四
已

應
初
，

變
坎
心
為
﹁
志
﹂，

又
坎
孚
為
﹁
信
﹂，
故
﹁
信

志
也
﹂。

○

六
三
。
來

，
凶
。

虞
翻
曰
：
從
大
壯
來
。
失
位
，
故
﹁
來

凶
﹂
矣
。

三
從
大
壯
五
來
，
在
五
失
位
，
在
三
亦
失
位
，
故

﹁
來

凶
矣
﹂。

不
言
正
者
，

家
陰
說
陽
，
三
无
應
，
故
不
變
。

上
變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二
四

 陽
，
與
三
易
位
，
然
後
變
也
。

三
不
變
而
上
能
變
者
，

有

伏
艮
，

艮

之
卦
，
皆
以
上
為
主
也
。

案
，

三
曰
﹁
來

﹂，
來
上
六
也
。

上
曰
﹁
引

﹂，
引
六
三
也
。

致
彼
曰
來
，
汲
下
曰
引
。

小
人
合
則
君
危
，
故
凶
。
三
伏
震
足
，
故
有
來
象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來

之
凶
，
位
不
當
也
。
﹂

案
：
以
陰
居
陽
，
故
﹁
位
不
當
﹂。
諂
邪
求
悅
，
所
以
必
﹁
凶
﹂。

疏
以
陰

爻
居
陽
位
，
故
曰
﹁
不
當
﹂。

本
以
陰
說
陽
，

又
失
正
位
，

是
﹁
諂
邪
求
悅
﹂，
其
凶
必
矣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二
五

 陽
，
與
三
易
位
，
然
後
變
也
。

三
不
變
而
上
能
變
者
，

有

伏
艮
，

艮

之
卦
，
皆
以
上
為
主
也
。

案
，

三
曰
﹁
來

﹂，
來
上
六
也
。

上
曰
﹁
引

﹂，
引
六
三
也
。

致
彼
曰
來
，
汲
下
曰
引
。

小
人
合
則
君
危
，
故
凶
。
三
伏
震
足
，
故
有
來
象
。

○
象
曰
：﹁
來

之
凶
，
位
不
當
也
。
﹂

案
：
以
陰
居
陽
，
故
﹁
位
不
當
﹂。
諂
邪
求
悅
，
所
以
必
﹁
凶
﹂。

疏
以
陰

爻
居
陽
位
，
故
曰
﹁
不
當
﹂。

本
以
陰
說
陽
，

又
失
正
位
，

是
﹁
諂
邪
求
悅
﹂，
其
凶
必
矣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二
六

 

○

九
四
。
商

未
寧
，
介
疾
有
喜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巽
為
近
利
市
三
倍
﹂，
故
稱
﹁
商

﹂。
變
之
坎
，
水
性
流
，
震
為
行
。
謂
二

已
變
，
體
比
象
，
故
﹁
未
寧
﹂，
與
比
﹁
不
寧
方
來
﹂
同
義
也
。
坎
為
疾
，
故
﹁
介
疾
﹂。
得
位

承
五
，
故
﹁
有
喜
﹂。﹁

巽
為
近
利
市
三
倍
﹂，
說
卦
文
。

互
巽
近

市
，

故
稱
﹁
商

﹂。

四
變
正
成
坎
，

坎
水
性
流
，

互
震
為
行
。

二
已
變
，
至
上
體
比
，

比
卦
辭
曰
﹁
不
寧
方
來
﹂，
故
﹁
未
寧
﹂，

虞
彼
注
云
﹁
水
性
流
動
，
故
不
寧
﹂，

亦
取
坎
象
也
。

坎
心
病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二
七

 

○

九
四
。
商

未
寧
，
介
疾
有
喜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巽
為
近
利
市
三
倍
﹂，
故
稱
﹁
商

﹂。
變
之
坎
，
水
性
流
，
震
為
行
。
謂
二

已
變
，
體
比
象
，
故
﹁
未
寧
﹂，
與
比
﹁
不
寧
方
來
﹂
同
義
也
。
坎
為
疾
，
故
﹁
介
疾
﹂。
得
位

承
五
，
故
﹁
有
喜
﹂。﹁

巽
為
近
利
市
三
倍
﹂，
說
卦
文
。

互
巽
近

市
，

故
稱
﹁
商

﹂。

四
變
正
成
坎
，

坎
水
性
流
，

互
震
為
行
。

二
已
變
，
至
上
體
比
，

比
卦
辭
曰
﹁
不
寧
方
來
﹂，
故
﹁
未
寧
﹂，

虞
彼
注
云
﹁
水
性
流
動
，
故
不
寧
﹂，

亦
取
坎
象
也
。

坎
心
病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二
八

 為
﹁
疾
﹂。

介
，
纖
也
，

變
互
艮
為
小
，
故
曰
﹁
介
疾
﹂。

變
得
正
位
，

上
承
五
陽
，
陽
為
﹁
喜
﹂，
纖
小
之
疾
，
勿
藥
有
喜
，
故
﹁
有
喜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九
四
之
喜
，
有
慶
也
。
﹂

虞
翻
曰
：
陽
為
﹁
慶
﹂，
謂
五
也
。

陽
為
喜
，

陽

亦
為
﹁
慶
﹂，
承
陽
而
有
慶
，

故
﹁
慶
謂
五
也
﹂。

○

九
五
。
孚
于
剝
有
厲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孚
﹂
謂
五
也
。
二
四
變
，
體
剝
象
，
故
﹁
孚
于
剝
﹂。
在
坎
未
光
，﹁
有
厲
﹂

也
。

坎
為
孚
，﹁
孚
謂
五
也
﹂
者
，

四
已
變
也
。

二
四
變
，
五
體
剝
象
，

故
曰
﹁
孚
于
剝
﹂。
在
坎

伏
離
未
光
，
故
﹁
有
厲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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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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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二
九

 為
﹁
疾
﹂。

介
，
纖
也
，

變
互
艮
為
小
，
故
曰
﹁
介
疾
﹂。

變
得
正
位
，

上
承
五
陽
，
陽
為
﹁
喜
﹂，
纖
小
之
疾
，
勿
藥
有
喜
，
故
﹁
有
喜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九
四
之
喜
，
有
慶
也
。
﹂

虞
翻
曰
：
陽
為
﹁
慶
﹂，
謂
五
也
。

陽
為
喜
，

陽

亦
為
﹁
慶
﹂，
承
陽
而
有
慶
，

故
﹁
慶
謂
五
也
﹂。

○

九
五
。
孚
于
剝
有
厲
。

虞
翻
曰
：﹁
孚
﹂
謂
五
也
。
二
四
變
，
體
剝
象
，
故
﹁
孚
于
剝
﹂。
在
坎
未
光
，﹁
有
厲
﹂

也
。

坎
為
孚
，﹁
孚
謂
五
也
﹂
者
，

四
已
變
也
。

二
四
變
，
五
體
剝
象
，

故
曰
﹁
孚
于
剝
﹂。
在
坎

伏
離
未
光
，
故
﹁
有
厲
也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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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
集
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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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三
〇

 

案
，

為
夬
，
夬
極
必
剝
，

況
六
三
以

說
而
來
，

上
六

以

說
而
引
，

若
輕
信
二
陰
，

則
剝
之
兆
成
矣
，

故
﹁
有
厲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三
一

 

案
，

為
夬
，
夬
極
必
剝
，

況
六
三
以

說
而
來
，

上
六

以

說
而
引
，

若
輕
信
二
陰
，

則
剝
之
兆
成
矣
，

故
﹁
有
厲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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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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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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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三
二

 

○
象
曰
：﹁
孚
于
剝
，
位
正
當
也
。
﹂

案
：

以
陽
居
尊
位
，
應
二
比
四
，
孚
剝
有
厲
，﹁
位
正
當
也
﹂。

以
陽
爻
居
尊
位
，

二
四
已
變
，

故
﹁
應
二
比
四
﹂。

﹁
孚
剝
有
厲
﹂
者
，

二
四
變
，

五
位
在

剝
，

故
﹁
位
正
當
也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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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三
三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孚
于
剝
，
位
正
當
也
。
﹂

案
：

以
陽
居
尊
位
，
應
二
比
四
，
孚
剝
有
厲
，﹁
位
正
當
也
﹂。

以
陽
爻
居
尊
位
，

二
四
已
變
，

故
﹁
應
二
比
四
﹂。

﹁
孚
剝
有
厲
﹂
者
，

二
四
變
，

五
位
在

剝
，

故
﹁
位
正
當
也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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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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疏
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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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三
四

 

○

上
六
。
引

。

虞
翻
曰
：
无
應
乘
陽
，
動
而
之
巽
為
繩
。
艮
為
手
。
應
在
三
，
三
未
之
正
，
故
﹁
引

﹂

也
。

上
无
正
應
，
近
乘
五
陽
，

上
極
而
下
，

之
巽
為
繩
，

三
至
五
亦
互
巽
為
繩
。

伏
艮
為
手
，

以
手
挽
繩
，
有
引
象
焉
。

上

應
在
三
，

三
未
之
正
。

上
動
，
與
三
易
位
，
乃
各
正
，
故
﹁
引

也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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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三
五

 

○

上
六
。
引

。

虞
翻
曰
：
无
應
乘
陽
，
動
而
之
巽
為
繩
。
艮
為
手
。
應
在
三
，
三
未
之
正
，
故
﹁
引

﹂

也
。

上
无
正
應
，
近
乘
五
陽
，

上
極
而
下
，

之
巽
為
繩
，

三
至
五
亦
互
巽
為
繩
。

伏
艮
為
手
，

以
手
挽
繩
，
有
引
象
焉
。

上

應
在
三
，

三
未
之
正
。

上
動
，
與
三
易
位
，
乃
各
正
，
故
﹁
引
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五) 

【
兌
卦
】

一
三
六

 

案

巽
卦
初
四
皆
陰
而
吉
，

卦
三
上
皆
陰
而
凶
。
巽
伏
于
內
，

君
子
之
道
。

見
于
外
，
小
人
之
道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上
六
引

，
未
光
也
。
﹂

虞
翻
曰
：
二
四
已
變
而
體
屯
，
上
三
未
為
離
，
故
﹁
未
光
也
﹂。

二
四
已
變
，
體
屯
象
。

上
應
三
，
屯
成
離
毀
，

。
離
日
為
光
，
故
﹁
未
光
﹂。



 

案

巽
卦
初
四
皆
陰
而
吉
，

卦
三
上
皆
陰
而
凶
。
巽
伏
于
內
，

君
子
之
道
。

見
于
外
，
小
人
之
道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上
六
引

，
未
光
也
。
﹂

虞
翻
曰
：
二
四
已
變
而
體
屯
，
上
三
未
為
離
，
故
﹁
未
光
也
﹂。

二
四
已
變
，
體
屯
象
。

上
應
三
，
屯
成
離
毀
，

。
離
日
為
光
，
故
﹁
未
光
﹂。

聲 

明 
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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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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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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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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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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任
何
人
均
不
得
加
註
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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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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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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