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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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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

卅
六

徐
醒
民
先
生
講

儒
學
小
組
記

渙
卦 

○

序
卦
曰
：﹁
說
而
後
散
之
，
故
受
之
以
渙
。
渙
者
，
離
也
。
﹂

崔
憬
曰
：
人
說
， 

其
勞
死
，
而
後
可
散
之
以
征
役
，
離
之
以
家
邦
，
故
曰
﹁
說
而
後
散

之
，
故
受
之
以
渙
。
渙
者
，
離
也
﹂。

疏
人
說
其
上
，
至 

勞
死
，
而
後
身
可
用
。
故
散
以
征
役
，
離
其
家
邦
，

皆
所
不
惜
。

說
而
後
散
，

故
說
繼
以
渙
，
而
義
取
諸
離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一

節 

卦  

目 

錄 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

卅
六

徐
醒
民
先
生
講

儒
學
小
組
記

渙
卦 

○

序
卦
曰
：﹁
說
而
後
散
之
，
故
受
之
以
渙
。
渙
者
，
離
也
。
﹂

崔
憬
曰
：
人
說
， 
其
勞
死
，
而
後
可
散
之
以
征
役
，
離
之
以
家
邦
，
故
曰
﹁
說
而
後
散

之
，
故
受
之
以
渙
。
渙
者
，
離
也
﹂。

疏
人
說
其
上
，
至 

勞
死
，
而
後
身
可
用
。
故
散
以
征
役
，
離
其
家
邦
，

皆
所
不
惜
。

說
而
後
散
，

故
說
繼
以
渙
，
而
義
取
諸
離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二

 

愚
案
，

兌
言
乎
見
，

說
見
乎
外
，
故
易
散
。
樂
記
曰
，

﹁
樂
必
發
于
聲
音
，
形
于
動
靜
﹂，
孟

子
曰
﹁
樂
斯
二
者
，
樂
則
生
矣
，
生
則
惡
可
已
也
，
惡
可
已
則
不
知
手
之
舞
之
，
足
之
蹈
之
﹂，

說
而
後
散
之
義
也
。

又
論
語
曰
﹁
學
而
時
習
之
，
不
亦
說
乎
﹂，

是
入
而
後
說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三

 

愚
案
，

兌
言
乎
見
，

說
見
乎
外
，
故
易
散
。
樂
記
曰
，

﹁
樂
必
發
于
聲
音
，
形
于
動
靜
﹂，
孟

子
曰
﹁
樂
斯
二
者
，
樂
則
生
矣
，
生
則
惡
可
已
也
，
惡
可
已
則
不
知
手
之
舞
之
，
足
之
蹈
之
﹂，

說
而
後
散
之
義
也
。

又
論
語
曰
﹁
學
而
時
習
之
，
不
亦
說
乎
﹂，

是
入
而
後
說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四

 

﹁
有
朋
自
遠
方
來
，
不
亦
樂
乎
﹂，

是
說
而
後
散
也
。

坎
下
巽
上
，
渙
。
亨
。

○

渙
。
亨
。
王
假
有
廟
。
利
涉
大
川
，
利
貞
。

渙
。
亨
。

虞
翻
曰
：
否
四
之
二
，
成
坎
巽
，
天
地
交
，
故
亨
也
。

從
三
陽
三
陰
之
例
，
卦
自
否
來
，

故
曰
﹁
否
四
之
二
﹂。

以
陽
渙
陰
，

故
﹁
成
坎
巽
﹂。

當
否
塞
之
時
，

二
之
四
得
正
，
以
復
散
其
否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五

 

﹁
有
朋
自
遠
方
來
，
不
亦
樂
乎
﹂，

是
說
而
後
散
也
。

坎
下
巽
上
，
渙
。
亨
。

○

渙
。
亨
。
王
假
有
廟
。
利
涉
大
川
，
利
貞
。

渙
。
亨
。

虞
翻
曰
：
否
四
之
二
，
成
坎
巽
，
天
地
交
，
故
亨
也
。

從
三
陽
三
陰
之
例
，
卦
自
否
來
，

故
曰
﹁
否
四
之
二
﹂。

以
陽
渙
陰
，

故
﹁
成
坎
巽
﹂。

當
否
塞
之
時
，

二
之
四
得
正
，
以
復
散
其
否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六

 

是
﹁
天
地
交
﹂，
故
通
，

通
，
故
﹁
亨
也
﹂。

案
，

渙
，
散
也
。

鄭
風
，

﹁
溱
與
洧
﹂，

﹁
方
渙
渙
兮
﹂，

鄭
箋
，

﹁
仲
春
之
時
﹂，

﹁
冰
已
釋
﹂，

﹁
水
則
渙
渙
然
﹂。

否
時
天
地
不
通
，
閉
塞
成
冬
，

四
﹁
渙
其
羣
﹂，

散
乾
冰
為
坎
水
，

有
冰
釋
之
象
，

故
謂
之
渙
也
。
老
子
﹁
渙
若
冰
將
釋
﹂，

是
也
。

王
假
有
廟
。

虞
翻
曰
：
乾
為
﹁
王
﹂，
假
，
至
也
。
否
體
觀
，
艮
為
宗
廟
。
乾
四
之
坤
二
，
故
﹁
王
假

有
廟
，
王
乃
在
中
也
﹂。

疏
否
乾
為
君
，

故
﹁
為
王
﹂。﹁
假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七

 

是
﹁
天
地
交
﹂，
故
通
，

通
，
故
﹁
亨
也
﹂。

案
，

渙
，
散
也
。

鄭
風
，

﹁
溱
與
洧
﹂，

﹁
方
渙
渙
兮
﹂，

鄭
箋
，

﹁
仲
春
之
時
﹂，

﹁
冰
已
釋
﹂，

﹁
水
則
渙
渙
然
﹂。

否
時
天
地
不
通
，
閉
塞
成
冬
，

四
﹁
渙
其
羣
﹂，

散
乾
冰
為
坎
水
，

有
冰
釋
之
象
，

故
謂
之
渙
也
。
老
子
﹁
渙
若
冰
將
釋
﹂，

是
也
。

王
假
有
廟
。

虞
翻
曰
：
乾
為
﹁
王
﹂，
假
，
至
也
。
否
體
觀
，
艮
為
宗
廟
。
乾
四
之
坤
二
，
故
﹁
王
假

有
廟
，
王
乃
在
中
也
﹂。

疏
否
乾
為
君
，

故
﹁
為
王
﹂。﹁
假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八

 至
也
﹂，

﹁
釋
詁
文
﹂。

否
初
至
五
體
觀
，

觀
艮
為
門
闕
，

又
為
鬼
門
，

故
﹁
為

宗
廟
﹂。

四
之
二
，

是
乾
王
至
觀
艮
，

故
﹁
王
假
有
廟
﹂。

在
二
，
故
彖
曰
，

﹁
王

乃
在
中
也
﹂。

利
涉
大
川
，
利
貞
。

虞
翻
曰
：
坎
為
﹁
大
川
﹂，
渙
舟
楫
象
，
故
﹁
涉
大
川
，
乘
木
有
功
﹂。
二
失
正
，
變
應
五
，

故
﹁
利
貞
﹂
也
。

疏
坎
為
水
，
故
﹁
為
大
川
﹂。

繫
下
，

﹁
舟
楫
之
利
，

取
諸
渙
﹂，

渙
有
舟
楫
象
，
故
﹁
涉
大
川
﹂。
以
巽
木
乘
坎
水
，
故
﹁
乘
木
有
功
﹂。

二
失
位
，

利
變
正
應
五
，

故
﹁
利
貞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九

 至
也
﹂，

﹁
釋
詁
文
﹂。

否
初
至
五
體
觀
，

觀
艮
為
門
闕
，

又
為
鬼
門
，

故
﹁
為

宗
廟
﹂。

四
之
二
，

是
乾
王
至
觀
艮
，

故
﹁
王
假
有
廟
﹂。

在
二
，
故
彖
曰
，

﹁
王

乃
在
中
也
﹂。

利
涉
大
川
，
利
貞
。

虞
翻
曰
：
坎
為
﹁
大
川
﹂，
渙
舟
楫
象
，
故
﹁
涉
大
川
，
乘
木
有
功
﹂。
二
失
正
，
變
應
五
，

故
﹁
利
貞
﹂
也
。

疏
坎
為
水
，
故
﹁
為
大
川
﹂。

繫
下
，

﹁
舟
楫
之
利
，

取
諸
渙
﹂，

渙
有
舟
楫
象
，
故
﹁
涉
大
川
﹂。
以
巽
木
乘
坎
水
，
故
﹁
乘
木
有
功
﹂。

二
失
位
，

利
變
正
應
五
，

故
﹁
利
貞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一
〇

 



周
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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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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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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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一
二

 

○

彖
曰
：﹁
渙
亨
，
剛
來
而
不
窮
，
柔
得
位
乎
外
而
上
同
。
王
假
有
廟
，
王
乃

在
中
也
。
利
涉
大
川
，
乘
木
有
功
也
。
﹂

渙
亨
，
剛
來
而
不
窮
，
柔
得
位
乎
外
而
上
同
。

盧
氏
曰
：
此
本
否
卦
，
乾
之
九
四
，
來
居
坤
中
，
剛
來
成
坎
，
水
流
而
不
窮
也
。
坤
之
六

二
，
上
升
乾
四
，﹁
柔
得
位
乎
外
﹂，
上
承
貴
王
，
與
上
同
也
。

否
乾
九
四
，
剛
也
。

自
外
曰
﹁
來
﹂，

在
二
，

為
﹁
居
坤
中
﹂。

來
成
坎
水
，
流
而
不
窮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一
三

 

○

彖
曰
：﹁
渙
亨
，
剛
來
而
不
窮
，
柔
得
位
乎
外
而
上
同
。
王
假
有
廟
，
王
乃

在
中
也
。
利
涉
大
川
，
乘
木
有
功
也
。
﹂

渙
亨
，
剛
來
而
不
窮
，
柔
得
位
乎
外
而
上
同
。

盧
氏
曰
：
此
本
否
卦
，
乾
之
九
四
，
來
居
坤
中
，
剛
來
成
坎
，
水
流
而
不
窮
也
。
坤
之
六

二
，
上
升
乾
四
，﹁
柔
得
位
乎
外
﹂，
上
承
貴
王
，
與
上
同
也
。

否
乾
九
四
，
剛
也
。

自
外
曰
﹁
來
﹂，

在
二
，

為
﹁
居
坤
中
﹂。

來
成
坎
水
，
流
而
不
窮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一
四

 又
坎
為
通
，﹁
往
來
不
窮
謂
之
通
﹂。
通
，
故
不
窮
也
。

六
二
自
內
上
升
于
四
。

以
柔
居
四
為
﹁
得
位
乎
外
﹂，

上
承
五
貴
為
王
，
故
曰
﹁
上
同
﹂。

孔
疏
，

引
先
儒
云

﹁
剛
來
而
不
窮
釋
亨
德
，
柔
得
位
乎
外
釋
利
貞
﹂
是
也
。

王
假
有
廟
，
王
乃
在
中
也
。

荀
爽
曰
：
謂
陽
來
居
二
，
在
坤
之
中
為
立
廟
。﹁
假
，
大
也
﹂。
言
受
命
之
王
，
居
五
大
位
，

上
體
之
中
，
上
享
天
帝
，
下
立
宗
廟
也
。

四
陽
來
居
于
二
，
在
坤
之
中
，
體
象
觀
艮
，
故
﹁
為
立
廟
﹂。

﹁
假
﹂

﹁
大
也
﹂。

釋
詁
文
。

乾
為
君
，
故
言
﹁
受
命
之
王
﹂。五

陽
為
大
，
故
言
﹁
居
五
大
位
﹂。

荀
意
以
陽
在
二
為
立
廟
，
陽
在

五
為
在
中
，
故
曰
﹁
上
體
之
中
，
上
享
天
帝
，
下
立
宗
廟
也
﹂。

利
涉
大
川
，
乘
木
有
功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巽
為
木
，
坎
為
水
，
故
﹁
乘
木
有
功
也
﹂。

巽
在
上
為
木
，
坎
在
下
為
水
。

巽
木
下
應
坎

二
，
五
多
功
，
故
﹁
乘
木
有
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一
五

 又
坎
為
通
，﹁
往
來
不
窮
謂
之
通
﹂。
通
，
故
不
窮
也
。

六
二
自
內
上
升
于
四
。

以
柔
居
四
為
﹁
得
位
乎
外
﹂，

上
承
五
貴
為
王
，
故
曰
﹁
上
同
﹂。

孔
疏
，

引
先
儒
云

﹁
剛
來
而
不
窮
釋
亨
德
，
柔
得
位
乎
外
釋
利
貞
﹂
是
也
。

王
假
有
廟
，
王
乃
在
中
也
。

荀
爽
曰
：
謂
陽
來
居
二
，
在
坤
之
中
為
立
廟
。﹁
假
，
大
也
﹂。
言
受
命
之
王
，
居
五
大
位
，

上
體
之
中
，
上
享
天
帝
，
下
立
宗
廟
也
。

四
陽
來
居
于
二
，
在
坤
之
中
，
體
象
觀
艮
，
故
﹁
為
立
廟
﹂。

﹁
假
﹂

﹁
大
也
﹂。

釋
詁
文
。

乾
為
君
，
故
言
﹁
受
命
之
王
﹂。五

陽
為
大
，
故
言
﹁
居
五
大
位
﹂。

荀
意
以
陽
在
二
為
立
廟
，
陽
在

五
為
在
中
，
故
曰
﹁
上
體
之
中
，
上
享
天
帝
，
下
立
宗
廟
也
﹂。

利
涉
大
川
，
乘
木
有
功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巽
為
木
，
坎
為
水
，
故
﹁
乘
木
有
功
也
﹂。

巽
在
上
為
木
，
坎
在
下
為
水
。

巽
木
下
應
坎

二
，
五
多
功
，
故
﹁
乘
木
有
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一
六

 

謂
聖
人
作
舟
楫
，
取
諸
渙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一
七

 

謂
聖
人
作
舟
楫
，
取
諸
渙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一
八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風
行
水
上
，
渙
。
先
王
以
享
于
帝
立
廟
﹂。

荀
爽
曰
：
謂
受
命
之
王
，
收
集
散
民
，
上
享
天
帝
，
下
立
宗
廟
也
。
陰
上
至
四
承
五
為
﹁
享

帝
﹂，
陽
下
至
二
為
﹁
立
廟
﹂
也
。
離
日
上
為
宗
廟
，
而
謂
天
帝
。
宗
廟
之
神
所
配
食
者
，
王

者
所
奉
，
故
繼
于
上
。
至
于
宗
廟
，
其
實
在
地
，
地
者
，
陰
中
之
陽
，
有
似
廟
中
之
神
。

虞
翻
曰
：
否
乾
為
先
王
。
享
，
祭
也
。
震
為
帝
為
祭
，
艮
為
廟
，
四
之
二
殺
坤
大
牲
，
故

以
﹁
享
帝
立
廟
﹂，
謂
成
既
濟
，
有
噬
嗑
食
象
故
也
。

荀
注
，

風
行
水
上
，

陰
散
而
陽
聚
，
故
取
渙

象
以
立
廟
。

﹁
受
命
之
王
﹂，

謂
否
乾
為
王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一
九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風
行
水
上
，
渙
。
先
王
以
享
于
帝
立
廟
﹂。

荀
爽
曰
：
謂
受
命
之
王
，
收
集
散
民
，
上
享
天
帝
，
下
立
宗
廟
也
。
陰
上
至
四
承
五
為
﹁
享

帝
﹂，
陽
下
至
二
為
﹁
立
廟
﹂
也
。
離
日
上
為
宗
廟
，
而
謂
天
帝
。
宗
廟
之
神
所
配
食
者
，
王

者
所
奉
，
故
繼
于
上
。
至
于
宗
廟
，
其
實
在
地
，
地
者
，
陰
中
之
陽
，
有
似
廟
中
之
神
。

虞
翻
曰
：
否
乾
為
先
王
。
享
，
祭
也
。
震
為
帝
為
祭
，
艮
為
廟
，
四
之
二
殺
坤
大
牲
，
故

以
﹁
享
帝
立
廟
﹂，
謂
成
既
濟
，
有
噬
嗑
食
象
故
也
。

荀
注
，

風
行
水
上
，

陰
散
而
陽
聚
，
故
取
渙

象
以
立
廟
。

﹁
受
命
之
王
﹂，

謂
否
乾
為
王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二
〇

 

﹁
收
集
散
民
﹂，
謂
否
坤
為
民
也
。

﹁
上
享
天
帝
﹂，
謂
上
。

﹁
下
立
宗
廟
﹂，
謂
二
。

陰
上
至
四
，
承
五
享
上
，
為
﹁
享
帝
﹂。

陽
下

至
二
，

二
體

艮

為
﹁
立
廟
﹂
也
。

卦
无
離
日
，
疑
有
誤
字
。

﹁
上
為
宗
廟
﹂，
乾
鑿
度
文
。

﹁
上
爻
為
宗
廟
﹂

﹁
而
謂
天
帝
﹂
者
，
孝
經
曰
，

﹁
昔
者
周
公
郊
祀
后
稷
以
配
天
，
宗
祀
文

王
于
明
堂
，
以
配
上
帝
﹂，

故

云
﹁
宗
廟
之
神
所
配
食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二
一

 

﹁
收
集
散
民
﹂，
謂
否
坤
為
民
也
。

﹁
上
享
天
帝
﹂，
謂
上
。

﹁
下
立
宗
廟
﹂，
謂
二
。

陰
上
至
四
，
承
五
享
上
，
為
﹁
享
帝
﹂。

陽
下

至
二
，

二
體

艮

為
﹁
立
廟
﹂
也
。

卦
无
離
日
，
疑
有
誤
字
。

﹁
上
為
宗
廟
﹂，
乾
鑿
度
文
。

﹁
上
爻
為
宗
廟
﹂

﹁
而
謂
天
帝
﹂
者
，
孝
經
曰
，

﹁
昔
者
周
公
郊
祀
后
稷
以
配
天
，
宗
祀
文

王
于
明
堂
，
以
配
上
帝
﹂，

故

云
﹁
宗
廟
之
神
所
配
食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二
二

 

天
帝
，﹁
王
者
所
奉
，
故
繼
于
上
﹂。

二

于
三
才
為
地
，

故
﹁
至
于
宗
廟
，
其
實
在
地
﹂。

坎
二
陽
爻
，
居
于
地
上
，
故
云
﹁
地
者
，
陰
中
之
陽
﹂。
廟
者
，
陰
象
，
陽
之
信
者
為
神
，
故

﹁
陰
中
之
陽
，
有
似
廟
中
之
神
﹂。
以
上
為
天
帝
，
二
為
宗
廟
，

此
又
爻

位
變
例
也
。

虞
注
，

乾
為
君
，
故
為
王
。

已
消
則
為
先
王
，
否

消
卦
也
，

故
﹁
否
乾

為
先
王
﹂
也
。

虞
萃
彖
注
云
，

﹁
享
，
享
祀
也
﹂，
祀
，
祭
也
，
故
﹁
享
﹂

亦
云
﹁
祭
也
﹂。

﹁
帝
出
乎
震
﹂，

故
﹁
震
為
帝
﹂。
震
主
器
為
祭
，

艮
為
門

闕
為
廟
，

坤
為
牛
。
四
之
二
，

成
坎
，

伏
離

離
為
戈
兵
，
故
殺
大
牲
。

二
應
五
，
故
﹁
以
享
帝
立
廟
﹂。

二
之
初
，
上
之
三
，

變
正
成
既
濟
，
初
至
五
有
噬
嗑
食
象
，

故
云
﹁
享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二
三

 

天
帝
，﹁
王
者
所
奉
，
故
繼
于
上
﹂。

二

于
三
才
為
地
，

故
﹁
至
于
宗
廟
，
其
實
在
地
﹂。

坎
二
陽
爻
，
居
于
地
上
，
故
云
﹁
地
者
，
陰
中
之
陽
﹂。
廟
者
，
陰
象
，
陽
之
信
者
為
神
，
故

﹁
陰
中
之
陽
，
有
似
廟
中
之
神
﹂。
以
上
為
天
帝
，
二
為
宗
廟
，

此
又
爻

位
變
例
也
。

虞
注
，

乾
為
君
，
故
為
王
。

已
消
則
為
先
王
，
否

消
卦
也
，

故
﹁
否
乾

為
先
王
﹂
也
。

虞
萃
彖
注
云
，

﹁
享
，
享
祀
也
﹂，
祀
，
祭
也
，
故
﹁
享
﹂

亦
云
﹁
祭
也
﹂。

﹁
帝
出
乎
震
﹂，

故
﹁
震
為
帝
﹂。
震
主
器
為
祭
，

艮
為
門

闕
為
廟
，

坤
為
牛
。
四
之
二
，

成
坎
，

伏
離

離
為
戈
兵
，
故
殺
大
牲
。

二
應
五
，
故
﹁
以
享
帝
立
廟
﹂。

二
之
初
，
上
之
三
，

變
正
成
既
濟
，
初
至
五
有
噬
嗑
食
象
，

故
云
﹁
享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二
四

 帝
立
廟
﹂
也
。

蓋
﹁
祭
則
鬼
享
之
﹂，

故

以
成
既
濟
為
象
也
。

﹁
享
于
帝
立
廟
﹂，
謂
立
新
廟
也
。﹁

享
于
帝
﹂
者
，
告
于
南
郊
而
諡
之
。

渙

否
泰
之
交
，

象
嗣
君
正
位
繼
體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二
五

 帝
立
廟
﹂
也
。

蓋
﹁
祭
則
鬼
享
之
﹂，

故

以
成
既
濟
為
象
也
。

﹁
享
于
帝
立
廟
﹂，
謂
立
新
廟
也
。﹁

享
于
帝
﹂
者
，
告
于
南
郊
而
諡
之
。

渙

否
泰
之
交
，

象
嗣
君
正
位
繼
體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二
六

 

○

初
六
。
用
拯
馬
壯
，
吉
。

虞
翻
曰
：
坎
為
﹁
馬
﹂，
初
失
正
動
，
體
大
壯
得
位
，
故
﹁
拯
馬
壯
吉
﹂，
悔

之
矣
。

坎
美
脊
，

故
﹁
為
馬
﹂。
初
陰
失
正
，

已
動
，

至
四
體
大
壯
，
故
言
壯
。

﹁
拯
﹂

子
夏
傳

作
﹁

﹂，

取
也
。

初
應
在
四
，

互
艮
為
手
，

互
坤
為
用
，

四
拯
于
初
，
初
動
得
正
，
故
﹁
拯
馬
壯
而
吉
﹂
也
。

﹁
悔

之
矣
﹂，

四
字
蓋
衍
文
，

否
則
虞
氏
本
經
有
﹁
悔

﹂
字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二
七

 

○

初
六
。
用
拯
馬
壯
，
吉
。

虞
翻
曰
：
坎
為
﹁
馬
﹂，
初
失
正
動
，
體
大
壯
得
位
，
故
﹁
拯
馬
壯
吉
﹂，
悔

之
矣
。

坎
美
脊
，

故
﹁
為
馬
﹂。
初
陰
失
正
，

已
動
，

至
四
體
大
壯
，
故
言
壯
。

﹁
拯
﹂

子
夏
傳

作
﹁

﹂，

取
也
。

初
應
在
四
，

互
艮
為
手
，

互
坤
為
用
，

四
拯
于
初
，
初
動
得
正
，
故
﹁
拯
馬
壯
而
吉
﹂
也
。

﹁
悔

之
矣
﹂，

四
字
蓋
衍
文
，

否
則
虞
氏
本
經
有
﹁
悔

﹂
字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二
八

 

初
不
言
渙
者
，

拯
之
于
早
，
不
至
于
渙
也
。

○
象
曰
：﹁
初
六
之
吉
，
順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承
二
，
故
﹁
順
也
﹂。

疏
二
失
正
，
將
變
互
坤
，
初
變
正
承
之
，
坤
為
﹁
順
﹂，
故
﹁
順
也
﹂。

○

九
二
。
渙
奔
其
机
，
悔

。

虞
翻
曰
：
震
為
﹁
奔
﹂，
坎
為
棘
為
矯
輮
，
震
為
足
，
輮
棘
有
足
，
艮
肱
據
之
，
憑
机
之

象
也
。
渙
宗
廟
中
故
設
机
，
二
失
位
變
得
正
，
故
﹁
渙
奔
其
机
，
悔

﹂
也
。

互
震
足
為
﹁
奔
﹂。

九
家
易
說
卦
曰
﹁
坎
為
叢
棘
﹂，

故
﹁
為
棘
﹂。

﹁
坎
為
矯
輮
﹂，﹁
震
為
足
﹂，
皆
說
卦
文
。

矯
輮
棘
下
而
有
足
，
机
之
象
。

互

艮
手
為
肱
，

據
之
，

憑
机
之
象
也
。

﹁
机
﹂
與
﹁
几
﹂
通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二
九

 

初
不
言
渙
者
，

拯
之
于
早
，
不
至
于
渙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初
六
之
吉
，
順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承
二
，
故
﹁
順
也
﹂。

疏
二
失
正
，
將
變
互
坤
，
初
變
正
承
之
，
坤
為
﹁
順
﹂，
故
﹁
順
也
﹂。

○

九
二
。
渙
奔
其
机
，
悔

。

虞
翻
曰
：
震
為
﹁
奔
﹂，
坎
為
棘
為
矯
輮
，
震
為
足
，
輮
棘
有
足
，
艮
肱
據
之
，
憑
机
之

象
也
。
渙
宗
廟
中
故
設
机
，
二
失
位
變
得
正
，
故
﹁
渙
奔
其
机
，
悔

﹂
也
。

互
震
足
為
﹁
奔
﹂。

九
家
易
說
卦
曰
﹁
坎
為
叢
棘
﹂，

故
﹁
為
棘
﹂。

﹁
坎
為
矯
輮
﹂，﹁
震
為
足
﹂，
皆
說
卦
文
。

矯
輮
棘
下
而
有
足
，
机
之
象
。

互

艮
手
為
肱
，

據
之
，

憑
机
之
象
也
。

﹁
机
﹂
與
﹁
几
﹂
通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三
〇

 

春
官
司
几
筵
，

筵
﹁
掌
五
几
五
席
之
名
物
﹂，

皆
廟
中
大
朝
覲
、

大
饗
射
所
用
。

二
自
四
來
為
﹁
王
假
有
廟
﹂，

故
設
机
。

二
失
位
有
悔
，

變
陰
得
正
，

故
﹁
渙
奔

其
机
，
悔

也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渙
奔
其
机
，
得
願
也
。
﹂

﹁

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三
一

 

春
官
司
几
筵
，

筵
﹁
掌
五
几
五
席
之
名
物
﹂，

皆
廟
中
大
朝
覲
、

大
饗
射
所
用
。

二
自
四
來
為
﹁
王
假
有
廟
﹂，

故
設
机
。

二
失
位
有
悔
，

變
陰
得
正
，

故
﹁
渙
奔

其
机
，
悔

也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渙
奔
其
机
，
得
願
也
。
﹂

﹁

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三
二

 

虞
翻
曰
：
動
而
得
位
，
故
﹁
得
願
也
﹂。

坎
心
為
﹁
願
﹂。

動
而
得
乎
正
位
。
故
﹁
得
願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三
三

 

虞
翻
曰
：
動
而
得
位
，
故
﹁
得
願
也
﹂。

坎
心
為
﹁
願
﹂。

動
而
得
乎
正
位
。
故
﹁
得
願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三
四

 

○

六
三
。
渙
其
躬
，
无
悔
。

荀
爽
曰
：
體
中
曰
﹁
躬
﹂。
謂
渙
三
。
使
承
上
為
﹁
志
在
外
﹂，
故
﹁
无
悔
﹂。

三
在
體
中
，

否
坤
形
為
﹁
躬
﹂。

三
與
上
應
，

故
﹁
謂
三
﹂。

使
承
上
，
上
在
外
，
為
﹁
志
在
外
﹂，

故
﹁
无
悔
﹂。

愚
案
：
二
已
變
，

坤
形
為
躬
，
故
曰
﹁
渙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三
五

 

○

六
三
。
渙
其
躬
，
无
悔
。

荀
爽
曰
：
體
中
曰
﹁
躬
﹂。
謂
渙
三
。
使
承
上
為
﹁
志
在
外
﹂，
故
﹁
无
悔
﹂。

三
在
體
中
，

否
坤
形
為
﹁
躬
﹂。

三
與
上
應
，

故
﹁
謂
三
﹂。

使
承
上
，
上
在
外
，
為
﹁
志
在
外
﹂，

故
﹁
无
悔
﹂。

愚
案
：
二
已
變
，

坤
形
為
躬
，
故
曰
﹁
渙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三
六

 其
躬
﹂。
失
正
宜
悔
，
與
上
易
位
得
正
，
故
﹁
无
悔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渙
其
躬
，
志
在
外
也
﹂。

王
弼
曰
：
渙
之
為
義
，
內
險
而
外
安
者
也
。
散
躬
志
外
，
不
固
所
守
，
與
剛
合
志
，
故
得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三
七

 其
躬
﹂。
失
正
宜
悔
，
與
上
易
位
得
正
，
故
﹁
无
悔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渙
其
躬
，
志
在
外
也
﹂。

王
弼
曰
：
渙
之
為
義
，
內
險
而
外
安
者
也
。
散
躬
志
外
，
不
固
所
守
，
與
剛
合
志
，
故
得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三
八

 无
咎
。

渙
之
為
義
，

內
坎
水
為
險
，
外
巽
木
乘
舟
為
安
。

六
三
內
不
比
二
為
﹁
散
躬
﹂，

外
應
上
九
為
﹁
志
外
﹂。

內
不
固
所
守
，

外
與
上
剛
合
志
，

故
得
﹁
无
悔
﹂，
而

曰
﹁
志
在
外
也
﹂。愚

案

三
在
坎
為
志
，

志
在
與
上
易
位
，

各
得
其
正
，
故
曰
﹁
志
在
外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三
九

 无
咎
。

渙
之
為
義
，

內
坎
水
為
險
，
外
巽
木
乘
舟
為
安
。

六
三
內
不
比
二
為
﹁
散
躬
﹂，

外
應
上
九
為
﹁
志
外
﹂。

內
不
固
所
守
，

外
與
上
剛
合
志
，

故
得
﹁
无
悔
﹂，
而

曰
﹁
志
在
外
也
﹂。愚

案

三
在
坎
為
志
，

志
在
與
上
易
位
，

各
得
其
正
，
故
曰
﹁
志
在
外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四
〇

 

○

六
四
。
渙
其
羣
，
元
吉
。
渙
有
丘

匪
夷
所
思
。

渙
其
羣
，
元
吉
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二
已
變
成
坤
，
坤
三
爻
稱
﹁
羣
﹂，
得
位
順
五
，
故
﹁
元
吉
﹂
也
。

二
陽
已
變
，

四
互
成
坤
，

物
三
稱
﹁
羣
﹂，

故
﹁
坤
三
爻
稱
羣
﹂。

四
得
正
位
，
上
順

承
五
，

故
﹁
元
吉
也
﹂。

渙
有
丘

匪
夷
所
思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四
一

 

○

六
四
。
渙
其
羣
，
元
吉
。
渙
有
丘

匪
夷
所
思
。

渙
其
羣
，
元
吉
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二
已
變
成
坤
，
坤
三
爻
稱
﹁
羣
﹂，
得
位
順
五
，
故
﹁
元
吉
﹂
也
。

二
陽
已
變
，

四
互
成
坤
，

物
三
稱
﹁
羣
﹂，

故
﹁
坤
三
爻
稱
羣
﹂。

四
得
正
位
，
上
順

承
五
，

故
﹁
元
吉
也
﹂。

渙
有
丘

匪
夷
所
思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四
二

 

虞
翻
曰
：
位
半
艮
山
，
故
稱
﹁
丘
﹂，
匪
，
非
也
。﹁
夷
﹂
謂
震
，
四
應
在
初
，
三
變
，
坎

為
﹁
思
﹂，
故
﹁
匪
夷
所
思
﹂
也
。

盧
氏
曰
：
自
二
居
四
，
離
其
羣
侶
，﹁
渙
其
羣
﹂
也
。
得
位
承
尊
，
故
﹁
元
吉
﹂
也
。
互

體
有
艮
，
艮
為
山
丘
。
渙
羣
雖
則
光
大
，
有
丘
則
非
平
易
，
故
有
匪
夷
之
思
也
。

虞
注
：
互
艮
為
山
，
四
位
山
半
故
﹁
稱
丘
﹂。

揚
子
曰
，

﹁
丘
陵
學
山
而
不
至
于
山
﹂，

故
山
半
稱
﹁
丘
﹂
也
。

﹁
匪
﹂﹁
非
﹂
古
今
字
。

唐
韻
，

﹁
夷
，
平
也
﹂，

震
為
大
塗
，

故
﹁
夷
謂
震
﹂，

四
互
震
也
。

四
應
在
初
，

初
二
三
皆
不
正
，
初
二
易
位
，
三
亦
變
正
，

坎
為
﹁
思
﹂，
故
﹁
匪
夷
所
思
﹂，

謂
有
非
夷
之
思
也
。

盧
注
：
自
否
二
來
居
于
四
，

離
其
羣
侶
，
故
曰
﹁
渙
其
羣
﹂。

四
得
正
位
，
上
承
五
尊
，

故
﹁
元
吉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四
三

 

虞
翻
曰
：
位
半
艮
山
，
故
稱
﹁
丘
﹂，
匪
，
非
也
。﹁
夷
﹂
謂
震
，
四
應
在
初
，
三
變
，
坎

為
﹁
思
﹂，
故
﹁
匪
夷
所
思
﹂
也
。

盧
氏
曰
：
自
二
居
四
，
離
其
羣
侶
，﹁
渙
其
羣
﹂
也
。
得
位
承
尊
，
故
﹁
元
吉
﹂
也
。
互

體
有
艮
，
艮
為
山
丘
。
渙
羣
雖
則
光
大
，
有
丘
則
非
平
易
，
故
有
匪
夷
之
思
也
。

虞
注
：
互
艮
為
山
，
四
位
山
半
故
﹁
稱
丘
﹂。

揚
子
曰
，

﹁
丘
陵
學
山
而
不
至
于
山
﹂，

故
山
半
稱
﹁
丘
﹂
也
。

﹁
匪
﹂﹁
非
﹂
古
今
字
。

唐
韻
，

﹁
夷
，
平
也
﹂，

震
為
大
塗
，

故
﹁
夷
謂
震
﹂，

四
互
震
也
。

四
應
在
初
，

初
二
三
皆
不
正
，
初
二
易
位
，
三
亦
變
正
，

坎
為
﹁
思
﹂，
故
﹁
匪
夷
所
思
﹂，

謂
有
非
夷
之
思
也
。

盧
注
：
自
否
二
來
居
于
四
，

離
其
羣
侶
，
故
曰
﹁
渙
其
羣
﹂。

四
得
正
位
，
上
承
五
尊
，

故
﹁
元
吉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四
四

 

呂
氏
春
秋

﹁
渙
者
，
賢
也
。
羣
者
，
眾
也
。
元
者
，
吉
之
始
也
。
渙
其
羣
元
吉
者
，

其
左
多
賢
也
。
﹂

周
語
，

﹁
人
三
為
眾
﹂。

其
左
多
賢
者
，

亦
謂
坤
三
爻
也
。

互
三
五
為
艮
，
四
在
艮
山
之
半
故
稱
丘
。

自
二
渙
羣
，
雖
有
光
大
之
象
。
至
四
有
丘
，
則
非
平

易
之
塗
，

故
曰

﹁
匪
夷
之
思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四
五

 

呂
氏
春
秋

﹁
渙
者
，
賢
也
。
羣
者
，
眾
也
。
元
者
，
吉
之
始
也
。
渙
其
羣
元
吉
者
，

其
左
多
賢
也
。
﹂

周
語
，

﹁
人
三
為
眾
﹂。

其
左
多
賢
者
，

亦
謂
坤
三
爻
也
。

互
三
五
為
艮
，
四
在
艮
山
之
半
故
稱
丘
。

自
二
渙
羣
，
雖
有
光
大
之
象
。
至
四
有
丘
，
則
非
平

易
之
塗
，

故
曰

﹁
匪
夷
之
思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四
六

 

愚
案
：
否
坤
三
陰
為
羣
，
自
二
之
四
則
﹁
渙
其
羣
﹂
矣
。
之
四
得
位
則
否
散
，
故
﹁
元
吉
﹂。

近
互
五
成
艮
為
丘
，
遠
互
二
成
震
為
夷
。
二
陽
失
正
，
已
之
舊
位
，
故
離
羣
而
居
山
丘
。
震
雖

夷
，
匪
所
思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四
七

 

愚
案
：
否
坤
三
陰
為
羣
，
自
二
之
四
則
﹁
渙
其
羣
﹂
矣
。
之
四
得
位
則
否
散
，
故
﹁
元
吉
﹂。

近
互
五
成
艮
為
丘
，
遠
互
二
成
震
為
夷
。
二
陽
失
正
，
已
之
舊
位
，
故
離
羣
而
居
山
丘
。
震
雖

夷
，
匪
所
思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四
八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渙
其
羣
元
吉
，
光
大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三
已
變
成
離
，
故
四
﹁
光
大
也
﹂。

三
不
正
已
變
，

四
互
離
，

日
為
光
，

故
﹁
光
大
﹂。

○

九
五
。
渙
汗
其
大
號
。
渙
王
居
，
无
咎
。

渙
汗
其
大
號
。

九
家
易
曰
：
謂
五
建
二
為
諸
侯
，
使
下
君
國
，
故
宣
布
號
令
，
百
姓
被
澤
，
若
汗
之
出
身
，

不
還
反
也
。
此
本
否
卦
，
體
乾
為
首
，
來
下
處
二
，
成
坎
水
，
汗
之
象
也
。
陽
稱
大
，
故
曰
﹁
渙

汗
其
大
號
﹂
也
。疏

五
與
二

應

二
互
震
為
侯
，

故
謂
﹁
五
建
二
為
諸
侯
﹂。

否
坤
為
國
，

故
﹁
使
下
君
國
﹂。

巽
為
號
令
，
故
﹁
宣
布

號
令
﹂。
坤
民
為
百
姓
，

坎
水
為
澤
，

故
﹁
百
姓
被
澤
﹂。

坤
為
身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四
九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渙
其
羣
元
吉
，
光
大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三
已
變
成
離
，
故
四
﹁
光
大
也
﹂。

三
不
正
已
變
，

四
互
離
，

日
為
光
，

故
﹁
光
大
﹂。

○

九
五
。
渙
汗
其
大
號
。
渙
王
居
，
无
咎
。

渙
汗
其
大
號
。

九
家
易
曰
：
謂
五
建
二
為
諸
侯
，
使
下
君
國
，
故
宣
布
號
令
，
百
姓
被
澤
，
若
汗
之
出
身
，

不
還
反
也
。
此
本
否
卦
，
體
乾
為
首
，
來
下
處
二
，
成
坎
水
，
汗
之
象
也
。
陽
稱
大
，
故
曰
﹁
渙

汗
其
大
號
﹂
也
。疏

五
與
二

應

二
互
震
為
侯
，

故
謂
﹁
五
建
二
為
諸
侯
﹂。

否
坤
為
國
，

故
﹁
使
下
君
國
﹂。

巽
為
號
令
，
故
﹁
宣
布

號
令
﹂。
坤
民
為
百
姓
，

坎
水
為
澤
，

故
﹁
百
姓
被
澤
﹂。

坤
為
身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五
〇

 

震
為
出
，

故
﹁
若
汗
之
出
身
﹂，

﹁
不
還
反
也
﹂。

虞
云
，

﹁
否
四
之
二
﹂，此

云
﹁
否
乾
首
﹂，

下
處
二
，
成
坎
水
，﹁
為
汗
象
﹂，

蓋
謂
止
止
居
二
也
，

五
乾
陽
為
大
，
故
曰
﹁
渙
汗
其
大
號
﹂。

渙
王
居
，
无
咎
。

荀
爽
曰
：
布
其
德
教
，
王
居
其
所
，
故
﹁
无
咎
﹂
矣
。

渙
，
散
也
。

故
﹁
布
其
德
教
﹂。

五
位
天
子
，
故
﹁
王
居
其
所
﹂。

當
渙
之
時
，
王
居
正
位
，

二
變
應
五
，
故
﹁
无
咎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五
一

 

震
為
出
，

故
﹁
若
汗
之
出
身
﹂，

﹁
不
還
反
也
﹂。

虞
云
，

﹁
否
四
之
二
﹂，此

云
﹁
否
乾
首
﹂，

下
處
二
，
成
坎
水
，﹁
為
汗
象
﹂，

蓋
謂
止
止
居
二
也
，

五
乾
陽
為
大
，
故
曰
﹁
渙
汗
其
大
號
﹂。

渙
王
居
，
无
咎
。

荀
爽
曰
：
布
其
德
教
，
王
居
其
所
，
故
﹁
无
咎
﹂
矣
。

渙
，
散
也
。

故
﹁
布
其
德
教
﹂。

五
位
天
子
，
故
﹁
王
居
其
所
﹂。

當
渙
之
時
，
王
居
正
位
，

二
變
應
五
，
故
﹁
无
咎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五
二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五
三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五
四

 

案
：
王
者
居
中
以
御
，
撫
臨
四
方
謂
之
﹁
渙
﹂。﹁
王
居
﹂
者
，
逸
禮
有
王
居
明
堂
篇
。
又

月
令
﹁
天
子
春
居
青
陽
，
夏
居
明
堂
，
秋
居
總
章
，
冬
居
玄
堂
﹂。
明
堂
者
，
廟
也
。
艮
為
廟
。

亦
為
門
。
閏
月
則
王
居
于
門
，
故
閏
之
文
為
王
在
門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五
五

 

案
：
王
者
居
中
以
御
，
撫
臨
四
方
謂
之
﹁
渙
﹂。﹁
王
居
﹂
者
，
逸
禮
有
王
居
明
堂
篇
。
又

月
令
﹁
天
子
春
居
青
陽
，
夏
居
明
堂
，
秋
居
總
章
，
冬
居
玄
堂
﹂。
明
堂
者
，
廟
也
。
艮
為
廟
。

亦
為
門
。
閏
月
則
王
居
于
門
，
故
閏
之
文
為
王
在
門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五
六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王
居
无
咎
，
正
位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五
為
﹁
王
﹂。
艮
為
﹁
居
﹂，
正
位
居
五
，
四
陰
順
命
，
故
﹁
王
居
无
咎
，
正
位

也
﹂。

五
位
天
子
，
故
﹁
為
王
﹂。

艮
為
門
闕
，
故
﹁
為
居
﹂。

乾
陽
正
位
居
五
，

四
陰
承
之
，

二
變
應
之
，

順
其
命
令
。

故
曰
﹁
王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五
七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王
居
无
咎
，
正
位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五
為
﹁
王
﹂。
艮
為
﹁
居
﹂，
正
位
居
五
，
四
陰
順
命
，
故
﹁
王
居
无
咎
，
正
位

也
﹂。

五
位
天
子
，
故
﹁
為
王
﹂。

艮
為
門
闕
，
故
﹁
為
居
﹂。

乾
陽
正
位
居
五
，

四
陰
承
之
，

二
變
應
之
，

順
其
命
令
。

故
曰
﹁
王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五
八

 居
无
咎
，
正
位
也
﹂。

○

上
九
。
渙
其
血
去
逖
出
，
无
咎
。

虞
翻
曰
：
應
在
三
，
坎
為
﹁
血
﹂
為
﹁
逖
﹂，
逖
，
憂
也
。
二
變
為
觀
，
坎
象
不
見
，
故

﹁
其
血
去
逖
出
，
无
咎
﹂。上

應
在
三
，

坎
血
卦
為
血
，

加
憂
為
逖
。﹁
逖
﹂
借
作
﹁
惕
﹂。

漢
書
王
商
傳
﹁
無
怵
惕
憂
﹂，

作
﹁
無
怵
悐
憂
﹂。

﹁
惕
﹂﹁
逖
﹂﹁
悐
﹂
古
字
通
。

與
小
畜
﹁
血
去
惕
出
﹂
同
物
，

故
云
﹁
逖
，
憂
也
﹂。

二
變
正
應
五
，
體
觀
象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五
九

 居
无
咎
，
正
位
也
﹂。

○

上
九
。
渙
其
血
去
逖
出
，
无
咎
。

虞
翻
曰
：
應
在
三
，
坎
為
﹁
血
﹂
為
﹁
逖
﹂，
逖
，
憂
也
。
二
變
為
觀
，
坎
象
不
見
，
故

﹁
其
血
去
逖
出
，
无
咎
﹂。上

應
在
三
，

坎
血
卦
為
血
，

加
憂
為
逖
。﹁
逖
﹂
借
作
﹁
惕
﹂。

漢
書
王
商
傳
﹁
無
怵
惕
憂
﹂，

作
﹁
無
怵
悐
憂
﹂。

﹁
惕
﹂﹁
逖
﹂﹁
悐
﹂
古
字
通
。

與
小
畜
﹁
血
去
惕
出
﹂
同
物
，

故
云
﹁
逖
，
憂
也
﹂。

二
變
正
應
五
，
體
觀
象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六
〇

 

坎
血
與
逖
，
毀
壞
不
見
，
故
﹁
其
血
去
逖
出
﹂。
去
險
出
險
，

故
﹁
无
咎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渙
其
血
，
遠
害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乾
為
遠
，
坤
為
害
。
體
遯
上
，
故
﹁
遠
害
也
﹂。

左
傳
曰
﹁
天
道
遠
﹂，
故
乾
為
遠
。
坤
陰
慝
為
害
。
渙
上
即
否
上
，
否
上

即
遯
上
，

故
﹁
體
遯
上
﹂。
遯

象
曰
，

﹁
遠
小
人
﹂，
又
遯
亦
訓
遠
，

故
曰
﹁
遠
害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六
一

 

坎
血
與
逖
，
毀
壞
不
見
，
故
﹁
其
血
去
逖
出
﹂。
去
險
出
險
，

故
﹁
无
咎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渙
其
血
，
遠
害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乾
為
遠
，
坤
為
害
。
體
遯
上
，
故
﹁
遠
害
也
﹂。

左
傳
曰
﹁
天
道
遠
﹂，
故
乾
為
遠
。
坤
陰
慝
為
害
。
渙
上
即
否
上
，
否
上

即
遯
上
，

故
﹁
體
遯
上
﹂。
遯

象
曰
，

﹁
遠
小
人
﹂，
又
遯
亦
訓
遠
，

故
曰
﹁
遠
害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六
二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六
三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渙
卦
】

六
四

 

 

節
卦 

○

序
卦
曰
：﹁
物
不
可
以
終
離
，
故
受
之
以
節
。
﹂

崔
憬
曰
：
離
散
之
道
，
不
可
終
行
，
當
宜
節
止
之
，
故
言
﹁
物
不
可
以
終
離
，
受
之
以
節
﹂。

否
泰
剝
復
，
天
理
循
環
，
故
﹁
離
散
之
道
，
不
可
終
行
，
宜
當
節
以
止

之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六
五

 

 

節
卦 

○

序
卦
曰
：﹁
物
不
可
以
終
離
，
故
受
之
以
節
。
﹂

崔
憬
曰
：
離
散
之
道
，
不
可
終
行
，
當
宜
節
止
之
，
故
言
﹁
物
不
可
以
終
離
，
受
之
以
節
﹂。

否
泰
剝
復
，
天
理
循
環
，
故
﹁
離
散
之
道
，
不
可
終
行
，
宜
當
節
以
止

之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六
六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六
七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六
八

 

庶
渙
者
不
終
渙

矣
。

彖
傳
曰
﹁
節
以
制
度
﹂，
禮
樂
記
曰
，

﹁
天
高
地
下
，
萬
物

散
殊
，
而
禮
制
行
矣
﹂。

因
高
下
散
殊
，

而
制
禮
，

即
渙
受
以
節
之
義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六
九

 

庶
渙
者
不
終
渙

矣
。

彖
傳
曰
﹁
節
以
制
度
﹂，
禮
樂
記
曰
，

﹁
天
高
地
下
，
萬
物

散
殊
，
而
禮
制
行
矣
﹂。

因
高
下
散
殊
，

而
制
禮
，

即
渙
受
以
節
之
義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七
〇

 

兌
下
坎
上
。

○

節
。
亨
。
苦
節
不
可
貞
。

節
。
亨
。

虞
翻
曰
：
泰
三
之
五
，
天
地
交
也
。
五
﹁
當
位
以
節
，
中
正
以
通
﹂，
故
﹁
節
亨
﹂
也
。

從
三
陽
三
陰
之
例
，
卦
自
泰
來
，
故
﹁
泰
三
之
五
﹂。
以
乾
交
坤
，
故

﹁
天
地
交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七
一

 

兌
下
坎
上
。

○
節
。
亨
。
苦
節
不
可
貞
。

節
。
亨
。

虞
翻
曰
：
泰
三
之
五
，
天
地
交
也
。
五
﹁
當
位
以
節
，
中
正
以
通
﹂，
故
﹁
節
亨
﹂
也
。

從
三
陽
三
陰
之
例
，
卦
自
泰
來
，
故
﹁
泰
三
之
五
﹂。
以
乾
交
坤
，
故

﹁
天
地
交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七
二

 

五
得
正

互
艮
為
止
。

﹁
節
，
止
也
﹂。

又
艮
為
堅
多
節
。

故
﹁
五
當
位
以
節
﹂，

得
中
得
正
，

體
坎
為
通
，

故
﹁
中
正
以
通
﹂。
交
故
通
，
通
故
亨
也
。

苦
節
不
可
貞
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上
也
。
應
在
三
，
三
變
，
成
離
火
，﹁
炎
上
作
苦
﹂。
位
在
火
上
，
故
﹁
苦
節
﹂。

雖
得
位
乘
陽
，
故
﹁
不
可
貞
﹂。

上
六
言
﹁
苦
節
﹂，
故
﹁
苦
節
謂
上

也
﹂。

上
應
在
三
，

三
變
，

互
成
離
火
，

﹁
炎
上
作
苦
﹂，

洪
範
文
，

三
變
，
至
五
互
離
，

位
在
火
上
，

故
言
﹁
苦
節
﹂。
上
陰
，

雖
得
正
位

然
近
乘
五
陽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七
三

 

五
得
正

互
艮
為
止
。

﹁
節
，
止
也
﹂。

又
艮
為
堅
多
節
。

故
﹁
五
當
位
以
節
﹂，

得
中
得
正
，

體
坎
為
通
，

故
﹁
中
正
以
通
﹂。
交
故
通
，
通
故
亨
也
。

苦
節
不
可
貞
。

虞
翻
曰
：
謂
上
也
。
應
在
三
，
三
變
，
成
離
火
，﹁
炎
上
作
苦
﹂。
位
在
火
上
，
故
﹁
苦
節
﹂。

雖
得
位
乘
陽
，
故
﹁
不
可
貞
﹂。

上
六
言
﹁
苦
節
﹂，
故
﹁
苦
節
謂
上

也
﹂。

上
應
在
三
，

三
變
，

互
成
離
火
，

﹁
炎
上
作
苦
﹂，

洪
範
文
，

三
變
，
至
五
互
離
，

位
在
火
上
，

故
言
﹁
苦
節
﹂。
上
陰
，

雖
得
正
位

然
近
乘
五
陽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七
四

 

在
上
過
節
，

故
﹁
不

可
貞
﹂。

○

彖
曰
：﹁
節
亨
，
剛
柔
分
而
剛
得
中
。
苦
節
不
可
貞
，
其
道
窮
也
。
說
以
行

險
，
當
位
以
節
，
中
正
以
通
。
天
地
節
而
四
時
成
，
節
以
制
度
，
不
傷
財
，

不
害
民
﹂。

節
亨
，
剛
柔
分
而
剛
得
中
。

盧
氏
曰
：
此
本
泰
卦
。
分
乾
九
三
升
坤
五
，
分
坤
六
五
下
處
乾
三
，
是
﹁
剛
柔
分
而
剛
得

中
﹂
也
。

泰
卦
上
坤
下
乾
，

三
五
易
位
，

是
﹁
剛
柔
分
﹂
而
﹁
天
地
交
﹂
也
。

二
五
皆
剛
得
中
，
而
五
尤
得
正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七
五

 

在
上
過
節
，

故
﹁
不

可
貞
﹂。

○

彖
曰
：﹁
節
亨
，
剛
柔
分
而
剛
得
中
。
苦
節
不
可
貞
，
其
道
窮
也
。
說
以
行

險
，
當
位
以
節
，
中
正
以
通
。
天
地
節
而
四
時
成
，
節
以
制
度
，
不
傷
財
，

不
害
民
﹂。

節
亨
，
剛
柔
分
而
剛
得
中
。

盧
氏
曰
：
此
本
泰
卦
。
分
乾
九
三
升
坤
五
，
分
坤
六
五
下
處
乾
三
，
是
﹁
剛
柔
分
而
剛
得

中
﹂
也
。

泰
卦
上
坤
下
乾
，

三
五
易
位
，

是
﹁
剛
柔
分
﹂
而
﹁
天
地
交
﹂
也
。

二
五
皆
剛
得
中
，
而
五
尤
得
正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七
六

 苦
節
不
可
貞
，
其
道
窮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位
極
于
上
，
乘
陽
，
故
窮
也
。

上
六
位
極
于
上
，
下
乘
五
陽
，
泰
時
已
極
，
故
﹁
道
窮
也
﹂。

說
以
行
險
，

虞
翻
曰
：
兌
說
坎
險
，
震
為
行
，
故
﹁
說
以
行
險
﹂
也
。

內
兌
為
說
，

外
坎
為
險
，

互
震
為
行
，

故
﹁
說
以
行
險
也
﹂。

當
位
以
節
，
中
正
以
通
。

虞
翻
曰
：
中
正
謂
五
，
坎
為
通
也
。

五
得
中
得
正
，

故

﹁
中
正
謂
五
﹂。
五
體
坎
為
通
，

故
﹁
中
正
以
通
﹂。

天
地
節
而
四
時
成
，

虞
翻
曰
：
泰
乾
天
坤
地
。
震
春
兌
秋
坎
冬
，
三
動
離
為
夏
。
故
﹁
天
地
節
而
四
時
成
﹂
也
。

疏
泰

乾

為
天
，

坤
為
地
。
泰
節
皆
互
震
為
春
。

節
兌
為
秋
，

坎
為
冬
，

三
變
離
為
夏
。

天
地
之
數
以
六
十
為
節
，
故
易
卦
至
六
十
而
為
節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七
七

 苦
節
不
可
貞
，
其
道
窮
也
。

虞
翻
曰
：
位
極
于
上
，
乘
陽
，
故
窮
也
。

上
六
位
極
于
上
，
下
乘
五
陽
，
泰
時
已
極
，
故
﹁
道
窮
也
﹂。

說
以
行
險
，

虞
翻
曰
：
兌
說
坎
險
，
震
為
行
，
故
﹁
說
以
行
險
﹂
也
。

內
兌
為
說
，

外
坎
為
險
，

互
震
為
行
，

故
﹁
說
以
行
險
也
﹂。

當
位
以
節
，
中
正
以
通
。

虞
翻
曰
：
中
正
謂
五
，
坎
為
通
也
。

五
得
中
得
正
，

故

﹁
中
正
謂
五
﹂。
五
體
坎
為
通
，

故
﹁
中
正
以
通
﹂。

天
地
節
而
四
時
成
，

虞
翻
曰
：
泰
乾
天
坤
地
。
震
春
兌
秋
坎
冬
，
三
動
離
為
夏
。
故
﹁
天
地
節
而
四
時
成
﹂
也
。

疏
泰

乾

為
天
，

坤
為
地
。
泰
節
皆
互
震
為
春
。

節
兌
為
秋
，

坎
為
冬
，

三
變
離
為
夏
。

天
地
之
數
以
六
十
為
節
，
故
易
卦
至
六
十
而
為
節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七
八

 

月
有
中
氣
，
有
節
氣
，

節
以
損
其
過

而
歸
之
中
，

故
﹁
天
地
節
而
四
時
成
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七
九

 

月
有
中
氣
，
有
節
氣
，

節
以
損
其
過

而
歸
之
中
，

故
﹁
天
地
節
而
四
時
成
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八
〇

 節
以
制
度
，
不
傷
財
，
不
害
民
。

虞
翻
曰
：
艮
手
稱
﹁
制
﹂，
坤
數
十
為
﹁
度
﹂。
坤
又
為
﹁
害
﹂
為
﹁
民
﹂
為
﹁
財
﹂，
二

動
體
剝
，
剝
為
﹁
傷
﹂。
三
出
復
位
成
既
濟
定
，
坤
剝
不
見
，
故
﹁
節
以
制
度
，
不
傷
財
，
不

害
民
﹂。

疏

說
文
，

﹁
制
，
裁
也
﹂。

裁
物
以
手
，

體
互
艮
為
手
，

故
﹁
艮
手
稱
制
﹂。

舜
典
﹁
同
律
度
量
衡
﹂，

孔
傳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八
一

 節
以
制
度
，
不
傷
財
，
不
害
民
。

虞
翻
曰
：
艮
手
稱
﹁
制
﹂，
坤
數
十
為
﹁
度
﹂。
坤
又
為
﹁
害
﹂
為
﹁
民
﹂
為
﹁
財
﹂，
二

動
體
剝
，
剝
為
﹁
傷
﹂。
三
出
復
位
成
既
濟
定
，
坤
剝
不
見
，
故
﹁
節
以
制
度
，
不
傷
財
，
不

害
民
﹂。

疏

說
文
，

﹁
制
，
裁
也
﹂。

裁
物
以
手
，

體
互
艮
為
手
，

故
﹁
艮
手
稱
制
﹂。

舜
典
﹁
同
律
度
量
衡
﹂，

孔
傳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八
二

 
﹁
度
﹂

﹁
丈
尺
也
﹂。

十
寸
為
尺
，
十
尺
為
丈
。

坤
癸
數
十
，
故
為
度
。

又
坤
陰
慝
為
害
，

眾
為
民
，

富
有
為
財
。

二
動
至
五
體
象
剝
，

故
為
傷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八
三

 

﹁
度
﹂

﹁
丈
尺
也
﹂。

十
寸
為
尺
，
十
尺
為
丈
。

坤
癸
數
十
，
故
為
度
。

又
坤
陰
慝
為
害
，

眾
為
民
，

富
有
為
財
。

二
動
至
五
體
象
剝
，

故
為
傷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八
四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八
五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八
六

 

三
陽
出
，
復
正
位
，
成
既
濟
定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八
七

 

三
陽
出
，
復
正
位
，
成
既
濟
定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八
八

 

坤
害
剝
傷
，
毀
滅
不
見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八
九

 

坤
害
剝
傷
，
毀
滅
不
見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九
〇

 

故
﹁
節
以
制
度
﹂，

﹁
不
傷
財
，
不
害
民
﹂。

三
所
以
﹁
嗟
若
无
咎
﹂
也
。

鄭
氏
云
，

﹁
空
府
藏
則
傷
財
﹂，

﹁
力
役
繁
則
害
民
﹂。

二
者
，
奢
泰
之
所
致
。

故
﹁
節
以
制
度
﹂，

則
無
傷
財
害
民
之
事
矣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九
一

 

故
﹁
節
以
制
度
﹂，

﹁
不
傷
財
，
不
害
民
﹂。

三
所
以
﹁
嗟
若
无
咎
﹂
也
。

鄭
氏
云
，

﹁
空
府
藏
則
傷
財
﹂，

﹁
力
役
繁
則
害
民
﹂。

二
者
，
奢
泰
之
所
致
。

故
﹁
節
以
制
度
﹂，

則
無
傷
財
害
民
之
事
矣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九
二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澤
上
有
水
，
節
。
君
子
以
制
數
度
，
議
德
行
﹂。

澤
上
有
水
，
節
。

侯
果
曰
：
澤
上
有
水
，
以
隄
防
為
節
。

隄
防
，

所
以
節
水
者
也
，

故
﹁
澤
上
有
水
﹂，

則
﹁
以
隄
防
為
節
﹂，

不
節

則
潰
矣
。

君
子
以
制
數
度
，
議
德
行
。

虞
翻
曰
：
君
子
，
泰
乾
也
。
艮
止
為
﹁
制
﹂，
坤
為
﹁
度
﹂，
震
為
﹁
議
﹂
為
﹁
行
﹂，
乾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九
三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澤
上
有
水
，
節
。
君
子
以
制
數
度
，
議
德
行
﹂。

澤
上
有
水
，
節
。

侯
果
曰
：
澤
上
有
水
，
以
隄
防
為
節
。

隄
防
，

所
以
節
水
者
也
，

故
﹁
澤
上
有
水
﹂，

則
﹁
以
隄
防
為
節
﹂，

不
節

則
潰
矣
。

君
子
以
制
數
度
，
議
德
行
。

虞
翻
曰
：
君
子
，
泰
乾
也
。
艮
止
為
﹁
制
﹂，
坤
為
﹁
度
﹂，
震
為
﹁
議
﹂
為
﹁
行
﹂，
乾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九
四

 為
﹁
德
﹂，
故
﹁
以
制
數
度
，
議
德
行
﹂。
乾
三
之
五
為
﹁
制
數
度
﹂，
坤
五
之
乾
為
﹁
議
德
行
﹂

也
。

乾
三
為
﹁
君
子
﹂，
故
﹁
君
子
謂
泰
乾
也
﹂。

艮
手
止
，

故
稱
﹁
制
﹂。

坤
十
為
度
，

故
為
﹁
數
度
﹂。
互
震
聲
為
﹁
議
﹂，
震
足
為
﹁
行
﹂，

乾
盛
德
為
﹁
德
﹂，
故
﹁
以
制
數
度
，
議
德
行
﹂。

坤
為
﹁
數
度
﹂，
乾
三
之
五
成
艮
，
故
為
﹁
制
數
度
﹂。
乾
為
﹁
德
行
﹂，
坤
五
之

乾
成
震
，
為
﹁
議
德
行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九
五

 為
﹁
德
﹂，
故
﹁
以
制
數
度
，
議
德
行
﹂。
乾
三
之
五
為
﹁
制
數
度
﹂，
坤
五
之
乾
為
﹁
議
德
行
﹂

也
。

乾
三
為
﹁
君
子
﹂，
故
﹁
君
子
謂
泰
乾
也
﹂。

艮
手
止
，

故
稱
﹁
制
﹂。

坤
十
為
度
，

故
為
﹁
數
度
﹂。
互
震
聲
為
﹁
議
﹂，
震
足
為
﹁
行
﹂，

乾
盛
德
為
﹁
德
﹂，
故
﹁
以
制
數
度
，
議
德
行
﹂。

坤
為
﹁
數
度
﹂，
乾
三
之
五
成
艮
，
故
為
﹁
制
數
度
﹂。
乾
為
﹁
德
行
﹂，
坤
五
之

乾
成
震
，
為
﹁
議
德
行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九
六

 

○

初
九
。
不
出
戶
庭
，
无
咎
。

虞
翻
曰
：
泰
坤
為
﹁
戶
﹂。
艮
為
﹁
庭
﹂，
震
為
﹁
出
﹂。
初
得
位
應
四
，
故
﹁
不
出
戶
庭
，

无
咎
﹂
矣
。

疏
，
泰
坤
，

闔
戶
為
﹁
戶
﹂，

節
互
艮
門
闕
為
﹁
庭
﹂，

帝
出
乎
震
為

﹁
出
﹂。初

陽
得
位
，

上
應
四
陰
為
﹁
戶
庭
﹂，

初
不
變
，

故
﹁
不
出

戶
庭
﹂。
比
陽
宜
有
咎
，

得
正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九
七

 

○

初
九
。
不
出
戶
庭
，
无
咎
。

虞
翻
曰
：
泰
坤
為
﹁
戶
﹂。
艮
為
﹁
庭
﹂，
震
為
﹁
出
﹂。
初
得
位
應
四
，
故
﹁
不
出
戶
庭
，

无
咎
﹂
矣
。

疏
，
泰
坤
，

闔
戶
為
﹁
戶
﹂，

節
互
艮
門
闕
為
﹁
庭
﹂，

帝
出
乎
震
為

﹁
出
﹂。初

陽
得
位
，

上
應
四
陰
為
﹁
戶
庭
﹂，

初
不
變
，

故
﹁
不
出

戶
庭
﹂。
比
陽
宜
有
咎
，

得
正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九
八

 

故
﹁
无
咎
﹂
矣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不
出
戶
庭
，
知
通
塞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坎
為
﹁
通
﹂。
二
變
，
坤
土
壅
初
為
﹁
塞
﹂。

崔
憬
曰
：
為
節
之
始
，
有
應
于
四
，
四
為
坎
險
，
不
通
之
象
。
以
節
崇
塞
，
雖
不
通
，
可

謂
﹁
知
通
塞
﹂
矣
。
戶
庭
，
室
庭
也
。
慎
密
守
節
，
故
不
出
焉
而
无
咎
也
。

案

初
九
應
四
，
四
互
坎
艮
，
艮
為
門
闕
，
四
居
艮
中
，
是
為
內
戶
，

戶
庭
之
象
也
。

虞
注
：
應
坎
為
﹁
通
﹂。

二
變
則
互

坤
土
，

壅
初
為
﹁
塞
﹂。

通

塞
皆
節
澤
之
道
也
。

崔
注
：
初
居
節
始
，

正
應
在
四
，

四
坎
為
險
，
不
通
之
象
。

不
通
則
不
宜
崇
塞
。

苟
節
其
崇
塞
，
雖
不
通
，
可
謂
﹁
知
通
塞
﹂
矣
。

蓋
初
本
泰
乾
，

繫
上
曰
，

﹁
乾

以
易
知
﹂，

下
曰
﹁
德
行
恆
易
以
知
險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九
九

 

故
﹁
无
咎
﹂
矣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不
出
戶
庭
，
知
通
塞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坎
為
﹁
通
﹂。
二
變
，
坤
土
壅
初
為
﹁
塞
﹂。

崔
憬
曰
：
為
節
之
始
，
有
應
于
四
，
四
為
坎
險
，
不
通
之
象
。
以
節
崇
塞
，
雖
不
通
，
可

謂
﹁
知
通
塞
﹂
矣
。
戶
庭
，
室
庭
也
。
慎
密
守
節
，
故
不
出
焉
而
无
咎
也
。

案

初
九
應
四
，
四
互
坎
艮
，
艮
為
門
闕
，
四
居
艮
中
，
是
為
內
戶
，

戶
庭
之
象
也
。

虞
注
：
應
坎
為
﹁
通
﹂。

二
變
則
互

坤
土
，

壅
初
為
﹁
塞
﹂。

通

塞
皆
節
澤
之
道
也
。

崔
注
：
初
居
節
始
，

正
應
在
四
，

四
坎
為
險
，
不
通
之
象
。

不
通
則
不
宜
崇
塞
。

苟
節
其
崇
塞
，
雖
不
通
，
可
謂
﹁
知
通
塞
﹂
矣
。

蓋
初
本
泰
乾
，

繫
上
曰
，

﹁
乾

以
易
知
﹂，

下
曰
﹁
德
行
恆
易
以
知
險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〇
〇

 

四
在
坎
為
通
，

險
則
不
通
，

互
艮
止
為
塞
。

初
陽
守
正
不
出
，﹁
易
以
知
險
﹂，

故
﹁
知
通
塞
也
﹂。

戶
內
有
庭
，
即
﹁
室
庭
也
﹂。
艮
陽
小
為
慎
，

應
艮
，

故
慎
密
不
出
。

守
節
，

故
无
咎
也
。

案
，

初
應
四
互
艮
，

四
在
艮
中
為
內
戶
，

故
曰
戶
庭
。

愚
案
：
節
為
坎
宮
初
世
卦
，
初
變
成
兌
，
塞
其
下
流
，
左
傳
所
謂
﹁
川
壅
為
澤
﹂
是
也
。象

澤
注
水
，

故
名
曰
節
。

初
陽
得
正
，
取
其
不
變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〇
一

 

四
在
坎
為
通
，

險
則
不
通
，

互
艮
止
為
塞
。

初
陽
守
正
不
出
，﹁
易
以
知
險
﹂，

故
﹁
知
通
塞
也
﹂。

戶
內
有
庭
，
即
﹁
室
庭
也
﹂。
艮
陽
小
為
慎
，

應
艮
，

故
慎
密
不
出
。

守
節
，

故
无
咎
也
。

案
，

初
應
四
互
艮
，

四
在
艮
中
為
內
戶
，

故
曰
戶
庭
。

愚
案
：
節
為
坎
宮
初
世
卦
，
初
變
成
兌
，
塞
其
下
流
，
左
傳
所
謂
﹁
川
壅
為
澤
﹂
是
也
。象

澤
注
水
，

故
名
曰
節
。

初
陽
得
正
，
取
其
不
變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〇
二

 

故
﹁
不
出
戶
庭
﹂，

﹁
无
咎
﹂。

下
坎
，
通
也
。

通
而
塞
之
，

故
曰
﹁
知
通
塞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〇
三

 

故
﹁
不
出
戶
庭
﹂，

﹁
无
咎
﹂。

下
坎
，
通
也
。

通
而
塞
之
，

故
曰
﹁
知
通
塞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〇
四

 

○

九
二
。
不
出
門
庭
，
凶
。

虞
翻
曰
：
變
而
之
坤
，
艮
為
﹁
門
庭
﹂。
二
失
位
，
不
變
出
門
應
五
則
凶
，
故
言
﹁
不
出

門
庭
，
凶
﹂
矣
。

二
動
成
坤
，
上
應
五
，

艮
為
﹁
門
庭
﹂，

二
失
正
位
，

若
不
變
而
出
門
應
五
則
凶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〇
五

 

○

九
二
。
不
出
門
庭
，
凶
。

虞
翻
曰
：
變
而
之
坤
，
艮
為
﹁
門
庭
﹂。
二
失
位
，
不
變
出
門
應
五
則
凶
，
故
言
﹁
不
出

門
庭
，
凶
﹂
矣
。

二
動
成
坤
，
上
應
五
，

艮
為
﹁
門
庭
﹂，

二
失
正
位
，

若
不
變
而
出
門
應
五
則
凶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〇
六

 

，

初
得
正
，
不
變
故
无
咎
。
二
失
位
，
不
變
則
﹁
不
出
門
庭
，
凶
矣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〇
七

 

，

初
得
正
，
不
變
故
无
咎
。
二
失
位
，
不
變
則
﹁
不
出
門
庭
，
凶
矣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〇
八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不
出
門
庭
凶
，
失
時
極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極
，
中
也
。
未
變
之
正
，
失
時
極
矣
。

說
文

﹁
極
，

棟
也
﹂，

釋
宮
，

﹁
棟
謂
之
桴
﹂，

郭
注
，

﹁
即
屋
脊
也
﹂，

逸
雅
，

﹁
棟
，
中
也
﹂，

﹁
居
屋
之
中
也
﹂，

又
周
頌
毛
傳
天
官
，

鄭
注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〇
九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不
出
門
庭
凶
，
失
時
極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極
，
中
也
。
未
變
之
正
，
失
時
極
矣
。

說
文

﹁
極
，

棟
也
﹂，

釋
宮
，

﹁
棟
謂
之
桴
﹂，

郭
注
，

﹁
即
屋
脊
也
﹂，

逸
雅
，

﹁
棟
，
中
也
﹂，

﹁
居
屋
之
中
也
﹂，

又
周
頌
毛
傳
天
官
，

鄭
注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一
〇

 

皆
云
﹁
極
，
中
也
﹂，

故
云
﹁
極
，
中
也
﹂。

二
位
在
中
失
正
，
時
當
變
而
未
變
，

故
曰
﹁
失
時
極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一
一

 

皆
云
﹁
極
，
中
也
﹂，

故
云
﹁
極
，
中
也
﹂。

二
位
在
中
失
正
，
時
當
變
而
未
變
，

故
曰
﹁
失
時
極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一
二

 

○

六
三
。
不
節
若
，
則
差
若
，
无
咎
。

虞
翻
曰
：
三
，
節
家
君
子
也
，
失
位
，
故
﹁
節
若
﹂。
嗟
，
哀
號
聲
。
震
為
音
聲
、
為
出
。

三
動
得
正
而
體
離
坎
，
涕
流
出
目
，
故
﹁
則
嗟
若
﹂。
得
位
乘
二
，
故
﹁
无
咎
﹂
也
。

三

本
泰
乾
，

乾
三
，

君
子
之
位
，

故
﹁
三
為
節
家
君
子
也
﹂。

三
失
位
當
變
，
成
既
濟
定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一
三

 

○

六
三
。
不
節
若
，
則
差
若
，
无
咎
。

虞
翻
曰
：
三
，
節
家
君
子
也
，
失
位
，
故
﹁
節
若
﹂。
嗟
，
哀
號
聲
。
震
為
音
聲
、
為
出
。

三
動
得
正
而
體
離
坎
，
涕
流
出
目
，
故
﹁
則
嗟
若
﹂。
得
位
乘
二
，
故
﹁
无
咎
﹂
也
。

三

本
泰
乾
，

乾
三
，

君
子
之
位
，

故
﹁
三
為
節
家
君
子
也
﹂。

三
失
位
當
變
，
成
既
濟
定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一
四

 

則
﹁
節
若
﹂
矣
。

不
節
則
嗟
，

終
當
變
也
。

釋
詁
，

﹁
嗟
，
咨 

也
﹂，

故
云
﹁
哀
號
聲
﹂，

震
善
鳴
為
聲
音
，

故
曰
﹁
嗟
﹂，

又
三
在
兌
口
，
亦
為
﹁
嗟
﹂。萬

物
出
乎
震
為

出
。

三
失
位
，
動
得
正
，

體
互
坎
離
，

坎
水
為
涕
，
流

出
離
目
，

故
﹁
則
嗟

若
﹂。

失
位
宜
咎
，

二
已
變
，
三
變
得
位
，

乘
二
，

故
﹁
无
咎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一
五

 

則
﹁
節
若
﹂
矣
。

不
節
則
嗟
，

終
當
變
也
。

釋
詁
，

﹁
嗟
，
咨 

也
﹂，

故
云
﹁
哀
號
聲
﹂，

震
善
鳴
為
聲
音
，

故
曰
﹁
嗟
﹂，

又
三
在
兌
口
，
亦
為
﹁
嗟
﹂。萬

物
出
乎
震
為

出
。

三
失
位
，
動
得
正
，

體
互
坎
離
，

坎
水
為
涕
，
流

出
離
目
，

故
﹁
則
嗟

若
﹂。

失
位
宜
咎
，

二
已
變
，
三
變
得
位
，

乘
二
，

故
﹁
无
咎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一
六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不
節
之
差
，
又
誰
咎
也
﹂。

王
弼
曰
：
若
，
辭
也
，
以
陰
處
陽
，
以
柔
乘
剛
，
違
節
之
道
，
以
至
哀
嗟
，
自
己
所
致
，

无
所
怨
咎
，
故
曰
﹁
又
誰
咎
﹂
矣
。

﹁
若
，
辭
也
﹂
者
，
語
助
辭
也
。

以
六
陰
處
三
陽
，

以
六
柔
乘
二
剛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一
七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不
節
之
差
，
又
誰
咎
也
﹂。

王
弼
曰
：
若
，
辭
也
，
以
陰
處
陽
，
以
柔
乘
剛
，
違
節
之
道
，
以
至
哀
嗟
，
自
己
所
致
，

无
所
怨
咎
，
故
曰
﹁
又
誰
咎
﹂
矣
。

﹁
若
，
辭
也
﹂
者
，
語
助
辭
也
。

以
六
陰
處
三
陽
，

以
六
柔
乘
二
剛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一
八

 

不
知
節
，

以
制
度
而
違

其
道
，

侈
汰
已
甚
，
禍
將
及
已
，

必
至
哀
嗟
，

咎
由
自
取
，
又
誰
怨
乎
。

愚
案
：
三
失
正
位
，
不
節
之
嗟
，

懼
有
咎
而
自
悔
矣
。

變
而
得
正
，

又
誰
咎
乎
。

言
人
不
能

咎
三
者
，
以
三
變
得
正
，
故
无
咎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一
九

 

不
知
節
，

以
制
度
而
違

其
道
，

侈
汰
已
甚
，
禍
將
及
已
，

必
至
哀
嗟
，

咎
由
自
取
，
又
誰
怨
乎
。

愚
案
：
三
失
正
位
，
不
節
之
嗟
，

懼
有
咎
而
自
悔
矣
。

變
而
得
正
，

又
誰
咎
乎
。

言
人
不
能

咎
三
者
，
以
三
變
得
正
，
故
无
咎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二
〇

 

○

六
四
。
安
節
，
亨
。

虞
翻
曰
：
二
已
變
，
艮
止
坤
安
，
得
正
承
五
，
有
應
于
初
，
故
﹁
安
節
亨
﹂。

二
已
變
正
，

不
言
三
變
者
，
三
節
若
，
其
常
也
。

互
艮
為
止
，
互
坤
靜
為
安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二
一

 

○

六
四
。
安
節
，
亨
。

虞
翻
曰
：
二
已
變
，
艮
止
坤
安
，
得
正
承
五
，
有
應
于
初
，
故
﹁
安
節
亨
﹂。

二
已
變
正
，

不
言
三
變
者
，
三
節
若
，
其
常
也
。

互
艮
為
止
，
互
坤
靜
為
安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二
二

 

三
得
正
位
，
上
承
五
陽
，
初
陽
正
應
為
﹁
有
應
于
初
﹂，

故
﹁
安
節
亨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安
節
之
亨
，
承
上
道
也
﹂。

九
家
易
曰
：
言
四
得
正
奉
五
，
上
通
于
君
，
故
曰
﹁
承
上
道
也
﹂。

五
自
乾
升
，

上
居
君
位
。

四
得
正
奉
五
，

上
通
于
君
，

乾
為
道
，

故
曰
﹁
承
上
道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二
三

 

三
得
正
位
，
上
承
五
陽
，
初
陽
正
應
為
﹁
有
應
于
初
﹂，

故
﹁
安
節
亨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安
節
之
亨
，
承
上
道
也
﹂。

九
家
易
曰
：
言
四
得
正
奉
五
，
上
通
于
君
，
故
曰
﹁
承
上
道
也
﹂。

五
自
乾
升
，

上
居
君
位
。

四
得
正
奉
五
，

上
通
于
君
，

乾
為
道
，

故
曰
﹁
承
上
道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二
四

 

○

九
五
。
甘
節
吉
。
往
有
尚
。

虞
翻
曰
：
得
正
居
中
，
坎
為
美
，
故
﹁
甘
節
吉
﹂。﹁
往
﹂
謂
二
，
二
失
正
，
變
往
應
五
，

故
﹁
往
有
尚
﹂
也
。

以
九
居
五
，

九
為
得
正
，
五
為
得
中
。

說
文
﹁
甘
，
美
也
﹂。

坎
美
脊
為
美
，

故
為
﹁
甘
節
吉
﹂。

二
應
五
，

自
內
曰
﹁
往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二
五

 

○

九
五
。
甘
節
吉
。
往
有
尚
。

虞
翻
曰
：
得
正
居
中
，
坎
為
美
，
故
﹁
甘
節
吉
﹂。﹁
往
﹂
謂
二
，
二
失
正
，
變
往
應
五
，

故
﹁
往
有
尚
﹂
也
。

以
九
居
五
，

九
為
得
正
，
五
為
得
中
。

說
文
﹁
甘
，
美
也
﹂。

坎
美
脊
為
美
，

故
為
﹁
甘
節
吉
﹂。

二
應
五
，

自
內
曰
﹁
往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二
六

 

二
失
正
，

變
正
，

上
應
于
五
，

﹁
尚
﹂
與
﹁
上
﹂
同
，

故
﹁
往
有

尚
﹂。愚

案
：

﹁
甘
﹂
本
作
﹁
曰
﹂，

于
文
，

口

含
一
物
之
甘
美
。

兌
為
口
，

上
含
坎
之

一
陽
，

故
取
象
焉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甘
節
之
吉
，
居
位
中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艮
為
居
，
五
為
中
，
故
﹁
居
位
中
也
﹂。

互
艮
止
為
居
，

在
五
為
中
，

故
曰

﹁
居
位
中
也
﹂。
彖
傳
曰
﹁
當
位
以
節
，
中
正
以
通
﹂，

謂
此
爻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二
七

 

二
失
正
，

變
正
，

上
應
于
五
，

﹁
尚
﹂
與
﹁
上
﹂
同
，

故
﹁
往
有

尚
﹂。愚

案
：

﹁
甘
﹂
本
作
﹁
曰
﹂，

于
文
，

口

含
一
物
之
甘
美
。

兌
為
口
，

上
含
坎
之

一
陽
，

故
取
象
焉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甘
節
之
吉
，
居
位
中
也
﹂。

虞
翻
曰
：
艮
為
居
，
五
為
中
，
故
﹁
居
位
中
也
﹂。

互
艮
止
為
居
，

在
五
為
中
，

故
曰

﹁
居
位
中
也
﹂。
彖
傳
曰
﹁
當
位
以
節
，
中
正
以
通
﹂，

謂
此
爻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二
八

 

○

上
六
。
苦
節
，
貞
凶
，
悔

。

虞
翻
曰
：
二
三
變
有
兩
離
，
火
﹁
炎
上
作
苦
﹂，
故
﹁
苦
節
﹂。
乘
陽
，
故
﹁
貞
凶
﹂。
得

位
，
故
﹁
悔

﹂。

干
寶
曰
：
彖
稱
﹁
苦
節
不
可
貞
﹂，
在
此
爻
也
。
稟
險
伏
之
教
，
懷
貪
狼
之
志
，
以
苦
節

之
性
而
遇
甘
節
之
主
，
必
受
其
誅
，
華
士
少
正
卯
之
爻
也
，
故
曰
﹁
貞
凶
﹂。
苦
節
既
凶
，
甘

節
志
得
，
故
曰
﹁
悔

﹂。

虞
注
，

二
三
易
位
成
既
濟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二
九

 

○

上
六
。
苦
節
，
貞
凶
，
悔

。

虞
翻
曰
：
二
三
變
有
兩
離
，
火
﹁
炎
上
作
苦
﹂，
故
﹁
苦
節
﹂。
乘
陽
，
故
﹁
貞
凶
﹂。
得

位
，
故
﹁
悔

﹂。

干
寶
曰
：
彖
稱
﹁
苦
節
不
可
貞
﹂，
在
此
爻
也
。
稟
險
伏
之
教
，
懷
貪
狼
之
志
，
以
苦
節

之
性
而
遇
甘
節
之
主
，
必
受
其
誅
，
華
士
少
正
卯
之
爻
也
，
故
曰
﹁
貞
凶
﹂。
苦
節
既
凶
，
甘

節
志
得
，
故
曰
﹁
悔

﹂。

虞
注
，

二
三
易
位
成
既
濟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三
〇

 

體
互
兩
離
，

火
性
﹁
炎
上
作
苦
﹂，

故
上
曰
﹁
苦
節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三
一

 

體
互
兩
離
，

火
性
﹁
炎
上
作
苦
﹂，

故
上
曰
﹁
苦
節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三
二

 

上
乘
五
陽
，
雖
貞
亦
凶
。

六
得
正
位
，
其
悔
乃

。

干
注
，

苦
節
雖
貞
亦
凶
，

故
彖
曰
，

﹁
苦
節
不
可
貞
﹂。

坎
為
險
，
又
為
隱
伏
，
故
﹁
稟
險
伏
之
教
﹂。

坎
上
戊
子
，
子
主
北
方
，

翼
奉
傳
﹁
北
方
之
情
好
也
，

好
行
貪
狼
﹂，
故
﹁
懷
貪
狼
之
志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三
三

 

上
乘
五
陽
，
雖
貞
亦
凶
。

六
得
正
位
，
其
悔
乃

。

干
注
，

苦
節
雖
貞
亦
凶
，

故
彖
曰
，

﹁
苦
節
不
可
貞
﹂。

坎
為
險
，
又
為
隱
伏
，
故
﹁
稟
險
伏
之
教
﹂。

坎
上
戊
子
，
子
主
北
方
，

翼
奉
傳
﹁
北
方
之
情
好
也
，

好
行
貪
狼
﹂，
故
﹁
懷
貪
狼
之
志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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卅
六) 

【
節
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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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三
四

 

上
六
苦
節
之
性
，
遇
九
五
甘
節
之
主
，
以
小
人
遇
君
子
，
故
﹁
必
受
其
誅
﹂。

云
﹁
華
士
少
正
卯
之
爻
﹂
者
，

家
語
﹁
孔
子
為
魯
大
司
寇
，
攝
朝
政
七
日
而
誅

亂
政
大
夫
少
正
卯
于
兩
觀
之
下
﹂，
故
曰
﹁
貞
凶
﹂。

誅
上
者
，
五
也
，

上
既
凶
，
五
志
得
，

故
﹁
悔

﹂。

愚
案
，

此
爻
與
大
過
上
六
﹁
過
涉
滅
頂
，
凶
无
咎
﹂
同
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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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) 

【
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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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三
五

 

上
六
苦
節
之
性
，
遇
九
五
甘
節
之
主
，
以
小
人
遇
君
子
，
故
﹁
必
受
其
誅
﹂。

云
﹁
華
士
少
正
卯
之
爻
﹂
者
，

家
語
﹁
孔
子
為
魯
大
司
寇
，
攝
朝
政
七
日
而
誅

亂
政
大
夫
少
正
卯
于
兩
觀
之
下
﹂，
故
曰
﹁
貞
凶
﹂。

誅
上
者
，
五
也
，

上
既
凶
，
五
志
得
，

故
﹁
悔

﹂。

愚
案
，

此
爻
與
大
過
上
六
﹁
過
涉
滅
頂
，
凶
无
咎
﹂
同
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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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三
六

 

蓋
仗
節
死
義
之
臣
，
所
守
甚

正
，
所
遇
則
凶
，
然
義
實
无
咎
，
如
﹁
比
干
諫
而
死
﹂
之
類
是
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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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三
七

 

蓋
仗
節
死
義
之
臣
，
所
守
甚

正
，
所
遇
則
凶
，
然
義
實
无
咎
，
如
﹁
比
干
諫
而
死
﹂
之
類
是
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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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三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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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節
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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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三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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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四
〇

 

○
象
曰
：﹁
苦
節
貞
凶
，
其
道
窮
也
﹂。

荀
爽
曰
：
乘
陽
于
上
，
无
應
于
下
，
故
﹁
其
道
窮
也
﹂。

五
陽
剛
，

故
﹁
乘
陽
于
上
﹂。

三
敵
應
，

故
﹁
无
應
于
下
﹂。

乘
陽
无

應
，
位
極
于
上
，
故
曰
﹁
其
道
窮
也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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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一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苦
節
貞
凶
，
其
道
窮
也
﹂。

荀
爽
曰
：
乘
陽
于
上
，
无
應
于
下
，
故
﹁
其
道
窮
也
﹂。

五
陽
剛
，

故
﹁
乘
陽
于
上
﹂。

三
敵
應
，

故
﹁
无
應
于
下
﹂。

乘
陽
无

應
，
位
極
于
上
，
故
曰
﹁
其
道
窮
也
﹂。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卅
六) 

【
節
卦
】

一
四
二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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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。



公

元

二

○

一

九

年

十

二

月

恭

印

結

緣
（

贈

送

品

）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 

（
卅
六
）
【
渙
卦
、
節
卦
】

講

　

者

：	

徐

醒

民

先

生

出

版

者

：	

雪

明

講

習

堂

住

　

址

：	

彰
化
縣
花
壇
鄉
長
春
村
福
德
巷
二
號

電

　

話

：	
○

九

三

二

七

○

八

四

八

七

承

印

者

：	

昱

盛

印

刷

事

業

有

限

公

司

住

　

址

：	
臺

中

市

西

屯

區

永

輝

路

八

十

三

號

電

　

話

：	
(
○

四
)

二

三

一

三

八

三

七

八

周易集解纂疏講記.	卅六,	渙卦、節卦	/	

徐醒民講.	--	彰化縣花壇鄉	:	雪明講習堂,	

2019.12　面	;	　公分

ISBN	978-957-9649-90-2(平裝)

1.易經	2.注釋

121.12	 108020744			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