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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事
預
則
立

當
家
中
收
入
無
法
購
買
足
夠
肉
品
，
則
改
用
蔬
菜
類
。
無
法
購
足
米

糧
，
就
不
要
煮
飯
，
改
吃
湯
粥
。

記
得
乾
隆
五
十
一
年
夏
天
，
因
為
大
旱
而
作
物
欠
收
，
之
後
米
價
大

漲
，
家
中
的
米
缸
已
空
，
只
有
幾
斗
麥
子
和
一
些
磨
麥
剩
下
的
麥
屑
。
估
算

一
下
，
仍
不
足
夠
應
付
二
個
月
的
食
量
，
於
是
趁
麥
子
價
高
，
賣
掉
麥
子
，

換
購
一
些
山
薯
，
終
於
能
充
足
食
用
，
度
過
難
關
。
否
則
，
靠
麥
子
僅
可
支

撐
半
個
月
，
接
著
就
要
挨
餓
了
。

一
個
人
，
不
能
甘
心
承
受
飢
餓
的
痛
苦
，
就
會
挺
而
走
險
。
所
以
要
堅

守
節
操
，
必
須
事
先
籌
畫
生
計
，
才
不
致
於
受
餓
失
節
。

「
所
入
不
足
以
食
肉
，
寧
食
蔬
。
所
入
不
足
以
食
飯
，
寧
食
粥
。
乾

隆
丙
午
七
月
，
值
旱
荒
之
後
，
甕
中
米
已
盡
，
唯
有
麥
數
斗
及
碎
米

而

已
。
算
之
，
不
能
延
兩
月
，
乃
賣
麥
買
山
蕷
煮
食
，
遂
得
寬
裕
。
不
然
則

半
月
而
麥
盡
，
其
月
餘
者
將
餓
矣
。
不
甘
其
餓
，
則
有
不
能
自
守
者
矣
。

故
欲
自
守
者
，
必
先
籌
其
不
致
於
餓
也
。
﹂
（
清 

焦
循
《
里
堂
家
訓
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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貧
家
送
禮

〈
曲
禮
〉
上
說
，
貧
窮
之
人
，
經
濟
拮
据
，
所
以
不
能
以
財
貨
為

禮
。
若
是
勉
強
張
羅
送
禮
，
這
樣
就
是
不
合
禮
了
。
一
般
人
未
學
禮
，
認

為
以
財
物
贈
人
為
禮
節
，
財
力
不
足
者
，
為
了
買
辦
禮
物
，
而
典
當
借

貸
，
弄
得
一
身
負
債
，
這
種
禮
俗
，
反
而
成
了
害
人
的
陋
習
。

乾
隆
丙
午
秋
八
月
，
是
岳
父
阮
大
人
的
七
十
大
壽
，
當
時
經
濟
狀
況

不
佳
，
只
能
湊
出
四
百
錢
禮
金
，
交
由
內
人
帶
回
，
做
為
祝
壽
之
用
。
其

他
連
襟
，
除
了
禮
金
外
，
另
有
貴
重
的
禮
品
，
相
較
之
下
，
內
人
所
備
的

禮
，
顯
得
單
薄
。
回
來
後
，
抱
怨
丟
臉
。
我
以
〈
曲
禮
〉
的
道
理
，
為
他

解
說
，
內
人
了
解
之
後
，
便
欣
然
和
悅
。
守
禮
以
治
情
，
就
是
此
理
。

「
『
貧
者
不
以
貨
財
為
禮
』
，
若
貧
者
以
貨
財
與
人
，
則
非
禮

也
。
不
讀
書
之
人
，
誤
以
貨
財
與
人
為
禮
，
甚
至
典
衣
稱
貸
，
以
為
饋

遺
之
用
，
真
陋
習
也
。
乾
隆
丙
午
秋
八
月
，
余
外
舅
阮
丈
七
十
生
日

時
，
窘
迫
已
極
，
算
僅
可
有
錢
四
百
，
與
婦
帶
回
，
為
稱
觴
之
用
。
丈

之
他

，
皆
盛
其
儀
物
，
婦
頗
以
為
愧
。
余
舉
〈
禮
〉
說
之
，
婦
亦
怡

然
，
蓋
禮
足
以
勝
情
如
此
。
﹂
（
清 

焦
循
《
里
堂
家
訓
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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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
惜
資
財

靠
教
學
的
微
薄
收
入
，
維
持
一
家
人
生
活
，
就
要
精
打
細
算
，
衡
量

一
年
的
收
入
，
分
配
每
日
的
支
用
。
若
三
天
兩
日
，
便
隨
意
揮
霍
，
如
此

一
來
，
當
年
的
預
算
必
然
不
夠
，
難
免
要
向
人
借
貸
，
或
者
兼
外
差
。

我
讀
過
的
史
書
中
，
往
往
有
讚
譽
「
不
為
家
人
打
算
，
不
計
較
金
錢

財
物
」
的
人
，
這
種
想
法
，
最
會
誤
導
人
。

聖
人
治
理
天
下
，
首
先
要
照
顧
人
民
的
生
活
。
孟
子
告
訴
梁
惠
王
：

「
沒
有
營
生
的
產
業
，
仍
能
保
持
學
道
的
心
志
，
那
只
有
士
君
子
。
」
讀

書
人
不
從
事
營
利
生
產
，
只
倚
賴
教
學
收
入
，
若
不
能
愛
惜
這
點
資
財
，

還
有
何
恆
心
可
言
？

「
藉
訓
蒙
之
所
入
，
以
給
一
家
口
食
，
必
通
計
一
歲
所
入
，
以
為

日
用
之
所
出
。
若
止
顧
三
日
而
浪
用
去
之
，
於
是
所
入
不
足
以
供
一
歲

之
食
，
勢
必
借
貸
或
干
與
外
事
。
余
見
史
書
中
，
每
稱
『
不
計
家
人
生

產
』
，
此
最
足
誤
人
。
聖
人
治
天
下
，
首
在
於
養
。
孟
子
曰
：
『
無
恆

產
而
有
恆
心
者
，
惟
士
為
能
。
』
士
無
恆
產
，
假
舌
耕
以
為
俯
仰
之
資
，

不
能
愛
惜
此
資
，
何
恆
心
之
足
云
？
﹂
（
清 

焦
循
《
里
堂
家
訓
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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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不
負
人

人
欠
我
債
而
無
力
償
還
，
我
不
強
討
，
反
將
債
權
借
據
銷
毀
，
這
樣

的
大
德
善
事
，
對
道
德
修
養
高
尚
的
人
，
還
不
難
做
到
。

若
自
己
欠
人
債
務
，
實
際
情
勢
是
不
必
償
還
債
務
，
但
為
了
信
守
道

義
，
仍
竭
盡
一
切
力
量
還
債
，
這
必
須
相
當
仁
厚
的
人
，
才
辦
得
到
。

先
父
曾
經
向
人
借
貸
，
實
際
上
這
筆
債
務
已
經
不
用
償
還
了
，
但
是

在
他
老
人
家
病
重
時
，
怕
焦
循
這
些
後
輩
不
知
此
事
，
有
所
虧
欠
辜
負
對

方
，
於
是
私
下
把
一
塊
田
地
割
給
原
債
主
，
並
取
回
借
條
。
半
個
月
後
，

先
父
就
去
世
了
。
後
來
整
理
先
父
遺
物
才
得
知
這
件
事
。
為
使
後
代
人
知

道
先
父
德
行
，
所
以
特
別
記
錄
下
來
。

「
人
負
我
債
而
其
力
不
能
償
，
我
因
不
索
而
毀
其
券
，
此
盛

德
事
，
尚
非
難
也
。
惟
我
負
人
債
，
而
勢
可
以
不
償
，
而
竭
力
以
償

之
，
則
仁
者
事
矣
。
先
君
子
病
時
，
於
債
負
之
可
以
不
還
者
，
恐
身

後
循
等
負
之
，
陰
授
以
良
田
而
返
其
券
。
越
半
月
，
先
君
子
即
逝
，

逝
後
乃
知
其
事
。
後
人
識
之
。
﹂
（
清
代
焦
循
《
里
堂
家
訓
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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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莫
學
乎
詩

對
於
十
幾
歲
已
能
識
字
的
少
年
，
應
當
教
他
學
詩
。
必
得
從
唐
詩

中
，
選
擇
有
真
切
情
感
，
並
含
有
深
意
的
詩
，
激
發
不
凡
的
氣
概
，
涵
養

純
真
的
性
情
，
不
必
急
著
展
現
作
詩
的
才
華
。

如
果
只
是
教
他
吟
風
弄
月
的
套
語
，
一
味
模
仿
前
人
的
句
式
，
或
是

代
他
粉
飾
詩
作
，
與
人
流
連
倡
和
，
或
到
處
箋
注
評
論
別
人
的
詩
作
，
這

樣
一
來
，
「
學
為
君
子
」
的
讀
書
本
意
還
未
建
立
，
卻
養
成
了
放
蕩
不
羈

的
名
士
陋
習
。
如
此
，
不
僅
會
遭
久
學
練
達
之
人
輕
視
，
還
會
因
華
而
不

實
的
虛
偽
名
聲
，
誤
了
一
生
的
前
途
。
這
樣
的
過
錯
，
應
責
怪
誰
呀
！

「
十
餘
歲
能
識
字
，
自
當
教
之
以
詩
。
然
必
取
唐
詩
中
，
真
切

有
味
者
授
之
，
使
之
動
盪
其
血
氣
，
涵
濡
其
性
情
，
不
必
急
急
即
以

能
詩
見
也
。
若
徒
以
風
雲
月
露
之
套
語
，
使
之
依
樣
畫
胡
盧
，
或
又

代
為
粉
飾
，
於
是
倡
和
流
連
，
詩
箋
四
出
，
讀
書
之
本
未
立
，
名
士

之
習
已
成
。
無
論
老
成
之
士
見
而
鄙
之
，
而
往
往
以
虛
偽
之
名
誤
其

一
生
，
果
誰
之
咎
也
。
﹂
（
清
代
焦
循
《
里
堂
家
訓
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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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子
弟
讀
書

家
門
不
幸
，
莫
過
於
養
育
子
女
，
而
不
肯
用
心
教
導
。
教
導
孩
子

讀
書
，
用
心
不
可
不
專
注
，
態
度
不
可
不
嚴
肅
。

對
其
他
事
或
許
有
做
不
到
的
，
讀
書
則
沒
有
不
能
為
的
。

學
習
任
何
事
，
或
因
各
種
條
件
的
限
制
，
學
無
所
成
。
惟
有
讀

書
，
只
有
肯
學
與
否
，
沒
有
能
力
條
件
的
問
題
。
無
論
資
質
秀
美
或
平

庸
，
只
要
善
加
教
導
、
驅
策
他
讀
書
，
都
能
學
而
成
材
。

那
些
讀
書
而
學
不
成
的
人
，
都
是
為
人
父
母
教
導
怠
慢
的
過
錯
。

「
家
之
不
幸
，
莫
如
不
肯
教
子
弟
。
教
子
弟
讀
書
，
不

可
不
專
，
不
可
不
嚴
。
人
於
他
事
，
或
有
不
能
至
，
讀
書
未
有

不
能
者
。
不
必
問
資
質
之
清
濁
，
只
以
讀
書
一
途
導
之
驅
之
，

未
有
不
能
者
也
。
其
讀
之
不
成
者
，
皆
教
子
之
不
專
不
嚴
之
咎

也
。
﹂
（
清
代
焦
循
《
里
堂
家
訓
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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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弟
須
因
材
施
教

唐
朝
史
學
家
劉
知
幾
，
著
有
《
史
通
》
，
自
序
中
提
及
幼
年
求
學

的
情
形
：

年
幼
時
，
與
兄
長
在
家
裡
，
由
父
親
指
導
學
習
經
典
，
十
幾
歲

時
，
就
接
受
《
古
文
尚
書
》
的
訓
練
。
但
是
《
尚
書
》
的
文
句
艱
澀
，

更
以
讀
音
不
順
口
，
不
易
記
誦
，
因
而
經
常
受
到
責
罰
，
一
直
無
法
學

成
《
尚
書
》
。

有
時
，
他
旁
聽
父
親
為
兄
長
講
解
《
春
秋
左
氏
傳
》
，
深
為
吸

引
，
忘
了
自
己
所
學
的
是
《
尚
書
》
。
父
親
講
完
後
，
他
便
能
為
兄
長

們
複
講
，
並
陳
述
自
己
的
觀
點
。
劉
知
幾
私
下
經
常
感
嘆
，
所
學
的
經

典
，
如
果
都
同
《
左
傳
》
一
般
，
那
是
絕
對
不
會
懈
怠
的
。
父
親
認
同

了
他
的
想
法
，
改
教
他
《
左
傳
》
，
一
年
後
，
不
僅
能
背
誦
，
也
能
完

整
講
述
。

從
劉
知
幾
的
學
習
經
驗
，
可
以
體
認
教
導
孩
子
的
方
式
，
應
依
照

不
同
的
秉
性
，
施
以
適
當
的
教
材
，
畢
竟
每
個
人
的
資
質
性
向
各
異
，

單
一
無
彈
性
的
教
導
，
很
難
有
成
效
。
（
清 

焦
循
《
里
堂
家
訓
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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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善
大
功
課

減
少
殺
生
食
肉
，
最
能
培
養
仁
慈
心
，
最
能
愛
惜
福
德
。
動
物
和
人
都

是
血
肉
之
軀
，
牠
們
雖
然
不
能
說
話
，
同
樣
怕
痛
，
恐
懼
死
亡
。
動
物
被
宰

殺
的
當
下
，
有
多
麼
的
痛
苦
惱
恨
！
人
們
卻
為
了
口
腹
欲
望
，
天
天
殺
害
食

用
，
更
以
此
應
酬
宴
客
，
絲
毫
不
為
牠
們
設
想
，
這
樣
還
算
是
有
仁
心
嗎
？

招
待
客
人
，
不
要
太
多
肉
食
，
可
兼
用
素
食
菜
餚
。
切
記
要
為
生
靈

設
想
，
能
省
就
省
，
儘
可
能
不
傷
物
命
。
少
殺
一
條
生
命
，
內
心
便
多
一
分

安
寧
，
如
此
積
累
仁
慈
之
心
，
久
之
，
會
有
意
想
不
到
的
好
處
，
而
且
這
是

行
善
的
一
件
大
功
課
。

「
少
殺
生
命
，
最
可
養
心
，
最
可
惜
福
。
一
般
皮
肉
一
般
痛
苦
，

物
但
不
能
言
耳
。
不
知
其
刀
俎
之
間
，
何
等
苦
惱
？
我
卻
以
日
用
口

腹
，
人
事
應
酬
，

不
為
彼
思
量
，
豈
復
有
仁
心
乎
？
供
客
勿
多
餚
品
，

兼
用
素
菜
。
切
切
為
生
命
算
計
，
稍
可
省
者
便
省
之
。
省
殺
一
命
，
於

吾
心
有
無
限
安
處
。
積
此
仁
心
慈
念
，
自
有
無
限
妙
處
，
此
又
為
善
中

一
大
功
課
也
。
﹂
（
明
代
高
攀
龍
《
高
子
遺
書˙

家
訓
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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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作
好
人
須
尋
好
友

說
話
必
須
謹
慎
，
交
友
最
要
慎
重
選
擇
。
所
以
多
說
一
句
話
，
不

如
少
說
一
句
話
；
多
結
交
一
個
人
，
不
如
少
結
識
一
個
人
。
如
果
是
賢
德

的
朋
友
，
自
然
是
多
多
益
善
。
然
而
賢
友
難
得
，
況
且
要
真
實
瞭
解
一
個

人
，
確
實
不
容
易
。

俗
語
說
：
「
要
作
好
人
，
須
尋
好
友
。
引
酵
若
酸
，
那
得
甜
酒
﹖
」

要
做
好
人
，
必
須
先
尋
求
良
善
的
朋
友
。
要
釀
酒
，
用
的
酒
母
如
果
是
酸

敗
的
，
如
何
釀
得
出
甜
酒
？

常
言
又
說
，
一
個
人
會
敗
家
身
亡
，
言
語
不
謹
慎
占
了
八
成
。
這
真

是
顛
撲
不
破
的
格
言
。

「
言
語
最
要
謹
慎
，
交
遊
最
要
審
擇
，
多
說
一
句
不
如
少
說
一

句
，
多
識
一
人
不
如
少
識
一
人
。
若
是
賢
友
，
愈
多
愈
好
，
只
恐
人

才
難
得
，
知
人
實
難
耳
。
語
云
：
要
作
好
人
，
須
尋
好
友
。
引
酵
若

酸
，
那
得
甜
酒
。
又
云
：
人
生
喪
家
亡
身
，
言
語
占
了
八
分
。
皆
格

言
也
。
﹂
（
明
代
高
攀
龍
《
高
子
遺
書
•
家
訓
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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瀟
灑
快
活

購
置
居
家
設
備
、
器
物
、
飲
食
、
衣
著
等
，
必
須
節
制
。
質
料
樸

素
，
或
是
功
能
簡
單
有
何
不
妥
？
若
盡
隨
著
自
己
的
欲
望
，
像
流
水
一

般
放
失
，
就
難
以
返
回
了
。

轉
念
一
想
，
每
天
應
當
節
省
而
未
省
的
事
物
太
多
了
，
如
能
一

天
減
省
一
點
，
怎
麼
會
不
覺
得
瀟
灑
快
活
？
只
要
力
行
「
勤
、
儉
」
二

字
，
終
身
不
貪
取
絲
毫
非
分
之
財
，
便
感
到
舒
泰
自
得
，
光
明
磊
落
，

即
使
獨
自
面
對
衾
被
、
身
影
，
也
了
無
慚
愧
，
這
不
是
勝
過
以
污
濁
手

段
而
得
的
富
貴
，
百
千
萬
倍
嗎
？

「
凡
宮
室
、
飲
食
、
衣
服
、
器
、
受
用
，
得
有
數
。
朴
素
些

有
何
不
好
？
簡
淡
些
有
何
不
好
？
人
心
但
從
欲
如
流
，
往
而
不
返

耳
。
轉
念
之
間
，
每
日
當
省
不
省
者
甚
多
，
日
減
一
日
，
豈
不
瀟

灑
快
活
。
但
力
持
『
勤
儉
』
兩
字
，
終
身
不
取
一
毫
非
分
之
得
，

泰
然
自
得
，
衾
影
無
怍
，
不
勝
于
穢
濁
之
富
百
千
萬
倍
耶
？
﹂

（
明 

高
攀
龍
《
高
子
遺
書
•
家
訓
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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挑 

食

南
宋 

曾
敏
行
撰
《
獨
醒
雜
誌
》
，
記
載
了
王
安
石
一
段
逸
事
。

他
任
宰
相
時
，
兒
媳
婦
家
蕭
氏
親
戚
的
兒
子
，
來
到
京
城
開
封
，

拜
訪
了
王
安
石
。
王
安
石
邀
請
他
一
起
吃
飯
。
席
間
，
先
敬
了
幾
杯

酒
，
再
端
上
兩
個
胡
麻
燒
餅
，
蕭
氏
子
只
吃
燒
餅
中
間
有
餡
的
部
分
，

餅
皮
四
邊
就
留
著
，
王
安
石
隨
即
拿
起
剩
下
的
餅
皮
自
己
吃
。
蕭
氏
子

當
下
臉
紅
慚
愧
，
於
是
匆
匆
告
退
回
去
了
。

我
觀
察
現
在
的
年
輕
人
，
食
用
帶
餡
的
燒
餅
，
也
如
同
蕭
氏
子
一

樣
。
甚
至
有
人
共
桌
用
餐
時
，
專
挑
撿
美
味
的
部
分
，
看
了
令
人
厭
惡

極
了
。 曾

敏
行
《
獨
醒
雜
誌
》
云
：
「
王
荊
公
在
相
位
，
子
婦
之

親
蕭
氏
子
至
京
師
，
謁
公
，
公
約
之
飯
。
酒
三
行
，
初
供
胡
餅
二

枚
，
蕭
啖
餅
中
間
少
許
，
留
其
四
旁
。
公
顧
取
自
食
之
，
其
人
愧

甚
而
退
。
﹂
余
見
今
市
井
兒
食
餅
，
頗
有
如
是
者
，
或
共
食
必
撿

擇
其
善
者
，
余
每
見
深
惡
之
。
（
清 

焦
循
《
里
堂
家
訓
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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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
身
如
白
玉

■

慎

徽

少
年
時
候
應
全
力
保
守
自
身
，
把
人
品
節
操
看
成
是
純
潔
無
瑕
的
白

玉
。
不
小
心
一
失
足
，
就
會
將
白
玉
打
得
粉
碎
，
名
節
不
保
。
要
把
色
欲

這
事
情
看
成
劇
毒
，
一
入
口
會
立
即
喪
命
。
遇
到
此
境
界
，
能
堅
持
、
忍

得
住
片
刻
，
就
可
終
身
得
受
益
無
窮
。
若
有
一
念
的
差
錯
，
將
會
招
致
萬

劫
無
法
彌
補
的
禍
害
。
應
當
畏
懼
！
應
當
畏
懼
啊
！

古
人
特
別
將
非
分
得
來
的
財
物
當
作
禍
害
，
所
以
財
貨
不
正
當
得

來
，
也
會
不
正
常
的
失
去
。
我
看
有
人
得
了
非
分
的
財
物
，
那
可
不
是
真

得
財
物
，
而
是
得
到
禍
害
！
財
物
愈
積
愈
多
，
禍
患
就
累
積
得
越
大
，
家

中
往
往
會
有
不
肖
子
孫
，
做
出
數
不
清
的
醜
事
，
成
為
別
人
的
笑
柄
。
這

樣
的
事
例
常
見
常
聞
，
有
人
卻
還
不
醒
悟
，
真
是
可
悲
！

「
少
年
當
竭
力
保
守
，
視
身
如
白
玉
，
一
失
腳
即
成
粉
碎
。
視
此
事

如
鴆
毒
，
一
入
口
即
立
死
。
須
臾
堅
忍
，
終
身
受
用
。
一
念
之
差
，
萬
劫
莫

贖
，
可
畏
哉
！
可
畏
哉
！
古
人
甚
禍
非
分
之
得
，
故
貨
悖
而
入
亦
悖
而
出
，

吾
見
世
人
非
分
得
財
，
非
得
財
也
，
得
禍
也
。
積
財
愈
多
，
積
禍
愈
大
。

往
往
生
出
異
常
不
肖
子
孫
，
作
出
無
限
醜
事
，
資
人
笑
話
，
層
見
疊
出
於

耳
目
之
前
而
不
悟
，
悲
夫
！
﹂
（
明 

高
攀
龍
《
高
子
遺
書˙

家
訓
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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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習
應
日
新
又
新

自
古
以
來
的
聖
賢
，
他
們
的
學
習
就
是
不
斷
的
實
踐
求
進
步
。

有
人
說
他
學
有
所
得
，
要
先
保
留
觀
察
。
等
幾
年
後
，
這
個

人
仍
無
法
提
出
深
入
的
論
述
，
可
知
他
的
學
習
並
未
進
步
。
再
過

五
年
或
十
年
，
所
學
的
內
涵
，
仍
然
沒
有
新
的
心
得
，
若
學
行
並

重
，
怎
麼
會
沒
有
新
的
境
界
？
由
此
可
知
，
此
人
的
學
問
，
只
是

聽
人
所
講
，
說
人
所
言
，
純
屬
「
剽
竊
」
，
偷
取
他
人
的
心
得
據

為
己
有
而
已
，
根
本
就
沒
有
溫
故
知
新
的
心
得
。
這
等
人
就
不
值

得
說
了
。

「
聖
賢
之
學
，
以
日
新
為
要
。
三
年
前
，
聞
其
人
之
談
，

如
是
。
三
年
後
，
聞
其
人
之
談
，
仍
如
是
。
其
人
可
知
矣
。
越

五
年
、
十
年
，
而
其
學
仍
如
故
者
，
知
其
本
口
耳
剽
竊
，
原
無

心
得
，
斯
亦
不
足
議
也
矣
。
﹂
（
清
代
焦
循
《
里
堂
家
訓
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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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
讀
書

宋
代
朱
熹
說
：
「
最
快
樂
的
事
，
莫
如
行
善
；
若
能
讀
書
，
則
可
使

人
更
完
美
。
」
仔
細
思
量
，
能
得
這
兩
句
話
的
旨
趣
，
可
說
是
有
大
福
氣
的

人
。
年
輕
人
想
要
知
道
如
何
行
善
，
必
須
從
讀
書
做
起
。

朱
夫
子
又
說
：
「
眼
耳
像
門
窗
，
應
緊
緊
關
閉
，
不
東
張
西
望
，
且

嚴
格
把
守
四
個
路
口
，
這
正
是
讀
書
的
好
時
機
。
」
如
何
說
是
四
路
頭
？

人
心
紛
擾
，
一
下
要
長
的
，
一
下
要
短
的
，
如
處
在
十
字
路
口
。
所
以
修
養

心
性
最
重
要
在
減
少
欲
望
，
一
件
件
看
得
破
，
沒
一
件
是
要
緊
的
，
件
件
減

少
，
減
到
不
能
減
，
最
後
斷
除
。
這
時
內
心
清
明
機
敏
，
品
性
高
昇
，
文
章

暢
達
，
這
才
是
善
於
讀
書
的
根
本
之
道
。

朱
夫
子
曰
：
「
為
善
最
樂
，
讀
書
便
佳
。
﹂
只
此
二
句
，
知
其

味
，
便
是
天
下
大
福
人
。
少
年
欲
知
為
善
，
又
必
繇
讀
書
。
朱
子
又

曰
：
「
關
了
門
，
閉
了
戶
，
把
截
四
路
頭
，
正
讀
書
時
也
。
﹂
何
謂
四

路
頭
？
人
心
紛
擾
，
要
長
要
短
，
皆
是
路
頭
，
須
自
一
切
斷
絕
。
養
心

莫
善
於
寡
欲
，
件
件
看
破
，
都
沒
要
緊
，
件
件
寡
去
，
寡
之
又
寡
，
以

至
於
無
。
則
此
心
空
明
靈
妙
，
人
品
自
高
，
文
章
自
妙
，
此
為
善
讀
書

之
本
。
（
明 

高
攀
龍
《
高
子
遺
書
•
家
訓
•
為
長
孫
永
厚
書
扇
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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澆
灌
花
木
心
得

■

慎

徽

連
日
好
天
氣
，
要
工
人
澆
花
灌
木
，
從
照
顧
花
木
中
領
悟
到
農
人
種
植
的
方
法
，
讀
書
人

準
備
考
試
的
功
夫
，
以
及
求
學
人
進
修
的
課
業
。

栽
植
花
木
，
盼
能
馨
香
美
麗
，
沒
有
污
穢
的
東
西
培
育
，
花
木
必
然
無
法
茂
盛
。
農
夫
若

不
添
加
穢
濁
的
泥
土
在
田
裏
，
怎
能
五
穀
豐
收
，
提
供
祭
品
，
養
活
群
生
？
讀
書
人
要
不
是
勵

志
讀
書
，
怎
能
身
佩
青
紫
印
綬
，
有
顯
貴
的
地
位
？
先
前
辛
苦
，
後
來
甘
美
，
甘
苦
常
是
互
為

關
連
的
。

大
抵
說
來
，
求
學
的
人
喝
冷
吃
苦
，
生
活
清
苦
，
懷
著
雄
心
壯
志
，
潛
心
修
讀
，
無
暇
安

居
。
如
此
，
上
未
必
得
國
君
賞
識
，
下
也
未
必
被
同
事
信
任
。
一
旦
學
有
成
就
，
大
則
享
有
萬

代
祭
祀
，
小
的
也
能
感
動
天
人
。

我
從
澆
灌
花
木
領
悟
這
些
道
理
，
希
望
後
人
不
要
因
為
是
小
事
一
樁
，
而
不
用
心
思
量
。

「
連
日
天
好
，
命
工
人
澆
灌
花
木
，
細
思
得
農
人
種
植
之
法
，
士
子
科
舉
之
功
，

學
人
進
修
之
業
也
。
花
木
取
其
馨
香
美
麗
，
非
有
污
穢
之
物
培
之
，
則
花
木
必
不
茂

盛
。
農
夫
不
加
糞
土
於
田
中
，
焉
能
五
穀
豐
登
，
以
供
祭
祀
，
以
養
群
生
？
士
子
非
勵

志
讀
書
，
焉
能
紆
青
拖
紫
？
前
之
苦
，
後
之
甘
，
恆
為
倚
伏
。
大
凡
，
學
人
飲
冰
茹

檗
，
猛
志
潛
修
，
棲
棲
皇
皇
，
上
不
受
知
於
君
相
，
下
不
見
信
於
同
人
，
迨
其
後
，
大

則
享
祀
萬
世
，
小
亦
感
格
天
人
。
吾
於
澆
灌
花
木
而
得
此
理
，
後
之
人
毋
以
事
小
而

不
致
思
也
。
﹂
（
清 

王
師
晉
《
資
敬
堂
家
訓
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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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
潔
存
公
心

歐
陽
修
給
姪
兒
通
理
的
信
上
說
：

自
從
南
方
儂
智
高
叛
亂
，
與
你
任
職
的
象
州
，
僅
距
離
百
餘
里
。
朝
廷
雖
已
派
軍
前

往
平
亂
，
我
還
是
日
夜
擔
心
你
們
的
安
危
。
昨
天
接
獲
你
託
人
送
信
，
憂
慮
頓
時
寬
解
。

歐
陽
家
歸
附
大
宋
明
君
以
來
，
備
受
朝
廷
重
任
，
如
今
再
蒙
聖
恩
，
加
封
我
的
職

位
，
又
以
恩
蔭
制
，
任
你
為
朝
官
，
應
常
思
報
效
國
恩
。
適
逢
亂
事
在
你
任
職
之
處
，
如

有
差
事
，
要
盡
力
勇
於
任
事
，
不
可
逃
避
。
若
是
因
公
遇
難
，
保
持
節
操
而
死
，
那
是
你

的
光
榮
。
只
要
真
心
盡
忠
，
自
有
神
明
護
祐
，
你
應
敬
謹
不
可
逃
避
差
事
。

昨
天
在
你
的
信
中
提
到
，
要
買
朱
砂
送
來
，
我
不
缺
這
些
東
西
。
你
為
官
要
廉
潔
，

朱
砂
是
官
方
的
東
西
，
你
怎
可
私
自
購
買
？
我
在
官
衙
，
除
了
飲
食
用
品
，
不
曾
購
買
其

他
東
西
，
這
是
我
的
態
度
，
期
望
你
能
引
以
為
戒
。

「
自
南
方
多
事
以
來
，
日
夕
憂
汝
。
得
昨
日
遞
中
書
，
頓
解
憂
。
想
歐
陽
氏
，
自

江
南
歸
明
，
累
世
蒙
朝
廷
官
祿
。
吾
今
又
被
榮
顯
，
致
汝
等
並
列
官
品
，
當
思
報
效
。

偶
此
多
事
，
如
有
差
使
，
盡
心
向
前
，
不
得
避
事
。
至
於
臨
難
死
節
，
亦
是
汝
榮
事
。

但
存
心
盡
公
，
神
明
自
祐
。
汝
謹
不
可
思
避
事
也
。
昨
書
中
言
，
欲
買
朱
砂
來
，
吾
不

闕
此
物
，
汝
於
官
下
宜
守
廉
，
何
得
買
官
下
物
？
吾
在
官
所
，
除
飲
食
外
，
不
曾
買
一

物
。
可
觀
此
為
戒
也
。
﹂
（
見
宋 

趙
善

《
自
警
篇
》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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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生
重
大
節

在
京
城
，
與
人
結
交
，
言
談
要
謹
慎
，
不
可
任
意
發
表
言
論
（
不

是
負
責
進
言
的
官
員
，
更
不
可
妄
自
議
論
）
。
應
將
心
力
放
在
溫
習
經

典
，
要
求
自
己
澄
清
心
靈
，
建
立
無
瑕
的
德
行
。
個
人
一
生
的
行
誼
，

當
在
大
節
上
表
現
，
不
必
在
是
非
曲
直
上
，
為
爭
取
小
名
氣
，
而
招
來

莫
大
的
悔
恨
。

京
師
重
地
，
不
必
常
來
往
。
凡
是
有
利
益
的
地
方
，
就
應
想
到
潛

伏
的
禍
害
。
我
經
歷
過
許
多
風
波
，
在
困
窮
時
，
因
忍
耐
堅
守
本
分
，

所
以
能
免
於
禍
患
。

「
京
師
交
遊
，
慎
於
高
議
，
不
同
常
言
之
地
（
或
作
：
不
當
言

責
之
地
）
。
且
溫
習
文
字
，
清
心
潔
行
，
以
自
樹
立
。
平
生
之
稱
，

當
見
大
節
，
不
必
竊
論
曲
直
，
取
小
名
招
大
悔
矣
。
京
師
少

還
，

凡
見
利
處
，
便
須
思
患
。
老
夫
屢
經
風
波
，
惟
能
忍
窮
，
故
得
免

禍
。
﹂
（
北
宋 

范
仲
淹
〈
與
直
講
三
哥
〉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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