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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論
貴
粟
疏 

 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
鼂 
 

錯 

  
 
 
 
 
 

聖
王
在
上
而
民
不
凍
飢
者
，
非
能
耕
而
食
之
，
織
而
衣
之
也
，
為
開
其
資
財
之
道
也
。
故
堯
、
禹

有
九
年
之
水
，
湯
有
七
年
之
旱
，
而
國
無
捐
瘠
者
，
以
蓄
積
多
而
備
先
具
也
。
今
海
內
為
一
，
土
地
人
民

之
眾
不
避
湯
、
禹
，
加
以
無
天
災
數
年
之
水
旱
，
而
蓄
積
未
及
者
，
何
也
？
地
有
遺
利
，
民
有
餘
力
，
生

穀
之
土
未
盡
墾
，
山
澤
之
利
未
盡
出
也
，
游
食
之
民
未
盡
歸
農
也
。
民
貧
，
則
奸
邪
生
。
貧
生
於
不
足
，

不
足
生
於
不
農
，
不
農
則
不
地
著
，
不
地
著
則
離
鄉
輕
家
，
民
如
鳥
獸
，
雖
有
高
城
深
池
，
嚴
法
重
刑
，

猶
不
能
禁
也
。 

 
 
 
 
 

夫
寒
之
於
衣
，
不
待
輕
煖
；
飢
之
於
食
，
不
待
甘
旨
；
飢
寒
至
身
，
不
顧
廉
恥
。
人
情
，
一
日
不

再
食
則
飢
，
終
歲
不
製
衣
則
寒
。
夫
腹
飢
不
得
食
，
膚
寒
不
得
衣
，
雖
慈
母
不
能
保
其
子
，
君
安
能
以

有
其
民
哉
！
明
主
知
其
然
也
，
故
務
民
於
農
桑
，
薄
賦
斂
，
廣
蓄
積
，
以
實
倉
廩
，
備
水
旱
，
故
民
可

得
而
有
也
。 

 
  

 
 

民
者
，
在
上
所
以
牧
之
，
趨
利
如
水
走
下
，
四
方
無
擇
也
。
夫
珠
玉
金
銀
，
飢
不
可
食
，
寒
不
可
衣
，

然
而
眾
貴
之
者
，
以
上
用
之
故
也
。
其
為
物
輕
微
易
藏
，
在
於
把
握
，
可
以
周
海
內
而
無
飢
寒
之
患
。
此

令
臣
輕
背
其
主
，
而
民
易
去
其
鄉
，
盜
賊
有
所
勸
，
亡
逃
者
得
輕
資
也
。
粟
米
布
帛
生
於
地
，
長
於
時
，

聚
於
力
，
非
可
一
日
成
也
；
數
石
之
重
，
中
人
弗
勝
，
不
為
奸
邪
所
利
，
一
日
弗
得
而
飢
寒
至
。
是
故
明

君
貴
五
穀
而
賤
金
玉
。 

 
  

 
 
 

今
農
夫
五
口
之
家
，
其
服
役
者
不
下
二
人
，
其
能
耕
者
不
過
百
畝
，
百
畝
之
收
不
過
百
石
。
春
耕

夏
耘
，
秋
獲
冬
藏
，
伐
薪
樵
，
治
官
府
，
給
徭
役
；
春
不
得
避
風
塵
，
夏
不
得
避
暑
熱
，
秋
不
得
避
陰
雨
，

冬
不
得
避
寒
凍
，
四
時
之
間
無
日
休
息
；
又
私
自
送
往
迎
來
，
弔
死
問
疾
，
養
孤
長
幼
在
其
中
。
勤
苦
如

此
，
尚
復
被
水
旱
之
災
，
急
政
暴
賦
，
賦
斂
不
時
，
朝
令
而
暮
當
具
。
有
者
，
半
價
而
賣
；
無
者
，
取
倍

稱
之
息
，
於
是
有
賣
田
宅
、
鬻
子
孫
以
償
債
者
矣
。
而
商
賈
大
者
積
貯
倍
息
，
小
者
坐
列
販
賣
，
操
其
奇

贏
，
日
游
都
市
，
乘
上
之
急
，
所
賣
必
倍
。
故
其
男
不
耕
耘
，
女
不
蠶
織
，
衣
必
文
采
，
食
必
粱
肉
；
無

農
夫
之
苦
，
有
仟
佰
之
得
。
因
其
富
厚
，
交
通
王
侯
，
力
過
吏
勢
，
以
利
相
傾
；
千
里
游
遨
，
冠
蓋
相
望
，

乘
堅
策
肥
，
履
絲
曳
縞
。
此
商
人
所
以
兼
併
農
人
，
農
人
所
以
流
亡
者
也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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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與
楊
德
祖
書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曹 
 

植 

 
植
白
：
數
日
不
見
，
思
子
為
勞
；
想
同
之
也
。
僕
少
小
好
為
文
章
，
迄
至
於
今
，
二
十
有
五
年
矣
。

然
今
世
作
者
，
可
略
而
言
也
。
昔
仲
宣
獨
步
於
漢
南
，
孔
璋
鷹
揚
於
河
朔
，
偉
長
擅
名
於
青
土
，
公
幹
振

藻
於
海
隅
，
德
璉
發
跡
於
大
魏
，
足
下
高
視
於
上
京
。
當
此
之
時
，
人
人
自
謂
握
靈
蛇
之
珠
，
家
家
自
謂

抱
荊
山
之
玉
。
吾
王
於
是
設
天
網
以
該
之
，
頓
八
紘
以
掩
之
，
今
悉
集
茲
國
矣
。
然
此
數
子
，
猶
復
不
能

飛
軒
絕
跡
，
一
舉
千
里
也
。
以
孔
璋
之
才
，
不
閑
於
辭
賦
，
而
多
自
謂
能
與
司
馬
長
卿
同
風
，
譬
畫
虎
不

成
，
反
為
狗
也
。
前
有
書
嘲
之
；
反
作
論
盛
道
僕
讚
其
文
。
夫
鍾
期
不
失
聽
，
於
今
稱
之
。
吾
亦
不
能
妄

歎
者
，
畏
後
世
之
嗤
余
也
。 

世
人
之
著
述
，
不
能
無
病
。
僕
常
好
人
譏
彈
其
文
，
有
不
善
者
，
應
時
改
定
。
昔
丁
敬
禮
嘗
作
小
文
，

使
僕
潤
飾
之
。
僕
自
以
才
不
過
若
人
，
辭
不
為
也
。
敬
禮
謂
僕
：
「
卿
何
所
疑
難
？
文
之
佳
惡
，
吾
自
得

之
；
後
世
誰
相
知
定
吾
文
者
邪
？
」
吾
常
歎
此
達
言
，
以
為
美
談
！ 

昔
尼
父
之
文
辭
，
與
人
通
流
；
至
於
制
春
秋
，
游
夏
之
徒
，
乃
不
能
措
一
辭
。
過
此
而
言
不
病
者
，

吾
未
之
見
也
。
蓋
有
南
威
之
容
，
乃
可
以
論
於
淑
媛
；
有
龍
泉
之
利
，
乃
可
以
議
其
斷
割
。
劉
季
緒
才
不

能
逮
於
作
者
，
而
好
詆
訶
文
章
，
掎
摭
利
病
。
昔
田
巴
毀
五
帝
，
罪
三
王
，
訾
五
霸
於
稷
下
，
一
旦
而
服

千
人
；
魯
連
一
說
，
使
終
身
杜
口
。
劉
生
之
辯
，
未
若
田
氏
；
今
之
仲
連
，
求
之
不
難
，
可
無
歎
息
乎
！

人
各
有
好
尚
：
蘭
茞
蓀
蕙
之
芳
，
眾
人
所
好
，
而
海
畔
有
逐
臭
之
夫
；
咸
池
、
六
莖
之
發
，
眾
人
所
共
樂
，

而
墨
翟
有
非
之
之
論
：
豈
可
同
哉
！ 

今
往
僕
少
小
所
著
辭
賦
一
通
相
與
。
夫
街
談
巷
說
，
必
有
可
采
；
擊
轅
之
歌
，
有
應
風
雅
；
匹
夫
之

思
，
未
易
輕
棄
也
。
辭
賦
小
道
，
固
未
足
以
揄
揚
大
義
，
彰
示
來
世
也
。
昔
揚
子
雲
先
朝
執
戟
之
臣
耳
，

猶
稱
壯
夫
不
為
也
。
吾
雖
德
薄
，
位
為
藩
侯
，
猶
庶
幾
戮
力
上
國
，
流
惠
下
民
，
建
永
世
之
業
，
留
金
石

之
功
。
豈
徒
以
翰
墨
為
勳
績
，
辭
賦
為
君
子
哉
！
辯
時
若
吾
志
未
果
，
吾
道
不
行
，
則
將
采
庶
官
之
實
錄
，

俗
時
俗
之
得
失
，
定
仁
義
之
衷
，
成
一
家
之
言
，
雖
未
能
藏
之
於
名
山
，
將
以
傳
之
於
同
好
。
此
要
之
皓

首
，
豈
今
日
之
論
乎
？
其
言
之
不
慚
，
恃
惠
子
之
知
我
也
！
明
早
相
迎
，
書
不
盡
懷
！
植
白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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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典
論
論
文 

 
 
 
 
 
 
 
 
 

曹 
 

丕 

  
 
 
 
 

文
人
相
輕
，
自
古
而
然
，
傅
毅
之
於
班
固
，
伯
仲
之
間
耳
。
而
固
小
之
，
與
弟
超
書
曰
：「
武
仲
以

能
屬
文
，
為
蘭
臺
令
史
，
下
筆
不
能
自
休
。
」
夫
人
善
於
自
見
，
而
文
非
一
體
，
鮮
能
備
善
，
是
以
各
以

所
長
，
相
輕
所
短
。
里
語
曰
：「
家
有
敝
帚
，
享
之
千
金
。
」
斯
不
自
見
之
患
也
。 

 
 
 
 
 

今
之
文
人
，
魯
國
孔
融
文
舉
、
廣
陵
陳
琳
孔
璋
、
山
陽
王
粲
仲
宣
、
北
海
徐
幹
偉
長
、
陳
留
阮
瑀

元
瑜
、
汝
南
應
瑒
德
璉
、
東
平
劉
楨
公
幹
，
斯
七
子
者
，
於
學
無
所
遺
，
於
辭
無
所
假
，
咸
自
以
騁
驥
騄

於
千
里
，
仰
齊
足
而
並
馳
。
以
此
相
服
，
亦
良
難
矣
。
蓋
君
子
審
己
以
度
人
，
故
能
免
於
斯
累
。
而
作
論

文
。 

 
 
 
 
 

王
粲
長
於
辭
賦
，
徐
幹
時
有
齊
氣
，
然
粲
之
匹
也
。
如
粲
之
〈
初
征
〉、〈
登
樓
〉、〈
槐
賦
〉、〈
征

思
〉，
幹
之
〈
玄
猿
〉、〈
漏
卮
〉、〈
圓
扇
〉、〈
橘
賦
〉，
雖
張
、
蔡
不
過
也
。
然
於
他
文
，
未
能
稱
是
。
琳
、

瑀
之
章
表
書
記
，
今
之
雋
也
。
應
瑒
和
而
不
壯
，
劉
楨
壯
而
不
密
。
孔
融
體
氣
高
妙
，
有
過
人
者
；
然
不

能
持
論
，
理
不
勝
辭
；
至
於
雜
以
嘲
戲
，
及
其
所
善
，
揚
、
班
儔
也
。 

 
 
 
 

常
人
貴
遠
賤
近
，
向
聲
背
實
，
又
患
暗
於
自
見
，
謂
己
為
賢
。
夫
文
本
同
而
末
異
，
蓋
奏
議
宜
雅
，

書
論
宜
理
，
銘
誄
尚
實
，
詩
賦
欲
麗
。
此
四
科
不
同
，
故
能
之
者
偏
也
；
唯
通
才
能
備
其
體
。 

 
 
 
 

文
以
氣
為
主
，
氣
之
清
濁
有
體
，
不
可
力
強
而
致
。
譬
諸
音
樂
，
曲
度
雖
均
，
節
奏
同
檢
，
至
於
引

氣
不
齊
，
巧
拙
有
素
，
雖
在
父
兄
，
不
能
以
移
子
弟
。 

 
 
 
 

蓋
文
章
經
國
之
大
業
，
不
朽
之
盛
事
。
年
壽
有
時
而
盡
，
榮
樂
止
乎
其
身
，
二
者
必
至
之
常
期
，
未

若
文
章
之
無
窮
。
是
以
古
之
作
者
，
寄
身
於
翰
墨
，
見
意
於
篇
籍
，
不
假
良
史
之
辭
，
不
托
飛
馳
之
勢
，

而
聲
名
自
傳
於
後
。
故
西
伯
幽
而
演
易
，
周
旦
顯
而
制
禮
，
不
以
隱
約
而
弗
務
，
不
以
康
樂
而
加
思
。
夫

然
則
古
人
賤
尺
璧
而
重
寸
陰
，
懼
乎
時
之
過
已
。
而
人
多
不
強
力
，
貧
賤
則
懾
於
飢
寒
，
富
貴
則
流
於
逸

樂
，
遂
營
目
前
之
務
，
而
遺
千
載
之
功
。
日
月
逝
於
上
，
體
貌
衰
於
下
，
忽
然
與
萬
物
遷
化
，
斯
志
士
之

大
痛
也
。
融
等
已
逝
，
唯
幹
著
論
，
成
一
家
言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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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前
出
師
表          

諸
葛
亮 

 
臣
亮
言
：
先
帝
創
業
未
半
，
而
中
道
崩
殂
。
今
天
下
三
分
，
益
州
罷
弊
，
此
誠
危
急
存
亡
之
秋
也
。

然
侍
衛
之
臣
不
懈
於
內
，
忠
志
之
士
忘
身
於
外
者
，
蓋
追
先
帝
之
殊
遇
，
欲
報
之
於
陛
下
也
。
誠
宜
開
張

聖
聽
，
以
光
先
帝
遺
德
，
恢
宏
志
士
之
氣
；
不
宜
妄
自
菲
薄
，
引
喻
失
義
，
以
塞
忠
諫
之
路
也
。 

宮
中
府
中
，
俱
為
一
體
，
陟
罰
臧
否
，
不
宜
異
同
。
若
有
作
姦
犯
科
，
及
為
忠
善
者
，
宜
付
有
司
，

論
其
刑
賞
，
以
昭
陛
下
平
明
之
治
；
不
宜
偏
私
，
使
內
外
異
法
也
。 

侍
中
、
侍
郎
郭
攸
之
、
費
褘
、
董
允
等
，
此
皆
良
實
，
志
慮
忠
純
，
是
以
先
帝
簡
拔
以
遺
陛
下
。
愚

以
為
宮
中
之
事
，
事
無
大
小
，
悉
以
咨
之
，
然
後
施
行
，
必
能
裨
補
闕
漏
，
有
所
廣
益
。
將
軍
向
寵
，
性

行
淑
均
，
曉
暢
軍
事
，
試
用
於
昔
日
，
先
帝
稱
之
曰
「
能
」，
是
以
眾
議
舉
寵
為
督
。
愚
以
為
營
中
之
事
，

悉
以
咨
之
，
必
能
使
行
陣
和
睦
，
優
劣
得
所
。
親
賢
臣
，
遠
小
人
，
此
先
漢
所
以
興
隆
也
；
親
小
人
，
遠

賢
臣
，
此
後
漢
所
以
傾
頹
也
。
先
帝
在
時
，
每
與
臣
論
此
事
，
未
嘗
不
歎
息
痛
恨
於
桓
、
靈
也
。
侍
中
、

尚
書
、
長
史
、
參
軍
，
此
悉
貞
亮
死
節
之
臣
也
，
願
陛
下
親
之
信
之
，
則
漢
室
之
隆
，
可
計
日
而
待
也
。 

臣
本
布
衣
，
躬
耕
於
南
陽
，
苟
全
性
命
於
亂
世
，
不
求
聞
達
於
諸
侯
。
先
帝
不
以
臣
卑
鄙
，
猥
自
枉

屈
，
三
顧
臣
於
草
廬
之
中
，
諮
臣
以
當
世
之
事
，
由
是
感
激
，
遂
許
先
帝
以
驅
馳
。
後
值
傾
覆
，
受
任
於

敗
軍
之
際
，
奉
命
於
危
難
之
間
。
爾
來
二
十
有
一
年
矣
！
先
帝
知
臣
謹
慎
，
故
臨
崩
寄
臣
以
大
事
也
。
受

命
以
來
，
夙
夜
憂
勤
，
恐
託
付
不
效
，
以
傷
先
帝
之
明
。
故
五
月
渡
瀘
，
深
入
不
毛
。
今
南
方
已
定
，
兵

甲
已
足
，
當
獎
率
三
軍
，
北
定
中
原
，
庶
竭
駑
鈍
，
攘
除
姦
凶
，
興
復
漢
室
，
還
於
舊
都
。
此
臣
所
以
報

先
帝
而
忠
陛
下
之
職
分
也
。
至
於
斟
酌
損
益
，
進
盡
忠
言
，
則
攸
之
、
褘
、
允
之
任
也
。
願
陛
下
託
臣
以

討
賊
興
復
之
效
；
不
效
，
則
治
臣
之
罪
，
以
告
先
帝
之
靈
。
若
無
興
德
之
言
，
則
責
攸
之
、
褘
、
允
等
之

慢
，
以
彰
其
咎
。
陛
下
亦
宜
自
課
，
以
諮
諏
善
道
，
察
納
雅
言
。
深
追
先
帝
遺
詔
，
臣
不
勝
受
恩
感
激
，

今
當
遠
離
，
臨
表
涕
泣
，
不
知
所
云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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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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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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臣
密
言
：
臣
以
險
釁
，
夙
遭
閔
凶
。
生
孩
六
月
，
慈
父
見
背
。
行
年
四
歲
，
舅
奪
母
志
。
祖
母
劉
愍

臣
孤
弱
，
躬
親
撫
養
。
臣
少
多
疾
病
，
九
歲
不
行
，
零
丁
孤
苦
，
至
于
成
立
。
既
無
伯
叔
，
終
鮮
兄
弟
；

門
衰
祚
薄
，
晚
有
兒
息
。
外
無
朞
功
強
近
之
親
，
內
無
應
門
五
尺
之
僮
，
煢
煢
獨
立
，
形
影
相
弔
。
而
劉

夙
嬰
疾
病
，
常
在
牀
蓐
。
臣
侍
湯
藥
，
未
曾
廢
離
。 

逮
奉
聖
朝
，
沐
浴
清
化
。
前
太
守
臣
逵
，
察
臣
孝
廉
；
後
刺
史
臣
榮
，
舉
臣
秀
才
。
臣
以
供
養
無
主
，

辭
不
赴
命
。
詔
書
特
下
，
拜
臣
郎
中
。
尋
蒙
國
恩
，
除
臣
洗
馬
。
猥
以
微
賤
，
當
侍
東
宮
，
非
臣
隕
首
所

能
上
報
。
臣
具
以
表
聞
，
辭
不
就
職
。
詔
書
切
峻
，
責
臣
逋
慢
；
郡
縣
逼
迫
，
催
臣
上
道
；
州
司
臨
門
，

急
於
星
火
。
臣
欲
奉
詔
奔
馳
，
則
劉
病
日
篤
；
欲
苟
順
私
情
，
則
告
訴
不
許
。
臣
之
進
退
，
實
為
狼
狽
。 

伏
惟
聖
朝
以
孝
治
天
下
，
凡
在
故
老
，
猶
蒙
矜
育
，
況
臣
孤
苦
，
特
為
尤
甚
。
且
臣
少
仕
偽
朝
，
歷

職
郎
署
，
本
圖
宦
達
，
不
矜
名
節
。
今
臣
亡
國
賤
俘
，
至
微
至
陋
，
過
蒙
拔
擢
，
寵
命
優
渥
，
豈
敢
盤
桓
，

有
所
希
冀
？
但
以
劉
日
薄
西
山
，
氣
息
奄
奄
，
人
命
危
淺
，
朝
不
慮
夕
。
臣
無
祖
母
，
無
以
至
今
日
；
祖

母
無
臣
，
無
以
終
餘
年
。
母
孫
二
人
，
更
相
為
命
，
是
以
區
區
不
能
廢
遠
。
臣
密
今
年
四
十
有
四
，
祖
母

劉
今
年
九
十
有
六
，
是
臣
盡
節
於
陛
下
之
日
長
，
報
養
劉
之
日
短
也
。
烏
鳥
私
情
，
願
乞
終
養
。 

臣
之
辛
苦
，
非
獨
蜀
之
人
士
及
二
州
牧
伯
所
見
明
知
，
皇
天
后
土
，
實
所
共
鑒
。
願
陛
下
矜
愍
愚
誠
，

聽
臣
微
志
，
庶
劉
僥
倖
，
保
卒
餘
年
。
臣
生
當
隕
首
，
死
當
結
草
。
臣
不
勝
犬
馬
怖
懼
之
情
，
謹
拜
表
以

聞
。 

 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