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

一
、
醉
翁
亭
記                

歐
陽
脩 

環
滁
皆
山
也
。
其
西
南
諸
峰
，
林
壑
尤
美
，
望
之
蔚
然
而
深
秀
者
，
琅
琊
也
。
山
行
六
七

里
，
漸
聞
水
聲
潺
潺
而
瀉
出
於
兩
峰
之
間
者
，
釀
泉
也
。
峰
回
路
轉
，
有
亭
翼
然
臨
於
泉
上

者
，
醉
翁
亭
也
。
作
亭
者
誰
？
山
之
僧
智
僊
也
。
名
之
者
誰
？
太
守
自
謂
也
。
太
守
與
客
來
飲

於
此
，
飲
少
輒
醉
，
而
年
又
最
高
，
故
自
號
曰
醉
翁
也
。
醉
翁
之
意
不
在
酒
，
在
乎
山
水
之
間

也
。
山
水
之
樂
，
得
之
心
而
寓
之
酒
也
。 

若
夫
日
出
而
林
霏
開
，
雲
歸
而
巖
穴
暝
，
晦
明
變
化
者
，
山
間
之
朝
暮
也
。
野
芳
發
而
幽

香
，
佳
木
秀
而
繁
陰
，
風
霜
高
潔
，
水
落
而
石
出
者
，
山
間
之
四
時
也
。
朝
而
往
，
暮
而
歸
，

四
時
之
景
不
同
，
而
樂
亦
無
窮
也
。 

至
於
負
者
歌
於
途
，
行
者
休
於
樹
，
前
者
呼
，
後
者
應
，
傴
僂
提
攜
，
往
來
而
不
絕
者
，

滁
人
遊
也
。
臨
溪
而
漁
，
溪
深
而
魚
肥
，
釀
泉
爲
酒
，
泉
香
而
酒
洌
，
山
肴
野
蔌
，
雜
然
而
前

陳
者
，
太
守
宴
也
。
宴
酣
之
樂
，
非
絲
非
竹
，
射
者
中
，
弈
者
勝
，
觥
籌
交
錯
，
起
坐
而
喧
嘩

者
，
衆
賓
歡
也
。
蒼
顔
白
髮
，
頹
然
乎
其
間
者
，
太
守
醉
也
。 

已
而
夕
陽
在
山
，
人
影
散
亂
，
太
守
歸
而
賓
客
從
也
。
樹
林
陰
翳
，
鳴
聲
上
下
，
遊
人
去

而
禽
鳥
樂
也
。
然
而
禽
鳥
知
山
林
之
樂
，
而
不
知
人
之
樂
；
人
知
從
太
守
遊
而
樂
，
而
不
知
太

守
之
樂
其
樂
也
。
醉
能
同
其
樂
，
醒
能
述
以
文
者
，
太
守
也
。
太
守
謂
誰
？
廬
陵
歐
陽
脩
也
。 

 
 



 

 
 
 
 

二
、
前
赤
壁
賦                

蘇  

軾 

壬
戌
之
秋
，
七
月
既
望
，
蘇
子
與
客
泛
舟
遊
於
赤
壁
之
下
。
清
風
徐
來
，
水
波
不
興
。
舉

酒
屬
客
，
誦
明
月
之
詩
，
歌
窈
窕
之
章
。
少
焉
，
月
出
於
東
山
之
上
，
徘
徊
於
斗
牛
之
間
。
白

露
橫
江
，
水
光
接
天
。
縱
一
葦
之
所
如
，
凌
萬
頃
之
茫
然
。
浩
浩
乎
如
馮
虛
御
風
，
而
不
知
其

所
止
；
飄
飄
乎
如
遺
世
獨
立
，
羽
化
而
登
仙
。 

於
是
飲
酒
樂
甚
，
扣
舷
而
歌
之
。
歌
曰
：
「
桂
棹
兮
蘭
槳
，
擊
空
明
兮
泝
流
光
。
渺
渺
兮

予
懷
，
望
美
人
兮
天
一
方
。
」
客
有
吹
洞
簫
者
，
倚
歌
而
和
之
，
其
聲
嗚
嗚
然
：
如
怨
如
慕
，

如
泣
如
訴
；
餘
音
嫋
嫋
，
不
絕
如
縷
；
舞
幽
壑
之
潛
蛟
，
泣
孤
舟
之
嫠
婦
。 

蘇
子
愀
然
，
正
襟
危
坐
，
而
問
客
曰
：
「
何
為
其
然
也
？
」 

客
曰
：
「
月
明
星
稀
，
烏
鵲
南
飛
，
此
非
曹
孟
德
之
詩
乎
？
西
望
夏
口
，
東
望
武
昌
。
山

川
相
繆
，
鬱
乎
蒼
蒼
；
此
非
孟
德
之
困
於
周
郎
者
乎
？
方
其
破
荊
州
，
下
江
陵
，
順
流
而
東

也
，
舳
艫
千
里
，
旌
旗
蔽
空
，
釃
酒
臨
江
，
橫
槊
賦
詩
；
固
一
世
之
雄
也
，
而
今
安
在
哉
？
況

吾
與
子
，
漁
樵
於
江
渚
之
上
，
侶
魚
蝦
而
友
麋
鹿
，
駕
一
葉
之
扁
舟
，
舉
匏
樽
以
相
屬
；
寄
蜉

蝣
於
天
地
，
渺
滄
海
之
一
粟
。
哀
吾
生
之
須
臾
，
羨
長
江
之
無
窮
；
挾
飛
仙
以
遨
遊
，
抱
明
月

而
長
終
；
知
不
可
乎
驟
得
，
託
遺
響
於
悲
風
。
」 

蘇
子
曰
：
「
客
亦
知
夫
水
與
月
乎
？
逝
者
如
斯
，
而
未
嘗
往
也
；
盈
虛
者
如
彼
，
而
卒
莫

消
長
也
。
蓋
將
自
其
變
者
而
觀
之
，
則
天
地
曾
不
能
以
一
瞬
；
自
其
不
變
者
而
觀
之
，
則
物
與

我
皆
無
盡
也
。
而
又
何
羨
乎
？
且
夫
天
地
之
間
，
物
各
有
主
。
苟
非
吾
之
所
有
，
雖
一
毫
而
莫

取
。
惟
江
上
之
清
風
，
與
山
間
之
明
月
，
耳
得
之
而
為
聲
，
目
遇
之
而
成
色
。
取
之
無
禁
，
用

之
不
竭
。
是
造
物
者
之
無
盡
藏
也
，
而
吾
與
子
之
所
共
適
。
」 

客
喜
而
笑
，
洗
盞
更
酌
，
肴
核
既
盡
，
杯
盤
狼
藉
。
相
與
枕
藉
乎
舟
中
，
不
知
東
方
之
既

白
。 

      



 

 
 
 
 

三
、
秋
水                

莊  

子 

秋
水
時
至
，
百
川
灌
河
，
涇
流
之
大
，
兩
涘
渚
崖
之
間
，
不
辯
牛
馬
。
於
是
焉
河
伯
欣
然

自
喜
，
以
天
下
之
美
為
盡
在
己
。
順
流
而
東
行
，
至
於
北
海
，
東
面
而
視
，
不
見
水
端
，
於
是

焉
河
伯
始
旋
其
面
目
，
望
洋
向
若
而
歎
，
曰
：「
野
語
有
之
曰
『
聞
道
百
，
以
為
莫
己
若
』

者
，
我
之
謂
也
。
且
夫
我
嘗
聞
少
仲
尼
之
聞
而
輕
伯
夷
之
義
者
，
始
吾
弗
信
，
今
我
睹
子
之
難

窮
也
，
吾
非
至
於
子
之
門
則
殆
矣
，
吾
長
見
笑
於
大
方
之
家
。
」 

北
海
若
曰
：「
井
蛙
不
可
以
語
於
海
者
，
拘
於
虛
也
；
夏
蟲
不
可
以
語
於
冰
者
，
篤
於
時

也
；
曲
士
不
可
以
語
於
道
者
，
束
於
教
也
。
今
爾
出
於
崖
涘
，
觀
於
大
海
，
乃
知
爾
醜
，
爾
將

可
與
語
大
理
矣
。
天
下
之
水
，
莫
大
於
海
，
萬
川
歸
之
，
不
知
何
時
止
而
不
盈
；
尾
閭
泄
之
，

不
知
何
時
已
而
不
虛
；
春
秋
不
變
，
水
旱
不
知
。
此
其
過
江
河
之
流
，
不
可
為
量
數
。
而
吾
未

嘗
以
此
自
多
者
，
自
以
比
形
於
天
地
而
受
氣
於
陰
陽
，
吾
在
天
地
之
間
，
猶
小
石
小
木
之
在
大

山
也
，
方
存
乎
見
少
，
又
奚
以
自
多
！
計
四
海
之
在
天
地
之
間
也
，
不
似
礨
空
之
在
大
澤
乎
？

計
中
國
之
在
海
內
，
不
似
稊
米
之
在
大
倉
乎
？
號
物
之
數
謂
之
萬
，
人
處
一
焉
；
人
卒
九
州
，

穀
食
之
所
生
，
舟
車
之
所
通
，
人
處
一
焉
。
此
其
比
萬
物
也
，
不
似
豪
末
之
在
於
馬
體
乎
？
五

帝
之
所
連
，
三
王
之
所
爭
，
仁
人
之
所
憂
，
任
士
之
所
勞
，
盡
此
矣
。
伯
夷
辭
之
以
為
名
，
仲

尼
語
之
以
為
博
，
此
其
自
多
也
，
不
似
爾
向
之
自
多
於
水
乎
？
」 

河
伯
曰
：「
世
之
議
者
皆
曰
：『
至
精
無
形
，
至
大
不
可
圍
。
』
是
信
情
乎
？
」
北
海
若

曰
：「
夫
自
細
視
大
者
不
盡
，
自
大
視
細
者
不
明
。
夫
精
，
小
之
微
也
，
垺
，
大
之
殷
也
，
故

異
便
。
此
勢
之
有
也
。
夫
精
粗
者
，
期
於
有
形
者
也
；
無
形
者
，
數
之
所
不
能
分
也
；
不
可
圍

者
，
數
之
所
不
能
窮
也
。
可
以
言
論
者
，
物
之
粗
也
；
可
以
意
致
者
，
物
之
精
也
；
言
之
所
不

能
論
，
意
之
所
不
能
察
致
者
，
不
期
精
粗
焉
。
是
故
大
人
之
行
，
不
出
乎
害
人
，
不
多
仁
恩
；

動
不
為
利
，
不
賤
門
隸
；
貨
財
弗
爭
，
不
多
辭
讓
；
事
焉
不
惜
人
，
不
多
食
乎
力
，
不
賤
貪

污
；
行
殊
乎
俗
，
不
多
辟
異
；
為
在
從
眾
，
不
賤
佞
諂
；
世
之
爵
祿
不
足
以
為
勸
，
戮
恥
不
足

以
為
辱
；
知
是
非
之
不
可
為
分
，
細
大
之
不
可
為
倪
。
聞
曰
：『
道
人
不
聞
，
至
德
不
得
，
大

人
無
己
，
約
分
之
至
也
。
」 

 

  



 

 
 
 
 

四
、
登
泰
山
記                

姚
鼐 

泰
山
之
陽
，
汶
水
西
流
；
其
陰
，
濟
水
東
流
。
陽
谷
皆
入
汶
，
陰
谷
皆
入
濟
。
當
其
南
北

分
者
，
古
長
城
也
。
最
高
日
觀
峰
，
在
長
城
南
十
五
里
。 

余
以
乾
隆
三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，
自
京
師
乘
風
雪
，
歷
齊
河
、
長
清
，
穿
泰
山
西
北
谷
，
越
長
城

之
限
，
至
於
泰
安
。
是
月
乙
未
，
與
知
府
朱
孝
純
子
潁
由
南
麓
登
。
四
十
五
里
，
道
皆
砌
石
為

磴
，
其
級
七
千
有
餘
。
泰
山
正
南
面
有
三
谷
；
中
谷
繞
泰
安
城
下
，
酈
道
元
所
謂
環
水
也
。
余

始
循
以
入
，
道
少
半
，
越
中
嶺
，
復
循
西
谷
，
遂
至
其
巔
。
古
時
登
山
，
循
東
谷
入
，
道
有
天

門
。
東
谷
者
，
古
謂
之
天
門
谿
水
，
余
所
不
至
也
。
今
所
經
中
嶺
，
及
山
巔
崖
限
當
道
者
，
世

皆
謂
之
天
門
云
。
道
中
迷
霧
，
冰
滑
，
磴
幾
不
可
登
，
及
既
上
，
蒼
山
負
雪
，
明
燭
天
南
。
望

晚
日
照
城
郭
，
汶
水
、
徂
徠
如
畫
，
而
半
山
居
霧
若
帶
然
。 

    

戊
申
晦
，
五
鼓
，
與
子
潁
坐
日
觀
亭
，
待
日
出
。
大
風
揚
積
雪
擊
面
。
亭
東
，
自
足
下
皆

雲
漫
，
稍
見
雲
中
白
若
樗
蒱
數
十
立
者
，
山
也
。
極
天
雲
一
線
異
色
，
須
臾
成
五
采
。
日
上
，

正
赤
如
丹
，
下
有
紅
光
，
動
搖
承
之
，
或
曰
：
「
此
東
海
也
。
」
回
視
日
觀
以
西
峰
，
或
得

日
，
或
否
，
絳
皜
駁
色
，
而
皆
若
僂
。 

    

亭
西
有
岱
祠
，
又
有
碧
霞
元
君
祠
。
皇
帝
行
宮
在
碧
霞
元
君
祠
東
。
是
日
，
觀
道
中
石

刻
，
自
唐
顯
慶
以
來
，
其
遠
古
刻
盡
漫
失
；
僻
不
當
道
者
，
皆
不
及
往
。
山
多
石
，
少
土
。
石

蒼
黑
色
，
多
平
方
，
少
圜
。
少
雜
樹
，
多
松
，
生
石
罅
，
皆
平
頂
。
冰
雪
，
無
瀑
水
，
無
鳥
獸

音
跡
。
至
日
觀
數
里
內
無
樹
，
而
雪
與
人
膝
齊
。
桐
城
姚
鼐
記
。 

 

      



 

 
 
 
 

五
、
歸
去
來
兮
辭
并
序                

陶
淵
明 

 
 
 

余
家
貧
，
耕
植
不
足
以
自
給
，
幼
稚
盈
室
，
缾
無
儲
粟
，
生
生
所
資
，
未
見
其
術
。
親
故

多
勸
余
為
長
吏
，
脫
然
有
懷
，
求
之
靡
途
。
會
有
四
方
之
事
，
諸
侯
以
惠
愛
為
德
， 

家
叔
以

余
貧
苦
，
遂
見
用
於
小
邑
。
於
時
風
波
未
靜
，
心
憚
遠
役
，
彭
澤
去
家
百
里
，
公
田
之
利
，
足

以
為
酒
，
故
便
求
之
。
及
少
日
，
眷
然
有
歸
與
之
情
。
何
則
？
質
性
自
然
，
非
矯
厲
所
得
，
飢

凍
雖
切
，
違
己
交
病
。
嘗
從
人
事
，
皆
口
腹
自
役
，
於
是
悵
然
慷
慨
，
深
愧
平
生
之
志
。
猶
望

一
稔
，
當
斂
裳
宵
逝
，
尋
程
氏
妹
喪
于
武
昌
，
情
在
駿
奔
，
自
免
去
職
。
仲
秋
至
冬
，
在
官
八

十
餘
日
。
因
事
順
心
，
命
篇
曰
〈
歸
去
來
兮
〉
，
乙
巳
歲
十
一
月
也
。 

   

歸
去
來
兮
，
田
園
將
蕪
胡
不
歸
？
既
自
以
弖
為
形
役
，
奚
惆
悵
而
獨
悲
？
悟
已
往
之
不

諫
，
知
來
者
之
可
追
，
實
迷
途
其
未
遠
，
覺
今
是
而
昨
非
。  

舟
搖
搖
以
輕
颺
，
風
飄
飄
而
吹
衣
，
問
征
夫
以
前
路
，
恨
晨
光
之
熹
微
。
乃
瞻
衡
宇
，
載
欣
載

奔
。
僮
僕
歡
迎
，
稚
子
候
門
。
三
徑
尌
荒
，
松
菊
猶
存
。
攜
帅
入
室
，
更
酒
盈
罇
。
引
壺
觴
以

自
酌
，
眄
庭
柯
以
怡
顏
。
倚
南
窗
以
寄
傲
，
審
容
膝
之
易
宊
。
園
日
涉
以
成
趣
，
門
雖
設
而
常

關
。
策
扶
老
以
流
憩
，
時
矯
首
而
遐
觀
。
雲
無
弖
以
出
岫
，
鳥
倦
飛
而
知
還
。
景
翳
翳
以
將

入
，
撫
孤
松
而
盤
桓
。  

歸
去
來
兮
，
請
息
交
以
絕
遊
。
世
與
我
而
相
遺
，
復
駕
言
兮
焉
求
？
悅
親
戚
之
情
話
，
樂

琴
書
以
消
憂
。
農
人
告
余
以
春
及
，
將
更
事
乎
西
疇
。
或
命
巴
車
，
或
棹
孤
舟
。
既
窈
窕
以
尋

壑
，
亦
崎
嶇
而
經
丘
。
木
欣
欣
以
向
榮
，
泉
涓
涓
而
始
流
。
羨
萬
物
之
得
時
，
感
吾
生
之
行

休
。 

已
矣
乎 

！
寓
形
宇
內
復
幾
時
？
曷
不
委
弖
任
去
留
。
胡
為
遑
遑
欲
何
之
？
富
貴
非
吾

願
，
帝
鄉
不
可
期
。
懷
良
辰
以
孤
往
，
或
植
杖
而
耘
耔
，
登
東
皋
以
舒
嘯
，
臨
清
流
而
賦
詵
。

聊
乘
化
以
歸
盡
，
樂
夫
天
命
復
奚
疑
？ 

     



 

 
 
 
 

六
、
項
脊
軒
志                

歸
有
光 

項
脊
軒
，
舊
南
閤
子
也
。
室
僅
方
丈
，
可
容
一
人
居
。
百
年
老
屋
，
塵
泥
滲
漉
，
雨
澤
下

注
，
每
移
案
，
顧
視
無
可
置
者
。
又
北
向
，
不
能
得
日
，
日
過
午
已
昏
。
余
稍
為
修
葺
，
使
不

上
漏
。
前
闢
四
窗
，
垣
牆
周
庭
，
以
當
南
日
；
日
影
反
照
，
室
始
洞
然
。
又
雜
植
蘭
、
桂
、

竹
、
木
於
庭
，
舊
時
欄
楯
，
亦
遂
增
勝
。
借
晝
滿
架
，
偃
仰
嘯
歌
，
冥
然
兀
坐
，
萬
籟
有
聲
。

而
庭
階
寂
寂
，
小
鳥
時
來
啄
食
，
人
至
不
去
。
三
五
之
夜
，
明
月
半
牆
，
桂
影
斑
駁
，
風
移
影

動
，
珊
珊
可
愛
。 

然
余
居
於
此
，
多
可
喜
，
亦
多
可
悲
。
先
是
，
庭
中
通
南
北
為
一
，
迨
諸
父
異
爨
，
內
外

多
置
小
門
牆
，
往
往
而
是
。
東
犬
西
吠
，
客
踰
庖
而
宴
，
雞
棲
於
廳
。
庭
中
始
為
籬
，
已
為

牆
，
凡
再
變
矣
。
家
有
老
嫗
，
嘗
居
於
此
。
嫗
，
先
大
母
婢
也
，
乳
二
世
，
先
妣
撫
之
甚
厚
。

室
西
連
於
中
閨
，
先
妣
嘗
一
至
。
嫗
每
謂
余
曰
：「
某
所
，
而
母
立
於
茲
。
」
嫗
又
曰
：「
汝
姊

在
吾
懷
，
呱
呱
而
泣
；
娘
以
指
扣
門
扉
曰
：『
兒
寒
乎
？
欲
食
乎
？
』
吾
從
板
外
相
為
應

答
。
」
語
未
畢
，
余
泣
，
嫗
亦
泣
。 

余
自
束
髮
讀
書
軒
中
，
一
日
，
大
母
過
余
曰
：「
吾
兒
，
久
不
見
若
影
，
何
竟
日
默
默
在

此
，
大
類
女
郎
也
？
」
比
去
，
以
手
闔
門
，
自
語
曰
：「
吾
家
讀
書
久
不
效
，
兒
之
成
，
則
可

待
乎
！
」
頃
之
，
持
一
象
笏
至
，
曰
：「
此
吾
祖
太
常
公
宣
德
間
執
此
以
朝
，
他
日
汝
當
用

之
。
」
瞻
顧
遺
跡
，
如
在
昨
日
，
令
人
長
號
不
自
禁
。 

 
 

軒
東
，
故
嘗
為
廚
，
人
往
，
從
軒
前
過
。
余
扃
牖
而
居
，
久
之
，
能
以
足
音
辨
人
。
軒
凡

四
遭
火
，
得
不
焚
，
殆
有
神
護
者
。 

 
 

項
脊
生
曰
：「
蜀
清
守
丹
穴
，
利
甲
天
下
，
其
後
秦
皇
帝
築
女
懷
清
臺
。
劉
玄
德
與
曹
操

爭
天
下
，
諸
葛
孔
明
起
隴
中
。
方
二
人
之
昧
昧
於
一
隅
也
，
世
何
足
以
知
之
？
余
區
區
處
敗
屋

中
，
方
揚
眉
瞬
目
，
謂
有
奇
景
；
人
知
之
者
，
其
謂
與
埳
井
之
蛙
何
異
？
」 

 
 

余
既
為
此
志
，
後
五
年
，
吾
妻
來
歸
，
時
至
軒
中
，
從
余
問
古
事
，
或
憑
几
學
書
。
吾
妻

歸
寧
，
述
諸
小
妹
語
曰
：「
聞
姊
家
有
閤
子
，
且
何
謂
閤
子
也
？
」
其
後
六
年
，
吾
妻
死
，
室

壞
不
修
。
其
後
二
年
，
余
久
臥
病
無
聊
，
乃
使
人
修
葺
南
閤
子
，
其
制
稍
異
於
前
。
然
自
後
余

多
在
外
，
不
常
居
。 

    

庭
有
枇
杷
樹
，
吾
妻
死
之
年
所
手
植
也
；
今
已
亭
亭
如
蓋
矣
。 

 



 

 
 
 
 

七
、
黃
州
快
哉
亭
記 

 
 

 
 

蘇
轍 

江
出
西
陵
，
始
得
平
地
，
其
流
奔
放
肆
大
。
南
合
沅
、
湘
，
北
合
漢
、
沔
，
其
勢
益
張
。
至

於
赤
壁
之
下
，
波
流
浸
灌
，
與
海
相
若
。
清
河
張
君
夢
得
，
謫
居
齊
安
，
即
其
廬
之
西
南
為
亭
，

以
覽
觀
江
流
之
勝
；
而
余
兄
子
瞻
名
之
曰
「
快
哉
」
。 

蓋
亭
之
所
見
，
南
北
百
里
，
東
西
一
舍
。
濤
瀾
洶
湧
，
風
雲
開
闔
。
晝
則
舟
楫
出
沒
於
其
前
；

夜
則
魚
龍
悲
嘯
於
其
下
。
變
化
倏
忽
，
動
心
駭
目
，
不
可
久
視
。
今
乃
得
翫
之
几
席
之
上
，
舉
目

而
足
。
西
望
武
昌
諸
山
，
岡
陵
起
伏
，
草
木
行
列
。
煙
消
日
出
，
漁
夫
樵
父
之
舍
，
皆
可
指
數
。

此
其
所
以
為
「
快
哉
」
者
也
。
至
於
長
洲
之
濱
，
故
城
之
墟
；
曹
孟
德
、
孫
仲
謀
之
所
睥
睨
，
周

瑜
、
陸
遜
之
所
騁
騖
；
其
流
風
遺
跡
，
亦
足
以
稱
快
世
俗
。 

昔
楚
襄
王
從
宋
玉
、
景
差
於
蘭
臺
之
宮
，
有
風
颯
然
至
者
，
王
披
襟
當
之
，
曰
：
「
快
哉
此

風
！
寡
人
所
與
庶
人
共
者
耶
？
」
宋
玉
曰
：
「
此
獨
大
王
之
雄
風
耳
！
庶
人
安
得
共
之
！
」
玉

之
言
，
蓋
有
諷
焉
！
夫
風
無
雄
雌
之
異
，
而
人
有
遇
不
遇
之
變
。
楚
王
之
所
以
為
樂
，
與
庶
人
之

所
以
為
憂
，
此
則
人
之
變
也
，
而
風
何
與
焉
？ 

士
生
於
世
，
使
其
中
不
自
得
，
將
何
往
而
非
病
？
使
其
中
坦
然
，
不
以
物
傷
性
，
將
何
適
而

非
快
？
今
張
君
不
以
謫
為
患
，
竊
會
計
之
餘
功
，
而
自
放
山
水
之
間
，
此
其
中
宜
有
以
過
人
者
。

將
蓬
戶
甕
牖
，
無
所
不
快
；
而
況
乎
濯
長
江
之
清
流
，
挹
西
山
之
白
雲
，
窮
耳
目
之
勝
以
自
適
也

哉
？
不
然
，
連
山
絕
壑
，
長
林
古
木
，
振
之
以
清
風
，
照
之
以
明
月
，
此
皆
騷
人
思
士
之
所
以
悲

傷
憔
悴
而
不
能
勝
者
，
烏
睹
其
為
快
也
哉
？  

元
豐
六
年
十
一
月
朔
日
趙
郡
蘇
轍
記
。 

  

  

八
、
西
湖
七
月
半 

 
 

 
 

張
岱 

西
湖
七
月
半
，
一
無
可
看
，
止
可
看
看
七
月
半
之
人
。
看
七
月
半
之
人
，
以
五
類
看
之
。



 

 
 
 
 其

一
，
樓
船
簫
鼓
，
峨
冠
盛
筵
，
燈
火
優
傒
，
聲
光
相
亂
，
名
為
看
月
而
實
不
見
月
者
，
看

之
。
其
一
，
亦
船
亦
樓
，
名
娃
閨
秀
，
攜
及
童
孌
，
笑
啼
雜
之
，
環
坐
露
台
，
左
右
盼
望
，
身

在
月
下
而
實
不
看
月
者
，
看
之
。
其
一
，
亦
船
亦
聲
歌
，
名
妓
閑
僧
，
淺
斟
低
唱
，
弱
管
輕

絲
，
竹
肉
相
發
，
亦
在
月
下
，
亦
看
月
，
而
欲
人
看
其
看
月
者
，
看
之
。
其
一
，
不
舟
不
車
，

不
衫
不
幘
，
酒
醉
飯
飽
，
呼
群
三
五
，
躋
入
人
叢
，
昭
慶
、
斷
橋
，
嘄
呼
嘈
雜
，
裝
假
醉
，
唱

無
腔
曲
，
月
亦
看
，
看
月
者
亦
看
，
不
看
月
者
亦
看
，
而
實
無
一
看
者
，
看
之
。
其
一
，
小
船

輕
幌
，
淨
几
暖
爐
，
茶
鐺
旋
煮
，
素
瓷
靜
遞
，
好
友
佳
人
，
邀
月
同
坐
，
或
匿
影
樹
下
，
或
逃

囂
裏
湖
，
看
月
而
人
不
見
其
看
月
之
態
，
亦
不
作
意
看
月
者
，
看
之
。 

杭
人
遊
湖
，
巳
出
酉
歸
，
避
月
如
仇
。
是
夕
好
名
，
逐
隊
爭
出
，
多
犒
門
軍
酒
錢
，
轎
夫

擎
燎
，
列
俟
岸
上
。
一
入
舟
，
速
舟
子
急
放
斷
橋
，
趕
入
勝
會
。
以
故
二
鼓
以
前
，
人
聲
鼓

吹
，
如
沸
如
撼
，
如
魘
如
囈
，
如
聾
如
啞
，
大
船
小
船
一
齊
湊
岸
，
一
無
所
見
，
止
見
篙
擊

篙
，
舟
觸
舟
，
肩
摩
肩
，
面
看
面
而
已
。
少
刻
興
盡
，
官
府
席
散
，
皂
隸
喝
道
去
。
轎
夫
叫
船

上
人
，
怖
以
關
門
，
燈
籠
火
把
如
列
星
，
一
一
簇
擁
而
去
。
岸
上
人
亦
逐
隊
趕
門
，
漸
稀
漸

薄
，
頃
刻
散
盡
矣
。 

吾
輩
始
艤
舟
近
岸
。
斷
橋
石
磴
始
涼
，
席
其
上
，
呼
客
縱
飲
。
此
時
月
如
鏡
新
磨
，
山
復

整
妝
，
湖
復
頮
面
，
向
之
淺
斟
低
唱
者
出
，
匿
影
樹
下
者
亦
出
，
吾
輩
往
通
聲
氣
，
拉
與
同

坐
。
韻
友
來
，
名
妓
至
，
杯
箸
安
，
竹
肉
發
。
月
色
蒼
涼
，
東
方
將
白
，
客
方
散
去
。
吾
輩
縱

舟
，
酣
睡
于
十
里
荷
花
之
中
，
香
氣
拍
人
，
清
夢
甚
愜
。 

   

 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