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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者
杜
威
︿

﹀

年
出
生
於

的
中
產

社
會
階
級
雜
貨
商
家
中
，
是
位
實

用
主
義
的
主
張
者
。
他
不
贊
成
觀

念
完
全
是
一
個
固
定
不
變
的
靜
態

說
法
，
觀
念
本
身
並
不
是
絕
對

的
。
他
把
觀
念
本
身
視
為
一
可
易

的
、
動
態
的
、
具
有
工
具
性
的
指

導
效
能
，
而
使
我
們
更
能
適
應
外

在
的
環
境
。

黃
南
魁
先
生
在
︽
變
化
永
遠

存
在
，
制
度
未
必
好
事
︾
一
文
中

提
出
：
﹁
當
變
化
發
生
時
，
你
是

甚
麼
態
度
？
﹂，
有
人
完
全
拒
絕

接
受
，
只
是
一
昧
的
回
憶
美
好
的

過
去
，
有
的
人
則
是
，
立
刻
啟

程
，
去
尋
找
新
的
出
路
。
不
同
的

態
度
決
定
不
同
的
結
果
，
拒
絕
接

受
的
人
，
最
後
必
定
遭
殃
；
而
立

刻
出
發
尋
找
出
路
的
人
，
過
程
可

能
辛
苦
，
但
是
一
定
可
以
如
願
以

償
。

中
國
古
老
的
巨
作
易
經
，
在

西
方
學
者
的
翻
譯
中
，
也
是
一
部

偉
大
的
變
動
哲
學
。
據
十
五
代
祖

師
王
覺
一
的
著
述
有
如
是
之
啟

◎
何
春
晴

回
顧

師
尊
師
母
傳
道
以

來
，
已
經
七
十
多
年
了
；
而
今
大

道
傳
遍
萬
國
九
州
，
縱
以
﹁
日
不

落
道
﹂
稱
之
亦
不
為
過
。
然
而
，

不
僅
修
道
的
外
在
環
境
因
世
界
潮

流
而
改
變
；
人
之
思
想
觀
念
亦
均

有
大
幅
變
遷
。
我
們
修
學
行
辦
不

能
再
墨
守
成
規
，
當
視
時
地
人
事

一
會
因
緣
，
以
圓
融
天
上
人
間
。

倡
言
變
動
哲
學
理
論
的
西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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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礎雜誌162期

則
晦
、
朔
、
弦
、
望
；
地
月
皆
因

交
而
易
，
故
曰
：
交
易
也
。
﹂

︿
三
易
探
原
﹀

德
性
是
圓
滿
境
界
，
有
了
德

性
，
不
論
在
世
在
凡
，
皆
能
處
事

圓
融
；
即
使
受
苦
受
譭
謗
，
也
能

化
於
平
淡
。
老
師
說
：
﹁
徒
兒
若

想
改
變
命
運
，
為
師
教
你
一
個
最

簡
單
的
方
法
，
就
是
先
將
身
心
端

正
好
。
﹂
而
我
們
面
對
每
一
交
易

時
，
當
以
德
性
︵
如
日
月
之
交
、

合
、
化
︶
自
然
流
露
為
要
；
用
光

明
的
念
頭
︵
正
面
觀
念
︶
實
修
踐

行
、
理
事
圓
融
。

無
論
講
員
、
壇
主
、
辦
事

員
、
任
何
崗
位
的
道
親
，
在
擔
當

每
一
個
角
色
時
，
都
要
能
責
任
負

起
、
盡
忠
職
守
在
每
一
交
易
中
展

現
道
氣
、
將
每
一
交
易
結
果
達
乎

親
和
效
率
、
創
新
的
最
佳
道
務
企

業
化
目
標
。

二
十
一
世
紀
多
樣
化
的
變

遷
，
我
們
正
如
處
在
道
德
經
所
示

﹁
五
色
令
人
目
盲
，
五
音
令
人
耳

聾
，
五
味
令
人
口
爽
，
馳
騁
田
獵

令
人
心
發
狂

﹂
的
迷
塵
中
，

所
以
我
們
不
避
諱
問
題
、
不
拖
延

問
題
。
最
重
要
的
是
，
須
以
般
若

妙
智
來
分
辨
是
非
沉
著
應
事
。

早
期
官
考
時
，
老
前
人
與
其

他
支
線
前
人
為
了
大
前
提
著
想
，

不
得
不
宣
佈
停
止
一
切
道
務
活

動
。
不
過
同
修
們
向
道
的
心
卻
從

不
停
息
，
於
是
諸
如
流
動
中　‵　′　
堂
、

泡
茶
論
道
、
家
庭
拜
訪

等
等
活

動
應
運
而
生
。
大
道
的
傳
承
在
上

天
慈
光
下
，
不
但
沒
有
因
此
消
聲

匿
跡
，
反
而
更
加
茁
壯
。
﹁
變
革

理
論
﹂
啟
示
的
﹁
困
難
中
的
堅

持
，
會
變
成
不
困
難
。
﹂，
正
是

我
們
道
親
，
在
困
境
中
所
展
現
的

毅
力
，
也
是
佛
規
十
五
條
中
﹁
活

潑
應
用
﹂
的
最
佳
寫
照
。

英
文
的

原
意
為
壁
龕
、

活
動
範
圍
、
適
當
地
方
，
直
接
音

譯
為
﹁
利
基
﹂，
也
就
是
最
有
利

的
位
置
。
易
經
中
的
第
六
十
四
卦

學院專欄

示
：

上
古
傳
道
之
書
，
首
寄
於

﹁
易
﹂。
達
﹁
不
易
﹂
之
易
，
則
範

圍
造
化
，
謂
之
聖
域
；
達
﹁
變
易
﹂

之
易
，
則
明
於
造
化
，
謂
之
賢

關
。
聖
域
無
為
，
是
為
天
德
；
賢

關
有
為
，
是
為
王
道
。
若
只
知

﹁
交
易
﹂
之
易
，
則
知
顯
而
不
知

微
，
知
有
象
而
不
知
無
象
者
，
未

足
以
言
道
也
。

交
易
若
人
之
形
質
，
陰
陽
交

則
易
也
。
變
易
若
人
之
氣
稟
，
自

少
而
壯
，
自
壯
而
老
，
自
然
而

變
也
。
不
易
若
人
之
元
神
，
形
有

生
死
，
氣
有
變
遷
；
而
神
則

無
生
死
，
無
變
遷
，
出
舍
入
舍
，

不
增
不
減
，
故
曰
不
易
。

︿
三
易
探
原
﹀

王
祖
師
又
說
﹁
日
月
交
則
為

易
，
合
則
為
明
，
化
而
為
丹
。
﹂

︿
談
真
錄
﹀
。
﹁
地
因
天
交
，
則

發
、
長
、
收
、
藏
；
月
與
日
交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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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、
道
場
倫
理
等
更
應
嚴
守
。

﹁
愿
不
能
了
，
難
把
鄉
還
﹂，

老
師
的
慈
語
以
及
得
道
之
初
的
十

條
大
愿
，
言
猶
在
耳
；
我
們
也
體

悟
到
﹁
我
們
原
來
是
佛
，
所
以
一

定
能
成
佛
。
﹂。
既
然
是
佛
，
當

然
佛
言
不
虛
。
勿
忘
遵
守
愿
行
：

開
荒
播
種
、
緊
跟
金
線
。

老
前
人
曾
啟
示
我
們
﹁
時
代

已
經
有
很
大
之
改
變
；
昔
時
在
大

陸
上
的
傳
道
方
式
，
很
多
現
在
都

不
適
合
了
。
﹂。
所
以
在
學
修
行

辦
之
路
上
，
我
們
當
試
著
以
王
祖

師
︽
理
數
合
解
︾
中
啟
示
的
﹁
交

易
、
變
易
、
不
易
﹂
精
神
面
對
聖

凡
兼
辦
的
人
生
。

後
記
：
忠
恕
學
院
高
級
部
的

學
修
，
乃
後
學
初
次
涉
獵
﹁
易

學
﹂
；
若
有
偏
頗
之
處
，
敬
祈

上
天
慈
悲
、
前
賢
指
正
，
感
恩
慈

悲
。

2 0 0 2年6月

﹁
未
濟
卦
﹂，
卦
象
離
︵
火
︶
上
、

坎
︵
水
︶
下
。
依
象
傳
之
釋
為

﹁
火
在
水
上
，
未
濟
，
君
子
以
慎

辨
物
居
方
。
﹂
也
就
是
要
將
東
西

擺
對
地
方
，
才
能
發
揮
主
要
之
功

能
。
而
為
人
君
子
更
應
懂
得
將
自

己
安
頓
在
是
處
︵
最
適
當
的
地

方
︶
，
以
安
身
立
命
、
彰
顯
生

命
。

諸
天
仙
佛
慈
悲
，
各
地
搭
幫

助
道
、
批
訓
顯
化
，
為
的
是
擔
心

末
後
的
眾
生
迷
戀
紅
塵
不
知
回

返
，
即
使
有
幸
得
道
，
踏
上
修
行

的
旅
程
，
仍
然
在
業
力
牽
纏
、
魔

力
考
驗
中
走
偏
了
路
。
所
以
能
將

自
己
安
頓
在
對
的

上
不
僅

找
到
了
棲
身
處
，
同
時
也
找
到
了

﹁
利
基
﹂。

科
技
時
代
為
迎
接
日
新
月
異

的
新
知
，
我
們
不
得
不
時
時
刻
刻

充
實
自
我
、
參
研
道
學
、
突
破
習

慣
領
域
︵

︶
來

跟
上
腳
步
。
﹁
提
得
起
就
是
我
們

的
，
跨
出
去
就
有
希
望
。
﹂
，
是

激
勵
的
格
言
，
不
過
切
勿
急
燥
壞

事
，
當
循
序
漸
進
。

易　
經　
的　
第　
一　
卦　
是　
﹁　
乾　
卦　
﹂　，　

而
乾
象
理
則
即
﹁
元
亨
利
貞
﹂
；

至
於
﹁
體
仁
、
嘉
會
、
利
物
、
貞

固
﹂
則
為
其
四
美
德
。

﹁
元
亨
利
貞
﹂
當
有
其
奧
意
之

處
，
謹
扼
要
引
其
意
為
：
﹁
本

質
、
通
達
、
適
宜
、
經
常
﹂
；
也

就
是
照
顧
好
自
己
的
元
神
︵
元

氣
︶，
就
能
夠
通
達
無
礙
，
再
加

去
除
雜
質
，
自
能
鍛
鍊
成
材
，
經

常
永
固
。
若
以
學
修
道
的
說
法
，

即
時
時
緊
守
真
我
︵
不
離
真

道
︶、
參
班
學
修
明
理
悟
道
、
懺

悔
自
省
、
堅
志
愿
行
，
自
能
安
身

立
命
｜
不
易
修
道
之
本
份
。

﹁
隱
微
的
心
念
不
易
察
覺
，
累

世
的
業
障
不
易
斬
斷
，
其
始
甚

微
，
其
終
至
於
不
可
救
。
最
怕
一

念
偏
差
，
終
至
墜
落
，
讓
上
蒼
為

我
們
扼
腕
浩
歎
。
﹂
前
賢
的
心
語

當
為
我
們
戒
惕
，
而
道
中
之
規

範
，
諸
如
：
三
清
四
正
、
暫
定
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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