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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中
庸
︾
云
：
﹁
道
也
者
，
不
可
須
臾
離
也
，
可
離
非
道
也
。
﹂
猶
如
魚
不
可
離
水
，

人
不
可
離
道
一
般
。
魚
是
從
小
變
大
魚
，
鯤
魚
之
大
，
其
實
是
在
比
喻
轉
變
氣
質
，
人
之

氣
質
，
是
在
改
變
自
我
的
貪
、
嗔
、
痴
，
多
行
功
立
德
、
修
身
養
性
，
則
本
性
充
其
大
，

德
行
高
深
。

鵬
鳥
飛
在
高
空
，
鵬
程
萬
里
，
自
在
逍
遙
，
如
道
深
不
可
測
，
人
若
非
承
受
明
師
指

點
豈
可
知
止
。
︽
詩
︾
云
：
﹁
緡
蠻
黃
鳥
，
止
於
丘
隅
。
﹂
子
曰
：
﹁
於
止
，
知
其
所

止
，
可
以
人
而
不
如
鳥
乎
？
﹂︽
清
靜
經
︾
云
：
﹁
雖
名
得
道
，
實
無
所
得
。
﹂
須
由
性
理

︵
體
︶
心
法
上
︵
用
︶
培
養
出
來
，
否
則
無
法
可
得
。

得
則
德
也
，
有
德
如
水
︵
道
︶，
有
水
才
能
養
魚
成
鯤
︵
理
︶，
鯤
魚
轉
化
為
鵬
。
猶
如

︽
大
學
︾
中
的
﹁
定
靜
安
慮
得
﹂
五
步
功
夫
中
成
長
，
即
可
改
變
氣
質
，
去
濁
存
清
，
了
脫

苦
海
，
由
此
岸
直
達
彼
岸
。

◎
潘
真
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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莊
子
將
鵬
鳥
喻
成
本
性
，
鵬
背
之
大
，
述
說
人
所
作
所
為
之
事
，
不
可
悖
理
；
鵬
鳥

之
背
向
天
，
喻
人
不
可
反
馳
道
而
行
。
人
得
一
為
大
，
大
得
一
為
天
；
出
頭
天
，
頂
天
立

地
，
為
事
順
理
順
天
，
逆
理
則
逆
天
。
鵬
鳥
之
大
不
知
其
幾
千
里
，
要
飛
多
遠
才
能
到
達

目
的
地
，
那
在
修
行
而
言
要
有
多
大
的
德
行
才
能
達
道
。
有
德
可
參
天
化
育
，
有
德
則
可

飛
、
怒
飛
︵
成
道
︶，
與
白
雲
一
般
在
真
空
妙
有
之
間
逍
遙
。
佛
曰
：
﹁
明
心
可
了
千
年

業
，
見
性
可
通
萬
卷
書
。
﹂

鵬
鳥
在
海
面
上
飛
︵
喻
苦
海
︶，
由
此
岸
到
彼
岸
︵
即
南
冥
︶，
南
方
丙
丁
火
，
本
性

屬
南
方
，
南
者
天
池
︵
理
天
聖
域
︶，
冥
深
不
可
測
。
先
天
果
位
後
天
定
，
內
聖
外
王
，
福

慧
雙
修
，
脫
穎
而
出
，
如
︽
金
剛
經
︾
所
言
：
﹁
應
如
是
住
，
如
是
降
伏
其
心
。
﹂，
又
似

六
祖
的
﹁
惟
求
作
佛
，
不
求
餘
物
。
﹂

鵬
鳥
搏
扶
搖
直
上
九
萬
里
，
上
高
空
旋
轉
，
是
提
醒
修
行
者
，
不
可
好
高
騖
遠
，
修

煉
是
一
點
一
滴
累
積
而
成
的
。
前
者
言
：
描
述
從
宇
宙
間
要
回
歸
至
先
天
必
歷
經
八
千
里

路
，
遠
高
之
際
眺
望
無
邊
；
後
者
言
：
九
萬
里
，
喻
天
之
蒼
蒼
廣
大
，
雨
水
也
由
汪
洋
大

海
而
來
，
真
是
道
法
自
然
。

道
是
無
所
不
至
，
無
所
不
為
，
夫
水
之
積
也
︵
積
功
累
德
︶，
不
厚
則
無
法
負
大
舟
，

不
行
功
立
德
，
將
辜
負
九
玄
七
祖
，
怎
能
超
玄
拔
祖
呢
？
如
水
淺
而
舟
大
難
行
也
，
風
之

積
也
不
厚
；
如
風
小
推
舟
不
行
也
︵
也
是
德
不
夠
要
強
︶，
待
天
時
、
地
利
、
人
和
，
莫
要

辜
負
，
才
能
登
堂
入
室
。

水
有
源
，
木
有
本
，
﹁
天
不
識
時
日
月
墮
落
，
地
不
識
時
萬
物
枯
乾
，
人
不
識
時
難
超

生
死
。
﹂
言
萬
物
合
乎
中
道
。
︽
菜
根
譚
︾
：
﹁
性
定
菜
根
香
，
心
安
茅
屋
穩
。
﹂、
﹁
心

鏡
如
月
池
浸
色
，
空
而
不
著
則
物
我
兩
忘
。
﹂
大
道
寶
貴
，
天
時
緊
迫
，
能
看
破
、
識

破
、
突
破
，
是
何
等
逍
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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