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

道
。
不
易
而
易
，
易
而
不
易
，
此
乃
道
之
玄
也
、
妙
也
。 

 

歲
次
丙
辰
年
春
（
公
元
一
九
七
六
年
四
月
）
，
受
吾
師
天
啟
道
盧
太
玄
（
家

炳
）
宗
師
之
命
設
心
齋
，
以
方
便
同
門
道
眾
參
拜 

至
大
至
尊
，
免
遠
赴
新
界

屏
山
大
道
村
春
雨
草
堂
之
苦
。 

 

遺
憾
者
，
有
昔
日
同
門
居
心
叵
測
、
謠
言
四
播
，
進
言
吾
師
，
拒
心
齋
於

道
外
，
亦
拒
於
教
外
。
時
，
如
被
棄
初
嬰
、
如
大
海
孤
帆
，
進
退
為
艱
。
事
既

如
斯
，
夫
復
何
言
，
時
也
命
也
。 

 

既
已
受
命
，
唯
一
堅
持
信
念
、
堅
守
信
心
、
忍
辱
負
重
、
披
荊
斬
棘
、
排

除
萬
難
、
默
默
耕
耘
。
謹
以
至
誠
，
大
公
無
私
，
行
天
之
道
，
致
力
宣
揚 

至

大
至
尊
、
宣
傳
至
道
，
此
志
弗
移
。
中
庸
云
：
「
誠
者
，
天
之
道
也
」
。 

 

心
齋
棄
宗
教
之
名
，
為
神
之
旨
、
為
神
之
望
。
夫
道
者
：
「
自
然
之
謂
也
」
。

至
大
至
尊
聖
典
大
道
章
云
：
「
大
道
之
道
，
清
靜
自
然
，
無
意
無
志
，
無
形
無

色
，
無
恩
無
為
」
。
又
云
：
「
宗
原
不
二
，
機
變
萬
端
，
名
相
不
齊
，
大
道
唯

一
」
。 

 

有
謂
余
忘
其
本
，
背
師
棄
宗
，
觀
乎
今
日
心
齋
，
承
吾
師
之
宗
，
傳
吾
師

之
理
。
夫
教
者
，
教
化
也
。
中
庸
云
：
「
自
誠
明
、
謂
之
性
；
自
明
誠
、
謂
之

教
。
誠
則
明
矣
，
明
則
誠
矣
」
。 

 

吾
雖
不
敏
，
諳
因
果
之
理
。
至
大
至
尊
聖
典
真
言
章
之
因
果
篇
云
：
「
有

因
有
果
，
有
果
有
因
，
善
因
善
果
，
惡
果
惡
因
，
因
因
果
果
，
至
理
至
均
，
賞

善
罰
惡
，
天
道
無
親
」
。
驚
天
所
譴
，
誠
惶
誠
恐
，
承
先
啟
後
，
繼
往
開
來
，

續
延
聖
命
，
三
省
吾
身
，
領
心
齋
以
無
為
，
導
同
門
以
正
道
。 

撫
今
追
昔
，
時
諫
同
門
，
以
匡
不
逮
，
繫
記
心
齋
，
鞠
躬
盡
瘁
，
無
愧
於

我
，
無
愧
於
師
，
無
愧
於
神
。 

  

  
  

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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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○
○
二
年 

  

  
 



 

陰
符
經
云
：
「
人
心
為
危
」。
又
云
：「
人
心
機
也
」。
先
秦
儒
家
思
想
亦
認

為
世
風
日
下
，
人
心
不
蠱
，
故
儒
家
主
張
以
修
身
為
本
，
大
學
云
：「
古
之
欲
明

明
德
於
天
下
者
，
先
治
其
國
；
欲
治
其
國
者
，
先
齊
其
家
；
欲
齊
其
家
者
，
先

修
其
身
；
欲
修
其
身
者
，
先
正
其
心
；
欲
正
其
心
者
，
先
誠
其
意
；
欲
誠
其
意

者
，
先
致
其
知
，
致
知
在
格
物
」。
又
云
：「
物
格
而
後
知
至
，
知
至
而
後
意
誠
，

意
誠
而
後
心
正
，
心
正
而
後
身
修
，
身
修
而
後
家
齊
，
家
齊
而
後
國
治
，
國
治

而
後
天
下
平
」。
續
云
：
「
自
天
子
以
至
於
庶
人
，
一
是
皆
以
修
身
為
本
，
其
本

亂
，
而
末
始
者
否
矣
，
其
所
厚
者
薄
，
而
其
所
薄
者
厚
，
未
之
有
也
」。 

 

世
人
多
昧
，
貪
求
名
利
而
生
煩
惱
，
憂
苦
身
心
，
流
浪
生
死
，
常
沉
苦
海
，

皆
因
慾
盛
之
故
也
。
須
知
臨
命
於
終
，
一
無
所
有
，
唯
一
可
帶
者
，
業
力
是
也
。

善
業
生
善
果
，
惡
業
生
惡
果
。
是
故
最
上
乘
者
為
習
道
，
知
來
知
去
，
了
生
脫

死
，
以
天
之
道
，
行
天
之
命
。
中
庸
云
：「
天
命
之
謂
性
，
率
性
之
謂
道
，
修
道

之
謂
教
，
道
也
者
，
不
可
須
臾
離
也
，
可
離
非
道
也
」。
唯
聞
道
易
，
知
道
難
；

知
道
易
，
行
道
難
；
行
道
易
，
守
道
難
；
守
道
易
，
得
道
難
。
雖
然
如
斯
，
亦

不
應
因
噎
廢
食
。
孔
子
云
：「
朝
聞
道
，
夕
死
可
矣
」。 

 

至
大
至
尊
，
萬
神
之
神
，
萬
物
之
宗
，
生
天
生
地
，
應
廣
為
宣
傳
，
造
福

世
人
而
有
心
齋
之
設
，
以
利
物
濟
人
，
度
己
度
人
，
宣
揚
至
道
為
宗
旨
，
惜
廿

多
年
來
，
未
逮
設
齋
之
旨
，
究
其
因
有
為
神
服
務
之
同
門
忘
其
本
，
誤
無
為
之

理
，
自
以
為
是
，
夫
復
何
言
。 

至
大
至
尊
聖
典
中 

至
大
至
尊
真
言
之
因
果

篇
云
：「
有
因
有
果
，
有
果
有
因
，
善
因
善
果
，
惡
果
惡
因
，
因
因
果
果
，
至
理

至
均
，
賞
善
罰
惡
，
天
道
無
親
，
現
之
今
世
，
報
之
來
生
，
隨
緣
變
化
，
果
不

離
因
，
行
惡
未
罰
，
毋
起
妄
念
，
行
善
未
賞
，
勿
生
怨
心
，
人
律
有
疏
，
天
網

無
失
」。 

 

立
齋
之
初
，
自
蔡
一
玄
同
門
而
林
漢
苗
同
門
，
皆
未
能
行
其
位
素
其
位
，

丙
寅
年
秋
（
公
元
一
九
八
六
年
），
繼
之
蘇
忠
良
同
門
，
此
風
尤
有
甚
者
，
屢
勸

  
  

再
有
機 

 

  

二
○
○
二
年 

不
果
，
有
見
及
此
，
恐
遭
天
譴
，
興
改
革
之
心
，
未
獲 

至
大
至
尊
示
准
，
耿

耿
於
懷
，
常
繫
於
心
。
及
至
癸
酉
年
（
公
元
一
九
九
三
年
），
獲 

至
大
至
尊
示

意
，
其
結
語
：「
無
望
生
機
再
有
機
」，
個
中
玄
機
似
改
革
有
望
，
惟
未
知
何
時
，

靜
待
機
緣
。
轉
瞬
五
年
，
戊
寅
年
（
公
元
一
九
九
八
年
）
蒙 

至
大
至
尊
示
准

改
革
，
無
望
現
生
機
，
並
命
黃
孝
裕
同
門
協
助
，
以
為
水
到
渠
成
，
惜
有
為
神

服
務
之
同
門
誤 

至
大
至
尊
啟
示
為
吾
意
而
陽
奉
陰
違
，
依
然
故
我
，
分
化
同

門
。
幾
經
艱
苦
，
雖
有
改
善
，
惟
離
目
標
尚
遠
。
後
有
同
門
有
感
於
此
，
冀
凝

聚
一
心
，
化
戾
氣
為
祥
和
，
辦
好
心
齋
，
告
願
於
神
，
故
是
年
十
月
有
禱
告
之

舉
，
可
惜
有
資
深
為
神
服
務
之
同
門
避
席
，
影
響
至
大
，
惟
有
忍
辱
負
重
，
靜

觀
其
變
。
後
至
庚
辰
年
冬
（
二
○
○
○
年
十
二
月
），
有
為
神
服
務
之
同
門
奉 

至

大
至
尊
之
命
離
職
，
時
，
適
逢
黃
孝
明
同
門
賦
閒
，
知
人
手
不
足
，
自
願
暫
時

返
會
服
務
，
迄
今
已
一
年
有
餘
矣
。 

 

黃
孝
明
同
門
以
無
私
、
正
心
，
堅
守
宗
旨
，
為
神
服
務
。
推
動
會
務
，
漸

入
正
途
，
發
展
在
望
，
是
可
喜
也
。
冀
堅
守
信
念
，
蕭
規
曹
隨
，
為
傳
至
道
，

努
力
不
懈
，
此
志
弗
移
。 

 

「
無
望
生
機
再
有
機
」
一
語
，
玄
機
玄
妙
，
奧
秘
莫
測
。
回
望
過
去
，
應

分
無
望
、
生
機
及
再
有
機
三
期
。
無
望
期
虛
渡
二
十
有
二
年
；
生
機
期
過
渡
亦

兩
年
有
餘
，
計
歷
二
十
有
四
春
秋
矣
。
再
有
機
重
現
，
始
於
孝
明
歸
，
是
耶
非

耶
，
日
後
可
為
之
證
。 

 

今
後
堅
持
宗
旨
、
堅
定
信
心
、
排
除
萬
難
、
去
蕪
存
菁
、
繼
往
開
來
、
貞

誠
所
至
、
金
石
為
開
，
為
世
人
福
祉
、
為
發
展
心
齋
、
為
宣
揚 

至
大
至
尊
鞠

躬
盡
瘁
，
死
而
後
矣
。 

 

  
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