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靜
嘉
堂
文
庫
所
藏
十
萬
卷
樓
舊
藏

「史
記
疏
證
」
寫
本
六

十
卷
,
今
簡
稱
靜
嘉
堂
本
。
北
京
圖
書
館
所
藏
海
寧
蒋
氏
舊
藏

「
史
記
疏
證
」
清
抄
本
六
十
卷
,
今
簡
稱
北
圖
本
。
由
兩
本
所
録

基
本
相
同
,
即
偶
有
缺
行
之
筌
白
行
數
亦
同
,
可
知
兩
本
原
録

自
同

一
本
。

由
於
北
圖
本
藏
善
本
室
,
只
能
閲
其
縮
微
膠
卷
,
今
以
寫
眞

複

印
之
靜
嘉
堂
本
爲
主
本
,
校
以
北
圖
本
之
縮
微
本
,
以
見
兩

本
之
主
要
異
同
,
故
祗
爲
初
校
。

由
於
兩
本
皆
無
頁
碼
,
故
此
校
按
卷
第
先
後
,
先
引
録
靜
嘉

堂
本
原
書
所
摘

「
史
記
」
文
句
作
爲
各
條
之
條
目
者
(本
書
眉
批

稱
之
爲
正
文
),
接
着
録
各
條
下
之
疏
證
文
(眉
批
稱
之
爲
疏
),

然
後
將
條
目
及
疏
證
文
中
兩
本
岐
異
之
處
,
依
次
校
之
。
兩
本

相
同
而
皆
訛
之
字
不
及
校
。

卷
首

(兩
本
皆
無
此
二
字
,以
其
在
卷
第

一
前
,故
増

此
稱
。
)

劉

起

釘

水

澤

利

忠

題
記
(原
本
亦
無
此
二
字
,
今
増
。
)

北
圖
本
扉
頁
有
題
記
,
爲
靜
嘉
堂
本
所
無
。
其
文
如
下
..

攷
仁
和
邵
位
西
先
生
懿
辰
所
著

「簡
明
目
録
」
有

「漢
書

疏
證
」
二
十
四
卷
,
云
國
朝
沈
欽
韓
著
。
此
書
既
與

「漢
書

疏
證
」
連
續
合
抄
,
且
行
欸
體
例
亦
復
相
同
,
當
亦
欽
韓
作

也
。
二
書
舊
不
題
名
,
因
於
檢
書
之
餘
表

而
出
之
。
(此
處
鈴

「光
緒
甲
申
海
篝
蒋
光
婿
命
子
望
曾
檢
書
記
」
陰
文
篆
體
朱
文

方
印
。
)

由
此
可
知
靜
嘉
堂
文
庫
之

「漢
籍
目
録
」
著
録

「史
記
疏
證
」

爲
沈
欽
韓
撰
實
沿
自
海
富
蒋
氏
之
説
,
前
此
固
未
提
明
撰
人
名

氏
。

敍
例

靜
嘉
堂
本
首
頁
録
「敍
例
」,
爲
北
圖
本
所
無
。
按
所
録
係
顏
師

古

「漢
書
敍
例
」
而
又
不
全
,
ロ
ハ録
其
後
孚

「注
釋
名
氏
」,
然

又
缺
郵
展
以
下
。
其
所
録
如
下
..

敍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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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
古
日
..
諸
家
注
釋
雖
見
名
氏
,
至
於
爵
里
,
頗
或
難
知
,

傳
無
所
存
,
具
列
如
左

.

荀
悗
,
字
仲
豫
穎
川
人
,
後
漢
祕
書
監
輾
郭
髏
旒
L「灘
計
唆

宋
邨
日
..
景
砧
間
余
靖
校
本
注
末
有

「後
人
取
悗
所
著
書

入
於
注
本
」
十

一
字
。

服
虔
,
字
子
愼
,
榮
陽
人
,
後
漢
筒
書
侍
郎
,
高
卒
令
。
九

江
太
守

翩
塩
鱒
疋
緻
齪

廳
劭
,
字
仲
瑳

蕚

鰰
継
汝
南
南
頓
人
,
後
漢
蕭
令
,
御
使
營

令
,
泰
山
太
守
。

伏
儼
,,
字
景
宏
,
琅
邪
人
。

劉
徳
,
北
海
人
。

鄭
氏
,
晉
灼

コ
音
義
序
L
云
不
知
其
名
。
而
臣
遊

「集
解
」

輙
云
鄭
徳
。
既
無
所
據
,
今
依
晉
灼
,
但
稱
鄭
氏
耳
。

宋
祁
日
..
景
祐
余
校
本
云
,
鄭
氏
舊
傳
晉
灼
集
注
云
..
北

海
人
。
不
知
其
名
。

而
臣
遊
以
爲
鄭
徳
,
今
書
但
稱
鄭
氏
。

李
斐
,
不
詳
所
出
郡
縣
。

李
奇
,
南
陽
人
。

下
缺
郵
展
、
文
穎
、
張
揖
、
蘇
林
、
張
晏
、
如
淳
、
孟
康
、
項

昭
、
韋
昭
、
晉
灼
、
劉
寶
、
臣
遊
、
郭
璞
、
蔡
謨
、
崔
浩
十
五

人
。
在
武
英
殿
本

「漢
書
」
中
占
三
十
七
行
,
此
兩
抄
本
皆
毎

牛

頁

十

行

,

知

此

處

約

脱

去

四

個

牛

頁

。

正
義

謚

法

解

靜

嘉

堂

本

載

「
謚

法

解

」
,

存

「
史

詮

日

周

書

諌

諍

作

謀

慮

」

起

,
脱

其

前

兩

個

孚

頁

共

二

十

行

,
北

圖

本

不

脱

,
其

文
如

下

。.

正
義

謚

法

解

雫

易

不

砦

日
簡

,

「
史

詮
」

日

..
「
周

書

」

砦

作

疵

。

愛

民

長

弟

日
恭

。

「
史

詮
」

日

..
「
周

書

」

愛

作

安

。

揚

善

賦

簡

日
聖

。

「
史

詮

」

日

..
「
周

書

」

揚

作

稱

。

執

禮

御

寰

日
恭

。

「
史

詮

」

日

..
「
周

書

」

御

作

敬

。

尊

費

譲

盖
口
日
恭

。

「
史

詮

」

日
..
「
周

書

」

賢

作

徳

大

慮

靜

民

日
定

「
史

詮

」

日
..

一
本

靜

民

作

慈

仁

純

徳

不

爽

日

定

「
史

詮

」

日
..
「
周

書

」

爽

作

二

賜

民

爵

位

日

文

「
史

詮

」

日
..
「
周

書

」

賜
作

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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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心
畏
忌
日
僖

「
史
詮
」
日
..

}
本
僖
作
釐

諌
諍
不
威
日
徳

下
接
與
靜
嘉
堂
本
同
有
之

「
史
詮
日
周
書
諌
諍
作
謀
慮
」
。
按
,

「
謚
法
解
」
始
見
於
「
逸
周
書
」
(郎

「
史
詮
」
所
稱

「周
書
」
),
計

解

謚
法

一
九
七
條
,
篇
末
載
訓
釋
謚
法
字
義
之
文
四
十
六
句
。

「
史
記
正
義
」
所
録

「謚
法
解
」
只
有

一
九
四
條
,
比

「
逸
周
書
」

有

増
有
損
.,
其
篇
末
訓
釋
字
義
則
基
本
同
,
惟
文
字
亦
有
些
出

入
。
本
書
靜
嘉
堂
與
北
圖
兩
本
所
録
合
計
僅
五
十
三
條

(可
能
以

爲

須
疏
證
者
)
,
篇
末
訓
釋
文
句
自

「除
惡
爲
政
」
以
下
僅
十
入

句
,
文
字
亦
有
出
入
,
已
由
各
條
下

「史
詮
」
予
以
校
訂
。

卷
第

噛

三
皇
本
紀

蛇
身
人
首

故
曹
植
贊
女
蝸
云

北
圖
本

「曹
」
訛
作

「曾
」
。

初
都
陳
後
居
曲
阜

躑
元
云
..
今
故
城

工

北
圖
本

「丘
」
作

「北
」,
與

「水
經

・
泗
水
注
」
合
。

昔
大
庭
阪

北
圖
本

「大
」
訛
作

「
一
」。

神
農
本
起
烈
山

劉
元
已
非
之

北
圖
本

「元
」
作

「
玄
」。

未
避
清
諱
。

神
農
納
奔
水
氏
之
語
日
聽
詼
爲
妃

北

圖
本

「詼
」
訛
作

「
設
」

立
各

=
禺
入
千
歳

此
時
數
歴
未
著
鳥
從
紀
之

北
圖
本
「之
」
下
有
「哉
」

字

出
谷
口三

皇
垂
祗
車
出
谷

口

北
圖
本

「垂
」
作

「
乘
」,

是
。

昊
英
氏事

不
同
而
皆
王

北
圖
本

「皆
」

訛
作

「階
」。

朱
襄
氏羣

陰
関
遏

北
圖
本

「関
遏
」
作

「悶
曷
」。

令
士
逹
作
五
絃
之
瑟

北
圖
本

「
士
」
訛
作

「壬
」
。

故
春

秋
緝

稱

自
開

闢
至

於
獲

麟

北
圖

本

「緝
」
作

「緯
」
,
是
。卷

第

二

五
帝
本
紀

五
帝
本
紀
第

一

歐
陽
修

.
念
禹
攝
政

北
圖
本

「念
」
作

「命
」,

是
。

胡

宏
..
蓋

以

足

爲

五

帝

也

北

圖

本

「足
」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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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是

」
,

是

。

「
習

學

記

言

」
..
断

自

堯

舜

北

圖

本

「
堯

」

訛

作

「
克

」
。

「
路

史

發

揮

」
..
頴

罍

者

北

圖

本

無

「
頴

」
字

,

「
馨

」

作

「
學

」
,

是

。

又

..
故

首

而

宗

之

至

于

羲

炎

北

圖

本

「宗

」

訛

作

「
宇

」
,

「
羲

」

訛

作

「義

」
。

仁

和

呉

廷

革

日

北

圖

本

「
革

」

作

「
華

」
,

是

。

名

日

軒

轅

河

圖

握

推

云

北

圖

本

「
「
推

」

作

「
拒

」
。

兩

本

皆

誤

,

緯

書

只

有

「
河

圖

握

矩

」
。

謂

之

元

軒

受

氣

於

元

軒

名

軒

而

字

元

北

圖

本

三

「
元
」

字

皆

作

「
玄

」
。

按

,

作

「
元

」

者

,

避

清
康

熈

帝

玄

樺

諱

。

北

圖

本

係

録

「
路

史

」

原

文

,

故

未

避

。

其

一
日

元

囂

北

圖

本

「
元

」
作

「
玄

」
,

用

「
史

記

」
原

文

。

疏

證

引

「
路

史

發

揮

」
有

十

三

處

「
元

囂

」
,

北

圖

本

亦

皆

作

「
玄

囂

」
,

用

「
路

史

」
原

文

,

與

先

秦

古

籍

同

。

又

引

「
呉

廷

華

日

」

有

五

處

「
元

囂

」
,

北

圖

本

同

樣

避

作

「
元

囂

」
。
蓋

呉

廷

華

爲

清

康

熈

時

人

,
其

文

已

避

,
北

圖

本

沼

用

之

。

臭
廷
華
、
五
蓮
爲
纖
緯
家
傅
會

北
圖
本

「纖
」
作

「
讖
」
,
是
。

葬
橋
山「元

和
郡
懸
志

」..
橋
山
在
眞
寧
縣
東

北
圖
本
「在
」

訛
作

「直
」
。

「路
史
後
紀

」
..
南
陵
故
莽
白
上
陵
山

北
圖
本
「
白
」

作

「日
」,
是
。

「日
下
舊
聞
」
..
人
多
疑
流
傳
之
誤

北
圖
本

「
誤
」

訛
作

「
設
」。

呉
廷
華
,
此
紀
亦
非
信
史
矣

北
圖
本

「史
」
訛
作

「之
」
。

黄
帚
之
孫
而
昌
意
之
子
也

取
蜀
山
氏
日
樞

北
圖
本

「
日
」

訛
作

「
田
」
。

帝
馨
高
辛
者

雙
行
小
注
..
高
堂

北
郊
表
日

北
圖
本

「堂
」
下

室
格
作

「隆
」
,
是
。

帯
堯
者堯

舜
名
是
古
未
嘗
以
爲
諡

北
圖
本
「堯
」
下
有
「而
」

字
。

日
昧
谷今

「尚
書
」
云
宅
西
日
昧
谷

北
圖
本

「昧
」
訛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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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時
」。

放

驩
兜
於
崇
山

有
地
名
兜

讙
未
必
兜
地

有
驩
兜
墓

神
異
經
言
驩
兜

北
圖
本
此
四

「兜
」
字
皆
作

「晁
」
。

凡
二
十
入
年
而
崩

「
墨
子
」..
堯
北
教
乎

入
狄

北

圖
本

「八
」
訛
作

「
入
」。

「
水
經
注
」
..
括
柏
數
枝

北
圖
本

「枝
」
作

「株
」。

「金
石
録
」
..
與
章
帝
紀
所
載
正
同

北
圖
本

「章
」

訛
作

「帝
」。

「
路
史
發
揮
」
引
高
誘
注
..
成
陽
山
下
有
穀
林

北
圖

本

「
林
」
下
有

「
是
」
字
。

舜
耕
歴
山

「援

神

契
」
云

舜

生

姚

墟

北

圖

本

「墟
」
作

「墟
」。

山
北
有
小
阜
屬
他

目
之
姚
墟

北
圖

本

「他
」
作

「地
」
,
是
。

今
長
沙
縣
有
偽
水

北
圖
本

「偽
」
訛
作

「爲
」
。

漁
雷
澤晉

取
元
武
漫
澤

北
圖
本

「
元
」
作

「玄
」
,
此
仍
據

「路
史
」
原
文
不
避
。

乃
流
四
凶
族

崇
伯
績
在
太
原

北
圖
本

「
績
」
作

「續
」
。

崩
於
蒼
梧
之
野

「方
輿
勝
覽
」
..
虞
勝

葬
零
陵

北
圖
本

「勝
」
作

「舜
」
,
是
。

「路
史
發
揮
」..
釋
負
而
付
禹

北
圖
本

「
付
」
訛
作

「附
」
。

又
..
上
虞
采
西
城
邑
池
陽

北

圖
本

「
池
」
訛
作

「也
」
。

又
..
故
得
爲
湘
之
神

北
圖
本

「
湘
」
訛
作

「相
」
。

卷
第
三

夏

本

紀

禹
之
父
日
鯀

舜

去
帝

七

世

而
禹

友

四

世

北

圖

本

「友
」
作

「反
」
,
是
ゆ

陸
行
乘
車

而
志
言
山
即
枸

北
圖
本

「枸
」
作

「桐
」
,
與
此
處

下
文

「欅
與
桐
同
」
之

「楊
」
相
合
。

而
標
則
軼
之
制
爾

北
圖
本

「軼
」
作

「
軼
」
,
與
下

文
有

「
軼
」
字
相
合
。

軼
状
如
長
林
穿
程

北
圖
本

「
林
」
作

「牀
」
,
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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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程
」
作

「
程
」
疑
非
。

帝
不
降
崩

惟
不
隆
實
有
聖
徳

北
圖
本

「隆
」
作

「
降
」。

戡
尋
氏
形
氏
襃
氏

褒
國
故
城
爲
褒
水
所
滾

北
圖
本

「滾
」
作

「壞
」
,

是
。

繪
氏

故
鄂
城
筥
滅
之

北
圖
本

「筥
」
作

「
菖
」,
是
。

卷
第
四

殷

本

紀

殷
本
紀
第
三

自
正
至
霸

北
圖
本

「
正
」
作

「王
」
,
是
。

抑
嘗
考
之
何
亶
甲
崩

北
圖
本

「何
」
作

「
河
」
,

是
。

見
玄
鳥
墮
其
卵

以
玄
鳥
至
而
生
鳥

北
圖
本

「生
鳥
」
作

「生
焉
」
,

是
。

作
湯
征更

遷
載
湯
征
之
辭

北
圖
本

「更
」
作

「
史
」,
是
。

桀
犇
於
鳴
條

被
尚
能
起
九
夷
之
師

北
圖
本

「被
」
作

「彼
」
,

是
。

伊
尹
作
伊
訓
作
肆
命

「尚
書
孔
傳
」
日
肆
命
陳
天
命
以
我
太
甲

正

北
圖
本

「我
」
作

「戒
」
,
「
正
」
作
「
亡
」,
是
。

巫
咸
治
王
家
有
成
作
威
艾

伊
陟
贊
於
巫
咸
作
咸
人
四
篇

北
圖
本

「人
」
作

「
乂
」
,
是
。

作
高
宗
形
日
及
訓

北
圖
本
「形
」
作

「
形
」,
是
。
與
「尚

書
」
篇
名
合
。

此
之
謂
存
亡
継
紀
之
圭

北
圖
本

「
紀
」
作

「絶
」
,

是
。

於
是
周
武
王
爲
天
子

因
易
歸
妹
文
辭
日

北
圖
本

「
文
」
作

「爻
」
,
是
。

君
因

一
帝
乙
邃
欲
合
有
商
二
十
餘
圭

北
圖
本
「君
」

作

「若
」
,
是
。

契
爲
子
姓

云
時
來
莢
葢
倶
非

北
圖
本

「葢
」
作

「蕪
」
,
是
。

卷
第
五

周

本

紀

周
本
紀
第
四

或
日
上
占
人
多
壽
考

北
圖
本

「占
」
作

「
古
」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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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。

乃
二
人
亡
如
荊
蠻

裸
以
爲
餔
詳
日

北
圖
本

「詳
」
作

「註
」,
是
。

西
伯
乃
獻
洛
西
之
地

此
言
庶
子
近
之

北
圖
本

「
子
」
作

「乎
」
,
是
。

逾
與
倶
讓
而
去

虞
人
與
茵
人
質
具
成

北
圖
本

「
具
」
作

「其
」
,

是
。

後

七
年
而
崩

明
年
收
耆
國

北
圖
本

「收
」
作

「
敗
」,
是
。

雍
録
..
其
主
渭
北
者
則
漢
劉
白

北
圖
本

「白
」
作

「
向
」,
是
。

臣
遊
引
沒
郡
古
文

北
圖
本

「沒
」
作

「
汲
」,
是
。

爲
文
王
木
圭
載
以
車

柴
于
上
帚
所
于
杜

北
圖
本

「杜
」
作

「瓧
」
,
是
。

始
周
與
秦
國
合
而
別

云
五
百
舉
其
火
數

北
圖
本

「
火
」
作

「大
」
,
是
。

使
者
已
行
矣

疏
證
文
第

一
行

「徐
孚
遠
日
…
…
之
言
而
不
」
之
後
,
靜

嘉
堂
本
缺
兩
個
牛
頁
共
二
十
行
,
北
圖
本
不
缺
,
其
文
如

下
..

可
正
代
因
言
宜
與
周
高
都
也
。
索
隱
日
..
已
止
也
。

非
是
。

必
東
合
於
齊

史
詮
日
..
洞
本
必
上
有
則
字
。

還
其
行

徐
孚
遠
日
.,
按
戰
國
策
作
留
其
行
。
注
..
留
,
不
進

也
。

此
還
字
恐
是
遲
字
之
誤
。
宋
本
作

還
。

周

君

王
赧

卒
騏
蠏
到
鴃
甎
畑
罐
驅
栖
凋
賦
舩
ガ
鱇
醐
驅
鯡
飽
ポ
滌
劃
晒

時
武
公
與
王
赧
皆

卒
,
故
蓮
言
也
。

史
詮
日
..
周
君
史
失
其
名
諡
,
西
周
武
公
與
東
周
惠

公
兄
弟
也
,
惠
公
卒
于
顯
王
九
年
計
武
公
之
卒
當
在

顯
王
之
世
,
不
甚
相
遠
豈
有
壽
歴

二
百
餘
歳
至
赧
王

末
年
而
卒
乎
,
必
不
然
矣
。
呉
子
玉
日
..
周
君
王
赧
,

師
周
王
赧
也
,
君
字
羨
文
,
明

一
統
志
赧
王
冢
在
隴

州
西
北
三
十
里
。

後
七
歳
秦
莊
襄
王
滅
東
西
周

史
詮
日
..
西
字
衍
,
洞
本
無
西
字
。

周
既
不
祀
諌
驪
湘
鍵
湘
鯰
蟠
細
嗤

王
鑿
日
..
此
下
當
有
缺
文
,
不
應
如
索
隱
注
。
金
牲

日
..
按
始
皇
本
紀
後

一
段
云
,
東
周
與
諸
侯
謀
下
帥

(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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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
兩
本
皆
有
之

「秦
莊
襄
王
使
相
國
不
韋
誅
之
」
。

卷
第
六

秦

本

紀

女

華

生

大

費

索
隱
日
…
…
亦
謬
誤
耳

北

圖

本

「
耳
」
作

「爾
」
,
與

「史
記
」
同
。

「路
史
發
揮
」
..
伯
翳
之
後
,
卒
生

討
之

北
圖
本

「生
」
作

「王
」
,
是
,
與

「史
記
陳
杞
世
家
」
合
。

金
履
祥
..
故
其
前
後
謬
快
也

北
圖
本

「
俣
」
作

「誤
」
。

字
同
,
爲
常
用
者
。

卒

王
封
襄
公
爲
諸
侯
賜
之
岐
以
西
之
地

靜
嘉
堂
本
脱
此
處
疏
證
文
第

一
行
,
北
圖
本
不
脱
,
其
文

如
下
..

「毛
詩
秦
風
疏
」
日
..

「本
紀
」
云
..
賜
襄
公
岐
以
西
之

地
。

以
爲
秦
繆
公
夫
人
滕
于
秦

在
此
條
疏
證
文
之
後
,
北
圖
本
多

「臣
誠
私
利
祿
爵
」

一

條
及
其
疏
證
文

「
邵
泰
衢
日
」

一
大
段
。
靜
嘉
堂
本
原
脱
,

其
後
又
由
抄
者
以
小
字
補
録
在
下

一
頁
眉
端
。

請
以
五
殺
羊
皮
贖
之

對
日
長
飮
食
以
時

北
圖
本

「長
」
作

「臣
」
,
是
。

初
繆
公
亡
善
馬
岐
下

此
條
疏
證
文

「説
苑
日
」

一
段
之
後
,
北
圖
本
尚
有

「邵

泰
衢
日
」

一
大
段
。
靜
嘉
堂
本
原
脱
,

後
由
抄
者
以
小
字

補
録
在
下
兩
頁
眉
端
。

周
天
子
聞
之
日
晉
我
同
姓
爲
請
晉

北

圖
本

「請
晉
」
下

有

「君
」
字
與

「史
記
」
合
。

靈
公
六
年
晉
城
小
梁
秦
撃
之

北
圖
本

「小
」
作

「
少
」,

是
,
與

「
史
記
」
合
。

卷
第
七

秦
始
皇
本
紀

禪
梁
父
刻
所
立
石

政
五
年
秋
復
宿
嶽
上

北
圖
本

「
政
」
下
有

「和
」

字
,
是
。

摶
心
揖
志

與
愽
不
同
,
愽
昔
卜

北
圖
本

「
卜
」
訛
作

「1
」
。

於
是
立
石
東
海
上

觀
秦
門
之
將
將
是
也

北
圖
本

「
是
」
作

「者
」
。

爲
吾
遺
漓
池
君

澄
漓
有
天
子
辟
池

北
圖
本

「澄
」
訛
作

「濫
」

不
轂
於
此

按
轂
當
作
狛

北
圖
本

「猜
」
作

「
桷
」。

善
哉
乎
賈
生
推
言
之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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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後
人
紊
乱
之
也

北
圖
本

「乱
」
作

「亂
」
,
是
。

按

「乱
」
爲
隸
古
定

「
始
」
字
。

卷
第
八

項
羽
本
紀

蕭
何
亦
發
關
中
老
弱
東
傅
悉
詣
榮
陽

在
此
條
疏
證
文
之
後
,
下
條
疏
證
文
之
前
,
靜
嘉
堂
本
缺

下
條
條
目
,
即
所
引
録

「史
記
」
正
文
之
句
,
北
圖
本
有

之
,
文
爲

.

「與
漢
戰
榮
陽
南
京
索
間
」

卷
第
九

高
組
本
紀

高

租
本
紀
第
入

此
處
疏
證
文
,
靜
嘉
堂
本
缺
其
首
段
引
「習
學
記
言
」語
..

北
圖
本
有
之
,
如
下
..

「習
學
記
言
」
日
..
逋
高
祀
神
恠
相
術
太
煩
而
妄
,
豈
以

起
閭
巷
爲
天
子
,
必
當
有
異
耶
,
契
、
稷
、
仲
衍
皆
上

古
,
事
不
可
考
,
闕
之
而
已
。
班
彪
逾
謂
體
貎
多
奇
異
,

語
尤
陋
矣
。
書
日
..
「愼
微
五
曲
ハ、
五
典
克
從
,
納
于

百
揆
,
百
揆
時
敍
。
」
詩
日
..
「惠
於
宗
公
,
神
罔
時
怨
,

神
罔
時
恫
」
。
若
捨
其
徳
而
以
異
震
愚
俗
,
則
民
之
受
患

者
衆
矣
,
惜
乎
遷
筆
之
未
精
也
。

下
室

一
格
接

「辨
惑
日
」。

字
季

字
禾
字
天
下
服

北
圖
本
下

「
字
」
作

「
子
」。

母
日
劉
媼

三
史
王
氏
醉
入
高
組
廟

北
圖
本

「史
」
作

「更
」,

「氏
」
作

「生
」,
是
。

常
從
王
媼
武
負
貰
酒
索
隱
日
鄒
誕
生

北
圖
本
脱

「生
ト
字
。

卷
第
十

呂
后
本
紀

至
孝
武
本
紀

品
后
本
紀
第
九

此
條
疏
證
文
之
後
,
北
圖
本
多

「詔
賜
躑
侯
父
追
諡
爲
令

武
侯
」

一
條
及
其
疏
證
文

「史
詮
日
」

一
段
,
靜
嘉
堂
本

原
脱
。
其
後
又
由
抄
者
以
小
字
補
録
在
此
條
後
的
書
眉
上
。

惟
其
末
又
比
北
圖
本
多

「徐
廣
日
追
諡
日
悼
武
王
」
九
字
。

丞
相
乃
如
辟
彊
計

北
圖
本

「
乃
」
作

「迺
」
,
字
同
。

取
美
人
之
子
名
之

此
條
及
其
疏
證
文
,
北
圖
本
列
在

「封

呂
婆
爲
臨
光
侯

…
…
」
條
之
後
。

大
后
女
弟
呂
婆

此
條
與
下

一
條

「呂
后
祓
還
遏
靱
道
見
物
如
蒼
犬
據
高
后

掖
」
並
其
疏
證
文
,
北
圖
本
皆
列
在

「封

張
敖
前
姫
兩
子
」

(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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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之
前
。

據

「史
記
呂
后
本
紀
」
,
右
三
條
北
圖
本
順
序
是
。

民
或
祝
詛
上

詔
令
若
此
者
勿
聽
治
注
注
並
非

北
圖
本

「注
注
」

祗

一

「注
」
字
,
是
。

中
尉
周
舍
爲
衞
將
軍
郎
中
令
張
武
爲
車
騎
將
軍

周
舍
張
武
此
二
將
軍
之
京

師

北
圖
本

「之
」
作

「屯
」
,
是
。

卷
第
十

一

三
代
世
表
、
十

二
諸
侯
年
表

三
代
世
表
第

一

柯
維
騏
日
..
帝
系
亦
不
足
憑
也

北
圖
本

「系
」
作

「繋
」
,
用
本
字
。
「憑
」
作

「據
」,
義
同
。

孔
子
因
史
文
次
春
秋

蓋
其
詳
哉

北
圖
本

「其
」
訛
作

「具
」。

有
書
明
書
魄
書
朏
者

北
圖
本

「魄
」
訛
作

「魏
」
。

高
圉
生
亞
圉

竹
書
祗

一
十
入
年

北
圖
本

コ

L
作

「乙
」
,
是
。

至
今
在
漢
西
南
五
千
里

故

其

精

靈
則

井

絡

垂

耀

北

圖

本

「井
」
訛
作

「升
」
。

魯

桓
公
三
年

文
公
元
年
二
月
癸
亥
朔

北
圖
本
脱

「朔
」
字
。

楚

靈
王
七
年
就
章
華
臺
内
亡
人
寶
之

爲
章
華
之
臺
内
亡
人
以
寶
之

北
圖
本
此
二
「寶
之
」

皆
作

「實
之
」,
是
。

宋

惠
公
三
十
二
年
薨

北
圖
本

「二
」
作

「
一
」,
是
,

與

「史
記
」
原
文
合
。

戴
公
十
入
年
生
魯
桓
公
母

愚
按
世
家
戴
公
生
女
爲
魯
惠
公
夫
人
生
魯
桓
公
十
入
年
戴

公
卒

北
圖
本
此
三
處

「戴
公
」
皆
訛
作

「武
公
」。

依

「史
記
」
原
表
,
作

「戴
公
」
是
。

陳

弟
他
殺
太
子
免
代
立

北
圖
本

「代
」
訛
作

「
伐
」。

燕

甼
公
六
年
公
如
晉

疑
是
鄭
定
十
二
年
事

北
圖
本
此
句
下
有

「
誤
移
下

一
格
」
五
字
。

卷
第
十
二

六
國
年
表

亠ハ
國
な+
表
第
一二

史
日
魏
表
附
晉
衞

北
圖
本

「史
」
作

「又
」,
是
。

秦

二
十
九
年
晉
大
夫
智
伯
寛

北
圖
本
脱

「夫
」
字
,

存
室
格
。

(lo)

-223一



靜嘉堂與北京圖書館所藏兩 「史記疏證」清抄本初校記

靈

公
七
年
與
魏
戰
少
梁

出
師
在
六
年
而
戰
在
七
年

北
圖
本

「七
年
」
下
有

「也
」
字
。

五
十
二
年
取
西
周
王

傳
寫
之
誤
也

北
圖
本

「誤
」
作

「
訛
」。

韓

哀
侯
六
年
韓
嚴
殺
其
君

而
愛
嚴
逾
二
人

北
圖
本

「愛
」
訛
作

「受
」。

趙

烈
侯
好
昔
欲
賜
歌
者
田
徐
越
侍
以
仁
義
乃
止

北
圖

本

「
止
」
訛
作

「
正
」。

十
五
年
卒
原
君
卒

罕
原
君
列
傳
云

北
圖
本
此

「卒
」
字
訛
作

「十
」
。

卷
第
十
三

秦
楚
之
際
月
表
、
漢
興
以
來
諸
侯
年
表

月
表
、
漢
五
年
分
臨
湘
爲
長
沙
國

北
圖
本

「臨
湘
」
訛

作

「臨
沙
」。

年
表
、
地
上
不
過
百
里

上
言
日
百
里

北
圖
本

「日
」
訛
作

「
四
」。

休
邪
臣
計
謀
爲
淫
亂

此

「休
」
字
及
疏
證
文
中
十
八

「休
」
字
,
北
圖
本
皆
作

「伏
」
。

卷
第
十
四

高
祀
功
臣
侯
者
年
表

甼
陽

征
和
二
年
侯
宗
坐
太
子
死
國
除

漢
表
云
…
…
髭
爲
城
旦

北
圖
本

「
髭
」
作

「完
」
,

與

「漢
書
高
惠
高
后
文
功
臣
表
」
(簡
稱

「漢
表
」)
合
。

隆
慮

中
元
元
年
侯
逋
有
罪
國
除

漢
表
云
..
髭
爲
城
旦

北
圖
本

「
髭
」
作

「完
」
,
與

「漢
表
」
合
。

故
市

北
圖
本

「故
市
」
訛
作

「敬
市
」
。

北
卒

與
高
高
胡
厭
次
二
侯
相
從
也
今
本
乱
其
次
矣

北
圖

本

「高
高
」
作

「高
」
一
字
,
是
。
「
乱
」
爲
隸
古
定

「始
」

字
,
北
圖
本
糾
正
爲

「亂
」
,
是
。

赤
泉

無
害
罪
絶

漢
表
云
..
坐
詐
紿
人
減
六
百
免

北
圖
本

「紿
し
訛

作

「給
」
。

呉
房

去
疾
有
罪
國
除

漢
表
云
..
彰
爲
司
冦

北
圖
本

「
彫
。」
作

「耐
」
,
與

「漢
表
」
合
。

卷
第
十
五

惠
景
間
侯
者
年
表

(1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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樊

侯
辟
方
有
罪
國
除

漢
表

云
..
坐
摶
揄
髭
爲
城
旦

北
圖
本

「
髭
」
作

「完
」
,
與

「漢
表
」
合
。

管

練
驪
細
谿
點
闡

北
圖
本

「今
」
訛
作

「合
」
。

瓜
丘

漢
表
作
氏
丘
在
王
子

北
圖
本

「氏
」
訛
作

「瓜
」
。

襄

成

侯
澤
之
坐
詐
病
不
從
不
敬
國
除

漢
表
云
形
爲
隸
臣

北
圖
本

「彫
」
作

「耐
」
,
與

「漢

表
」
合
。

山
陽

侯
當
居

漢
表
云
..
髟几
爲
城
旦

北
圖
本

「
髭
」
作

「完
」
,
與

「漢
表
」
合
。

易

侯
僕
黥

史
詮
日
。、
漢
表
名
僕
黜

北
圖
本

「黥
」
「黜
」
皆
作

「點
」
。卷

第
十
六

建
元
以
來
侯
者
年
表

雫

津

侯
慶
坐
爲
山
陽
太
守
有
罪
國
除

漢
表
云
詔
徴
鈍
野
令
史
成
不
遣
髭
爲
城
旦

北
圖
本

「遣
」
訛
作

「遺
」。
「髭
」
作

「完
」
,
與

「漢
表
」
合
。

成
安

侯
延
年
有
罪
國
徐

漢

表
..
入

穀

贖

髭

爲

城

旦

北

圖

本

「
髭
」
作

「完
」
,
與

「漢
表
」
合
。

卒
州

侯
吶

漢
表
作
侯
王
吶

北
圖
本

「作
侯

王
吶
」
四
字
作

「吶

王
」
二
字
。

潦
陳
江
徳
以
圉
廐
嗇
夫

北
圖
本

「陳
」
作

「陽
」,
是
,

與

「漢
表
」
合
。

安
六十
楊
耐敞
一兀
鳳
釁
ハ
年

史

詮
日
漢
表

子
忠
嗣

北
圖

本

「漢
表
」
作

「漢

傳
」
。
按

「漢
書
楊
敵
傳
」
有

「
子
忠
嗣
」
之
文
,
「漢
表
」

祇
言

「子
忠
」
。
則
作

「
漢
傳
」
是
。

卒
丘

侯
二
千
戸

漢
表
云
千
二
百
三
十
三
戸

北
圖
本

「
三
十
三
戸
」

作

「五
十
三
戸
」,
與

「漢
表
」
合
。

昌
水

邑

一
千
三
百
戸

北
圖
本

「
一
」
作

「二
」。
按
「漢

表
」
作

「
二
千
七
百
戸
」
,
コ

L
顯
誤
。

樂
卒

許
翁

孫
以

罕
恩

侯
許

廣
漢

少

弟
故

爲
侯

封

二
千

戸

北
圖
本
脱

「戸
」
字
。

樂
陵

封
二
千
五
百
戸

北
圖
本

「
二
」
作

「三
」
。
按

「漢

表
」
作

「二
千
三
百
戸
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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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第
十
七

建
元
以
來
王
子
侯
者
、
漢
興
以
來
將
相

名
臣
二
表

龍
丘

江
都
易
王
子

漢
表
作
蕾
川
懿
王

北
圖
本

「懿
王
」
下
有

「子
」

字
,
與

「漢
表
」
合
。

房
光

侯
殷
有
罪
國
除

漢
表
云
坐
貨
子
錢

北
圖
本

「貨
」
作

「貸
」,
與
「漢

表
」
合
。

成
罕

侯
禮
有
罪
國
除

漢
表
云
坐
恐
羯
取
鷄
…
…
髭
爲
城
旦

北
圖
本
「髭
」

作

「完
」
,
與

「漢
表
」
合
。

五
據

侯
劉
腫
丘

漢
表
名
曜
丘

北
圖
本

「曜
」
作

「
曜
」
,
與

「漢
表
」

合
。

卒

侯
有
罪
國
除

漢
表
云
坐
知
人
盗
官

母
馬

北
圖
本

「人
」
訛
作

「入
」
。

簡

侯
劉
意

北
圖
本

「簡
」
作

「藺
」
,
盥
ハ
「史
記
表
」

「
漢
表
」
均
合
。

愽
陽

侯
終
吉

漢
表
吉
作
古

北
圖
本

「表
」
訛
作

「
本
」。

東
罕

呉
慶
坐
與
姉
妹
姦

北
圖
本

「
呉
」
作

「侯
」
,
與

「史
記
」
原
表
合
。

桑

北
圖
本

「桑
」
下
有

「丘
」
字
,

與

「史
記
」
原
表

合
。

舂
陵

元
狩
三
年
能
渠
嗣

北
圖
本

「能
」
作

「熊
」
,
與

「漢
表
」

合
。

都
梁

今
侯
係

漢
表
名
侯
旨
同

北
圖
本

「侯
」
作

「襖
」,
與

「漢

表
」
合
。
「旨
」
作

コ
音
L
,
是
。

祀
茲

侯
劉
延

右
建
元
以
來
王
子
侯
凡

一
百
六
十
二

人

北
圖
本

「右
」
訛
作

「石
」。

漢
興
以
來
將
相
名
臣
年
表
第
十

以
大
事
爲
上

北
圖
本

「
上
」
作

「主
」
。

帝
奉
玉
巵
爲
太
上
皇
壽

北
圖
本

「
玉
」
訛
作

「王
」。

後
元
二
年
上
官
桀
爲
大
將
軍

桀
爲
左
將
軍
非
大
將
軍

北
圖
本
此
全
句
下
有
「也
」

字
。

元
光

五
年
十
月
族
灌
大
夫

北
圖
本

「大
夫
」
作

「夫

家
」,
是
,
與

「史
記
」
原
表
合
。

(1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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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第
十
八

禮
書
樂
書

禮
書
第

一

「習
學
記
言
」末
句
..
何
其
雜
於
道
而
易
於
言
乎

北

圖
本

「其
」
訛
作

「且
ハ」。

垂
之
於
後
云

發
其
篇
端
心
後
所
闕

北
圖
本

「心
」
作

「以
」
是
。

側
載
臭
苣

荀
子
作
睾
苣

北
圖
本

「
睾
+匝
」
作

「
睾
藍
」,
是
,

與

「
苟
子
禮
論
」
合
。

驟
中
韶
灌

苟
子
驟
作
超

北
圖
本

「超
」
作

「趨
」
,
是
,
與
「苟

子
禮
論
」
合
。

郊
疇
乎
天
子

荀
子
疇
作
止

北
圖
本

「
止
」
訛
作

「
上
」。
「荀
子

禮
論
」
原
作

「郊
止
乎
天
子
」
。

有
特
牲
而
食
者

苟
禮
論
作
特
手
而
食
者

北
圖
本

「特
」
作

「持
」
,

與

「荀
子
」
原
文
合
。

歩
驟
馳
騁
廣
鶩

苟
子
論
廣
鶩
作
属
鶩

北
圖
本

「
子
」
作

「禮
」
是
。

雖
退
正
樂
以
誘
世

郎
所
謂
雅
頌
得
所

北
圖
本

「謂
」
訛
作

「
以
」。

則
是
物
至
而
人
化
物
也

北
圖
本
「也
」
下
有
雙
行
小
注
..

「鄭
玄
日
隨
物
變
化
」
。
係
據

「
史
記
樂
書

・
集
解
」
所
引
。

胎
生
者
不
殯
鄭
玄
日
匈
奴
日
殯

北
圖
本

「匈
奴
」
作

「肉

敢
」。
此
處
疏
證
引

「禮
記

・
注
」
日

「内
敗
日
殯
」
。
知

「匈
奴
」
、
「肉
敢
」
皆
傳
寫
之
訛
。

卷
第
十
九

律

書

故
日
望
敵
知
吉
凶

此
五
行
之
行

北
圖
本
作

「此
五
行
之
符
」。

見
火
光
者
徴

北
圖
本

「徴
」
下
有

「
也
」
字
。

律
音
逋
乎
兵
法

北
圖
本

「兵
」
作

コ
音
L。

十
二
月
律
中
大
呂

詳
土
日

北
圖
本

「
土
」
作

「注
」
,
疑
是
。

甲
者
言
萬
物
剖
符
甲
而
出
也

釋
名
日
甲
孚
也
萬
物
解
字
甲
而
生
也

北
圖
本

「字

甲
」
作

「孚
甲
」。
據

「釋
名
」
,
作

「孚
甲
」
是
。

已
者
言
陽
氣
之
已
盡
也

釋
名
日
已
已
也

北
圖
本

「
已
已
」
作

「巳
已
」
,
是

與

「釋
名
」
原
文
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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弧
者
言
萬
物
之
呉
落

且
就
死
焉
得
柔

北
圖
本

「
柔
」
下
有

「
耳
」
字
。

未
者
言
萬
物
皆
成

釋
名
日
未
昧
也

北
圖
本

「
昧
」
訛
作

「昨
」
。

北
至
於
留
艨
驪
湘
鰡
髀
馴
馳

北
圖
本

「
モ
傳
」
作

「毛
傳
」

是
。

九
九
入
十

一
以
爲
宮

毛
奇
齢

「
經
問
」
之
末
..
世
不
乏
李
元
刋
之
徙

北

圖
本

「
刊
」
作

「利
」
。

術
日
…
…
以
上
生
者
四
其
實
三
其
生

北
圖
本
「三
其
生
」

作

「三
其
法
」
,
與

「
史
記
」
合
。

卷
第

二
十

歴

書

而
閏
餘
乖
次
孟
陬
殄
滅

皆
採
國
語
而
稍
刪
省

北
圖
本

「省
」
訛
作

「者
」
。

堯
復
逐
重
黎
之
後
…
則
陰
陽
調
徴
雨
節

北
圖
本

「徴
」

作

「
風
」,
與

「史
記
」
合
。

昔
者
黄
帚
合
而
不
死

黄
帚
嘗
總
會

星
辰
次
舍
歩
位

北
圖
本

「次
」
作

「坎
」,
「歩
」
作

「部
」
。

十

一
月
甲
子
朔
旦
冬
至

江
永
日
..
當
時
話
御
史
書

北
圖
本

「話
」
作

「
詔
」

是
。

月
名
畢
聚

然
索
隱
乃
作
溏
公

北
圖
本

「溏
」
作

「
僖
」
,

是
。

日
得
甲
子

若
才
足
六
十
日

北
圖
本

「才
」
作

「纔
」。

小

注
..
此

入

百

六

十

七

分

北

圖

本

「六
」
作

「
二
」
。

又
..
而
於
閏
後

一
年
正
加
此
零
分

北
圖
本

「正
」

作

「止
」
。

歴
術
甲
子
篇

非
郵
平
洛
下
閏
之
太
和
歴
也

北
圖
本
「閏
」
作
「闇
」,

是
。

祀
犂
大
荒
落
四
年

正
和
元
配
・

北
圖
本

「正
」
作

「征
」
,
是
。

太
初
歴
法
舉
例

而
史
遷
所
著
書
十
餘
年
來

北
圖
本

「十
」
作

「千
」
,

是
。

而
餘
年
可
類
推
矣

北
圖
本
無

「矣
」
字
。

太
初

元
年
歳
名
馬
逢

甲
攝

提
格
寅

北
圖
本

「馬
」
作

「焉
」
,
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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踊
月
又
三
百
五
十
四
日
三
百
四
十
八

小
注
..
却
注
在
乙
卯
年
下
令
大
難
曉

北
圖
本
「大
」

作

「入
」
。

卷
第

二
十

一

天

官

書

若
見
若
不
日
陰
徳
或
日
天

一

非
史
記
所
指
之
陰
徳
也

北
圖
本
此
句
下
有
「須
辨
」

二
字
。

在
斗
魁
中
貴
人
之
牢

以
天
大
字
近
而
爲
也

北
圖
本

「爲
」
作

「譌
」
,

舞

帚
小
星
御
者
後
宮
屬

北
圖
本

「帝
」
作

「旁
」,
是
,
與

「
史
記
」
原
文
合
。

輿
鬼
神
祠
事
中
白
者
爲
質

因
名
而
著
占
也

北
圖
本

「占
」
訛
作

「
古
」。

七
星
頸
爲
員
官
主
急
事

員
官
明
是
員
宮
之
訛

北
圖
本

「員
宮
」
又
訛
爲

「員

官
」
。

翼
爲
羽
翩
主
遠
客

大
畧
與
太
史
公
同

北
圖
本
此
句
下
有

「云
」
字
。

其
旁
有

一
小
星
日
長
口

北
圖
本

「長
口
」
作

「長
沙
」
,

與

「史
記
」
原
文
合
。

氣
來
卑
而
循
車
逋
者

此
條
及
其
疏
證
文

「史
詮
日
漢
志
通
作
道
」
之
後
,
靜
嘉

堂
本
尚
有
七
條
十
入
行
,
師

「青
白
其
前
低
者
」
條
至

「趙

尹
皐
」
條
,
爲
北
圖
本
所
缺
。
後
乃
知
北
圖
本
將
此
七
條

列
在
下

一
卷

「
封
禪
書
」
、
「詩
云
紂
在
位
」
條
之
後
。
按

此
諸
條
皆
係

「
史
記
天
官
書
」
内

「凡
望
雲
氣
」
及

「凡

候
歳
美
惡
」
兩
大
段
中
文
句
,
惟
最
後

一
條
在
該
篇

「太

史
公
日
」
中
,
應
在
此
卷
,
移
至
下
卷
,
是
北
圖
本
失
誤
。

卷
第
二
十
二

封

禪

書

伊
陟
贊
巫
咸

尚
書
咸
乂
日
篇

,

北
圖
本

「
乂
」
訛
作

「
人
」
。
「日
」

作

「四
」
,
是
。

詩
云
紂
在
位

在
此
條
疏
證
文
之
後
,
北
圖
本
誤
將
上
卷

「天
官
書
」
中

「青
白
其
前
低
者
」
至

「
趙
尹
皐
」
七
條
十
八
行
移
録
在

此
,
成
爲
二
十
行
。
上
卷
校
記
已
指
出
其
誤
。

成
山
斗
入
海

匈
奴
有
斗
入
漢
地
直
張
掖
郡

北
圖
本

「郡
」
下
有

「
矣
」
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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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
母
忌將

別
有
謂
道
徳
經
耶

北
圖
本

「有
」
下
有

「所
」

字
,
是
。

羨
門
子
高
蕀
鰓
甎
暇

北
圖
本
無

「
帝
」
字

高
誓
鮮
特
見
者

北
圖
本

「鮮
」
誤
作

「觧
」。

於
湖
有
周
天
子
祠

陳
子
龍
秦
滅
周

北
圖
本

「龍
」
下
有

「日
」
字
,
是
。

是
時
李
少
君

少
君
疾
用
叩
頭

北
圖
本

「用
」
作

「困
」
。

上
言
臣
能
凝
傾
成
白
銀

北
圖
本

「傾
」
作

「
瀕
」。

師
安
期
投
臣
口
訣

北
圖
本

「投
」
作

「授
」
,
是
。

獲

一
角
獸
若
麟
然

其
語
舒
綏
含
急

北
圖
本

「急
」
作

三
忌
L
。
當
是
。

曼
記
於
此

北
圖
本

「
曼
」
作

「漫
」,
是
。

自
古
諸
神
祠
皆
聚
焉

北
圖
本

「焉
」
作

「
云
」
。

擢
大
舉
而
祠
若
光
輝
然

北
圖
本

「擢
」
作

「權
」
。

與
通
天
臺
名
見
有
光
云

北
圖
本

「名
」
作

「若
」
。

天
子
病
鼎
湖
甚

幸

甘

泉

而
行

右

内

史

界

北

圖
本

「右
」
訛
作

「石
」
。

索
隱
以
爲
胡
縣
在
今
之
闃
郷

北
圖
本

「胡
」
作

「湖
」。

具
無
行
宮

北
圖
本

「具
」
作

「且
」,
是
。

有
廡
過郭

環
注
云

北
圖
本

「環
」
作

「璞
」,
是
。

卷
第
二
十
三

河
渠
書
、
平
準
書

河
渠
志
第
七

北
圖
本

「志
」
作

「書
」
,
是
。

東
過
洛
衲
至
於
大
邵

北
圖
本

「邵
」
作

「
伍
」
,
與

「史
記
」
異
,
而
與

「史
記
」
所
據

「
禹
貢
」
原
文
合
。

無
所
厮
二
渠

北
圖
本

「所
」
下
有

「
謂
」
字
。

陸
行
乗
車

蓋
附
會
之
語

北
圖
本

「語
」
下
有

「也
」
字
。

而
漕
水
道
九
百
餘
里

漢
志
漕
作
滑

北
圖
本

「志
」
訛
作

「忠
」。

功

無

已

時

兮

吾

山

甼
囎
醸
衵
鰊
螂

北

圖

本

「都
」
作

「郡
」
,
與

「史
記
・集
解
」
引
徐
廣
語
相
合
。
「魚
山
」
作

「魚

北
」,
誤
。

平
準
書
第
八

習
學
記
言
..
與
觀
遷
意
終
以
爲
安
寧
受

故

北
圖
本

「
與
」
作

「然
」
、
「受
」
作

「變
」
,
與

「習
學
記
言
」
原

文
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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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
書
懋
遷
有
無
化
居

北
圖
本

「懋
」
訛
作

「想
」
。

乃
有
算
船
告
緡
之
令

北
圖
本

「船
」
訛
作

「昭
」
。

抑
末
厚
本
非
正
論
已

北
圖
本

「已
」
作

「也
」,
與

「習
學
記
言
」
合
。

黄
氏
日
抄

.
至
置
初
郡
自
設
馬
邑

北
圖
本

「設
」

下
有

「謀
」
字
。

而
事
益
煩
則
益
屈

北
圖
本

「則
」
作

「財
」
,
是
。

乘
行
天
下
鹽
鐵

北
圖
本

「乘
」
下
有

「傳
」
字
,

疑
是
。

小
入
之
術
可
怪
也

北
圖
本

「可
」
作

「何
」
。

於
是
爲
秦
錢
重
難
用

逋
雅
日
程
大
昌
渉
繁
露

北
圖
本

「渉
」
作

「演
」
,

是
。

以
屬
大
農
佐
賦

何
維
騏
日

北
圖
本

「何
」
作

「柯
」
,
是
。

治
樓
船
高
十
餘
丈

西
京
雜
記
日
昆
胡
池
中

北
圖
本

「
胡
」
作

「
明
」
,

是
。

卷
第
二
十
四

呉
太
伯
世
家

呉
太
伯
世
家
第

一

日
知
録
日
凡
世
字
多
本
之
左
氏
傳

北
圖
本

「字
」

作

「家
」
,
是
。

於
是
乃
解
其
寶
劍
撃
之
徐
君
家
樹

北
圖
本

「家
」
作

「
冢
」
,
是
。

卷
第

二
十
五

齊
太
公
世
家

哀
公
時
紀
侯
譖
之
周
烹
哀
公

以
此
益
時
非
是
夷
王
烹
哀
公
也

北
圖
本

「時
」
作

「
明
」,
是
。

獻
公
元
年
盡
逐
胡
公
子

而
瓜
紀
云

北
圖
本

「瓜
」
作

「本
」,
是
。

不
及
夷
王
之
未

北
圖
本

「未
」

作

「末
」
,
是
。

莊
公
二
十
四
年
犬
戒
殺
幽
王

程
二
枝
日

北
圖
本

「
二
」
作

コ

L
,
是
。
按
程

一

枝
明
人
,
撰

「史
詮
」
五
卷
。

列

國

世
家

皆

書

日
秦

哀

公

北

圖

本

「哀
」
作

「襄
」,
是
。

七
年
諸
侯
會
桓
公
於
甌

北
圖
本

「甌
」
作

「甄
」
,
是
,

與

「史
記
」
原
文
合
。

惠
公
二
年
長
濯
來

北
圖
本

「濯
」
作

「
霍
」,
是
,
與
「
史

記
」
原
文
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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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餮
本
之
于
汪
罔
防

風
之
神

北
圖
本

「汪
」
作

「注
」
。

成
請
老
於
崔
杼

杜
預
注
齊
南
東
朝
陽
縣

北
圖
本

「齊
」
作

「濟
」
。

卷
第
二
十
六

魯
周
公
世
家

乃
爲
詩
貽
王
命
之
日
鴟
鶚

不
若
尚
書
本
分
明
順

北
圖
本

「分
」
作

「
文
」,

是
。

文

王
日
中
仄

北
圖
本

「
日
」
作

「
日
」
,
是
,
亦
與

「史

記
」
原
文
合
。

隱

公
欲
邇
立
去
子

其
病
獪
左
氏

北
圖
本

「左
氏
」
下
有

「也
」
字
。

生

子
侫左

傳
疏
引
魯
世
家
宣
公
名
倭
或
作
按

北
圖
本
「按
」

作

「接
」
。

卷
第

二
十
七

燕
召
公
世
家

周
武
王
之
滅
紂
封
召
公
於
北
燕

又
封
召
日
公
爽
於
燕

北
圖
本
無

「
日
」
字
,
是
。

以
采
邑
言
則
稱
名

北
圖
本

「名
」
作

「
召
」,
是
。

卷
第

二
十
八

管
蔡
陳
杞
衞
三
世
家

四
十
六
年
宋
革
父
督
弑
其
君

北
圖
本

「革
」
作

「華
」

是
,
與

「
史
記
」
及

「左
傳
」
合
。

子
哀
公
弱
立

春
秋
作
弱

北
圖
本
此

「
弱
」
字
作

「
溺
」
,
是
,
與

「
春
秋
」
昭
公
八
年
文
合
。

楚
靈
王
聞
陳
亂

哀
公
縊
于
徴
師

楚
子
執
陳
行
人
于
徴
師

北
圖
本

兩

「
于
」
字
皆
訛
作

「干
」。

以
武
庚
殷
餘
民
封
康
叔
爲
衞
君

康
誥
疏
日
三
年
藏
三
監

北
圖
本

「藏
」
作

「滅
」,

是
,
與

「康
誥
疏
」
合
。

二
十
九
年
鄭
復
納
惠
王

北
圖
本

「納
」
訛
作

「約
」。

卷
第
二
十
九

宋
微
子
世
家

如
公
言
即
奴
視
之
耳

奪
奉
其
人
則
有
師
事
父
事
兄
事
者

北
圖
本
「師
事
」

訛
作

「師
弟
」
。

九
月
楚
莊
王
圍
宋

杜
預
生
左
傳
云

北
圖
本

「生
」
作

「
注
」,
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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莊
王
日
誠
哉
言

豈
別
所
據
耶

北
圖
本

「
別
」
下
有

「有
」
字
,
是
。

卷
第
三
十

晉

世

家

曲
沃
莊
伯
聞
鄂
侯
卒

王
命
號
父
戊
曲
沃

北
圖
本

「戊
」
作

「伐
」,
是
。

晉
侯
二
十
入
年
齊
桓
公
始
霸

此
條
北
圖
本
列
在

「晉
侯
十
九
年
齊
人
管
至
父
弑
其
君
襄

公
」
條
後
,
與

「
史
記
」
原
文
順
序
合
。

先
晉
穆
侯
曾
孫
也

檢
三
伐
世
表

北
圖
本

「
伐
」
作

「代
」,
是
。

周
使
召
公
過

此
云
召
公
過
堯
以
爲

北
圖
本

「堯
」
作

「
竟
」,

是
。

介
子
推
從
者
憐
人

劉
南
新
序
乃
云

北
圖
本

「南
」
作

「向
」,
是
。

魯
人
聞
之
皆
読

北
圖
本

「魯
」
作

「晉
」
,
是
,
與

「
史

記
」
原
文
合
。

周
作
晉
文
侯
命

左
傳
内
作
晉
文
公
命

北
圖
本

「内
」
作

「周
」,

是
。

使
鈕
麑
刺
趙
盾

遷
其
取
左
氏

北
圖
本

「其
」
訛
作

「具
」。

所

以

正
書

門

開
處

篩

而
已

北

圖

本

「
正
」
作

「
止
」。

郤
克
僂甚

公
子
首
僂

北
圖
本

「甚
」
作

「曹
」,
是
。

十
五
年
趙
鞅
使
邯
鄲
大
夫

歸
告
其
父
兄

北
圖
本

「其
」
訛
作

「具
」
。

卷
第

三
十

「

楚

世

家

卷
章
生
童
黎

北
圖
本

「童
」
作

「重

」,
是
,
與

「史
記
」

原
文
及
先
秦
史
籍
合
。

使
公
子
光
因
建
母
家
攻
楚

與
楚
人
戰
於
雖
父

北
圖
本

「
雖
」
作

「難
」
。

七
年
楚
使
子
常
伐
呉

豫
章
在
漢
史
淮
南
江
北
之
問

北

圖
本

「漢
史
」
作

「漢
東
」
,
是
。

九
月
歸
入
郢

左
傳
楚
子
人
于
郢

北
圖
本

「人
」
作

「
入
」
,
是
。

卷
第
三
十

二

越
世
家
、
鄭
世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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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二
十
餘
世
至
於
允
常

高
氏
越
史

日
夏
自
少
康
至
桀
中
十

一
世

北
圖
本

「
十

一
」
作

「十
二
」
。

虜
齊
高
國
以
歸

革
車
入
百
乘

北
圖
本

「革
」
訛
作

「華
」。

乃
發
習
流
二
千
賺
隱

北
圖
本
無

「
索
隱
日
」
三
字
。

彼
鋸
牙
而
鈎
爪

北
圖
本

「鈎
」
訛
作

「
鈞
」。

子
王
鼬
與
立

呉
越
春
秋
作
與
夷

北
圖
本

「與
」
作

「興
」。

齊
威
王
使
人
読
趙
王
日

北
圖
本

「趙
」
作

「越
」,
是
,

與

「史
記
」
原
文
合
。

盡
取
故
呉
地
至
浙
江

接
呉
故
地
在
今
呉
松
江

北
圖
本

「
接
」
作

「按
」
,

是
。

范
蠡
事
越
王
勾
踐

蘇
子
日
襭
之
世
家

北
圖
本

「
日
」
作

「由
」
,
是
。

鄭
桓
公
友
者
周
属
王
少
子

世
家
年
表
同
王
馬
遷

北
圖
本

「王
」
作

「
出
」,

是
。

足
無
明
文
可
據
也

北
圖
本

「
足
」
作

「是
」
,
是
。

王
鈞
司
徙
鄭
伯
多
父
命

北
圖
本

「鈞
」
作

「錫
」,

是
。

秋
属
公
卒

夏
五
月
亥
酉
鄭
伯
突
卒

北
圖
本

「亥
」
作

「辛
」
,

是
,
與

「春
秋
」
莊
公
二
十

一
年
經
文
合
。

卷
第
三
十
三

趙

世

家

而
擅
興
諸
將
攻
趙
氏
于
下
宮

北
圖
本

「
興
」
作

「與
」
,

是
,
與

「史
記
」
原
文
合
。

晉
定
公
之
十
四
年
范
中
行
作
亂

按

范
中

行

氏

囚
邯

鄲
午

北

圖

本

「氏
」
訛
作

「代
」。

烈
侯
元
年
魏
文
侯
伐
中
山

北
圖
本

「魏
文
侯
」
訛
作

「
魏

文
魏
」。

侵
齊
至
長
城

西
至
濟
川
千
餘
里

北
圖
本

「濟

川
」
作

「濟
州
」
,

是
。

括
地
志
長
城
西
北
起
濟
川
孕
陰
縣

北
圖
本
「濟
川
」

作

「濟
州
」,
與

「括
地
志
」
原
文
合
。

屬
阻
潭
溢
之
險

溢
水
令
出
臨
水
縣
西

北
圖
本

「令
」
作

「今
」
,

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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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第
三
十
四

魏

世

家

十
七
年
伐
東
山

諸
侯
之
朝
厠
側
者
皆
人
臣

北
圖
本

「厠
側
」
作

「則

側
」
。

二
十
四
年
秦
伐
我
至
陽
狐

六
國
年
作
伐
秦
至
陽
狐

北
圖
本

「年
」
下
有

「表
」

字
,
是
。

三
年
齊
敗
我
觀

圍
觀
降

北
圖
本
作

「圍
觀
觀
降
」
。

魏
大
夫
王
錯
出
奔

魏

北
圖

本

「奔
魏
」
作

「奔

韓
」
,
是
。

五
年
與
韓
會
宅
陽

戰
于
韓
伐
師
敗
逋

北
圖
本

「伐
」
作

「我
」
,
是
。

外
黄
徐
子

漢
書
藝
文
志
儒
家
有
徐
子
四
十
二
篇
漢
外
黄
人

北

圖
本

「漢
外
黄
」
作

「宋
外
黄
」
,
是
。
與

「藝
文
志
」

合
。

五
入
囿
中

有
圃
田
宅
爲
豫
州
之
藪

北
圖
本

「
宅
」
作

「澤
」
,

是
。

東
至
陶
衞
之
郊

攻
韓
拔
管
勝
于
其
下

北
圖
本

「其
」
作

「淇
」
,
當

是
。

北
至
平
監

小
注
..
○
○
志

北
圖
本

「○
O
」
作

「
郡
國
」。
「續

漢
郡
國
志
」
有
此
文
。

卷
第
三
十
五

韓

世

家

韓
姫
弑
其
君
悼
公

首
尾

二
十

六

年
中

間

時

云

北

圖

本

「時
」
作

「特
」
。

必
不
爲
雁
行
以
來

強
秦
敝
其
後
義
與
比
同

北
圖
本

「比
」
作

「此
」,

是
。

請
道
南
鄭
藍
田

出
兵
于
三
川

北
圖
本

「川
」
訛
作

「州
」
。

二
十
四
年
秦
拔
我
成
皐
榮
陽

小
注
..
張
儀
之
説
楚
日

北
圖
本

「説
楚
」
作

「脅

楚
」
,
似
是
。

又
..
下
可
東
取
成
皐

北
圖
本

「
可
」
作

「河
」
,

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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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天
下
之
陰
徳
也

其
穀
固
當
然
哉

北
圖
本

「穀
」
作

「報
」
,
似
是
。

卷
第
三
十
六

田
敬
仲
世
家

田
敬
中
完
世
家
第
十
六

而
汳
其
本
號

北
圖
本

「汳
」
作

「沒
」
,
是
。

嬲
嬲
忌
日

北
圖
本
只

一

「嬲
」
字
,
是
。

不
宜
在
桓
公
已
與
庭
試

北
圖
本

「試
」
作

「議
」,

是
。

於
是
威
王
召
師
墨
大
夫

隨

復

置
屬

莢

州

城

縣

墨

水

北

圖

本

「
縣
」
作

「臨
」,
是
。

未

或
侯
不
勝
而
犇

北
圖
本

「未
」
作

「求
」
,
按
,
「史

記

」
原
文
作
..
「攻
臨
滔
、
求
成
侯

(嬲
忌
封
號
)
不
勝
而
犇
」
。

孫

子
日
戰
國
策
以
爲
田
成
思
之
言

北
圖
本

「
成
」
作

「
臣
」
,
與

「國
策

・
齊
策
」
合
。

蘇
代
爲
齊
謂
秦
王
日

戰
國
策
齊
字
盡
作
韓

北
圖
本

「盡
」
作

「並
」
。

燕

將
樂
毅
邃
入
臨
滔

大
敗
逹
子
使

北
圖
本

「使
」
作

「死
」
,
是
。

滑
王
去
走
鄒
魯

納
筅
鍵
揖
衽
抱
几

北
圖
本

「揖
」
作

「攝
」。

其
子
法
章
變
姓
名

北
圖
本

「姓
名
」
作

「名
姓
」。

君
王
后
卒

君
主

后

病

且
卒

試

建

日

北

圖

本

「試
」
作

「
誠
」。

住

建

宮

者

客

耶
飜
碼
掘
策
喀
孅
靆
姓
官

北

圖

本

「
生
」
作

「住
」
,
「
口
」
作

「令
」
。

易
之
爲
術
幽
明
遠
矣

而
遷
謂
孔
子

北
圖
本

「遷
」
下
有

「
乃
」
字
。

非
必
事
勢
之
漸
然
皆
若
遒
獻
兆
祥

北
圖
本

「皆
」

作

「蓋
」
。

卷
第
三
十
七

孔
子
世
家

葬
于
防
山

尼
上
南
數
里

北
圖
本

「上
」
作

「
山
」,
是
。
與
所

引

「水
經
泗
水
注
」
原
文
合
。

是
時
也
晉
卒
公
淫

因
孔
子
因
家

北
圖
本

「因
家
」

作

「世
家
」
,
是
。

爲
高
昭
子
家
臣

景
公
與
晏
嬰

北
圖
本

「晏
」
訛
作

「景
」
。

今
費
雖
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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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
子
循
道
稱
久

北
圖
本

「稱
」
作

「彌
」
,
是
。

孔

子
揖
相
事

北
圖
本

,「揖
」
作

「攝
」
。

歴
階
而
登

陸
佃

云
東
階
臘
等
有
栗
之
道

北
圖
本

「東
」
作

「栗
」,
據
鄭
玄

「禮
雜
記
注
」
,
有

「栗
階
」
專
詞
,

作

「栗
」
是
。

則
左
右
硯
晏
子
與
景
公

在
此
條
及
其
疏
證
文
之
後
,
北
圖
本
多
下
列

一
條
..

則
謝
以
實

史
詮
日
洞
本
實
作
質

下
接
兩
本
皆
有
之

「
公
圍
成
弗
克
」
條
。

孔
子
自
蔡
如
葉

皆
重
出
而
不
考
耳

北
圖
本

「耳
」
作

「
爾
」。

絶
糧
從
者
病
莫
能
興

則
鮑
莊
何
爲
而
肉
梏

北
圖
本

「梏
」
作

「
枯
」。

苟
遇
其
時
何
難
之
有

北
圖
本

「苟
」
訛
作

「尚
」。

沈
君
名
聞
天
下

北
圖
本

「
君
」
作

「
尹
」
。

楚

令
尹
子
西
日

顏
子
此
時
尚
從
楚
無
恙
也

北
圖
本
「
從
」下
有
「在
」

字
。

古

者
詩
三
千
餘
篇

今
載
於
經
者
惟
邸
廓
衞

北
圖
本

「邸
」
作

「郡
」,

是
。

孔
子
葬
魯
城
北
泗
水
上

獸
石
倶
存

北
圖
本

「石
」
作

「
碣
」。

後
世
因
廟
藏
孔
子
衣
冠

魏
黄
二
年

北
圖
本

「黄
」
下
有

「
初
」
字
,
是
。

穆
穆
有
詢
仰
之
容

北
圖
本

「詢
」
作

「詢
」
。

子
京
生
穿

於
齊
任
司
馬
人
爲
將

北
圖
本

「
人
」
作

「
乂
」
。

卷
第
三
十
八

「陳
渉
』
至

「
五
宗
」
「
三
王
」
十
三

世
家

(陳
渉
)
周
文
自
剄
軍
逾
不
戰

若
疾
而
不
振

北
圖
本

「疾
」
作

「跌
」

(外
戚
)
竇
皇
后
親
早
卒

竇
后
父
少
翁
家
也

北
圖
本

「家
」
作

「
冢
」,
是
。

而
上
既
夷
李
氏
後
憐
其
家
乃
封
爲
海
四
侯

北
圖
本
「
四
」

作

「
西
」,
是
。
與

「史
記
」
原
文
合
。

脩
成
子
仲
驕
恣

酷
吏
傳
義
從

北
圖
本

「
從
」
作

「
縱
」
是
,
與

「史

記
酷
吏
傳
」
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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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
帚
立
時
年
五
歳
耳

北
圖
本

「耳
」
作

「爾
」
。

(荊
燕
)以
畫
干
營
陵
侯
澤

夫
于
干
劉
澤
不
言
其
所
畫
而
于
干
張
子
卿
言
之

北

圖
本
兩

「于
」
字
皆
作

「於
」
。

(蕭
相
國
)顧
反
居
臣
者
上
何
也

是
時
獪
沿
其
舊

北
圖
本

「
沿
」
作

「
延
」
。

留
侯
世
家
第
二
十
五

何
于
當
也

北
圖
本

「于
」
作

「可
」
,
是
。

大
父
開
地

非
用
衞
文
公
木
名

北
圖
本

「木
」
作

「本
」
,
是
。

(陳
丞
相
)罕
謝
日
圭
臣

樓
遷
齋

北
圖
本

「遷
」
作

「
迂
」。

(絳
侯
)
文
帚
乃
擇
絳
侯
勃
子
賢
者

重
出
擇
絳
依
子
續
條
侯

北
圖
本

「依
」
作

「侯
」,

是
。

此

太
史

公

刋

落

未
畫

處

北

圖

本

「
此
」
訛

作

「
比
」。

五
宗
世
家
第
二
十
九

而
固
慕
武
書

北
圖
本

「武
」
作

「父
」
,
是
。

膠
西
小
國
而
所
殺
傷
二
千
名
甚
衆

膠
西
王
賊
房
如
此

北
國
本

「
房
」
作

「戻
」
,
是
。

(三
王
)
傳
日
蘭
根
與
白
韮
漸
之
滌
中

靜
嘉
堂
本
缺
此
條
下
之
疏
證
文
,北
圖
本

有
之
,
其
文
云
..

「愚
按
苟
勸
學
篇
云
蘭
槐
之
根
是
爲
韮

其
漸
滌
」。

卷
第
三
十
九

伯
夷
、
管
晏
、
老
莊
申
韓

三
列
傳

伯
夷
列
傳
第

一

西
京
雜
説
日

北
圖
本

「
説
」
作

「記
」
,
是
。

至
如
皋
陶
伊
尹
傳
説

北
圖
本

「傳
」
作

「傅
」
,

是
。

國
人
立
其
中
子

祠
在
山
城
在
山
側

北
圖
本

「祠

在
山
」
下
有

「上
」

字
,,
是
。

逾
餓
死
于
首
陽
山

三

秦

記

謂
夷

齊

食

微

三

年

北

圖

本

「微
」
作

「薇
」
,
是
。

貪
夫
殉
財
烈
士
殉
名

北
圖
本
誤
將
此

一
條
列
在
下

一
條

「趨
舍
有
時
」
之
後
,

與

「史
記
」
原
文
順
序
不
合
,
故
又
在
此
條
末
注

一
「前
」

字
,
「趨
舍
」
條
末
注

一

「
後
」
字
。

(老
莊
)
關
令
尹
喜
日

子
寶
搜
神
記

北
圖
本

「子
」
作

「干
」,
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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莊

子
蒙
人
也

城
在
汳
水
南
十
五
六
里
即
在
周
之
本
邑
也

北
圖
本

「在
」
作

「莊
」
,
是
。

作

漁
父
、
盜
跖
、
朕
篋
以
詆
誂
孔
子
之
徙

古
史

日
…
…
以
詆
訛

孔
子
之
徙

…
…
至
於

詆
訛
孔

子

北
圖
本
兩

「
訛
」
皆
作

「訛
」,
是
。

(申
)
申
子
之
學
本
於
黄
老

所
爲
無
情
之
極

北
圖
本

「爲
」
作

「謂
」,
似
是
。

著
書
二
篇
號
日
申
子

七
略
日
孝
宣
王
帝

北
圖
本

「王
」
作

「皇
」
,
是
。

(韓
)故
作
孤
憤
五
蠹

逋
鑑
爲
非
欲
覆
宗
國

北
圖
本

「爲
」
作

「
謂
」,

是
。

老
子
所
貴
道
虚
無

序
老
子
頤
似
鬼
物

北
圖
本

「頤
」
作

「頗
」,
是
。

卷
第
四
十

司
馬
穰
且
孫
呉
伍
子
胥
三
列
傳

乃
欲
斬
左
右
隊
長

顧
爲
執
法
日

北
圖
本

「爲
」
作

「謂
」
,
是
。

途
殺
其
妻

乃
因

以
衞

君

之

重

詩

呉

子

北

圖

本

「詩
」
作

「請
」,
是
。

然
用
兵
司
馬
穣
苴
不
能
過
也

則
爲
景
公
時
人
當
矣

北
圖
本

「當
」
作

「審
」,
宜

是
。

夏
桀
之
居

戰
國
策

日
夏
梁
之
國

北
圖
本

「梁
」
作

「桀
」,

是
。

殷
紂
之
國

左
孟
明
而
右
潭
溢

北
圖
本

「右
」
訛
作

「石
」
。

員
日
楚
之
召
吾
兄
弟
非
欲
以
生
吾
父
也

北
圖
本
「
吾
父
」

作

「我
父
」
,
與

「史
記
」
原
文
合
。
按
上
面

「
吾
兄
弟
」
,
「史

記
」
亦
作

「我
兄
弟
」。

止
中
道
乞
食

乞
食
栗
陽

北
圖
本

「
栗
」
作

「漂
」
。

伍
胥
乃
因
公
子
光
以
求
見
呉
王

説
之
雫
王
之
光

北
圖
本

「卒
」
作

「
牛
」。

諸
公
子
爭
立

夫
差

日
夜

告

於
伍

胥

日

北

圖

本

「日
」
訛

作

「
日
」
。

亡
走
山
中
自
殺

有
仕
之
善
者
辭
其
母

北
圖
本

「母
」
訛
作

「君
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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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第
四
十

一

仲
尼
弟
子
列
傳
商
君
列
傳

冉
耕
字
伯
牛

不
審
何
經

北
圖
本

「經
」
作

「據
」,
宜
是
。

南
宮
括
字
子
容

論

語
集

注

亦

云
謐

敬

叔

北

圖

本

「
注
」
訛
作

「圭
」
,
「謚
」
作

「
謚
」,
是
。

遇
以
敬
叔
之
與
南
宮
造

北
圖
本

「遇
」
作

「愚
」
,

是
。

同
傳
蕾
川
人
楊
何

史

公

父
談

所

經

受

易
者

也

北

圖

本

「
經
」
作

「從
」,
是
。

周
愬
子
路
於
季
孫

謂
是
聖
門
之
蠡
滕

北
圖
本

「蠡
」
作

「蟲
」,
疑

是
。

而
傳
會
于
史
記

北
圖
本

「傳
」
作

「傅
」
,
是
。

有
若
状
似
孔
子

安
有
撤
坐
之
論
乎

北
圖
本

「
坐
」
下
重
出

一
「
坐
」

字
。

漆
雕
徙
父

按
故
父
字
子
有

北
圖
本

「
故
」
作

「徙
」
,
是
。

秦
丹
字
門

禮
殿
圖
有
家
語
云

北
圖
本

「
云
」
作

「無
」
,
是
。

申
黨
字
周

王

應

麟

日
史

記

申
棠

字

周

…
…

今

史

記

以

索

爲
黨

北
圖
本

「索
」
作

「
棠
」,
是
。

倶
從
祀

北
圖
本

「倶
」
下
有

「列
」
字
。

卒
定
變
法
之
令

奇
哀
亦
未
暇
相
及
也

北
圖
本

「
及
」
作

「
反
」,
似

筆
訛
。

乃
使
使
割
河
西
之
地

陵
汲
爲
西
河

北
圖
本
作
..
「懐
汲
爲
河
内
,故
以
蒲

汾
爲
西
河
」,
是
。

卷
第
四
十
二

蘇
秦
列
傳

而
習
之
於
鬼
谷
先
生

困
學
紀
聞

.
知
道
未
足
行
耳

北
圖
本
「
行
」
下
「耳
」

上
尚
有

「復
往
見
具
言
所
受
於
師
行
之
少
有
口
吻
之
驗
」

十
七
字
。

尤
者
晩
乃
盆
出

北
圖
本

「
尤
」
作

「亢
」
。

西
有
漢
中

小
注
..
蔡
澤
謂
范
唯
相
秦
棧
道
千
里

北
圖
本
「
千
」

(27)

-206一



劉 起 針水澤利忠

訛
作

「十
」
。

故
城
在
南
鄭
縣
之
東
北

北
圖
本

「在
」
下
有

「令
」

字
(「今
」
之
訛
L
)
,
「
鄭
」
下
有

「東
」
字
,
「縣
」
下
無

「之
」
字
。

奉
陽
君
弗
読
之

國
策
奉
陽
君
甚
不
威
於
蘇
秦

北
圖
本

「威
」
作

「
取
」,
與

「國
策
燕
策

」
合
。

燕

陳
有
朝
鮮

北
圖
本

「陳
」
作

「東
」
,
是
。

遼
東

後
魏
時
高
麗
國
郡
其
地

北
圖
本

「
郡
」
作

「都
」
。

南
有
淳
沱

小
注
..
今
屬
刑
州

「刑
」
字
顯
誤
,
北
圖
本
作

「祁
」

州
。

鴈

門
之
饒

鴈
門
之
山
無
草
木
生
云

北
圖
本

「生
」
作

「
注
」
,

是
。

小
注
..
其
山
重
巒
疊
城

北
圖
本

「城
」
作

「蠍
」
,

是
。

過
代
上
谷

靜
嘉
堂
本
從
此
條
目
此
四
字
起
,
共
有
二
十

一
行
文
字
錯

亂
重
複
,
校
以
北
圖
本
,
皆
當
刪
。
從
第
二
十
二
行

「逋

鑑
地
理
逋
釋
索
隱
云
河
内
靱
縣
…
…
L

一
大
段
十
三
行
爲

下
百
ハ
「夫
秦
下
鞅
道
」
條
之
疏
證
文
。

按
此
處
四
條
先
後

順
序
是
..

「鴈
門

之
饒
」
、
「
過
代
上

谷
」、
「軍
於
東
垣
矣
」
、
「夫
秦
下
靱
道
」
。

前
有
樓
闕
軒
轅

王
宮
縣
諸
侯
軒
縣

北
圖
本

「
軒
縣
」
下
有

「
注
謂

軒
縣
」
四
字
。

趙
渉
河
縛
關

此

「縛
」
字
及
疏
證
文
中
四

「慱
」
字
,
北
圖
本
皆
作

「博
」,
與

「
史
記
」
合
。

韓
北
有
鞏
洛
成
皐
之
固

昭
二
十
六
年
晉
使
克
鞏

北
圖
本

「使
」
作

「師
」,

是
。

河
南
洛
陽
穀
城
罕
險

北
圖
本

「險
」
作

「陰
」
,

是
。

革
抉
鞣
羈
軅
黼
以

北
圖
本

「草
」
作

「
革
」,
是
。

著
右
手
大
指
以
鉤
弦

北
圖
本

「右
」
訛
作

「石
」
。

著
於
左
臂
以
逾
弦

北
圖
本

「於
」
訛
作

「指
」。

南
有
鴻
溝

疏
證
文
中
四

「榮
陽
」,
北
圖
本
皆
作

「榮
陽
」,
是
。

北
有
河
外

(2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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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儀
読
魏
王
日
秦
下
兵
攻
河
外
據
爲
衍
酸
棗

北
圖

本

「爲
」
作

「
卷
」,
與

「國
策
魏
策
」
合
。

但

「魏
策
」
「據
」
爲

「拔
」
,
「衍
」
下
有

「燕
」
字
。

西
有
清
河

地
理
志
趙
東
清
河

北
圖
本

「東
」
下
有

「有
」
字
,

是
。

徑
乎
亢
父
之
險

北
圖
本

「乎
」
訛
作

「
于
」,
與

「
史
記
」

原
文
不
合
。

東
有
夏
州

謂
之
夏

口
亦
若
魯

口

北
圖
本

「若
」
作

「名
」,

是
,
與

「元
和
郡
縣
志
」
合
。

南
有
洞
庭

非
初
見
秦
日

北
圖
本

「非
」
上
有

「韓
」
字
,
是
。

郁
陽

漢
地
經
志

北
圖
本

「
經
」
作

「理
」
,
是
。

蜀
將
碗

北
圖
本

「將
」
作

「蒋
」
,
當
是
。

五
口閣
剛齊
右
凵清
灌
桝渇
凶河

李
契
謂
濟
自
鄭
以
東

北
圖
本

「矣
」
作

「
賢
」,
當

是
。
「濟
」
訛
作

「齊
」。

樂
史
謂
之
清
河

「謂
」
字
下
,
靜
嘉
堂
本
在
頁
邊
補

抄
如
下

「今
東
卒
濟
南
滔
川
北
海
界
中
有
水
流
入
海
謂
」
十
七
字
,

北
圖
本
脱
缺
。

小
注
..
慱

州
即
卒

原
也

北
圖

本

「
慱
」
作

「
博
」,
是
。

長
城
鉅
防

括
地
志
長
城
西
北
起
濟
川
卒
陰
縣

北
圖
本

「
川
」
作

「州
」
,
與

「
括
地
志
」
合
。

經
濟
州
滔
川

北
圖
本

「川
」
作

「
州
」
,
是
。

「
括
地
志
輯
校
」
云
..
「唐
滔
川
縣
屬
滔
州
,
非
濟
州

屬
縣
。

又
滔
州
滔
州
縣
古
齊
長
城

北
圖
本
下

一

「滔

州
」
作

「
滔
川
」,
是
。

十
六
年
王
命
韓
趙
伐
齊

北
圖
本

「韓
」
訛
作

「輯
」。

乘
船
浮
於
泣

北
圖
本

「
泣
」
訛
作

「
文
」
。

一
日
而
斷
太
行

戰
國
策
日

北
圖
本

「
策
」
下
誤
衍

「
國
」
字
,

「
日
」
訛
作

「
日
」
。

塞
女
戟
韓
氏
太
原
卷

塞
女
戟
韓
氏
絶
太
原

北
圖
本

「
絶
」
字
在

「太
原
」
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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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第
四
十
三

張
儀
至
王
翦
九
人
列
傳

張
儀
列
傳
第
十

凌
穉
隆
日

北
圖
本

「
穉
」
作

「稚
」
,
與
本
書

他
處
所
引
合
。
然
二
字
同
。

苴

蜀
相
攻
撃

魚
鳧
封
其
弟
葭
萌
兩
苴

北
圖
本

「兩
」
作

「爲
」
。

不

至
十
日
而
距
扞
關

北
圖
本

「關
」
訛
作

「
關
」
。

至

戰
而
三
勝

北
圖
本

「至
」
作

「五
」
,
是
,
與
「史

記
」
合
。

楚
越
越

北
圖
本
作

「楚
滅
越
」
,
是
。

貫

頤
奮
戰
者

兩

手

奉

頭

而

直

入

敵

北

圖

本

「奉
」
作

「捧
」
。

韓
魏
相
攻
朞
月
不
解

北
圖
本

「月
」
作

「年
」
,
與

「
史
記
」
合
。

餘
爲
寡
人
計
之

愚
按
周
策
云

北
圖
本

「周
」
作

「國
」
,
是
。

因
此
語
不
在

「周
策
」
,
而
在

「
國
策

・
秦
策
」。

以
其
餘
爲
寡
人
計
乎

北
圖
本
無

「計
」
字
,

是
,
與

「秦
策
」
合
。

則
餘
下
屬
下
句
讀
亦
得

北
圖
本

「餘
下
」
作

「餘
字
」
,
又
無

「句
」
字
。

白
起
王
翦
列
傳
第
十
三

法
言
淵
騫
篇
..
而
翦
才
欸

北
圖
本

「才
」
作

「牙
」
,
是
,
與

「法
言
」
原
文
合
。

昭
王
四
十
三
年
白
起
攻
韓
陲
城
校
五
城

北
圖
本

「校
」
作

「拔
」
,
是
,
與

「
史
記
」
合
。

卷
第
四
十
四

孟
子
筍
卿
至
虞
卿
八
人
列
傳

孟
子
荀
卿
列
傳
第
十
四

邵
秦
衢
日
荀
卿
之
於
孟
子

北
圖

本

「於
」
作

「與
」。

孟
軻
鄒
人
也

路
史
國
名
紀
..
邪
爲
魯
併
、
鄒
爲
楚
併

北
圖

本

「
魯
併
」
下
有

「
而
」
字
。

自
嬲
衍
與
齊
之
稷
下
先
生

欲
以
繼
蹤
齊
稷
下
之
風
也

北
圖

本

「也
」
作

「矣
」。

於
是
推
儒
墨
道
徳
之
行
事

於
遯
書
有
不
合

北
圖
本

「有
」

下
有

「三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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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
。

向
以
宣
王
時
來
遊

北
圖
本

「向
」
下
有

コ
言

卿
L
二
字
,
是
。

游
齊
年
已
三
十
七
矣

北
圖
本
「
已
」下
有
「百
」

字
,
是
。

當
威
王
二
十
六
年

北
圖
本

「當
」
下
有

「齊
」

字
,
是
。

靜
嘉
堂
本
頁
邊
添
注
..
「以
相
校
除
復
重
二
百
九
十

篇
定
著
三
十
二
篇
,
脱
十
入
字
」
。
北
圖
本
無
。

而
趙
亦
有
公
孫
龍

而
史

卒

原

君

傳

稱

北

圖

本

「卒
」
訛

作

「乎
」
。

荀
卿
傳

未
以
以
爲
趙
人

北
圖
本

「未
」
作

「末
」
,
「
以
以
」
作

「
以
」,
是
。

在
雫
原
君
門

北
圖
本

「罕
」
訛
作

「乎
」。

魏
有
李
惺
盡
地
力
之
教

魏
文
志
師

志
俚

北
圖

本

「志

惺
」
作

「李

惺
」,
當
是
。

令
下
而
入
皆
習
射
與
秦
人
戰
大
破
之

北
圖
本

「
入
」
作

「人
」
,
「破
」
作

「
敗
」,
是
。

韓

魏
復
于
齊

北
圖
本

「復
」
作

「服
」,
是
。

田
嬰
使
張
丑
説
楚
威
王

申
縛
大
臣
弗
與

北
圖
本

「縛
」
下
有

「者
」

字
,
是
,
與

「
齊
策
」
合
。

趙
人
聞
孟
嘗
君
賢
…
以
薛
公
爲
魁
然
矣

北
圖
本

「矣
」
作

「也
」
,
與

「史
記
」
合
。

其
舍
魏
子
爲
孟
嘗
君
收
邑
入

北
圖
本

「舍
」
下
有

「
人
」
字
,
與

「史
記
」
合
。

割
東
武
城
而
封
君
者

定
襄
有
武
城
故
加
東
也

北
圖

本

「也
」
作

「
矣
」。

故
號
爲
虞
卿

食
邑
於
虞
則
虞
卿
姓
名
今
皆
不
得
也

北
圖
本

「食
邑
於
虞
」
作

「虞
係
食
邑
」,
「得
」
作

「傳
」。

卷
第
四
十
五

信
陵
君
至
樂
毅
五
人
列
傳

如
姫
資
之
三
年

愚
按
資

於
咨
同

北
圖
本

「於
」
作

「與
」,

是
。

春
申
君
由
此
就
對
於
呉

春

申

君

去

去

呉

北

圖

本

「
去

去
」
只

作

「去
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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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李
園
女
弟
初
幸

其
言
烈
王
死
後
春
申
君
事

北
圖
本
脱

「君
」

字
。

謂
義
渠
之
事
急

北
圖
本

「
謂
」
作

「會
」
,
是
,
與

「史
記
」
合
。

北
有
甘
泉
谷
口
。

後
漢
書
及
晉
爲

池
陽
隋
故
醴
泉

北
圖
本
無

「書
」
字
,
「故
」
作

「改
」
,
是
。

文
帝
後
元
二
年
置
谷
口
邑

北
圖
本
脱
「
口
邑
」

二
字
。

右
隴
首
左
關
阪

小
注
..
右
有
隴
城
之
險
隘

北
圖
本

「城
」
作

「
低
」
無

「險
」
字
。

又
..
隔
閾
華
戎

北
圖
本

「戎
」
下
有

「遠
」

字
。

隴
山

一
日
隴
城

北
圖
本

「城
」
作

「羝
」。

文
子
爲
之

安
得
謂
文
子
非
孟
嘗
君
乎

北
圖
本
無

「君
」

字
。

穰
侯
出
陵
不
報

北
圖
本

「陵
」
作

「使
」
,
是
,
與

「史
記
」
合
。

夏
育
太
史
嗷
叱
呼
駭
三
下

北
圖
本

「
下
」
作

「軍
」

是
,
與

「史
記
」
合
。

夫
免
身
立
功
以
明
先
王
之
迹

殆

毅

書

因

是

以

傳

耳

北

圖

本

「以
」
作

「而
」
。

其
本
師
號
日
河
上
丈
人

漢
書
藝
文
志
考
證
日

北
圖
本
無

「書
」
字
。

卷
第
四
十
六

廉
頗
至
呂
不
韋
十
人
列
傳

鹿
煖
破
燕
軍
殺
劇
辛

鱇
驪
駟
鹸

北
圖
本

脱
此

「索
隱

日
」
八
字
。

田
單
列
傳
第
二
十
二

此
行
後
北
圖
本
有
引

「史
記
」
文

「奇

正
還
相
生
」

作
爲

一
條
目
,
下
行

「
習
學
記
言
日
樂
毅
雖
已
破
齋

…
…
」

一
段
即
此
條
疏
證
文
。
靜
嘉
堂
本
脱
此
條
目
。

魯
仲
連
鄒
陽
列
傳
第
二
十
三

此
行
後
,
北
圖
本
室

一
頁
牛
約
十
三
行
無
文
句
,
靜

嘉
堂
本
眉
批
云
..

「
仲
蓮
列
傳
下
疑
有

總
論

一
段
,

原
本
室
十
三
行
寫
起
」。
可
知
此
兩
抄
本

所
據
當
爲
同

一
原
本
。

魏
王
使
客
將
軍
辛
垣
衍

(3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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衍
軍
公
高
之
後

北
圖
本

「軍
」
作

「
畢
」
當

是
。

栗
腹
以
十
萬
之
衆
五
折
於
外

疏
證
文
末
三
行
,
好
事
者
聞
約
矢
之
説

北
圖

本

「説
」
作

「訛
」
。

有

白
頭
如
新
傾
蓋
如
故

雖
至
老
而
交
猶
新
也

北
圖
本
脱
此
八
字

封

比
干
之
後
修
孕
婦
之
墓
嫉
譌
竡
載
嘘

北
圖
本
脱

此
小
注
共
三
十
三
字
。

上
官
大
夫
見
而
欲
奪
之

上
官
無
由
窃
之
耳

北
圖
本

「由
窃
」
作

「絲

竊
」,
字
同
。

頃
襄
王
怒
而
遣
之

北
圖
本

「遣
」
作

「遷
」
之
,

是
,
盥
ハ
「史
記
し
合
。

東
望
吾
子
西
望
吾
夫
。

凌
穉
隆
日
此
事
類
樗
里
子
金
牲
日
東
西
二
語
又
與
薄

太
后
同

北
圖
本
無

「
凌
穉
隆
日
此
」
五
字
,

「事
類
樗
里
子
」
在

「
二
語
」
下
。

卷
第
四
十
七

刺
客
、
李
斯
、
蒙
恬
三
列
傳

伍
子
胥
之
亡
楚
而
如
呉
也
知
專
諸
之
能

北
圖
本

「
知
」
訛
作

「如
」。

使
專
諸
置
匕
首
魚
炙
之
腹
中
而
進
之

從
太
湖
學
炙
三
月

北
圖
本

「炙

」
下
有

「魚
」

字
是
。

乃
變
姓
名
爲
刑
人

北
圖
本

「
姓
名
」
作

「名
姓
」。

其
後
二
百
二
十
餘
年
秦
有
荊
軻
之
事

愚
按
或
係
刻
錯

北
圖
本
無
此
六
字
。

與
督
亢
之
地
圖

北
圖
本

「與
」
下
有

「燕
」
字
。

使
荊
軻
濟
入
秦

北
圖
本

「濟
」

作

「齋
」
是
。

其
水
自
澤
枝
分
東
逕
琢
縣

北
圖
本

「逕
」
訛

作

「巡
」。

逾
自
剄樊

於
期
館
西
是
其
授
首
于
荊
軻
處

北
圖
本

「于
」
作

「於
」
,
字
同
。

家
丈
人
召
使
前
撃
筑
。

引
人
以
釋
夫
人
者
非
也

北
圖
本
無

「也
」
字
。

使
天
下
無
以
古
非
今

而
是
古
非
今
者
有
辟

北
圖
本
脱
此

「今
」
字
。

北
逐
戎
狄
…
…
渡
河
據
陽
山
遲
蛇
而
進

北
圖
本

「遲
」
作

「
透
」
二
本
皆
誤
,
「史
記
」
原
文
作

「
逶
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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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第
四
十
八

張
耳
至
田
横
十
人
列
傳

漢
乃
使
人
賜
彭
越
將
軍
印

此
即
田
榮
賜
之
印
也

北
圖
本
無

「也
」
字
。

欲
有
所
會
其
度

如
升
庵
解
並
句
法
欠
清
矣

北
圖
本
無
此
十
字
。

淮
陰
侯
列
傳
第
三
十
二

則
漢
誰
與
共
功

北
圖
本

「
共
」
作

「芙
」

及
高
祗
七
年
七
月
太
上
皇
崩

北
圖
本

「七
年
」
作

「十
年
」
與

「史
記
」
合
。

卷
第
四
十
九

樊
嗜
至
朱
建
十
七
人
列
傳

以
待
大
王

直

是

當

時

尊

奉

之

詞

北

圖

本

「詞
」
作

「
辭
」
。

皆
推
故
秦
騎
士
重
泉
人
李
必

按

年

表

有

戚

侯

季

必

北

圖

本

「季
」
作

「李
」
。
按

「史
記
高
祗
功
臣
侯
年
表
」
作

「季
」。

子
侯

去
爲

代

王

十

一
年
卒

北

圖

本

「爲
」
作

「
病
」
,
「王
」
作

「三
」,
是
,
與

「史
記
申
屠
嘉
列
傳
」

原
文
合
。

鄭
生
陸
賈
列
傳
第
三
十
七

習
學
記
言
..
高
租
罵
儒
生
憎
儒
服

北
圖
本

「
生
憎
」
訛
作

「主
僣
」
。

而
漢
所
共
事

北
圖
本

「共
」
作

「芙
」。

游
説
法
術
之
學
行
道
義
幾
絶

北
圖
本

「幾
」

作

「即
」
,
是
,
與

「習
學
記
言
」
合
。

于
是
尉
佗
乃
蹶
然
起
坐

北
圖
本

「佗
」
作

「他
」
、

「乃
」
作

「
逎
」
爲
同
字
異
體
,
與

「史
記

」
原
文
合
。

何
渠
不
若
漢

而
索
隱
引
顏
説
甚
謬

北
圖
本

「
甚
謬
」
作

「謬

甚
」。

卷
第
五
十

傅
寛
至
張
叔
十
六
人
列
傳

劉
敬
叔
孫
逋
列
傳
第
三
十
九

安
得
以
孫
曾
之
文
誚
祗
宗

之
賢
乎

北
圖
本

「賢
」
作

「
質
」。
對

「文
」
而
言
作

「質
」
是
。

大
直
若
拙
道
固
委
蛇

明
文
武
之
優
劣
耳

北
圖
本

「
耳
」
作

「爾
」
。

兩

曜

爭

朗

百

司

注

漬

北

圖

本

「司
」
作

「川
」,
是
。

故
范
燈
作
傳

北
圖
本
「燈
」
作
「
樺
」
,
爲
「
曄
」

之
異
寫
。

逎
髭
鉗
季
布

(34)

-199一



靜嘉堂與北京圖書館所藏兩 「史記疏證」清抄本初校記

法
言
日
..
明
哲
不
終
須
仕
如
終
焉
攸
避

北
圖

本

「須
」
作

「項
」
,
與

「法
言
重
黎
篇
」
合
。

惟

「法
言
」
在

「如
終
」
下
重
出

「
項
仕
」
二
字
,
兩
本

均
脱
。

奏

事
彭
越
頭
下
祠
而
哭
之

法
言
日
..
韓
安
國
之
逋
政

北
圖
本

「政
」
作

「使
」
,
與

「法
言
重
黎
篇
」
合
。

圭

亡
與
亡
翩
碑
佃
斯
硼
粧
亡

北
圖
本
「不
以
主
亡
」訛
作

「不
以
圭
云
」
。

錯

所
更
令
三
十
章

有
晁
氏
新
書
二
卷

北
圖
本

「
二
」
作

「三
」
。

居
北
臨
厠

高
岸
夾
水
爲
厠
今
斯
原
矣
二
水
也

北
圖
本

「矣
」
作

「夾
」
,
是
。

有
如
萬
分
之

一
假
令
愚
民
取
長
陵

一
抔
土
。

今
學
者
讀
抔
爲
抔
勺
之
杯
土
也

北
圖
本

「抔

勺
」
作

「杯
勺
」
,
「土
」
作

「非
」,
是
。

吾

獨
不
得
廉
頗
季
牧
時
爲
將

北
圖
本

「季
」
作

「
李
」,
是
。

罰
作
之若

今
時
萬
作
矣

北
圖
本

「萬
」
作

「罰
」
。

卷
第
五
十

一

田
叔
至
李
廣
十
人

列
傳

因
占
著
名
數
家
于
武
功
糠
礪
齟
堀
...

北

圖
本

「
于
」
作

「於
」
。不

宜
解
作
卜
日

北
圖
本

「
日
」
作

「字
」
,

是
。

扁
鵲
倉
公
列
傳
第
四
十
五

不
宜
入
帝
紀

北
圖
本

「宜
」
作

「當
」
。

試
入
診
太
子
…
…
當
苟
温
也

北
圖

本

「
苟
」
作

「尚
」,
是
。

詔
召
間
所
爲
治
病
死
生
懸
者
幾
何
人

不
必
并
而
爲

一

北
圖
本

「
一
」
下
有

「云
」
字
。

慶
有
古
先
道
遺
傳
黄
帝
扁
鵲
之
脈
書
五
色
殄

病

北

圖
本

「畛
」
作

「診
」
。

與

「史
記
」
原
文
合
。

臣
意
年
畫
二
年

北
圖
本

「二
」
作

「
三
」
,
與

「史

記
」
原
文
合
。

夫
以
服
講
宜
往

宜
往
言
丞
相
必
往
魏
其
弟
也

北
圖
本

「弟
」

作

「第
」
,
是
。

而
廣
以
民
家
子
從
軍
撃
胡

北
圖
本

「民
」
作

(3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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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良

」
,

是

,

與

「
史

記

」

合

。

卷
五
十
二

匈
奴
、
衞
霍
、
公
孫
弘
、
主
父
偃

列
傳

其
後
三
百
有
餘
歳
戎
狄
攻
太
王
亶
父

北
圖
本
「
太
」

作

「大
」
,
與

「史
記
」
合
。

左
右
大
當
侯
左
右
骨
都
侯

北
圖
本

「大
當
侯
」
作

「大
當
戸

」,
與

「史
記
」
合
。

昔
齊
襄
公
復
百
世
之
讎

則

當

時

所

傳

亦

如

是

北

圖

本

「是
」
作

「此
」
。

千
五
百
戸
封
敖
爲
合
騎
侯

北
圖
本

「千
」
作

「以
」。

按

「史
記
」
原
文
爲

「以
千
五
百
戸
封
敖
爲
合
騎
侯
」

以

千
五
百
戸
封
破
奴
爲
從
驃
侯

北
圖
本

「驃
」
下

誤
増

「騎
」
字
與

「
史
記
」
不
合
。

李
息
且
後
常
爲
大
行

北
圖
本

「且
」
作

「其
」,
與

「
史
記
」
合
。

武

帝
立
十
二
歳
爲
驃
騎
將
軍

北
圖
本

「十
二
」
作

「
十

一
」
。
按

「
史
記
」
原
文
作

「十
二
」
。

丞
相
公
孫
宏
者

北
圖
本
此
「宏
」
字
與
疏
證
中
「宏
」

字
皆
作

「
弘
」
與

「
史
記
」
合
。

墨
川
國
復
推
上
公
孫
宏

北
圖
本
此

「
宏
」
字
及
疏

證
文
中
兩

「宏
」
字
皆
作

「
弘
」
。

二
歳
中
至
左
内
史

北
圖
本

「
二
」
作

「三
」
,
按

「史

記
」
原
文
作

「
二
」
。

元
朔
二
年
張
歐
免

北
圖
本

「歐
」
作

「歐
」
,
按
「史

記
」
原
文
作

「歐
」。

卷
五
十
三

南
越
、
柬
越
、
朝
鮮
、
西
南
夷
四

列
傳

與
剖
符
通
史

高
租
報
以
蒲
桃
錦

四
疋

北
圖

本

「疋
」
作

「
匹
」
。

願
長
爲
藩
臣
奉
貢
職

交
州
治
中
姚
文
式

北
圖
本

「文
」
作

「又
」
。

至
建
元
四
年
卒

城
北
有
尉
佗
墓

越
有
趙
佗

佗
之
葬
也

北

圖
本
三

「佗
」
字
皆
作

「他
」
。

封
其
子
延
爲
成
安
侯

愚
按
漢
功
臣
表

北
圖
本

「臣
」
訛
作

「
呂
」。

以
其
故
校
尉
司
馬
蘇
宏

北
圖
本

「宏
」
作

「
弘
」
。

秦
已
併
天
下
皆
廢
爲
君
長

(3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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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其
實
自
相
稱
逋

北
圖
本

「實
」
作

「寔
」。

六
國
之
後
尚
不
得
尺
寸
土
地
况
區
區
江
南

北

圖

本

「尺

寸
土

地
」
作

「尺

土

寸
地
」
,
「况
」
作

「矧
」
。

君
長
之
言
殊
爲
失
實

北
圖
本

「殊
爲
失
實
」

訛
作

「失
爲
夫
實
」。

北
至
楪
楡

水
經
注
日
葉
楡
水
所
種
而
爲
此
則
薮
也

北
圖

本

「種
」
作

「
鐘
」,
「
則
」
作

「川
」
,
與

「水
經
葉

楡
河
注
」
合
。

卷
第
五
十
四

司
馬
相
如
列
傳

故
刪
取
其
要
歸
正
道
而
論
之

劉

奉

世
漢

書

刊

誤

日

北

圖

本

「
日
」
作

「日
」
,
是
。

故
遣
中
即
將
往
賓
之

謂

以
實

見

諸

侯

之
旅

於

之

北

圖

本

「於
」
作

「接
」,
是
。

逋
靈
關
道

漢
制

夷
狄

日
逋

北

圖
本

「日
逋
」
作

「日

道
」
,
是
。

橋
松
水又

南
會
無
入
若
水

北
圖
本
「若
水
」
下
有
「耳
」

字
。

藁

一
莖
六
穗
於
庖

亦
據
此

文
而
傳
會

之
耳

北
圖

本

「傳
」
作

「傅
」,
是
。

揚
雄
以
爲
靡
麗
之
賦

前

漢

書

全

引

此

語

北

圖

本

「
全
」
訛

作

「
令
」。卷

第
五
十
五

淮
南
衡
山
、
循
吏
、
汲
鄭
列
傳

孝
文
傷
其
意
爲
親
故
弗
治

故
赦
弗
治

北
圖
本

「故
赦
弗
治
」
下
有

「也
」

字
。

反
谷
口地

理
志
左
馮
翊
谷
口
縣
九
崚
山

北
圖
本
「
崚
」

訛
作

「
曖
」
。

奉
以
二
千
石
所
不
當
得
欲
以
有
爲

漢
書
無
不
字
削

「故
以
有
爲
」
四
字

北
圖
本

「故
」
作

「欲
」
,
是
。

王
愛
陵
常
多
乎
金
錢

北
圖
本

「
乎
」
作

「
予
」
,

(3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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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,
與

「史
記
」
合
。

尉
佗
知
中
國
勞
極

陳
勝
乃
反

北
圖
本

「反
」
訛
作

「及
」
。

内

鑄
自
銅
以
爲
錢

北
圖
本

「自
」
作

「清
」
,
與
「
史

記

」
合
。

伍
被
自
詣
吏

詐
爲
奏
書
徙
逮
以
激
下
反
上

北
圖
本

「徙
」

作

「徒
」
。

循
吏
列
傳
第
五
十
九

使
後
世
之
若
終
不
能
反
之
正

北
圖
本

「若
」

作

「治
」,
是
。

邃
不
受
令
伏
劍
而
死

北
圖
本

「
伏
」
訛
作

「仗
」
,

按

「史
記
」
作

「伏
」
。

臣
常
有
狗
馬
病
力
不
能
任
群
事

北
圖
本

「
群
」
作

「
郡
し。今

病

力
不
能

任
群
事

北
圖
本

「
群
」
亦
作

「郡
」
,
皆
與

「史
記
」
原
文
合
。

夜
以
繼
日
,
至
其
明
旦
常
恐
不
編

北
圖
本

「編
」

作

「偏
」,
是
,
與

「史
記
」
合
。

卷
第
五
十
六

儒
林
、
酷
吏
二
列
傳

而
安
國
以
今
文
讀
之

爲
隸
古
定
史
以
竹
簡
寫

之

北
圖

本

「史
」
作

「更
」
,
是
。

酷
吏
列
傳
第
六
十
二

先
王
所
以
力
行
令
要
清
弭
服
習

北
圖
本
「令
」

作

「全
」
。

其
後
有
郵
都
富
成
之
屬

推

所

自

來

誰

實

防

之

北

圖

本

「防
」
作

「肪
」
。

閻
奉
以
惡
用
矣

水

衡

闇

奉

撲

撃

賣

請

北

圖

本

「撲
」
作

「朴
」。

張
湯
數
稱
以
口
武

北
圖
本

「口
」
作

「廉
」。
按
「史

記
」
原
文
作

「張
湯
數
稱
以
爲
廉
武
」
。

然
郢
都
抗
直

見
漢
氏
之
不
網
上
澤
之
弛
絶
也

北
圖
本
「上
」

作

「王
」
,
當
是
。

班
氏
又
因
而
欲
之

北
圖
本

「欲
」
作

「從
」,

是
。

舞
文
巧
試
之
徒

北
圖
本

「試
」
作

「詆
」
。
似

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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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第
五
十
七

大
宛
、
游
侠
、
佞
幸
三
列
傳

大
宛
之
跡

代
萬
四
千
四
百
五
十
里

北
圖
本

「代
」
上
有

「去
」
字
,
是
。

安
息
在
大
月
氏
西
可
數
千
里

安

息

國

王

治

番

兜

域

北

圖

本

「域
」
作

「
城
」,
是
。

至
禹
本
紀
山
海
經
所
有
怪
物

始
以
禹
本
紀
山
海
經
爲
可
信

北
圖
本
「可
信
」

上
有

「不
」
字
,
是
。

游
侠
列
傳
第
六
十
四

何
必
務
名
譽
止
於
尋
常
之
外

北
圖
本

「止
」

作

「出
」,
當
是
。

何
維
騏
日

北
圖
本

「何
」
作

「柯
」
,
是
。

解

爲
人
短
小
不
飲
酒

在
此
條
及
其
疏
證
文
之
後
,
北
圖
本
徇
有
下
列

一
條

條
目
文
爲
靜
嘉
堂
本
所
無
,
文
云
..

「且
無
用
待
我
待
我
去
」
下
接
兩
本
皆
有
之
疏
證
文
..

「辨
惑

日
疑
重
用
待
我
字
」
。

顧
見
其
衣
袰
帶
後
穿

醤

家

日

督

脉

北

圖

本

「
醤

」

作

「
醫

」
,

是

。

寢

與

中

人

亂

北

圖

本

「
寢

」
作

「
寝

」
,

是

,

與

「
史

記

」

原

文

合

。
卷
第
五
十
八

滑
稽
、
臼
者

二
列
傳

莊
王
大
驚

衣
冠

談

読

各

或

亂

直

北

圖

本

「各
」
作

「客
」
,
似
是
。

乃
召
孫
叔
敖
子
封
之

城

北

猶

有

叔

敖

碑

北

圖

本

「有
」
訛

作

「省
」
。

廉
吏
常
苦
貧

北
圖
本

「吏
」
訛
作

「常
」
。

荊
人
畏
鬼
而
越
信
機

北
圖
本
「
越
」下
有
「人
」

字
,
是
。

西
門
豹
爲
鄰
令

所
謂
便
計
美
言
賢
大
人
也

北
圖
本

「
人
」
作

「夫
」
,
是
。

日
者
列
傳
第
六
十
七

又
不
得
與
庶
民
之
哀
者
比

北
圖
本

「哀
」
作

「良
」
,
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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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澤利忠、 劉 起 釘

卷
第
五
十
九

龜
策
、
貨
殖
二
列
傳

君

獨
不
聞
玉
欖
隻
雉

北
圖
本

「
君
」
作

「吾
」
,
皆

盥
ハ
「
史
記
」
原
文

「
王
獨
不
聞
玉
檳
隻
鷄
」
不
相
合
。

桀
有
諛
臣
名
日
趙
梁

呂
氏
春
秋
夏
桀
梁
於
羊
辛

北
圖
本

「
梁
於
」

作

「染
於
」
,
是
,
與

「
呂
氏
春
秋

・
當
梁
」
合

(惟

羊
爲
千
之
訛
)
。

貨
殖
列
傳
第
六
十
九

使
將
疏
食
飲
水
褐
愽

北
圖
本

「傅
」
作

「博
」。

范

暉

而

不
皆

無

此

目

北

圖

本

「不
」
作

「下
」
,
是
。

則
書
中
所
斥
不
軌
途
利
民
也

北
圖
本

「
斥
」

訛
作

「斤
」
,
「利
」
下
有

「之
」
字
。

郎
書
中
三
人
言
利
事
析
秋
毫
之
比
也

北
圖
本

「比
」
訛
作

「
此
」。

璽
出

出
子
本
作
歯
蓋
以
子
刑

北
圖
本
兩

「
子
」
字

皆
作

「
字
」,
是
。

故
楊
平
陽
陳
椽
其
間
得
所
欲

如
椅

頓
之
監
鹽

北
圖
本

「椅
」
作

「猗
」,

是
,
與

「史
記
」
合
。

(惟

「
監
」
爲

「鹽
」
之
訛
)

進
醵
飮
食

進

師

慱

進

主

進

之

謂

北

圖

本

「慱
」
作

「博
」。卷

第
穴
十

太
史
公
自
序

鯏
瞶

玄

孫

印
爲

武
信

君

將

北

圖

本

「
印
」
作

「印
」
,
與

「史
記
」
合
。

夫
儒
者
以
六
藝
爲
法

茲
所
爲
逋
儒
也

北
圖
本

「爲

」
作

「謂
」
,

是
。

余
聞
董
生
日

史
法
未
正
義
理
未

一

北
圖
本
「
正
」
下
衍
「
明
」

字
,
與
此
所
引

「習
學
記
言
」
原
文
不
合
。

故
有
國
者
不
可
以
不
知
春
秋

不
以
口
之
春
秋
爲
王
也

北
圖
本

「
口
之
」
作

「能
知
」
,
與
所
引

「習
學
記
言
」
原
文
合
。

爲
人
臣
者
不
可
以
不
知
春
秋
守
經
事
而
不
知
其
宜
遷
變
事

而
不
知
其
權

北
圖
本

「遷
」
作

「遭
」
,
是
。
與
所
據

「史
記
」
原

文
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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靜嘉堂與北京圖書館所藏兩r史 記疏證」清抄本初校記

附

記

靜
嘉
堂
本
全
書
多
眉
批
,
對

「疏
證
」
原
文
有
補
充
、

有
訂
正
,
亦
有
質
疑
,
顯
非

「
史
記
疏
證
」
原
作
者

所
爲
,
當
係

一
對

「
史
記
」
亦
有
研
究
者
所
寫
。
而

此
抄
本
之
抄
手
水
平
不
高
,
即
普
通
文
史
知
識
亦
頗

缺
乏
,
故
往
往
出
現
不
應
有
之
文
字
錯
誤
。
可
知
眉

批
非
此
本
抄
手
所
加
,
當
係
男

一
有
人
加
了
眉
批
之

本
,
爲
此
本
抄
録
之
所
據
。

北
圖
本
則
全
書
無
眉
批
,
但
有
二
處
亦
有
之
,

一
爲

卷
第
十

一
「三
代
世
表
」
之

「周
襄
王
三
年
戎
伐
我
し

條

上
端
,
以
眉
批
形
式

塘

一
條
目

云
..
「
幽
王

六

年
」。
其
下
疏
證
云
..
「史
詮
日
詩
小
雅
十
月
之
交
朔

日
辛
卯
,
日
有
食
之
。
虞
躑
以
歴
推
之
,
在
幽
王
六

年
也
」。
又

一
爲
卷
第
十
二

「
六
國
年
表
」
之

「六
月

義
渠
來
賂
鯀
諸
乞
援
し條
上
端
眉
批
云
..
「
史
詮
日
..

絲
諸
疑
即
緜
諸
字
之
訛
也
。
緜
諸
戎
國
,
在
隴
西
」
。

此
二
條
靜
嘉
堂
本
亦
在
眉
批
中
。
不
過
此
二
者
尚
爲

補
録
脱
落
之
疏
證
文
,
與
靜
嘉
堂
本
其
他

一
般
之
眉

批
又
略
有
異
。
(靜
嘉
堂
本
眉
批
亦
有
四
、
五
處
補
録

疏
證
文
,
見
本
校
記
)

一
九
九
〇
年
七
月
初
校
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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