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
前
言

【

】
 

 

經
典
古
籍
是
源
頭
活
水
，
蘊
藏
中
華
文
明
的
精
髓
，
中
國
語
文
科
通
過
策
劃
「
禮

行
真
光
」
教
學
計
劃
，
推
廣
優
秀
的
重
禮
文
化
，
引
導
學
生
認
識
禮
的
核
心
價
值
︰

仁
、
約
、
和
、
敬
，
從
而
陶
冶
性
情
，
修
養
品
格
。

 
 

本
書
名
為
《
真
光
禮
儀
手
冊
》
，
是
《
真
光
女
兒
須
知
》
之
延
續
。
《
真
光
女
兒

須
知
》
於
一
九
六
三
年
印
行
，
當
中
收
錄
校
規
條
文
、
標
準
真
光
女
兒
之
準
則
，
從
紀

律
、
體
魄
、
品
格
、
知
識
等
方
面
提
出
學
生
應
有
的
態
度
。
禮
儀
手
冊
保
留
昔
日
傳

統
，
記
載
行
禮
守
則
。
這
些
簡
短
精
要
的
條
目
，
將
成
為
學
生
砥
節
礪
行
之
提
點
，
從

而
端
正
行
為
，
立
德
行
善
。

 
 

本
書
按
以
下
主
題
分
類
︰
個
人
禮
儀
、
家
庭
禮
儀
、
學
校
禮
儀
及
公
共
禮
儀
。
除

禮
儀
條
目
外
，
亦
附
精
美
插
畫
，
圖
文
並
茂
，
相
映
成
趣
，
進
一
步
散
發
禮
文
化
的
魅

力
。
同
學
們
，
盼
望
妳
們
從
養
成
良
好
的
行
為
習
慣
做
起
，
知
行
合
一
，
由
行
入
心
，

成
為
才
德
俱
佳
的
真
光
女
兒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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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
長
的
話

學
禮
修
身 

明
德
篤
行

 
 

禮
是
個
人
的
修
養
，
是
立
身
處
世
的
根
本
。
古
人
見
面
時
打
躬
作
揖
，
說
話
時
謙
己

敬
人
，
他
們
的
一
言
一
行
，
無
不
表
現
對
禮
節
的
重
視
。
然
而
，
觀
乎
現
今
世
代
，
這

種
與
人
相
處
之
道
已
漸
被
忽
略
，
有
些
人
率
性
而
為
，
視
禮
為
一
種
拘
束
。
真
光
創
校

一
百
五
十
載
，
歷
史
悠
久
，
自
當
逆
流
而
行
，
堅
守
正
道
，
繼
續
弘
揚
中
國
文
化
，
以
加

強
莘
莘
學
子
品
德
修
養
為
己
任
。
因
此
，
我
校
推
行
「
禮
行
真
光
」
教
學
計
劃
，
藉
此
推

動
校
園
重
禮
之
風
。

 
 

中
國
素
來
以
禮
儀
之
邦
著
稱
於
世
，
經
典
古
籍
蘊
藏
中
國
傳
統
的
優
秀
文
化
，
為
禮
樂

學
習
提
供
豐
富
養
分
。
學
生
通
過
學
習
中
華
經
典
名
句
，
積
學
涵
泳
，
認
識
禮
的
真
諦
，
領

悟
聖
賢
智
慧
。
當
然
，
隨
著
時
代
發
展
，
古
禮
並
不
完
全
適
用
於
現
今
社
會
。
有
見
及
此
，

一



學
生
閱
讀
經
典
後
，
通
過
探
究
、
討
論
與
反
思
，
提
煉
前
賢
的
思
想
精
髓
，
結
合
生
活
，
撰

寫
禮
儀
守
則
。
現
將
中
華
經
典
名
言
與
學
生
自
擬
守
則
結
集
成
書
，
名
為
《
真
光
禮
儀
手

冊

》
，
盼
望
書
中
信
條
成
為
年
青
人
的
指
路
明
燈
，
學
會
遵
循
禮
節
；
同
時
做
到
因
時
制

宜
、
因
地
制
宜
、
因
人
制
宜
，
按
照
實
際
需
要
靈
活
行
禮
。

 
 

感
謝
中
文
科
老
師
精
心
籌
劃
「
禮
行
真
光
」
教
學
計
劃
，
全
賴
老
師
的
循
循
教
導
，

引
領
學
生
認
識
中
華
民
族
禮
文
化
的
內
涵
。
更
重
要
的
，
是
感
謝
各
位
老
師
的
言
傳
身

教
。
這
令
我
想
起
杜
甫
的
詩
句
《
春
夜
喜
雨

》
︰
「
好
雨
知
時
節
，
當
春
乃
發
生
。
隨
風

潛
入
夜
，
潤
物
細
無
聲
。
」
老
師
的
嘉
言
美
行
為
學
生
樹
榜
樣
，
立
德
行
，
春
風
化
雨
，

潤
物
無
聲
。
適
逢
真
光
創
校
一
百
五
十
周
年
誌
慶
，
九
真
上
下
定
必
同
心
同
德
，
將
真
理

化
作
點
點
光
芒
，
繼
續
照
亮
新
一
代
的
年
青
人
。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李
伊
瑩
校
長

二
零
二
二
年
春

二



行 禮
仁約

「
君
子
以
仁
存
心
，
以
禮
存
心
。
」

 —

《
孟
子
．
離
婁
下
》

「
君
子
博
學
於
文
，
約
之
以
禮
。
」

 —

《
論
語‧

雍
也
》

三



和敬
「
禮
之
用
，
和
為
貴
。
」

 —

《
論
語‧

學
而
》

「
恭
敬
之
心
，
禮
也
。
」

 —

《
孟
子‧

告
子
上
》

光 真

四



個
人
禮
儀



注
釋
︰
「
中
」
，
符
合
。
「
節
」
，
節
度
、
法
度
。

句
意
︰
喜
怒
哀
樂
尚
未
表
現
出
來
時
，
稱
之
為
中
；

 
 

 

表
現
出
來
都
能
合
乎
節
度
，
稱
之
為
和
。

發
而
皆
中
節
，
謂
之
和
。

喜
怒
哀
樂
之
未
發
，
謂
之
中
；《

中
庸
》

儀
容
之
禮

六



儀
容
之
禮

注
釋
︰
「
戒
慎
」
，
謹
慎
小
心
。
「
失
色
」
，
失
態

 
 

 

的
樣
子
。

句
意
︰
有
修
養
的
人
保
持
謹
慎
小
心
，
不
會
在
別
人
面 

 

前
表
現
失
態
。

君
子
戒
慎
，
不
失
色
於
人
。

《
禮
記
・
曲
禮
上
》

七



一
、 
喜
怒
哀
樂
，
須
把
握
分
寸
，
情
緒
表
達
要
恰
到
好
處
。

二
、 

時
刻
心
存
仁
愛
，
保
持
慈
眉
善
目
。

三
、 

在
不
同
的
場
合
，
面
部
表
情
以
至
儀
容
神
態
應
有
相
應
的
變
化
︰

 

出
席
莊
嚴
、
肅
穆
的
場
合
，
神
態
保
持
莊
重
。

 

參
加
喜
宴
時
，
應
保
持
微
笑
。

 

參
加
喪
禮
時
，
流
露
哀
傷
，
不
應
說
笑
。

古
禮
今
用

八



句
意
︰
服
裝
穿
著
重
整
潔
，
不
著
重
是
否
華
麗
。

衣
貴
潔
，
不
貴
華
。

《
弟
子
規
》

衣
飾
之
禮

九



冠
必
正
，
紐
必
結
。
襪
與
履
，
俱
緊
切
。

《
弟
子
規
》

注
釋
︰
「
冠
」
，
帽
子
。
「
正
」
，
端
正
。

 
 

 

「
紐
」
，
衣
服
上
的
紐
結
。
「
履
」
，
鞋
子
。

句
意
︰ 

帽
子
要
戴
得
端
正
，
衣
服
鈕
扣
要
扣
好
；

 

襪
子
與
鞋
子
都
要
穿
得
平
整
，
鞋
帶
應
繫
緊
。

衣
飾
之
禮

十



晨
必
盥
，
兼
漱
口
。
便
溺
回
，
輒
淨
手
。

《
弟
子
規
》

注
釋
︰
「
盥

」
，
本
意
指
清
洗
手
部
，
此
處
表
示
洗

漱
。
「
淨
」
，
洗
淨
。 

句
意
︰
早
晨
起
床
後
，
一
定
要
先
洗
臉
刷
牙
，
每
次
如

 
 

 

廁
後
都
要
洗
手
。

衣
飾
之
禮

十
一



置
冠
服
，
有
定
位
。
勿
亂
頓
，
致
污
穢
。

《
弟
子
規
》

注
釋
︰
「
置
」
，
放
置
。
「
頓
」
，
安
放
。

句
意
︰
脫
下
來
的
帽
子
和
衣
服
應
當
放
置
在
固
定
的
位 

置
，
不
要
隨
意
亂
放
，
以
致
弄
髒
。

衣
飾
之
禮

十
二



四
、 
學
生
應
當
以
勤
勉
求
學
為
尚
，
衣
著
服
飾
須
合
乎
學
生
身
份
。

五
、 
不
追
求
名
牌
、
不
染
髮
、
不
濃
妝
、
不
紋
身
、
不
塗
指
甲
。

六
、 

每
天
上
學
前
，
從
頭
到
腳
檢
視
儀
容
一
遍
，
確
保
儀
容
髮
式
整 

齊
合
度
。

七
、 

學
生
須
佩
戴
校
章
。

八
、 

校
服
須
整
齊
潔
淨
、
長
度
及
膝
。

九
、 

襪
子
保
持
潔
白
，
長
度
合
宜
。

十
、 

穿
純
黑
色
平
底
皮
鞋
，
繫
緊
鞋
帶
。

十
一
、 

參
與
開
學
禮
、
感
恩
崇
拜
、
頒
獎
典
禮
、
結
業
禮
等
重
要
儀  

式
，
學
生
須
跟
從
傳
統
髮
式
要
求
，
束
整
齊
雙
辮
。

古
禮
今
用

十
三



十
二
、 
平
日
打
扮
須
以
尊
重
場
合
為
原
則
，
重
要
場
合
不
宜
穿
著
背
心
、

 

奇
裝
異
服
、
露
趾
涼
鞋
，
裙
子
、
褲
子
不
宜
過
短
。

十
三
、 

如
須
戴
帽
子
，
必
須
保
持
帽
子
端
正
。
在
出
席
重
要
場
合
或

 

集
會
時
，
須
脫
下
帽
子
，
以
示
尊
重
。

十
四
、 

保
持
整
潔
衛
生
，
不
要
弄
髒
衣
服
。

十
五
、 

家
中
衣
物
必
須
擺
放
有
序
。

十
六
、 

脫
下
外
套
時
，
須
折
疊
或
掛
放
好
，
不
可
胡
亂
堆
放
。

古
禮
今
用

十
四



衣
飾
之
禮

十
五



句
意
︰
走
路
時
步
伐
從
容
穩
重
，
站
立
要
端
正
。

步
從
容
，
立
端
正
。

《
弟
子
規
》

行
進
之
禮

十
六



路
遇
長
，
疾
趨
揖
。
長
無
言
，
退
恭
立
。

《
弟
子
規
》

注
釋
︰ 

「
疾
」
，
迅
速
地
。
「
揖
」
，
拱
手
行
禮
。

句
意
︰ 

在
路
上
遇
見
長
輩
，
要
趕
快
走
上
前
去
作
揖
致 

禮
，
如
果
長
輩
沒
有
問
話
，
那
便
往
後
退
下
， 

恭
敬
站
立
著
。

行
進
之
禮

十
七



十
七
、 
穿
著
校
服
時
行
禁
闊
步
，
展
現
真
光
女
兒
端
莊
的
形
象
。

十
八
、 

集
會
時
如
須
站
立
，
保
持
頭
正
肩
平
背
直
，
不
可
歪
斜
。

十
九
、 

不
要
在
課
室
、
走
廊
等
通
道
奔
走
，
行
樓
梯
時
須
左
上
右
落
。

二
十
、 

平
日
站
立
時
，
兩
腳
站
直
，
雙
手
自
然
下
垂
。

二
十
一
、
走
路
時
氣
要
平
、
腳
步
要
從
容
和
緩
，
身
體
微
向
前
傾
，

 

雙
臂
不
要
大
幅
搖
擺
。

行
進
之
禮

十
八



二
十
二
、 
若
走
路
時
想
超
前
，
應
說
「
對
不
起
，
借
過

」
，
並
從
側
面

繞
行
，
不
可
從
兩
人
中
間
穿
插
而
過
。

二
十
三
、 

坐
下
時
應
輕
輕
拉
動
椅
子
，
避
免
發
出
嘈
吵
之
聲
。

二
十
四
、 

正
坐
時
，
頭
正
身
直
，
雙
腳
並
攏
，
雙
手
交
疊
於
腿
上
。

行
進
之
禮

十
九



二
十
五
、 

路
中
遇
到
長
輩
，
應
快
走
向
前
，
恭
敬
問
候
。

二
十
六
、 
遇
上
認
識
的
人
，
應
按
情
況
主
動
打
招
呼
，
互
相
問
候
。

二
十
七
、 

行
人
應
互
相
禮
讓
，
主
動
給
長
者
、
殘
疾
人
士
和
有
需
要
人 

士
讓
路
。

二
十
八
、 

上
學
、
放
學
途
中
，
不
宜
邊
走
邊
進
食
。

二
十
九
、 

趕
路
時
，
切
勿
走
得
氣
急
敗
壞
，
仍
須
保
持
禮
儀
。

三
十
、 

行
進
期
間
不
宜
高
談
闊
論
，
語
笑
喧
嘩
。

行
進
之
禮

二
十



食
不
語
，
寢
不
言
。

《
論
語‧

鄉
黨
》

句
意
︰
在
吃
飯
時
，
不
可
聊
天
；
睡
覺
前
，
也
不
能 

說
話
。

飲
食
之
禮

二
十
一



對
飲
食
，
勿
揀
擇
。
食
適
可
，
勿
過
則
。

《
弟
子
規
》

注
釋
︰
「
過
」
，
過
度
，
超
過
。
「
則
」
，
準
則
。

句
意
︰
對
於
食
物
，
不
要
挑
食
；
吃
東
西
也
要
適
可
而 

止
，
不
要
超
過
應
有
的
準
則
。

飲
食
之
禮

二
十
二



三
十
一
、 
吃
東
西
時
閉
上
嘴
巴
細
嚼
慢
嚥
。

三
十
二
、 

嘴
巴
含
著
食
物
時
不
要
說
話
，
待
吞
下
食
物
後
才
說
話
。

三
十
三
、 

進
食
時
，
不
可
挑
食
或
偏
食
；
亦
不
可
狼
吞
虎
嚥
，
以
免
失

禮
人
前
。

三
十
四
、 

不
可
敲
擊
餐
具
，
發
出
碰
撞
聲
。

三
十
五
、 

慎
用
筷
子
，
不
要
在
菜
盤
中
來
回
逡
巡
。

古
禮
今
用

二
十
三



注
釋
︰
「
房

」
，
指
讀
書
的
房
間
。
「
几

」
，
長
方 

形
的
矮
桌
。
「
案

」
，
桌
子
。

句
意
︰
書
房
要
潔
淨
，
牆
壁
也
要
保
持
乾
淨
。
書
桌 

要
整
齊
，
所
用
的
筆
和
硯
台
要
擺
放
端
正
。

房
室
清
，
牆
壁
淨
。
几
案
潔
，
筆
硯
正
。

《
弟
子
規
》

居
家
之
禮

二
十
四



古
禮
今
用

三
十
六
、 
清
早
起
床
時
，
摺
疊
被
子
，
整
理
床
鋪
。

三
十
七
、 

每
天
灑
掃
庭
除
，
清
潔
家
居
，
保
持
整
潔
。

三
十
八
、 

物
品
用
後
應
歸
回
原
處
，
學
習
自
我
約
束
。

三
十
九
、 

書
桌
保
持
整
潔
，
將
讀
書
環
境
整
理
乾
淨
，
使
學
習
時
心
境 

平
和
。

二
十
五



居
家
之
禮

二
十
六



君
子
不
失
足
於
人
，
不
失
色
於
人
，

《
禮
記‧

表
記
》

不
失
口
於
人
。

注
釋
︰
「
失
足
」
，
舉
止
不
得
體
。

句
意
︰ 

君
子
不
能
對
人
舉
止
不
得
體
，
不
能
對
人
態
度 

不
莊
重
，
不
能
對
人
說
話
不
謹
慎
。

言
談
之
禮

二
十
七



凡
道
字
，
重
且
舒
。
勿
急
疾
，
勿
模
糊
。

《
弟
子
規
》

注
釋
： 

「
道
字
」
，
說
話
之
意
。
「
重
」
，
與
輕
相 

對
，
聲
音
大
的
意
思
。

句
意
︰ 

說
話
時
聲
音
要
有
力
，
緩
緩
道
來
，
讓
聽 

的
人
覺
得
舒
服
。
不
要
太
快
，
更
不
要
模 

糊
不
清
。

言
談
之
禮

二
十
八



奸
巧
語
，
穢
污
詞
，
市
井
氣
，
切
戒
之
。

《
弟
子
規
》

注
釋
： 

「
奸
」
，
奸
詐
之
意
。
「
污
」
，
虛
浮
不
實
。

句
意
︰ 

奸
詐
取
巧
的
語
言
、
髒
穢
的
話
以
及
市
井
無
賴 

的
粗
俗
語
氣
，
都
一
定
要
去
除
掉
，
切
忌
說 

出
口
。

言
談
之
禮

二
十
九



四
十
、 

談
吐
要
謙
遜
、
文
雅
，
態
度
要
誠
懇
。

四
十
一
、 
經
常
使
用
「

請

」
、
「

您
好

」
、
「

謝
謝

」
、
「

對
不

起
」
、
「
不
用
客
氣
」
等
禮
貌
用
語
。

四
十
二
、 

說
話
語
氣
宜
平
和
沉
穩
。

四
十
三
、 

不
可
說
粗
言
穢
語
。

四
十
四
、 

說
話
音
量
要
適
中
，
聲
量
不
宜
太
大
，
給
人
無
禮
粗
魯
的
印

象
；
聲
量
也
不
宜
太
小
，
令
人
聽
得
吃
力
。

四
十
五
、 

要
專
心
聆
聽
別
人
的
說
話
，
不
要
隨
便
打
斷
別
人
的
話
。

四
十
六
、 

說
話
時
要
帶
善
意
，
拿
捏
分
寸
，
不
要
說
傷
害
別
人
的
話
。

古
禮
今
用

三
十



家
庭
禮
儀



冬
則
溫
，
夏
則
凊
。
晨
則
省
，
昏
則
定
。

《
弟
子
規
》

注
釋
︰ 

「
凊
」
，
寒
涼
。
「
省
」
，
問
候
。

 

「
昏

」
，
黃
昏
。
「
定

」
，
安
定
，
此
指
伺

候
安
睡
。

句
意
︰ 

冬
天
寒
冷
的
時
候
，
要
讓
父
母
感
受
到
溫

暖
，
夏
天
炎
熱
的
時
候
，
要
讓
父
母
感
覺
到

清
涼
。
早
上
出
門
前
要
問
候
父
母
，
晚
上
要

伺
候
父
母
安
睡
。

孝
親
之
禮

三
十
二



孝
子
之
有
深
愛
者
必
有
和
氣
；
有
和
氣
者
必

《
禮
記‧

祭
義
》

注
釋
︰
「
和
」
，
溫
和
。
「
婉
」
，
婉
順
。

句
意
︰ 

孝
子
對
雙
親
有
深
愛
之
心
，
必
然
有
和
順
的
態 

度
；
有
和
順
的
態
度
，
必
然
有
愉
悅
的
神
色
； 

有
愉
悅
的
神
色
，
必
然
有
婉
順
的
儀
容
。 

有
愉
色
；
有
愉
色
者
必
有
婉
容
。

孝
親
之
禮

三
十
三



父
母
呼
，
應
勿
緩
。
父
母
命
，
行
勿
懶
。

《
弟
子
規
》

注
釋
︰
「
敬
聽
」
，
恭
敬
地
聆
聽
。
「
順
承
」
，
順
從

 
 

 

地
接
受
。

句
意
︰ 

父
母
呼
喚
，
應
及
時
回
答
，
不
要
拖
延
；
父
母 

吩
咐
做
事
，
要
立
刻
行
動
，
不
可
推
辭
偷
懶
。

父
母
教
導
我
們
時
，
應
恭
敬
地
聆
聽
。
父
母
責

備
時
，
應
當
虛
心
接
受
。 

父
母
教
，
須
敬
聽
。
父
母
責
，
須
順
承
。

孝
親
之
禮

三
十
四



夫
為
人
子
者
，
出
必
告
，
反
必
面
。

《
禮
記‧

曲
禮
》

注
釋
︰
「
反
」
通
「
返
」
，
返
回
。
「
面
」
，
面
見
。

句
意
︰ 

作
為
子
女
，
出
門
前
要
當
面
稟
告
父
母
，
回
來 

以
後
要
面
告
父
母
。

孝
親
之
禮

三
十
五



親
有
疾
，
藥
先
嘗
。
晝
夜
侍
，
不
離
床
。

《
弟
子
規
》

注
釋
︰
「
嘗
」
，
通
「
嚐
」
，
用
嘴
試
味
道
。

 
 

 

「
侍
」
，
侍
奉
。

句
意
︰ 

父
母
病
重
時
，
子
女
應
先
嚐
嚐
湯
藥
；
並
且
要 

日
夜
侍
奉
，
不
離
開
父
母
床
邊
。

孝
親
之
禮

三
十
六



事
父
母
幾
諫
，
見
志
不
從
，

《
論
語‧

里
仁
》

注
釋
︰
「
幾
」
，
委
婉
地
。
「
勞
」
，
內
心
憂
愁
。

句
意
︰ 

事
奉
父
母
，
要
委
婉
地
勸
說
他
們
。
看
見
父
母 

不
願
聽
從
自
己
的
意
見
，
仍
然
要
對
他
們
恭

敬
，
不
冒
犯
。
雖
然
擔
憂
，
但
不
抱
怨
。

又
敬
不
違
，
勞
而
不
怨
。

孝
親
之
禮

三
十
七



一
、 
使
用
恰
當
的
稱
呼
，
如
爸
爸
、
媽
媽
，
不
要
直
呼
父
母
的
名
字
。

二
、 

承
擔
家
庭
雜
活
，
減
輕
父
母
的
負
擔
。

三
、 

父
母
休
息
時
，
應
保
持
安
靜
。

四
、 

父
母
回
家
時
，
不
忘
向
父
母
送
上
溫
暖
，
親
切
有
禮
地
關
心
父
母

一
天
的
生
活
。

五
、 

尊
重
父
母
，
關
注
及
了
解
他
們
的
生
活
與
需
要
。

六
、 

每
天
要
有
禮
地
和
父
母
聊
聊
天
，
問
候
父
母
，
表
達
對
父
母

的
關
心
。

七
、 

與
父
母
分
享
在
學
校
發
生
的
點
點
滴
滴
，
讓
父
母
了
解
子
女
的
學

習
狀
況
。 古

禮
今
用

三
十
八



八
、 

與
父
母
談
話
時
，
應
心
平
氣
和
，
柔
聲
細
語
，
不
要
打
斷
父
母
講
話
。

九
、 
與
父
母
相
處
時
保
持
和
顏
悅
色
，
態
度
和
善
。

十
、 

與
父
母
談
話
時
，
應
看
著
父
母
，
不
應
只
顧
使
用
手
提
電
話
。

十
一
、 

積
極
回
應
父
母
的
召
喚
，
服
從
父
母
的
命
令
，
執
行
父
母
的 

囑
咐
。

十
二
、 

不
應
指
使
父
母
為
自
己
做
事
，
如
力
有
不
逮
，
可
請
父
母
協
助
。

十
三
、 

凡
事
與
父
母
商
量
，
借
鑑
父
母
的
主
意
和
經
驗
，
接
受
父
母
的 

忠
告
。

十
四
、
與
父
母
意
見
不
一
時
，
不
應
頂
撞
父
母
，
應
保
持
平
靜
，
了

解
父
母
的
意
見
，
求
同
存
異
。

古
禮
今
用

三
十
九



十
五
、 

當
父
母
犯
錯
，
要
委
婉
勸
諫
，
勞
而
不
怨
。

十
六
、 
當
父
母
責
備
批
評
自
己
時
，
不
應
埋
怨
，
應
立
即
道
歉
，
然 

後
反
省
自
己
的
過
失
，
作
出
改
善
。

十
七
、 

子
女
應
耐
心
聆
聽
父
母
的
嘮
叨
，
了
解
父
母
話
語
的
深
意
。

十
八
、 

外
出
前
，
應
先
向
家
人
說
清
楚
去
向
，
不
要
令
父
母
擔
心
。

十
九
、 

在
父
母
生
日
、
父
親
節
、
母
親
節
時
，
可
獻
上
深
切
的
祝 

福
，
送
上
有
意
義
的
小
禮
物
。

二
十
、 

子
女
要
做
好
自
己
，
注
意
在
社
會
上
的
言
行
，
維
護
父
母
的 

尊
嚴
。

二
十
一
、 

父
母
生
病
時
，
應
在
旁
細
心
照
顧
父
母
，
煮
清
淡
的
食
物
， 

多
關
心
他
們
的
病
情
，
詢
問
其
身
體
情
況
。

古
禮
今
用

四
十



孝
敬
父
母

四
十
一



兄
道
友
，
弟
道
恭
。
兄
弟
睦
，
孝
在
中
。

《
弟
子
規
》

注
釋
︰
「
兄
道
」
，
為
兄
之
道
。
道
，
道
理
、
法
則
。

 
 

 

「
睦
」
，
和
睦
。

句
意
︰ 

哥
哥
對
弟
弟
關
愛
，
弟
弟
對
哥
哥
恭
敬
。
兄
弟 

和
睦
，
孝
便
在
其
中
。

友
悌
之
禮

四
十
二



二
十
二
、 

使
用
恰
當
的
稱
呼
，
不
要
直
呼
姐
姐
或
哥
哥
的
名
字
。

二
十
三
、 
兄
長
和
姐
姐
應
幫
助
和
教
導
弟
妹
，
向
他
們
分
享
生
活
和
學 

習
經
驗
，
陪
伴
他
們
健
康
成
長
。

二
十
四
、 

弟
弟
妹
妹
應
該
體
諒
兄
長
、
姐
姐
的
辛
苦
，
盡
力
分
擔
家 

務
，
做
一
個
懂
事
的
孩
子
。

二
十
五
、 

遇
上
意
見
不
合
時
，
應
互
相
禮
讓
，
不
應
破
口
大
罵
或
大
打 

出
手
。

二
十
六
、 

使
用
恰
當
的
稱
呼
，
不
要
直
呼
親
戚
的
名
字
。

二
十
七
、 

迎
接
親
戚
時
，
主
動
前
去
開
門
，
再
恭
請
親
戚
進
入
室
內
。

古
禮
今
用

四
十
三



兄
友
弟
恭

四
十
四



族
者
何
也
？
族
者
湊
也
，
聚
也
，
謂
恩

《
白
虎
通‧

宗
族
》

注
釋
︰
「
湊
」
，
聚
合
、
靠
攏
。
「
恩
」
，
指
因
血 

緣
、
姻
親
關
係
而
產
生
的
情
誼
。

句
意
︰ 

「
族
」
是
指
甚
麼
呢
？
「
族
」
是
聚
合
、
會 

合
，
指
因
血
緣
、
姻
親
關
係
產
生
情
誼
而
聚
合

起
來
的
群
體
。

愛
相
流
湊
也
。

親
族
之
禮

四
十
五



二
十
八
、 

如
有
長
輩
到
場
，
要
馬
上
起
立
及
問
好
以
示
敬
意
，
使
家
族 

和
睦
有
序
。

二
十
九
、 

讓
長
輩
先
就
座
，
以
示
尊
敬
。

三
十
、 

長
輩
呼
喚
時
，
應
快
步
上
前
，
以
免
怠
慢
。

三
十
一
、 

應
細
心
聆
聽
長
輩
話
語
，
即
使
長
輩
語
速
較
慢
，
也
應
保
持 

耐
性
。

三
十
二
、 

與
長
輩
交
談
時
，
說
話
聲
量
要
合
適
，
不
應
大
吵
大
鬧
。

三
十
三
、 

長
輩
離
開
時
，
應
起
立
並
目
送
長
輩
離
開
。

三
十
四
、 

當
長
輩
手
提
重
物
時
，
應
主
動
上
前
幫
忙
。

古
禮
今
用

四
十
六



三
十
五
、 

當
長
輩
稱
讚
我
們
時
，
我
們
應
感
謝
他
們
的
讚
賞
及
謙
虛
地 

回
應
。

三
十
六
、 

長
輩
教
誨
時
，
應
虛
心
聆
聽
，
接
受
他
們
的
教
導
。

三
十
七
、 

逢
年
過
節
應
主
動
向
親
戚
問
好
，
長
輩
給
紅
包
時
，
我
們
應 

雙
手
接
過
，
說
聲
謝
謝
。
千
萬
不
能
當
面
拆
開
。

三
十
八
、 

與
親
友
進
餐
前
，
要
先
讓
長
輩
起
筷
。

三
十
九
、 

吃
飯
時
不
要
飛
象
過
河
，
挑
來
撿
去
，
好
吃
的
東
西
也
要
留 

給
親
友
。

四
十
、 

未
得
長
輩
允
許
，
不
可
隨
便
離
席
。

古
禮
今
用

四
十
七



學
校
禮
儀



侍
坐
於
先
生
，
先
生
問
焉
，
終
則
對
。

《
禮
記
•
曲
禮
》

注
釋
︰
「
侍
坐
」
，
弟
子
之
禮
，
在
老
師
身
旁
陪
坐
， 

準
備
隨
時
侍
奉
老
師
。
「
請
業
」
，
請
教
問 

題
。
「
請
益
」
，
請
求
進
一
步
講
解
。

句
意
︰ 

在
先
生
跟
前
陪
坐
，
先
生
問
話
，
要
待
先
生
說 

完
後
才
能
回
答
。
請
教
先
生
問
題
時
要
起
立
，

請
求
進
一
步
講
解
時
也
要
起
立
。

請
業
則
起
，
請
益
則
起
。

課
堂
之
禮

四
十
九



將
入
門
，
問
孰
存
。
將
上
堂
，
聲
必
揚
。

《
弟
子
規
》

人
問
誰
，
對
以
名
。
吾
與
我
，
不
分
明
。

注
釋
︰ 

「
孰
」
，
誰
。
「
存
」
，
存
在
。
「
堂
」
，
廳 

堂
。
「
分
明
」
，
清
楚
、
明
白
。

句
意
︰ 

將
要
進
入
大
門
時
，
應
先
問
有
人
在
嗎
；
快
要 

到
廳
堂
的
時
候
，
說
話
聲
音
要
高
揚
。
當
別
人

問
自
己
是
誰
時
，
要
將
自
己
的
姓
名
告
訴
對

方
。
如
果
只
回
答
「
是
我
」
，
那
對
方
不
能
分

辨
清
楚
你
是
誰
了
。 

課
堂
之
禮

五
十



一
、 
學
生
須
在
鐘
聲
響
起
前
在
課
室
安
坐
，
做
好
課
前
準
備
。

二
、 
老
師
進
入
課
室
時
，
須
迅
速
起
立
。

三
、 

向
老
師
問
好
時
，
須
鞠
躬
行
禮
，
待
老
師
答
禮
後
才
坐
下
。

四
、 

課
堂
上
認
真
聆
聽
老
師
講
解
，
集
中
注
意
力
。

五
、 

上
課
時
，
身
體
端
正
坐
直
，
讀
書
寫
字
姿
勢
正
確
。

六
、 

課
前
值
日
生
須
擦
淨
黑
板
，
書
桌
要
保
持
整
潔
，
各
種
物
品
要

輕
拿
輕
放
。

七
、 

向
老
師
提
問
時
，
應
先
舉
手
，
待
老
師
叫
妳
的
名
字
時
，
才
可

站
立
回
應
。

八
、 

發
言
時
，
身
體
要
立
正
，
態
度
要
大
方
，
聲
音
要
清
晰
響
亮
。

九
、 

同
學
如
須
走
出
課
室
，
應
該
先
舉
手
，
然
後
向
老
師
報
告
，
待 

老
師
批
准
後
才
可
離
開
課
室
。

古
禮
今
用

五
十
一



十
、 
當
學
生
遲
進
課
室
，
應
輕
輕
叩
門
，
等
待
老
師
示
意
後
才
可 

進
內
。

十
一
、 

課
堂
討
論
期
間
，
要
認
真
傾
聽
，
不
可
隨
便
打
斷
別
人
的
講
話
。

十
二
、 

同
學
發
言
時
，
不
可
譏
笑
他
人
，
要
通
過
真
誠
的
眼
神
和
表
情

給
發
言
者
鼓
勵
。

十
三
、 

對
老
師
在
課
堂
上
的
提
醒
和
批
評
，
不
得
頂
撞
。
如
有
異
議
，

可
於
課
後
與
老
師
交
流
。

十
四
、 

聽
到
下
課
鈴
響
時
，
若
老
師
還
未
宣
佈
下
課
，
學
生
應
當
耐
心
聽 

講
，
不
要
忙
著
收
拾
書
本
，
或
把
桌
子
弄
得
乒
乓
作
響
。

十
五
、 

課
堂
終
結
後
，
同
學
須
全
體
起
立
敬
禮
，
和
老
師
互
道
再
見
。

古
禮
今
用

五
十
二



《
禮
記
•
曲
禮
上
》

從
於
先
生
，
不
越
路
而
與
人
言
。
遭
先
生
於
道
，

趨
而
進
，
正
立
拱
手
。
先
生
與
之
言
，
則
對
；
不

與
之
言
，
則
趨
而
退
。

注
釋
︰
「
從
」
，
跟
隨
。
「
遭
」
，
遇
見
。
「
趨
」
，
快 

走
。
「
拱
手
」 

，
指
行
拱
手
禮
。　
　

句
意
︰ 

跟
隨
先
生
走
路
時
，
不
可
自
顧
自
地
穿
越
道
路
和
與 

別
人
說
話
。
在
路
上
遇
到
先
生
，
要
快
步
前
進
，
對 

先
生
正
立
拱
手
行
禮
。
先
生
跟
自
己
說
話
，
便
須
回 

答
；
不
跟
自
己
說
話
，
就
快
步
退
下
。

尊
師
之
禮

五
十
三



十
六
、 

每
次
見
到
老
師
須
主
動
問
好
，
分
別
時
說
再
見
。

十
七
、 
進
出
校
園
及
上
下
樓
梯
時
，
主
動
給
老
師
讓
行
。

十
八
、 

虛
心
聽
取
老
師
的
教
誨
，
誠
懇
接
受
老
師
的
教
導
。

十
九
、 

珍
惜
老
師
課
上
的
指
導
，
按
時
完
成
老
師
布
置
的
任
務
。

二
十
、 

服
從
老
師
的
指
示
，
不
可
頂
撞
老
師
。

二
十
一
、
與
老
師
交
流
時
，
要
先
起
立
並
主
動
讓
座
給
老
師
。

二
十
二
、
討
論
問
題
時
，
我
們
應
盡
量
坐
在
靠
近
老
師
的
地
方
，
一
方

面
為
了
表
示
與
老
師
親
近
，
另
一
方
面
便
於
隨
時
回
答
老
師

的
提
問
。 古

禮
今
用

五
十
四



二
十
三
、 

老
師
在
辦
事
或
與
別
人
交
談
時
，
我
們
不
可
隨
意
打
擾
老
師
。

先
站
立
一
旁
，
待
老
師
完
成
或
談
話
結
束
後
再
找
老
師
。

二
十
四
、 
給
老
師
發
的
電
子
郵
件
或
短
訊
，
要
符
合
書
信
格
式
，
不
能
沒 

有
稱
呼
和
問
候
。

二
十
五
、 

必
須
回
覆
老
師
發
來
的
郵
件
或
信
息
。

二
十
六
、 

老
師
遞
過
來
的
物
品
要
雙
手
接
過
。

二
十
七
、 

與
老
師
說
話
時
要
站
直
，
不
要
晃
來
晃
去
，
眼
睛
要
注
視
著
老 

師
，
不
要
飄
忽
不
定
。

二
十
八
、 

日
常
生
活
中
可
適
切
安
排
尊
師
活
動
，
如
畢
業
時
，
舉
行
「
謝

師
禮
」
，
真
心
感
謝
老
師
。

古
禮
今
用

五
十
五



尊
師
重
道

五
十
六



道
人
善
，
即
是
善
。
人
知
之
，
愈
思
勉
。

《
弟
子
規
》

注
釋
︰
「
勉
」
，
努
力
、
盡
力
。
「
疾
」
，
損
害
、
批

評
。
「
作
」
，
產
生
、
興
起
。

句
意
︰ 

稱
讚
別
人
善
行
，
就
是
一
種
美
德
。
別
人
知
道 

後
，
會
盡
力
做
好
。
宣
揚
別
人
的
缺
點
和
短

處
，
是
不
好
的
事
情
。
如
果
我
們
對
別
人
過
於

批
評
，
還
會
給
自
己
招
惹
災
禍
。

揚
人
惡
，
即
是
惡
。
疾
之
甚
，
禍
且
作
。

愛
友
之
禮

五
十
七



與
朋
友
交
，
言
而
有
信
。《

論
語
•
學
而
》

句
意
︰ 

交
朋
友
的
時
候
，
一
定
要
守
信
用
。

愛
友
之
禮

五
十
八



用
人
物
，
須
明
求
。
倘
不
問
，
即
為
偷
。

《
弟
子
規
》

借
人
物
，
及
時
還
。
後
有
急
，
借
不
難
。

句
意
︰ 

借
用
他
人
的
物
品
，
必
須
當
面
向
人
家
提
出
請 

求
。
假
如
不
問
一
聲
就
拿
走
，
這
就
是
偷
盜
。

借
別
人
的
東
西
，
要
及
時
歸
還
，
當
以
後
碰
上

急
難
的
事
情
，
再
去
相
借
就
不
難
了
。

愛
友
之
禮

五
十
九



二
十
九
、 

同
學
間
要
互
相
問
候
「
早
安
」
、
「
妳
好
」
，
以
示
友
好
。

三
十
、 
同
學
間
的
交
往
應
使
用
禮
貌
用
語
。

三
十
一
、 
尊
重
同
學
，
不
給
同
學
取
綽
號
，
不
說
令
別
人
感
到
傷
心
羞
愧

的
話
。

三
十
二
、 

同
學
之
間
互
助
互
愛
，
主
動
幫
助
有
困
難
的
同
學
。

三
十
三
、 

向
同
學
借
東
西
，
要
先
徵
得
同
學
的
同
意
，
對
同
學
的
東
西
要

特
別
愛
護
，
且
按
時
交
還
。

三
十
四
、 

不
應
宣
揚
別
人
的
惡
事
，
凡
事
當
留
餘
地
。

三
十
五
、 

不
要
在
同
學
面
前
說
長
道
短
，
搬
弄
是
非
。

三
十
六
、 

講
究
信
用
，
答
應
同
學
的
事
要
盡
力
做
好
。

古
禮
今
用

六
十



三
十
七
、 
升
旗
儀
式
開
始
前
，
全
體
學
生
應
整
齊
列
隊
。

三
十
八
、 

升
旗
禮
正
式
開
始
時
，
同
學
須
面
向
國
旗
，
肅
立
致
敬
，
雙
手 

放
兩
旁
；
當
國
旗
升
至
旗
桿
頂
，
旗
手
須
立
正
敬
禮
。   

三
十
九
、 

升
旗
時
奏
國
歌
，
同
學
須
行
注
目
禮
，
同
唱
國
歌
，
直
至
升
旗
完
畢
。

四
十
、 

升
旗
期
間
，
同
學
不
能
說
話
，
不
能
東
張
西
望
，
也
不
要
倚
靠 

他
物
。 升

旗
之
禮

六
十
一



升
旗
之
禮

六
十
二



四
十
一
、 
集
會
期
間
坐
姿
保
持
端
正
，
雙
腿
併
攏
。

四
十
二
、 

台
上
老
師
或
講
者
發
言
時
，
須
專
心
聆
聽
，
不
要
打
瞌
睡
，

以
示
尊
重
。

四
十
三
、 

集
會
期
間
須
給
予
適
當
回
應
，
如
演
說
開
始
及
結
束
時
，
應

以
熱
烈
掌
聲
表
示
感
謝
和
讚
美
，
並
適
時
回
答
講
者
提
問
。

四
十
四
、 

集
會
後
，
同
學
在
老
師
指
示
下
有
秩
序
地
返
回
課
室
。

集
會
之
禮

六
十
三



四
十
五
、 

當
參
與
感
恩
崇
拜
時
，
須
束
雙
辮
，
校
服
亦
宜
端
莊
整
潔
。

四
十
六
、 
崇
拜
期
間
須
懷
感
恩
的
心
，
敬
拜
上
帝
。
同
學
的
宗
教
信
仰

不
盡
相
同
，
參
與
時
應
當
包
容
尊
重
，
和
而
不
同
。

四
十
七
、 

唱
詩
、
祝
福
時
眾
立
，
並
高
聲
唱
頌
。

四
十
八
、 

應
高
聲
誦
讀
啟
應
經
文
，
用
心
感
受
當
中
內
容
。

四
十
九
、 

嘉
賓
講
道
後
不
用
拍
掌
，
將
所
有
榮
耀
歸
於
上
帝
。

五
十
、 

祈
禱
後
，
同
學
同
應
「
阿
們
」
，
以
示
合
一
。

崇
拜
之
禮

六
十
四



五
十
一
、 

步
履
要
穩
重
，
須
依
指
示
上
台
。

五
十
二
、 
上
台
後
，
站
姿
端
正
，
手
保
持
自
然
下
垂
。 

五
十
三
、 

用
雙
手
接
受
獎
品
、
獎
狀
。

五
十
四
、 

向
頒
獎
嘉
賓
行
鞠
躬
禮
，
然
後
轉
身
面
向
台
下
觀
眾
再
次
鞠
躬
。

五
十
五
、 

拍
照
時
，
嘉
賓
站
於
正
中
位
置
，
同
學
站
於
嘉
賓
身
旁
。

五
十
六
、 

台
下
同
學
應
該
時
刻
保
持
安
靜
，
不
應
交
頭
接
耳
或
閉
目
養
神
。 

五
十
七
、 

適
當
的
時
候
應
報
以
掌
聲
。

領
獎
之
禮

六
十
五



領
獎
之
禮

六
十
六



五
十
八
、 
全
校
同
唱
《
謝
飯
歌
》
時
，
須
放
下
手
上
工
作
，
立
正
齊
聲
頌 

唱
，
為
午
飯
獻
上
感
恩
。

五
十
九
、 

進
餐
期
間
使
用
餐
墊
，
保
持
良
好
餐
桌
禮
儀
。

六
十
、 

當
用
餐
完
畢
，
須
收
拾
餐
盒
食
具
，
保
持
環
境
整
潔
。

進
餐
之
禮

六
十
七



有
朋
自
遠
方
來
，
不
亦
樂
乎
！

《
論
語
•
學
而
》

句
意
︰
有
朋
友
從
遠
方
來
，
不
也
愉
快
嗎
？

接
待
之
禮

六
十
八



六
十
一
、 
接
待
來
賓
時
態
度
須
親
切
熱
情
，
面
帶
微
笑
，
表
示
歡
迎
。

六
十
二
、 

如
來
賓
聽
課
或
參
與
課
堂
，
須
預
先
安
排
座
位
，
保
持
通
道
及

桌
面
整
潔
。
來
賓
進
入
課
室
時
，
同
學
須
站
立
相
迎
。

六
十
三
、 

同
學
可
按
需
要
向
來
賓
介
紹
校
園
環
境
與
設
施
，
一
盡
地
主
之
誼
。

接
待
之
禮

六
十
九



六
十
四
、 

嚴
格
遵
守
考
場
紀
律
，
服
從
監
考
老
師
指
示
。

六
十
五
、 

考
試
時
調
整
心
態
，
穩
定
情
緒
，
保
持
水
平
發
揮
。

六
十
六
、 

考
試
期
間
抱
持
追
求
卓
越
的
心
，
竭
盡
所
能
，
不
可
伏
桌
睡

覺
，
以
示
對
學
問
之
尊
重
。

六
十
七
、 

考
試
期
間
保
持
安
靜
，
輕
力
移
動
桌
椅
，
避
免
發
出
滋
擾
聲
音
。

六
十
八
、 

以
誠
實
的
態
度
應
考
、
杜
絕
抄
襲
、
嚴
禁
作
弊
。

應
考
之
禮

七
十



公
共
禮
儀



一
、 
前
往
電
影
院
時
，
應
盡
早
入
座
。

二
、 
電
影
放
映
後
，
遲
到
者
如
要
經
過
屏
幕
前
方
，
應
弓
背
前
行
，
避

免
阻
擋
其
他
觀
眾
的
視
線
。

三
、 

如
果
自
己
的
座
位
居
中
，
應
當
有
禮
貌
地
向
已
就
座
者
示
意
，
請

其
讓
自
己
通
過
。

四
、 

購
票
後
對
號
入
座
，
不
應
擅
自
調
動
座
位
。

五
、 

電
影
院
內
不
可
大
呼
小
叫
，
交
頭
接
耳
，
笑
語
喧
嘩
。

六
、 

電
影
院
內
不
應
使
用
任
何
發
光
或
響
鬧
裝
置
。

七
、 

飲
食
時
，
不
應
發
出
聲
響
，
不
應
弄
污
座
位
；
離
開
時
不
應
留
下

任
何
食
物
包
裝
、
紙
盒
等
垃
圾
。

八
、 

演
出
結
束
後
觀
眾
應
有
秩
序
地
離
開
，
不
要
推
撞
。

觀
影
之
禮

七
十
二



九
、 

圖
書
館
是
公
共
的
學
習
場
所
，
走
路
腳
步
要
輕
，
不
可
高
談
闊
論
。

十
、 
圖
書
館
的
書
籍
、
桌
椅
等
為
公
共
財
產
，
不
可
隨
意
塗
鴉
、
破
壞
。

十
一
、 

不
應
飲
食
，
以
免
弄
污
地
方
。

十
二
、 

不
應
使
用
響
鬧
裝
置
，
以
免
發
出
聲
浪
滋
擾
他
人
。

十
三
、 

不
應
用
個
人
物
品
霸
佔
自
修
室
的
座
位
。

十
四
、 

圖
書
館
內
的
座
位
只
供
坐
下
，
不
應
躺
臥
在
其
上
。

十
五
、 

翻
閱
圖
書
後
，
應
把
圖
書
放
回
所
屬
書
架
及
其
位
置
上
，
或
是
放

到
書
車
讓
管
理
員
執
拾
。

十
六
、 

不
應
借
用
他
人
的
圖
書
證
進
入
館
內
。

十
七
、 

看
書
時
坐
姿
要
端
正
，
小
心
翻
閱
，
切
勿
折
損
或
弄
髒
書
本
。

閱
書
之
禮

七
十
三



閱
書
之
禮

七
十
四



車
上
不
廣
欬
，
不
妄
指
。

《
禮
記
•
曲
禮
上
》

注
釋
︰
「
廣
」
，
大
聲
。
「
欬
」
，
咳
嗽
。　
　

句
意
︰ 

乘
車
時
，
不
要
大
聲
咳
嗽
，
不
要
伸
臂
亂
指
。

乘
車
之
禮

七
十
五



十
八
、 

車
到
站
時
應
依
次
排
隊
，
對
婦
女
、
兒
童
、
老
年
人
及
病
殘
者

要
照
顧
謙
讓
。

十
九
、 
上
車
後
不
應
爭
先
恐
後
，
不
應
搶
佔
座
位
，
更
不
應
把
物
品
放

到
座
位
上
替
別
人
佔
座
。

二
十
、 

乘
搭
大
型
公
共
交
通
工
具
時
，
應
盡
量
走
進
車
廂
內
，
以
免
堵

塞
上
落
客
位
置
。

二
十
一
、 

遇
到
老
弱
病
殘
、
孕
婦
及
懷
抱
嬰
兒
的
乘
客
，
應
主
動
讓
座
。

二
十
二
、 

不
應
在
車
廂
內
進
食
。

二
十
三
、 

坐
巴
士
時
不
應
把
腳
伸
到
對
面
的
座
位
。

二
十
四
、 

乘
車
時
不
應
躺
臥
，
以
免
失
態
。

二
十
五
、 

沒
有
佩
戴
耳
機
時
，
不
應
高
聲
播
放
音
樂
或
影
視
片
段
。

二
十
六
、 

雨
衣
雨
傘
必
須
放
入
塑
料
袋
中
，
以
免
雨
水
淋
濕
地
板
，
亦
注

意
拿
傘
姿
勢
，
以
免
戳
傷
他
人
。

乘
車
之
禮

七
十
六



親
仁
善
鄰
，
國
之
寶
也
。

《
左
傳
•
隱
公
六
年
》

句
意
︰ 

親
近
仁
人
，
友
睦
鄰
國
，
是
國
家
最
寶
貴
的
方
略
。

睦
鄰
之
禮

七
十
七



二
十
七
、 

在
走
廊
與
鄰
居
碰
面
時
，
應
點
頭
微
笑
與
之
打
招
呼
，
寒
喧

問
暖
。

二
十
八
、 
杜
絕
在
公
共
場
所
堆
放
雜
物
，
不
應
佔
用
任
何
公
共
地
方
， 

以
免
影
響
鄰
居
出
行
，
從
而
影
響
鄰
里
關
係
。

二
十
九
、 

與
鄰
居
交
談
時
，
不
應
貿
然
問
及
對
方
年
齡
、
職
業
、
收
入 

等
的
私
事
。

三
十
、 

避
免
發
出
噪
音
。
深
夜
應
避
免
在
室
內
使
用
高
分
貝
音
響
， 

避
免
大
聲
喧
嘩
。

三
十
一
、 

天
氣
寒
冷
時
，
多
關
顧
身
邊
的
長
者
，
發
揮
睦
鄰
精
神
。

三
十
二
、 

新
年
接
受
鄰
居
的
紅
包
時
，
應
送
上
節
日
祝
福
，
表
達
感
謝
。

三
十
三
、 

在
傳
統
節
日
，
可
與
鄰
居
分
享
佳
節
食
品
。

古
禮
今
用

七
十
八



睦
鄰
之
禮

七
十
九



人
之
禮
，
極
於
尊
敬
一
切
人
倫
世
界
人
文

《
與
青
年
談
中
國
文
化
》

世
界
中
之
人
。

遊
學
之
禮

八
十



三
十
四
、 

尊
重
各
地
的
宗
教
信
仰
、
生
活
習
慣
、
風
俗
禁
忌
等
文
化
差

異
，
入
鄉
隨
俗
。

三
十
五
、 
乘
坐
飛
機
、
火
車
等
交
通
工
具
時
，
應
按
要
求
提
前
到
達
，
辦

理
相
關
手
續
，
配
合
安
全
調
查
，
不
帶
違
禁
品
。

三
十
六
、 

不
喧
嘩
吵
鬧
，
不
在
公
眾
場
所
高
聲
交
談
。

三
十
七
、 

愛
護
文
物
古
跡
，
不
隨
意
塗
鴉
、
攀
爬
、
觸
摸
。

三
十
八
、 

拍
照
攝
影
時
遵
守
規
定
，
應
主
動
謙
讓
，
不
爭
先
恐
後
，
不
妨

礙
他
人
拍
照
。

三
十
九
、 

入
住
酒
店
時
注
重
公
德
，
尊
重
服
務
人
員
，
愛
護
公
物
，
保
持

衛
生
。

四
十
、 

尊
重
演
藝
人
員
，
節
目
結
束
時
應
鼓
掌
致
謝
或
起
立
鼓
掌
；
演

出
失
準
時
，
要
諒
解
，
不
起
哄
、
或
喝
倒
彩
。

古
禮
今
用

八
十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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