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       

六
、
六
國
論 

                   

蘇
洵 

六
國
破
滅
，
非
兵
不
利
，
戰
不
善
，
弊
在
賂
秦
。
賂
秦
而
力
虧
，
破
滅
之
道

也
。
或
曰
：
「
六
國
互
喪
，
率
賂
秦
耶
？
」
曰
：
「
不
賂
者
以
賂
者
喪
，
蓋
失
強
援
，

不
能
獨
完
，
故
曰
弊
在
賂
秦
也
。
」 

秦
以
攻
取
之
外
，
小
則
獲
邑
，
大
則
得
城
，
較
秦
之
所
得
，
與
戰
勝
而
得
者
，

其
實
百
倍
；
諸
侯
之
所
亡
，
與
戰
敗
而
亡
者
，
其
實
亦
百
倍
。
則
秦
之
所
大
欲
，
諸

侯
之
所
大
患
，
固
不
在
戰
矣
。
思
厥
先
祖
父
，
暴
霜
露
，
斬
荊
棘
，
以
有
尺
寸
之

地
。
子
孫
視
之
不
甚
惜
，
舉
以
予
人
，
如
棄
草
芥
。
今
日
割
五
城
，
明
日
割
十
城
，

然
後
得
一
夕
安
寢
。
起
視
四
境
，
而
秦
兵
又
至
矣
。
然
則
諸
侯
之
地
有
限
，
暴
秦
之

欲
無
厭
，
奉
之
彌
繁
，
侵
之
愈
急
，
故
不
戰
而
強
弱
勝
負
已
判
矣
。
至
於
顛
覆
，
理

固
宜
然
。
古
人
云
：
「
以
地
事
秦
，
猶
抱
薪
救
火
，
薪
不
盡
，
火
不
滅
。
」
此
言
得

之
。 

齊
人
未
嘗
賂
秦
，
終
繼
五
國
遷
滅
，
何
哉
？
與
嬴
而
不
助
五
國
也
。
五
國
既

喪
，
齊
亦
不
免
矣
。
燕
、
趙
之
君
，
始
有
遠
略
，
能
守
其
土
，
義
不
賂
秦
。
是
故
燕

雖
小
國
而
後
亡
，
斯
用
兵
之
效
也
。
至
丹
以
荊
卿
為
計
，
始
速
禍
焉
。
趙
嘗
五
戰
於

秦
，
二
敗
而
三
勝
。
後
秦
擊
趙
者
再
，
李
牧
連
卻
之
。
洎
牧
以
讒
誅
，
邯
鄲
為
郡
；

惜
其
用
武
而
不
終
也
。 

且
燕
、
趙
處
秦
革
滅
殆
盡
之
際
，
可
謂
智
力
孤
危
，
戰
敗
而
亡
，
誠
不
得
已
。

向
使
三
國
各
愛
其
地
，
齊
人
勿
附
於
秦
，
刺
客
不
行
，
良
將
猶
在
，
則
勝
負
之
數
，

存
亡
之
理
，
當
與
秦
相
較
，
或
未
易
量
。 

嗚
呼
！
以
賂
秦
之
地
，
封
天
下
之
謀
臣
；
以
事
秦
之
心
，
禮
天
下
之
奇
才
；
並

力
西
嚮
，
則
吾
恐
秦
人
食
之
不
得
下
咽
也
。
悲
夫
！
有
如
此
之
勢
，
而
為
秦
人
積
威

之
所
劫
，
日
削
月
割
，
以
趨
於
亡
，
為
國
者
無
使
為
積
威
之
所
劫
哉
！ 

夫
六
國
與
秦
皆
諸
侯
，
其
勢
弱
於
秦
，
而
猶
有
可
以
不
賂
而
勝
之
之
勢
；
茍
以

天
下
之
大
，
而
從
六
國
破
亡
之
故
事
，
是
又
在
六
國
下
矣
！
。  

 



        

七
、
上
樞
密
韓
太
尉
書 

          

蘇
轍 

太
尉
執
事
：
轍
生
好
為
文
，
思
之
至
深
，
以
為
文
者
，
氣
之
所
形
。
然
文
不
可

以
學
而
能
，
氣
可
以
養
而
致
。
孟
子
曰
：「
吾
善
養
吾
浩
然
之
氣
。
」
今
觀
其
文
章
，

寬
厚
宏
博
，
充
乎
天
地
之
閒
，
稱
其
氣
之
小
大
。
太
史
公
行
天
下
，
周
覽
四
海
名
山

大
川
，
與
燕
、
趙
間
豪
俊
交
遊
，
故
其
文
疎
蕩
，
頗
有
奇
氣
。
此
二
子
者
，
豈
嘗
執

筆
學
為
如
此
之
文
哉
？
其
氣
充
乎
其
中
，
而
溢
乎
其
貌
，
動
乎
其
言
，
而
見
乎
其

文
，
而
不
自
知
也
。 

 
 

轍
生
年
十
有
九
矣
。
其
居
家
所
與
遊
者
，
不
過
其
鄰
里
鄉
黨
之
人
。
所
見
不
過

數
百
里
之
閒
，
無
高
山
大
野
，
可
登
覽
以
自
廣
。
百
氏
之
書
，
雖
無
所
不
讀
，
然
皆

古
人
之
陳
跡
，
不
足
以
激
發
其
志
氣
。
恐
遂
汩
沒
，
故
決
然
捨
去
，
求
天
下
奇
聞
壯

觀
，
以
知
天
地
之
廣
大
。
過
秦
、
漢
之
故
鄉
，
恣
觀
終
南
、
嵩
、
華
之
高
；
北
顧
黃

河
之
奔
流
，
慨
然
想
見
古
之
豪
傑
。
至
京
師
，
仰
觀
天
子
宮
闕
之
壯
，
與
倉
廩
府

庫
、
城
池
苑
囿
之
富
且
大
也
，
而
後
知
天
下
之
巨
麗
。
見
翰
林
歐
陽
公
，
聽
其
議
論

之
宏
辯
，
觀
其
容
貌
之
秀
偉
，
與
其
門
人
賢
士
大
夫
遊
，
而
後
知
天
下
之
文
章
聚
乎

此
也
。 

 
 

太
尉
以
才
略
冠
天
下
，
天
下
之
所
恃
以
無
憂
，
四
夷
之
所
憚
以
不
敢
發
。
入
則

周
公
、
召
公
，
出
則
方
叔
、
召
虎
，
而
轍
也
未
之
見
焉
。
且
夫
人
之
學
也
，
不
志
其

大
，
雖
多
而
何
為
？
轍
之
來
也
，
於
山
見
終
南
、
嵩
、
華
之
高
；
於
水
見
黃
河
之
大

且
深
；
於
人
見
歐
陽
公
，
而
猶
以
為
未
見
太
尉
也
！
故
願
得
觀
賢
人
之
光
耀
，
聞
一

言
以
自
壯
，
然
後
可
以
盡
天
下
之
大
觀
，
而
無
憾
者
矣
。 

 
 

轍
年
少
，
未
能
通
習
吏
事
。
嚮
之
來
，
非
有
取
於
斗
升
之
祿
。
偶
然
得
之
，
非

其
所
樂
。
然
幸
得
賜
歸
待
選
，
使
得
優
游
數
年
之
閒
。
將
以
益
治
其
文
，
且
學
為

政
。
太
尉
苟
以
為
可
教
而
辱
教
之
，
又
幸
矣
！ 

 



        

八
、
王
冕
傳 

                  

宋
濂 

王
冕
者
，
諸
暨
人
。
七
八
歲
時
，
父
命
牧
牛
隴
上
，
竊
入
學
舍
，
聽
諸
生
誦

書
，
聽
已
，
輒
默
記
。
暮
歸
，
忘
其
牛
，
或
牽
牛
來
責
蹊
田
者
，
父
怒
撻
之
，
已
而

復
如
初
。
母
曰
：
「
兒
痴
如
此
！
曷
不
聽
其
所
為
？
」
冕
因
去
，
依
僧
寺
以
居
，
夜
潛

出
，
坐
佛
膝
上
，
執
策
，
映
長
明
燈
讀
之
，
琅
琅
達
旦
。
佛
像
多
土
偶
，
獰
惡
可

怖
，
冕
小
兒
，
恬
若
不
見
。
安
陽
韓
性
聞
而
異
之
，
錄
為
弟
子
，
學
，
遂
為
通
儒
。

性
卒
，
門
人
事
冕
如
事
性
。 

 
 

時
冕
父
已
卒
，
即
迎
母
入
越
城
就
養
，
久
之
，
母
思
還
故
里
，
冕
買
白
牛
駕
母

車
，
自
被
古
冠
服
隨
車
後
，
鄉
里
少
兒
競
遮
道
訕
笑
，
冕
亦
笑
。
著
作
郞
李
孝
光
欲

薦
之
為
府
史
，
冕
罵
曰
：「
吾
有
田
可
耕
，
有
書
可
讀
，
肯
朝
夕
抱
案
立
庭
下
備
奴
使

哉
！
」
每
居
小
樓
上
，
客
至
，
僮
入
報
，
命
之
登
乃
登
。
部
使
者
行
郡
，
坐
馬
上
求

見
，
拒
之
去
，
去
不
百
武
，
冕
倚
樓
長
嘯
，
使
者
聞
之
慚
。 

 
 

冕
屢
應
進
士
舉
，
不
中
，
嘆
曰
：「
此
童
子
羞
為
者
，
吾
可
溺
是
哉
！
」
竟
棄

去
。
買
舟
下
東
吳
，
渡
大
江
，
入
淮
楚
，
歷
覽
名
山
川
，
或
遇
奇
才
俠
客
，
談
古
豪

傑
事
，
即
呼
酒
共
飲
，
慷
慨
悲
吟
，
人
斥
為
「
狂
奴
」。
北
游
燕
都
，
館
秘
書
卿
泰
不

花
家
，
泰
不
花
薦
以
館
職
，
冕
曰
：
「
公
誠
愚
人
哉
！
不
滿
十
年
，
此
中
狐
兔
遊
矣
，

何
以
祿
仕
為
？
」
即
日
將
南
轅
，
會
其
友
武
林
盧
生
死
灤
陽
，
唯
兩
女
一
童
留
燕
，

倀
倀
無
所
依
。
冕
知
之
，
不
遠
千
里
走
灤
陽
，
取
生
遺
骨
，
且
挈
二
女
還
生
家
。 

 
 

冕
既
歸
越
，
復
大
言
天
下
將
亂
，
時
海
內
無
事
，
或
斥
冕
為
妄
，
冕
曰
：「
妄
人

非
我
，
誰
當
為
妄
哉
？
」
乃
攜
妻
孥
隱
於
九
里
山
，
種
豆
三
畝
，
粟
倍
之
；
樹
梅
花

千
，
桃
杏
居
其
半
；
芋
一
區
，
薤
韭
各
百
本
。
引
水
為
池
，
種
魚
千
餘
頭
；
結
茅
廬

三
間
，
自
題
梅
花
屋
。
嘗
倣
《
周
禮
》
著
書
一
卷
，
坐
臥
自
隨
，
祕
不
使
人
觀
。
更

深
人
寂
，
輒
挑
燈
朗
諷
，
既
而
撫
卷
曰
：「
吾
未
即
死
，
持
此
以
遇
明
主
，
伊
、
呂
事

業
不
難
致
也
。
」
當
風
日
佳
時
，
操
觚
賦
詩
，
千
百
言
不
休
，
皆
鵬
騫
海
怒
，
讀
者

毛
髮
為
聳
。
人
至
，
不
為
賓
主
禮
，
清
談
竟
日
不
倦
。
食
至
則
食
，
都
不
必
辭
謝
。

善
畫
梅
，
不
減
楊
補
之
，
求
者
肩
背
相
望
。
以
繒
幅
短
長
為
得
米
之
差
，
人
譏
之
，

冕
曰
：「
吾
藉
是
以
養
口
體
，
豈
好
為
人
家
作
畫
師
哉
！
」
未
幾
，
汝
潁
兵
起
，
一
一

如
冕
言
。 

 
 



        

九
、
信
陵
君
救
趙
論 

             

唐
順
之 

論
者
以
竊
符
為
信
陵
君
之
罪
，
余
以
為
此
未
足
以
罪
信
陵
也
。
夫
強
秦
之
暴
亟
矣
，

今
悉
兵
以
臨
趙
，
趙
必
亡
。
趙
，
魏
之
障
也
，
趙
亡
，
則
魏
且
為
之
後
。
趙
、
魏
，
又

楚
、
燕
、
齊
諸
國
之
障
也
，
趙
、
魏
亡
，
則
楚
、
燕
、
齊
諸
國
為
之
後
。
天
下
之
勢
，

未
有
岌
岌
於
此
者
也
。
故
救
趙
者
，
亦
以
救
魏
；
救
一
國
者
，
亦
以
救
六
國
也
。
竊
魏

之
符
，
以
紓
魏
之
患
；
借
一
國
之
師
，
以
分
六
國
之
災
，
夫
奚
不
可
者
？ 

然
則
信
陵
果
無
罪
乎
？
曰
：
又
不
然
也
。
余
所
誅
者
，
信
陵
君
之
心
也
。
信
陵
一

公
子
耳
，
魏
固
有
王
也
，
趙
不
請
救
於
王
，
而
諄
諄
焉
請
救
於
信
陵
；
是
趙
知
有
信
陵
，

不
知
有
王
也
。
平
原
君
以
婚
姻
激
信
陵
，
而
信
陵
亦
自
以
婚
姻
之
故
，
欲
急
救
趙
，
是

信
陵
知
有
婚
姻
，
不
知
有
王
也
。
其
竊
符
也
，
非
為
魏
也
，
非
為
六
國
也
，
為
趙
焉
耳
。

非
為
趙
也
，
為
一
平
原
君
耳
。
使
禍
不
在
趙
，
而
在
他
國
，
則
雖
撤
魏
之
障
，
撤
六
國

之
障
，
信
陵
亦
必
不
救
。
使
趙
無
平
原
，
或
平
原
而
非
信
陵
之
姻
戚
，
雖
趙
亡
，
信
陵

亦
必
不
救
。
則
是
趙
王
與
社
稷
之
輕
重
，
不
能
當
一
平
原
公
子
；
而
魏
之
兵
甲
，
所
恃

以
固
其
社
稷
者
，
祇
以
供
信
陵
君
一
姻
戚
之
用
。
幸
而
戰
勝
，
可
也
；
不
幸
戰
不
勝
，

為
虜
於
秦
，
是
傾
魏
國
數
百
年
社
稷
以
殉
姻
戚
，
吾
不
知
信
陵
何
以
謝
魏
王
也
？
夫
竊

符
之
計
，
蓋
出
於
侯
生
，
而
如
姬
成
之
也
。
侯
生
教
公
子
以
竊
符
，
如
姬
為
公
子
竊
符

於
王
之
臥
內
，
是
二
人
亦
知
有
信
陵
，
不
知
有
王
也
。 

余
以
為
信
陵
之
自
為
計
，
曷
若
以
脣
齒
之
勢
，
激
諫
於
王
；
不
聽
，
則
以
其
欲
死

秦
師
者
，
而
死
於
魏
王
之
前
，
王
必
悟
矣
。
侯
生
為
信
陵
計
，
曷
若
見
魏
王
而
說
之
救

趙
；
不
聽
，
則
以
其
欲
死
信
陵
君
者
，
而
死
於
魏
王
之
前
，
王
亦
必
悟
矣
。
如
姬
有
意

於
報
信
陵
，
曷
若
乘
王
之
隙
，
而
日
夜
勸
之
救
；
不
聽
，
則
以
其
欲
為
公
子
死
者
，
而

死
於
魏
王
之
前
，
王
亦
必
悟
矣
。
如
此
，
則
信
陵
君
不
負
魏
，
亦
不
負
趙
；
二
人
不
負

王
，
亦
不
負
於
信
陵
君
。
何
為
計
不
出
此
？ 

信
陵
知
有
婚
姻
之
趙
，
不
知
有
王
；
內
則
幸
姬
，
外
則
鄰
國
，
賤
則
夷
門
野
人
，

又
皆
知
有
公
子
，
不
知
有
王
；
則
是
魏
僅
有
一
孤
王
耳
。
嗚
呼
，
自
世
之
衰
，
人
皆
習

於
背
公
死
黨
之
行
，
而
忘
守
節
奉
公
之
道
。
有
重
相
而
無
威
君
，
有
私
讎
而
無
義
憤
。

如
秦
人
知
有
穰
侯
，
不
知
有
秦
王
；
虞
卿
知
有
布
衣
之
交
，
不
知
有
趙
王
。
蓋
君
若
贅

旒
久
矣
！ 

  

 
 



        

十
、
鳴
機
夜
課
圖
記 

            

蔣
士
銓 

吾
母
姓
鍾
氏
，
名
令
嘉
，
字
守
箴
，
出
南
昌
名
族
，
行
九
。
幼
與
諸
兄
從
先
祖
滋

生
公
讀
書
。
十
八
歸
先
府
君
。
時
府
君
年
四
十
餘
，
任
俠
好
客
，
樂
施
與
，
散
數
千
金
，

囊
篋
蕭
然
，
賓
從
輒
滿
座
。
吾
母
脫
簪
珥
，
治
酒
漿
，
盤
罍
間
未
嘗
有
儉
色
。
越
二
載
，

生
銓
，
家
益
落
，
歷
困
苦
窮
乏
，
人
所
不
能
堪
者
，
吾
母
怡
然
無
愁
蹙
狀
；
戚
黨
人
爭

賢
之
。
府
君
由
是
得
復
遊
燕
、
趙
間
，
而
歸
吾
母
及
銓
，
寄
食
外
祖
家
。 

 
 

銓
四
齡
，
母
日
授
《
四
子
書
》
數
句
。
苦
兒
幼
不
能
執
筆
，
乃
鏤
竹
枝
為
絲
斷

之
，
詰
屈
作
波
礫
點
畫
，
合
而
成
字
，
抱
銓
坐
膝
上
教
之
。
既
識
，
即
拆
去
。
日
訓

十
字
。
明
日
令
銓
持
竹
絲
合
所
識
字
，
無
誤
乃
已
。
至
六
齡
，
始
令
執
筆
學
書
。 

 
 

先
外
祖
家
素
不
潤
，
歷
年
饑
大
凶
，
益
窘
乏
；
時
銓
及
小
奴
衣
服
冠
履
，
皆
出

於
母
。
母
工
纂
繡
組
織
，
凡
所
為
女
紅
，
令
小
奴
攜
於
市
，
人
輒
爭
購
之
；
以
是
銓

及
小
奴
，
無
襤
褸
狀
。 

 
 

先
外
祖
長
身
白
髯
，
喜
飲
酒
。
酒
酣
，
輒
大
聲
吟
所
作
詩
，
令
吾
母
指
其
疵
。

母
每
指
一
字
，
先
外
祖
滿
引
一
觥
；
數
指
之
後
，
乃
陶
然
捋
鬚
大
笑
，
舉
觴
自
呼

曰
：
「
不
意
阿
丈
乃
有
此
女
！
」
既
而
摩
銓
頂
曰
：
「
好
兒
子
！
爾
他
日
何
以
報
爾

母
？
」
銓
稚
，
不
能
答
，
投
母
懷
，
淚
涔
涔
下
；
母
亦
抱
兒
而
悲
。
簷
風
几
燭
，
若

愀
然
助
人
以
哀
者
。 

 
 

記
母
教
銓
時
，
組
紃
績
紡
之
具
，
畢
置
左
右
；
膝
置
書
，
令
銓
坐
膝
下
讀
之
。

母
手
任
操
作
，
口
授
句
讀
，
咿
唔
之
聲
，
與
軋
軋
相
間
。
兒
怠
，
則
少
加
夏
楚
；
旋

復
持
兒
泣
曰
：
「
兒
及
此
不
學
，
我
何
以
見
汝
父
？
」
至
夜
分
寒
甚
，
母
坐
於
床
，

擁
被
覆
雙
足
，
解
衣
以
胸
溫
兒
背
，
共
銓
朗
誦
之
。
讀
倦
，
睡
母
懷
；
俄
而
母
搖
銓

曰
：
「
可
以
醒
矣
！
」
銓
張
目
視
母
面
，
淚
方
縱
橫
落
，
銓
亦
泣
。
少
間
，
復
令

讀
，
雞
鳴
臥
焉
。
諸
姨
嘗
謂
母
曰
：
「
妹
，
一
兒
也
。
何
苦
乃
爾
！
」
對
曰
：
「
子

眾
可
矣
，
兒
一
不
肖
，
妹
何
託
焉
？
」 

庚
戌
，
外
祖
母
病
且
篤
，
母
侍
之
；
凡
湯
藥
飲
食
，
必
親
嘗
之
而
後
進
；
歷
四

十
晝
夜
無
倦
容
。
外
祖
母
瀕
危
，
泣
曰
：
「
女
本
弱
，
今
勞
瘁
過
諸
兄
，
憊
矣
。
他

日
婿
歸
，
為
我
言
：
『
我
死
無
恨
，
恨
不
見
女
子
成
立
；
其
善
誘
之
！
』
」
語
訖
而

卒
。
母
哀
毀
骨
立
，
水
漿
不
入
口
者
七
日
。
閭
黨
姻
婭
，
一
時
咸
以
孝
女
稱
，
至
今

弗
衰
也
。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