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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醉
翁
亭
記 

 
 
 
 
 

歐
陽
脩 

環
滁
皆
山
也
。
其
西
南
諸
峰
，
林
壑
尤
美
。
望
之
蔚
然
而
深
秀
者
，
琅
邪
也
。
山
行
六
七
里
，

漸
聞
水
聲
潺
潺
，
而
瀉
出
於
兩
峰
之
間
者
，
釀
泉
也
。
峰
回
路
轉
，
有
亭
翼
然
臨
於
泉
上
者
，
醉

翁
亭
也
。
作
亭
者
誰
？
山
之
僧
智
僊
也
。
名
之
者
誰
？
太
守
自
謂
也
。
太
守
與
客
來
飲
於
此
，
飲

少
輒
醉
，
而
年
又
最
高
，
故
自
號
曰
醉
翁
也
。
醉
翁
之
意
不
在
酒
，
在
乎
山
水
之
間
也
。
山
水
之

樂
，
得
之
心
而
寓
之
酒
也
。 

若
夫
日
出
而
林
霏
開
，
雲
歸
而
巖
穴
暝
，
晦
明
變
化
者
，
山
間
之
朝
暮
也
。
野
芳
發
而
幽
香
，

佳
木
秀
而
繁
陰
，
風
霜
高
潔
，
水
落
而
石
出
者
，
山
間
之
四
時
也
。
朝
而
往
，
暮
而
歸
，
四
時
之

景
不
同
，
而
樂
亦
無
窮
也
。 

至
於
負
者
歌
於
塗
，
行
者
休
於
樹
，
前
者
呼
，
後
者
應
，
傴
僂
提
攜
，
往
來
而
不
絕
者
，
滁

人
遊
也
。
臨
谿
而
漁
，
谿
深
而
魚
肥
；
釀
泉
為
酒
，
泉
香
而
酒
洌
；
山
肴
野
蔌
，
雜
然
而
前
陳
者
，

太
守
宴
也
。
宴
酣
之
樂
，
非
絲
非
竹
，
射
者
中
，
弈
者
勝
，
觥
籌
交
錯
，
起
坐
而
諠
譁
者
，
眾
賓

懽
也
。
蒼
顏
白
髮
，
頹
然
乎
其
間
者
，
太
守
醉
也
。 

已
而
夕
陽
在
山
，
人
影
散
亂
，
太
守
歸
而
賓
客
從
也
。
樹
林
陰
翳
，
鳴
聲
上
下
，
遊
人
去
而

禽
鳥
樂
也
。
然
而
禽
鳥
知
山
林
之
樂
，
而
不
知
人
之
樂
；
人
知
從
太
守
遊
而
樂
，
而
不
知
太
守
之

樂
其
樂
也
。
醉
能
同
其
樂
，
醒
能
述
以
文
者
，
太
守
也
。
太
守
謂
誰
？
廬
陵
歐
陽
脩
也
。 

 
 



二
、
前
赤
壁
賦 

 
 
 
 
 

蘇
軾 

壬
戌
之
秋
，
七
月
既
望
，
蘇
子
與
客
泛
舟
遊
於
赤
壁
之
下
。
清
風
徐
來
，
水
波
不
興
。
舉
酒

屬
客
，
誦
明
月
之
詩
，
歌
窈
窕
之
章
。
少
焉
，
月
出
於
東
山
之
上
，
徘
徊
於
斗
牛
之
間
。
白
露
橫

江
，
水
光
接
天
。
縱
一
葦
之
所
如
，
凌
萬
頃
之
茫
然
。
浩
浩
乎
如
馮
虛
御
風
，
而
不
知
其
所
止
；

飄
飄
乎
如
遺
世
獨
立
，
羽
化
而
登
仙
。 

於
是
飲
酒
樂
甚
，
扣
舷
而
歌
之
。
歌
曰
：
「
桂
棹
兮
蘭
槳
，
擊
空
明
兮
泝
流
光
。
渺
渺
兮
予

懷
，
望
美
人
兮
天
一
方
。
」
客
有
吹
洞
簫
者
，
倚
歌
而
和
之
，
其
聲
嗚
嗚
然
：
如
怨
、
如
慕
、
如

泣
、
如
訴
；
餘
音
嫋
嫋
，
不
絕
如
縷
；
舞
幽
壑
之
潛
蛟
，
泣
孤
舟
之
嫠
婦
。 

蘇
子
愀
然
，
正
襟
危
坐
而
問
客
曰
：
「
何
為
其
然
也
？
」 

客
曰
：
「
『
月
明
星
稀
，
烏
鵲
南
飛
』
，
此
非
曹
孟
德
之
詩
乎
？
西
望
夏
口
，
東
望
武
昌
；

山
川
相
繆
，
鬱
乎
蒼
蒼
。
此
非
孟
德
之
困
於
周
郎
者
乎
？
方
其
破
荊
州
，
下
江
陵
，
順
流
而
東
也
，

舳
艫
千
里
，
旌
旗
蔽
空
，
釃
酒
臨
江
，
橫
槊
賦
詩
，
固
一
世
之
雄
也
，
而
今
安
在
哉
！
況
吾
與
子
，

漁
樵
於
江
渚
之
上
，
侶
魚
蝦
而
友
麋
鹿
；
駕
一
葉
之
扁
舟
，
舉
匏
樽
以
相
屬
；
寄
蜉
蝣
於
天
地
，

渺
滄
海
之
一
粟
。
哀
吾
生
之
須
臾
，
羨
長
江
之
無
窮
；
挾
飛
仙
以
遨
遊
，
抱
明
月
而
長
終
；
知
不

可
乎
驟
得
，
託
遺
響
於
悲
風
。
」 

蘇
子
曰
：
「
客
亦
知
夫
水
與
月
乎
？
逝
者
如
斯
，
而
未
嘗
往
也
；
盈
虛
者
如
彼
，
而
卒
莫
消

長
也
，
蓋
將
自
其
變
者
而
觀
之
，
則
天
地
曾
不
能
以
一
瞬
；
自
其
不
變
者
而
觀
之
，
則
物
與
我
皆

無
盡
也
。
而
又
何
羨
乎
？
且
夫
天
地
之
間
，
物
各
有
主
。
苟
非
吾
之
所
有
，
雖
一
毫
而
莫
取
；
惟

江
上
之
清
風
，
與
山
間
之
明
月
；
耳
得
之
而
為
聲
，
目
遇
之
而
成
色
。
取
之
無
禁
，
用
之
不
竭
。

是
造
物
者
之
無
盡
藏
也
，
而
吾
與
子
之
所
共
適
。
」 

客
喜
而
笑
，
先
盞
更
酌
。
肴
核
既
盡
，
杯
盤
狼
藉
。
相
與
枕
藉
乎
舟
中
，
不
知
東
方
之
既
白
。 

  



三
、
黃
州
快
哉
亭
記 

 
 
 
 
 

蘇
轍 

江
出
西
陵
，
始
得
平
地
，
其
流
奔
放
肆
大
。
南
合
沅
、
湘
，
北
合
漢
、
沔
，
其
勢
益
張
。
至

於
赤
壁
之
下
，
波
流
浸
灌
，
與
海
相
若
。
清
河
張
君
夢
得
，
謫
居
齊
安
，
即
其
廬
之
西
南
為
亭
，

以
覽
觀
江
流
之
勝
；
而
余
兄
子
瞻
名
之
曰
「
快
哉
」
。 

蓋
亭
之
所
見
，
南
北
百
里
，
東
西
一
舍
。
濤
瀾
洶
湧
，
風
雲
開
闔
。
晝
則
舟
楫
出
沒
於
其
前
；

夜
則
魚
龍
悲
嘯
於
其
下
。
變
化
倏
忽
，
動
心
駭
目
，
不
可
久
視
。
今
乃
得
翫
之
几
席
之
上
，
舉
目

而
足
。
西
望
武
昌
諸
山
，
岡
陵
起
伏
，
草
木
行
列
。
煙
消
日
出
，
漁
父
樵
夫
之
舍
，
皆
可
指
數
。

此
其
所
以
為
「
快
哉
」
者
也
。
至
於
長
洲
之
濱
，
故
城
之
墟
；
曹
孟
德
、
孫
仲
謀
之
所
睥
睨
，
周

瑜
、
陸
遜
之
所
騁
騖
；
其
流
風
遺
跡
，
亦
足
以
稱
快
世
俗
。 

昔
楚
襄
王
從
宋
玉
、
景
差
於
蘭
臺
之
宮
，
有
風
颯
然
至
者
，
王
披
襟
當
之
，
曰
：
「
快
哉
此

風
！
寡
人
所
與
庶
人
共
者
耶
？
」
宋
玉
曰
：
「
此
獨
大
王
之
雄
風
耳
！
庶
人
安
得
共
之
！
」
玉
之

言
，
蓋
有
諷
焉
！
夫
風
無
雄
雌
之
異
，
而
人
有
遇
不
遇
之
變
。
楚
王
之
所
以
為
樂
，
與
庶
人
之
所

以
為
憂
，
此
則
人
之
變
也
，
而
風
何
與
焉
？ 

士
生
於
世
，
使
其
中
不
自
得
，
將
何
往
而
非
病
？
使
其
中
坦
然
，
不
以
物
傷
性
，
將
何
適
而

非
快
？
今
張
君
不
以
謫
為
患
，
竊
會
計
之
餘
功
，
而
自
放
山
水
之
間
，
此
其
中
宜
有
以
過
人
者
。

將
蓬
戶
甕
牖
，
無
所
不
快
；
而
況
乎
濯
長
江
之
清
流
，
挹
西
山
之
白
雲
，
窮
耳
目
之
勝
，
以
自
適

也
哉
？
不
然
，
連
山
絕
壑
，
長
林
古
木
，
振
之
以
清
風
，
照
之
以
明
月
，
此
皆
騷
人
思
士
之
所
以

悲
傷
憔
悴
而
不
能
勝
者
，
烏
睹
其
為
快
也
哉
？  

元
豐
六
年
十
一
月
朔
日
趙
郡
蘇
轍
記
。 

    



 

四
、
桃
花
源
記      

陶
淵
明  

晉
太
元
中
，
武
陵
人
，
捕
魚
為
業
。
緣
溪
行
，
忘
路
之
遠
近
。
忽
逢
桃
花
林
，
夾
岸
數
百

步
，
中
無
雜
樹
，
芳
草
鮮
美
，
落
英
繽
紛
；
漁
人
甚
異
之
，
復
前
行
，
欲
窮
其
林
。
林
盡
水

源
，
便
得
一
山
，
山
有
小
口
，
彷
彿
若
有
光
。
便
捨
船
，
從
口
入
。 

初
極
狹
，
纔
通
人
，
復
行
數
十
步
，
豁
然
開
朗
。
土
地
平
曠
，
屋
舍
儼
然
，
有
良
田
、
美

池
、
桑
、
竹
之
屬
，
阡
陌
交
通
，
雞
犬
相
聞
。
其
中
往
來
種
作
，
男
女
衣
著
，
悉
如
外
人
，
黃

髮
垂
髫
，
並
怡
然
自
樂
。
見
漁
人
，
乃
大
驚
，
問
所
從
來
，
具
答
之
。
便
要
還
家
，
設
酒
、
殺

雞
、
作
食
。
村
中
聞
有
此
人
，
咸
來
問
訊
。
自
云
：「
先
世
避
秦
時
亂
，
率
妻
子
、
邑
人
來
此
絕

境
，
不
復
出
焉
，
遂
與
外
人
間
隔
。
」
問
今
是
何
世
，
乃
不
知
有
漢
，
無
論
魏
、
晉
。
此
人
一

一
為
具
言
所
聞
，
皆
歎
惋
。
餘
人
各
復
延
至
其
家
，
皆
出
酒
食
。
停
數
日
，
辭
去
。
此
中
人
語

云
：「
不
足
為
外
人
道
也
。
」 

既
出
，
得
其
船
，
便
扶
向
路
，
處
處
誌
之
。
及
郡
下
，
詣
太
守
，
說
如
此
。
太
守
即
遣
人

隨
其
往
，
尋
向
所
誌
，
遂
迷
不
復
得
路
。
南
陽
劉
子
驥
，
高
尚
士
也
，
聞
之
，
欣
然
規
往
，
未

果
，
尋
病
終
。
後
遂
無
問
津
者
。 

 
 

             



五
、
岳
陽
樓
記      

范
仲
淹  

慶
曆
四
年
春
，
滕
子
京
謫
守
巴
陵
郡
。
越
明
年
，
政
通
人
和
，
百
廢
具
興
，
乃
重
修
岳
陽
樓
，

增
其
舊
制
，
刻
唐
賢
今
人
詩
賦
於
其
上
，
屬
予
作
文
以
記
之
。           

 

予
觀
夫
巴
陵
勝
狀
，
在
洞
庭
一
湖
。
銜
遠
山
，
吞
長
江
，
浩
浩
湯
湯
，
橫
無
際
涯
；
朝
暉
夕

陰
，
氣
象
萬
千
；
此
則
岳
陽
樓
之
大
觀
也
，
前
人
之
述
備
矣
。
然
則
北
通
巫
峽
，
南
極
瀟
湘
，
遷

客
騷
人
，
多
會
於
此
，
覽
物
之
情
，
得
無
異
乎
？  

若
夫
霪
雨
霏
霏
，
連
月
不
開
；
陰
風
怒
號
，
濁
浪
排
空
；
日
星
隱
耀
，
山
岳
潛
形
；
商
旅
不

行
，
檣
傾
楫
摧
；
薄
暮
冥
冥
，
虎
嘯
猿
啼
。
登
斯
樓
也
，
則
有
去
國
懷
鄉
，
憂
讒
畏
譏
，
滿
目
蕭

然
，
感
極
而
悲
者
矣
！ 

至
若
春
和
景
明
，
波
瀾
不
驚
，
上
下
天
光
，
一
碧
萬
頃
；
沙
鷗
翔
集
，
錦
鱗
游
泳
；
岸
芷
汀

蘭
，
郁
郁
青
青
。
而
或
長
煙
一
空
，
皓
月
千
里
，
浮
光
躍
金
，
靜
影
沉
璧
；
漁
歌
互
答
，
此
樂
何

極
！
登
斯
樓
也
，
則
有
心
曠
神
怡
，
寵
辱
偕
忘
，
把
酒
臨
風
，
其
喜
洋
洋
者
矣
！  

嗟
夫
！
予
嘗
求
古
仁
人
之
心
，
或
異
二
者
之
爲
，
何
哉
？
不
以
物
喜
，
不
以
己
悲
。
居
廟
堂

之
高
，
則
憂
其
民
；
處
江
湖
之
遠
，
則
憂
其
君
。
是
進
亦
憂
，
退
亦
憂
，
然
則
何
時
而
樂
耶
？
其

必
曰
：「
先
天
下
之
憂
而
憂
，
後
天
下
之
樂
而
樂
」
歟
！
噫
！
微
斯
人
，
吾
誰
與
歸
？ 

         

 



六
、
師
說 

 
 
 
 
 

韓
愈 

古
之
學
者
必
有
師
。
師
者
，
所
以
傳
道
、
受
業
、
解
惑
也
。
人
非
生
而
知
之
者
，
孰
能
無
惑
？

惑
而
不
從
師
，
其
為
惑
也
終
不
解
矣
！ 

生
乎
吾
前
，
其
聞
道
也
，
固
先
乎
吾
，
吾
從
而
師
之
；
生
乎
吾
後
，
其
聞
道
也
，
亦
先
乎
吾
，

吾
從
而
師
之
。
吾
師
道
也
，
夫
庸
知
其
年
之
先
後
生
於
吾
乎
？
是
故
無
貴
、
無
賤
、
無
長
、
無
少
，

道
之
所
存
，
師
之
所
存
也
。 

嗟
乎
！
師
道
之
不
存
也
久
矣
，
欲
人
之
無
惑
也
難
矣
。
古
之
聖
人
，
其
出
人
也
遠
矣
，
猶
且

從
師
而
問
焉
。
今
之
眾
人
，
其
下
聖
人
也
亦
遠
矣
，
而
恥
學
於
師
。
是
故
聖
益
聖
，
愚
益
愚
。
聖

人
之
所
以
為
聖
，
愚
人
之
所
以
為
愚
，
其
皆
出
於
此
乎
？ 

愛
其
子
，
擇
師
而
教
之
，
於
其
身
也
則
恥
師
焉
，
惑
矣
！
彼
童
子
之
師
，
授
之
書
而
習
其
句

讀
者
也
，
非
吾
所
謂
傳
其
道
、
解
其
惑
者
也
。
句
讀
之
不
知
，
惑
之
不
解
，
或
師
焉
，
或
不
焉
，

小
學
而
大
遺
，
吾
未
見
其
明
也
。 

巫
、
醫
、
樂
師
、
百
工
之
人
，
不
恥
相
師
。
士
大
夫
之
族
，
曰
師
曰
弟
子
云
者
，
則
群
聚
而

笑
之
。
問
之
，
則
曰
：「
彼
與
彼
年
相
若
也
，
道
相
似
也
。
位
卑
則
足
羞
，
官
盛
則
近
諛
。
」
嗚
乎
！

師
道
之
不
復
可
知
矣
。
巫
、
醫
、
樂
師
、
百
工
之
人
，
君
子
不
齒
，
今
其
智
乃
反
不
能
及
，
其
可

怪
也
歟
！ 

聖
人
無
常
師
。
孔
子
師
郯
子
、
萇
弘
、
師
襄
、
老
聃
。
郯
子
之
徒
，
其
賢
不
如
孔
子
。
孔
子

曰
：「
三
人
行
必
有
我
師
。
」
是
故
弟
子
不
必
不
如
師
，
師
不
必
賢
於
弟
子
，
聞
道
有
先
後
，
術
業

有
專
攻
，
如
是
而
已
。 

李
氏
子
蟠
，
年
十
七
，
好
古
文
，
六
藝
、
經
傳
，
皆
通
習
之
。
不
拘
於
時
，
請
學
於
余
，
余

嘉
其
能
行
古
道
，
作
師
說
以
貽
之
。 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