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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籍耶穌會士韓國英與孝道文獻的西傳

專　輯

法
籍
耶 
穌
會
士
韓
國
英

與
孝
道
文
獻
的
西
傳

潘
鳳
娟

十
八
世
紀
歐
洲
啟
蒙
與
中
國
文
化

的
密
切
關
係
之
所
以
可
能
，
十
六
至
十
八

世
紀
間
入
華
傳
教
士
扮
演
了
關
鍵
性
角

色
。
身
為
文
化
與
宗
教
媒
介
的
耶
穌
會
傳

教
士
，
全
面
性
地
傳
播
雙
方
的
語
言
文

字
、
歷
史
地
理
、
經
典
、
宗
教
、
思
想
、

藝
術
、
音
樂
、
科
學
、
技
術
等
等
各
層
面

的
文
化
，
並
且
在
近
代
中
西
交
流
過
程

中
，
使
中
歐
雙
方
自
身
傳
統
產
生
結
構
性

變
化
。
法
籍
耶
穌
會
士
韓
國
英
︵P

ierre -

M
artial C

ibot, 1727 -1780

︶
，
正
是
其

中
一
員
。
他
於
一
七
二
七
年
八
月
十
四
日

出
生
於
法
國
中
部
，
接
近
里
昂
之
小
鎮

Lim
oges

。
一
七
五
九
年
七
月
抵
達
澳
門
，

一
七
六○

年
六
月
進
入
北
京
，
正
式
成
為

︽
關
於
中
國
之
記
錄
︾
系
列
叢
書
可
以
說
是
十
八
至
十
九
世
紀
歐
洲
學
者
認
識
中
國
的
重
要
資
訊
來
源
，
其

中
︽
中
國
古
今
之
孝
道
︾
是
法
籍
耶
穌
會
士
韓
國
英
所
譯
介
。
他
在
本
書
中
選
譯
了
清
朝
初
期
康
雍
乾
三

代
，
多
種
長
短
篇
幅
不
一
與
孝
道
相
關
之
帝
國
文
獻
，
其
中
又
以
康
熙
朝
相
關
的
文
獻
為
大
宗
，
甚
至
全
文

翻
譯
了
康
熙
的
︿
御
製
孝
經
衍
義
序
﹀
。
本
文
討
論
韓
國
英
所
譯
介
的
清
朝
﹁
帝
國
文
獻
﹂
，
並
從
此
書
在

法
國
皇
室
主
導
有
關
中
國
系
列
叢
書
的
出
版
觀
之
，
似
乎
顯
示
中
西
文
化
交
流
影
響
所
及
，
已
經
對
法
國
政

治
結
構
和
倫
理
體
系
產
生
某
種
程
度
的
變
化
甚
至
是
衝
擊
。

清
廷
耶
穌
會
團
體
的
成
員
。
當
一
七
七
三

年
耶
穌
會
被
解
散
，
消
息
傳
到
北
京
後
不

出
幾
年
，
一
七
八○

年
八
月
，
在
北
京
抑

鬱
而
終
。
韓
國
英
駐
北
京
廿
年
期
間
所

撰
寫
的
文
章
，
大
部
分
發
表
在
韓
國
英

與
錢
德
明
︵Joseph M

arie A
m

iot, 1718 -

17
9

3

︶
等
人
共
同
編
撰
、
總
計
十
六
冊

之
︽
關
於
中
國
之
記
錄
︾
系
列
叢
書
中

︵M
ém

oires concernant l'histoire, les sciences, 

les arts, les m
œ

urs, les usages des C
hoinois, par 

les m
issionaries des Pékin, 1776 -1791, 1814, 

共
十
六
卷
︶
。
︵
註
一
︶

這
套
叢
書
可
以
說

是
十
八
至
十
九
世
紀
歐
洲
學
者
認
識
中
國

的
重
要
資
訊
來
源
。
︵
註
二
︶

與
十
七
世
紀

耶
穌
會
士
基
歇
爾
︵A

th
an

asius K
irch

er, 

1601 -1680

︶
的
漢
學
名
著
︽
中
國
圖
志
︾

︵C
hina Illustrata, 1667

︶ 

和
一
七
三
五

年
法
國
耶
穌
會
士
杜
赫
德
︵Jean -B

aptiste 

D
u H

alde, 1674 -1743 

︶
出
版
的
四
冊
︽
中

華
帝
國
志
︾ 

︵D
escription G

eographique 

de la C
hine et de la Tartarie C

hinoise

︶
被
視

為
近
代
歐
洲
三
大
漢
學
鉅
著
。
韓
國
英
所

譯
介
的
有
關
中
國
孝
道
相
關
文
本
，
收
入

︽
關
於
中
國
之
記
錄
︾
的
第
四
卷
，
整
體

題
名
為
︽
中
國
古
今
之
孝
道
︾
︵D

octrin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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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　輯

除
了
孝
道
文
獻
的
翻
譯
，
韓
國
英
的

研
究
興
趣
很
廣
，
他
的
著
作
廣
搜
各
種
中

國
經
典
、
歷
史
、
醫
學
、
植
物
學
等
相
關

資
訊
。
他
也
以O

bservations de Physique &
 

d’H
istoire naturelle de l’E

m
pereur K

ang -hi

為

題
，
譯
介
康
熙
帝
之
︽
幾
暇
格
物
編
︾
，

介
紹
此
書
中
康
熙
對
物
理
與
自
然
歷
史

的
研
究
︵
註
四
︶

。
韓
國
英
的
著
作
對
中

國
的
園
藝
、
植
物
學
、
蠶
絲
與
竹
文
化
，

以
及
天
花
病
理
和
治
療
方
法
等
多
所
介

紹
，
例
如"N

otices de quelques plan
tes 

arb
risseau

x d
e la C

h
in

e"

︵
第
三
卷
︶

、 

"O
bservations sur les plantes, les fleurs, 

et les arbres de C
hine qu'il est possible et 

utile de se procurer en France"

、"N
otice 

sur le borax"

、 "M
ém

oire sur les chevaux"

︵
第
十
一
卷
︶

等
文
，
洋
洋
大
觀
。
此
外
，

韓
國
英
對
中
國
古
史
和
語
言
的
研
究
也
相

當
重
要
，
在“

E
ssai sur l'an

tiquité des 

C
hin

ois”

︵
第
一
卷
︶

一
文
，
他
主
張
堯
是

中
華
帝
國
的
奠
基
者
。
他
同
時
在
註
釋
舊

約
以
斯
帖
記
時
，
將
中
國
與
猶
太
人
作
了

對
比
，K

n
ud L

un
dbaek 

甚
至
認
為
他
可

以
算
是
最
後
一
位
中
國
耶
穌
會
符
象
派
。

︵
註
五
︶

韓
國
英
在
︽
中
國
古
今
之
孝
道
︾

一
書
中
所
譯
介
之
孝
道
文
本
，
多
達
十
二

大
項
，
部
分
大
項
目
下
收
錄
長
短
不
一
、

涵
蓋
古
代
文
獻
經
典
與
當
時
的
各
種
官
方

文
本
的
譯
介
。
他
所
挑
選
的
官
方
文
獻
的

發
佈
或
出
版
時
間
，
雖
涵
蓋
了
康
雍
乾
三

朝
，
但
卻
以
康
熙
朝
為
核
心
。
他
在
︽
中

國
古
今
之
孝
道
︾
一
書
之
序
言
中
，
開
宗

明
義
地
說
明
，
依
古
聖
名
訓
中
華
帝
國
做

為
一
個
大
家
庭
，
皇
帝
是
這
大
家
族
的
父

母
︵l’E

m
pereur est le Père &

 la M
ère

︶
，

為
全
書
所
選
譯
的
﹁
帝
國
文
獻
﹂
︵les 

œ
uvres Im

périales

︶
脈
絡
鋪
路
，
順
理
成

章
地
，
將
孝
道
與
帝
國
緊
密
連
結
。
他
稱

﹁
孝
﹂
為
﹁
中
國
人
的
國
家
美
德
﹂
︵la 

vertu nationale des C
hinois

︶
，
﹁
孝
﹂

在
中
國
，
就
如
同
﹁
國
王
之
愛
﹂
在
法

國
︵ch

ez les Fran
çois l’am

our de leur 

R
o

i

︶
。
因
此
，
任
何
意
圖
攻
擊
這
倫
理

道
德
規
範
者
，
將
引
發
全
體
中
國
人
的
反

擊
。
韓
國
英
解
釋
了
自
己
翻
譯
這
些
文
獻

的
目
的
：
因
為
中
國
孝
道
多
紀
錄
在
文
獻

中
，
為
了
提
供
歐
洲
讀
者
正
確
認
識
中
國

孝
道
之
相
關
教
義
與
實
踐
的
路
徑
，
他
從

文
本
的
譯
介
入
手
。

康
熙
皇
帝
對
韓
國
英
的
重
要
性
，
可

以
從“

La Piété Filiale de l’E
m

pereur”
 

︵
︿
皇
帝
的
孝
道
﹀
︶
一
文
標
題
，
清
楚

觀
察
得
到
。
這
是
一
篇
譯
介
康
熙
朝
所
頒

布
的
︽
御
定
孝
經
衍
義
︾
的
文
章
。
︽
御

定
孝
經
衍
義
︾
全
書
長
達
一
百
卷
，
書
前

有
康
熙
的
︿
御
製
孝
經
衍
義
序
﹀
。
經

比
對
後
，
本
人
發
現
韓
國
英
幾
乎
全
文
翻

譯
這
件
文
本
。
而
︽
御
定
孝
經
衍
義
︾

一
書
之
正
文
則
採
譯
介
方
式
，
摘
要
並
重

構
之
。
︽
御
定
孝
經
衍
義
︾
雖
長
達
一
百

卷
，
但
，
韓
氏
僅
擷
取
書
中
有
關
﹁
天
子

之
孝
﹂
的
部
分
，
區
分
﹁
愛
親
﹂
與
﹁
敬

親
﹂
兩
大
類
，
分
為
廿
五
項
義
務
︵les 

devoirs

︶
說
明
天
子
之
孝
的
細
節
。
︽
御

定
孝
經
衍
義
︾
自
卷
七
十
五
之
後
，
即
從

諸
侯
以
下
，
以
至
庶
人
的
孝
道
論
述
則
被

省
略
。
此
舉
凸
顯
並
支
持
了
康
熙
序
文
所

強
調
孝
道
核
心
：
﹁
愛
﹂
與
﹁
敬
﹂
兩

者
，
並
將
焦
點
聚
集
在
皇
帝
一
人
。
︵
註

六
︶

除
了“ La Piété filiale de l’E

m
pereur”

之
外
，
韓
國
英
在
︽
中
國
古
今
之
孝
道
︾

所
譯
介
的
文
本
中
，
尚
有
幾
件
文
獻
值

得
介
紹
：
︵
一
︶“H

iao -K
in

g, ou L
ivre 

C
anonique sur la Piété filiale”

，
此
為
︽
孝

經
︾
全
文
法
譯
。
正
是
在
此
，
他
宣
稱
其

︽
孝
經
︾
翻
譯
不
同
於
衛
方
濟
根
據
﹁
古

文
﹂
︵K

o
u -o

u
en

, vieu
x texte

︶
，
而

是
根
據
﹁
新
文
﹂
︵Sin -ou

en
, n

ou
veau 

texte

︶
，
即
清
朝
公
定
文
本
而
譯
。
由

於
不
滿
一
七
一
一
年
歐
譯
首
見
衛
方
濟

︵François N
oël, 1651 -1729

︶
的
譯
本
僅

翻
譯
經
文
，
韓
國
英
的
譯
本
包
含
五
十
六

個
大
篇
幅
腳
註
。
︵
二
︶“Placet Tseou -y”

一
文
，
此
為
康
熙
奏
議
的
簡
介
。
此
文
本

是
一
七
三
三
年
︵
雍
正
十
一
年
︶
出
版
長

達
三
百
卷
的
﹁
奏
議
﹂
之
第
二
卷
摘
譯
。

在
此
，
韓
國
英
強
調
自
己
所
選
取
文
本

是
所
謂
﹁
帝
國
文
獻
﹂
，
與
﹁
文
人
文

獻
﹂
︵les œ

uvres littéraires

︶
有
所
區
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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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cienne et nouvelle des C
hinois sur la piété 

filiale

︶
，
占
該
卷
約
三
分
之
二
的
篇
幅

︵
近
三
百
頁
︶
，
透
過
翻
譯
深
入
介
紹
中

國
的
孝
道
。

儘
管
耶
穌
會
在
一
七
七
三
年
被
解

散
，
時
居
北
京
的
韓
國
英
與
錢
德
明
仍
藉

由
相
關
管
道
，
在
法
國
皇
室
贊
助
之
下
，

由
路
易
十
五
時
代
掌
管
法
國
東
印
度
公
司

事
務
的
法
蘭
西
學
院
院
士H

en
ri B

ertin 

︵
一
七
一
九

∼

一
七
九
二
︶
負
責
策
劃
與

推
動
，
自
一
七
七
六
年
至
一
七
九
一
年
，

陸
續
出
版
了
十
五
冊
。
而
一
八
一
四
年
，

在
耶
穌
會
重
新
恢
復
的
同
一
年
，
︽
關

於
中
國
之
記
錄
︾
的
第
十
六
冊
出
版
。
此

叢
書
內
容
延
續
了
十
七
世
紀
以
來
歐
洲
中

國
熱
的
主
流
，
以
探
索
中
國
上
古
紀
年
和

語
言
起
源
為
起
點
，
如
同
百
科
全
書
般
廣

泛
地
譯
介
中
國
歷
史
、
經
典
、
科
學
、
文

化
、
社
會
風
俗
和
藝
術
等
，
書
中
並
提
供

豐
富
的
插
圖
。
︵
註
三
︶

如
前
所
述
，
目

前
學
界
多
認
為
這
是
繼
基
歇
爾
的
︽
中
國

圖
志
︾
和
杜
赫
德
的
︽
中
華
帝
國
志
︾
之

後
，
近
代
歐
洲
早
期
有
關
中
國
的
三
大
鉅

著
之
一
，
而
且
這
套
叢
書
無
論
在
質
或
量

的
方
面
，
均
顯
著
提
升
。
韓
國
英
與
錢
德

明
二
人
可
以
說
是
少
數
在
北
京
做
最
後
努

力
的
法
國
在
華
耶
穌
會
士
。
清
初
以
後
，

皇
權
越
來
越
集
中
，
程
朱
儒
學
又
再
度
獲

得
當
權
者
青
睞
，
︽
孝
經
︾
成
為
科
舉
考

試
項
目
，
孝
道
成
為
鞏
固
皇
權
理
論
與
實

務
的
基
礎
。
這
種
學
術
與
政
治
氛
圍
，
經

由
韓
國
英
的
譯
介
，
透
過
︽
關
於
中
國
之

記
錄
︾
在
歐
洲
的
出
版
，
中
國
孝
道
相
關

文
獻
得
以
傳
入
歐
洲
知
識
界
。
不
僅
如

此
，
韓
國
英
標
榜
他
所
譯
介
的
孝
道
屬
帝

國
文
獻
，
在
政
治
倫
理
的
脈
絡
中
，
將
清

初
康
雍
乾
三
代
為
主
的
皇
帝
詮
釋
，
傳
入

歐
洲
政
治
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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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了
孝
道
文
獻
的
翻
譯
，
韓
國
英
的

研
究
興
趣
很
廣
，
他
的
著
作
廣
搜
各
種
中

國
經
典
、
歷
史
、
醫
學
、
植
物
學
等
相
關

資
訊
。
他
也
以O

bservations de Physique &
 

d’H
istoire naturelle de l’E

m
pereur K

ang -hi

為

題
，
譯
介
康
熙
帝
之
︽
幾
暇
格
物
編
︾
，

介
紹
此
書
中
康
熙
對
物
理
與
自
然
歷
史

的
研
究
︵
註
四
︶

。
韓
國
英
的
著
作
對
中

國
的
園
藝
、
植
物
學
、
蠶
絲
與
竹
文
化
，

以
及
天
花
病
理
和
治
療
方
法
等
多
所
介

紹
，
例
如"N

otices de quelques plan
tes 

arb
risseau

x d
e la C

h
in

e"

︵
第
三
卷
︶

、 

"O
bservations sur les plantes, les fleurs, 

et les arbres de C
hine qu'il est possible et 

utile de se procurer en France"

、"N
otice 

sur le borax"

、 "M
ém

oire sur les chevaux"

︵
第
十
一
卷
︶

等
文
，
洋
洋
大
觀
。
此
外
，

韓
國
英
對
中
國
古
史
和
語
言
的
研
究
也
相

當
重
要
，
在“

E
ssai sur l'an

tiquité des 

C
hin

ois”

︵
第
一
卷
︶

一
文
，
他
主
張
堯
是

中
華
帝
國
的
奠
基
者
。
他
同
時
在
註
釋
舊

約
以
斯
帖
記
時
，
將
中
國
與
猶
太
人
作
了

對
比
，K

n
ud L

un
dbaek 

甚
至
認
為
他
可

以
算
是
最
後
一
位
中
國
耶
穌
會
符
象
派
。

︵
註
五
︶

韓
國
英
在
︽
中
國
古
今
之
孝
道
︾

一
書
中
所
譯
介
之
孝
道
文
本
，
多
達
十
二

大
項
，
部
分
大
項
目
下
收
錄
長
短
不
一
、

涵
蓋
古
代
文
獻
經
典
與
當
時
的
各
種
官
方

文
本
的
譯
介
。
他
所
挑
選
的
官
方
文
獻
的

發
佈
或
出
版
時
間
，
雖
涵
蓋
了
康
雍
乾
三

朝
，
但
卻
以
康
熙
朝
為
核
心
。
他
在
︽
中

國
古
今
之
孝
道
︾
一
書
之
序
言
中
，
開
宗

明
義
地
說
明
，
依
古
聖
名
訓
中
華
帝
國
做

為
一
個
大
家
庭
，
皇
帝
是
這
大
家
族
的
父

母
︵l’E

m
pereur est le Père &

 la M
ère

︶
，

為
全
書
所
選
譯
的
﹁
帝
國
文
獻
﹂
︵les 

œ
uvres Im

périales

︶
脈
絡
鋪
路
，
順
理
成

章
地
，
將
孝
道
與
帝
國
緊
密
連
結
。
他
稱

﹁
孝
﹂
為
﹁
中
國
人
的
國
家
美
德
﹂
︵la 

vertu nationale des C
hinois

︶
，
﹁
孝
﹂

在
中
國
，
就
如
同
﹁
國
王
之
愛
﹂
在
法

國
︵ch

ez les Fran
çois l’am

our de leur 

R
o

i

︶
。
因
此
，
任
何
意
圖
攻
擊
這
倫
理

道
德
規
範
者
，
將
引
發
全
體
中
國
人
的
反

擊
。
韓
國
英
解
釋
了
自
己
翻
譯
這
些
文
獻

的
目
的
：
因
為
中
國
孝
道
多
紀
錄
在
文
獻

中
，
為
了
提
供
歐
洲
讀
者
正
確
認
識
中
國

孝
道
之
相
關
教
義
與
實
踐
的
路
徑
，
他
從

文
本
的
譯
介
入
手
。

康
熙
皇
帝
對
韓
國
英
的
重
要
性
，
可

以
從“

La Piété Filiale de l’E
m

pereur”
 

︵
︿
皇
帝
的
孝
道
﹀
︶
一
文
標
題
，
清
楚

觀
察
得
到
。
這
是
一
篇
譯
介
康
熙
朝
所
頒

布
的
︽
御
定
孝
經
衍
義
︾
的
文
章
。
︽
御

定
孝
經
衍
義
︾
全
書
長
達
一
百
卷
，
書
前

有
康
熙
的
︿
御
製
孝
經
衍
義
序
﹀
。
經

比
對
後
，
本
人
發
現
韓
國
英
幾
乎
全
文
翻

譯
這
件
文
本
。
而
︽
御
定
孝
經
衍
義
︾

一
書
之
正
文
則
採
譯
介
方
式
，
摘
要
並
重

構
之
。
︽
御
定
孝
經
衍
義
︾
雖
長
達
一
百

卷
，
但
，
韓
氏
僅
擷
取
書
中
有
關
﹁
天
子

之
孝
﹂
的
部
分
，
區
分
﹁
愛
親
﹂
與
﹁
敬

親
﹂
兩
大
類
，
分
為
廿
五
項
義
務
︵les 

devoirs

︶
說
明
天
子
之
孝
的
細
節
。
︽
御

定
孝
經
衍
義
︾
自
卷
七
十
五
之
後
，
即
從

諸
侯
以
下
，
以
至
庶
人
的
孝
道
論
述
則
被

省
略
。
此
舉
凸
顯
並
支
持
了
康
熙
序
文
所

強
調
孝
道
核
心
：
﹁
愛
﹂
與
﹁
敬
﹂
兩

者
，
並
將
焦
點
聚
集
在
皇
帝
一
人
。
︵
註

六
︶

除
了“ La Piété filiale de l’E

m
pereur”

之
外
，
韓
國
英
在
︽
中
國
古
今
之
孝
道
︾

所
譯
介
的
文
本
中
，
尚
有
幾
件
文
獻
值

得
介
紹
：
︵
一
︶“H

iao -K
in

g, ou L
ivre 

C
anonique sur la Piété filiale”

，
此
為
︽
孝

經
︾
全
文
法
譯
。
正
是
在
此
，
他
宣
稱
其

︽
孝
經
︾
翻
譯
不
同
於
衛
方
濟
根
據
﹁
古

文
﹂
︵K

o
u -o

u
en

, vieu
x texte

︶
，
而

是
根
據
﹁
新
文
﹂
︵Sin -ou

en
, n

ou
veau 

texte

︶
，
即
清
朝
公
定
文
本
而
譯
。
由

於
不
滿
一
七
一
一
年
歐
譯
首
見
衛
方
濟

︵François N
oël, 1651 -1729

︶
的
譯
本
僅

翻
譯
經
文
，
韓
國
英
的
譯
本
包
含
五
十
六

個
大
篇
幅
腳
註
。
︵
二
︶“Placet Tseou -y”

一
文
，
此
為
康
熙
奏
議
的
簡
介
。
此
文
本

是
一
七
三
三
年
︵
雍
正
十
一
年
︶
出
版
長

達
三
百
卷
的
﹁
奏
議
﹂
之
第
二
卷
摘
譯
。

在
此
，
韓
國
英
強
調
自
己
所
選
取
文
本

是
所
謂
﹁
帝
國
文
獻
﹂
，
與
﹁
文
人
文

獻
﹂
︵les œ

uvres littéraires

︶
有
所
區
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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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cienne et nouvelle des C
hinois sur la piété 

filiale

︶
，
占
該
卷
約
三
分
之
二
的
篇
幅

︵
近
三
百
頁
︶
，
透
過
翻
譯
深
入
介
紹
中

國
的
孝
道
。

儘
管
耶
穌
會
在
一
七
七
三
年
被
解

散
，
時
居
北
京
的
韓
國
英
與
錢
德
明
仍
藉

由
相
關
管
道
，
在
法
國
皇
室
贊
助
之
下
，

由
路
易
十
五
時
代
掌
管
法
國
東
印
度
公
司

事
務
的
法
蘭
西
學
院
院
士H

en
ri B

ertin 

︵
一
七
一
九

∼

一
七
九
二
︶
負
責
策
劃
與

推
動
，
自
一
七
七
六
年
至
一
七
九
一
年
，

陸
續
出
版
了
十
五
冊
。
而
一
八
一
四
年
，

在
耶
穌
會
重
新
恢
復
的
同
一
年
，
︽
關

於
中
國
之
記
錄
︾
的
第
十
六
冊
出
版
。
此

叢
書
內
容
延
續
了
十
七
世
紀
以
來
歐
洲
中

國
熱
的
主
流
，
以
探
索
中
國
上
古
紀
年
和

語
言
起
源
為
起
點
，
如
同
百
科
全
書
般
廣

泛
地
譯
介
中
國
歷
史
、
經
典
、
科
學
、
文

化
、
社
會
風
俗
和
藝
術
等
，
書
中
並
提
供

豐
富
的
插
圖
。
︵
註
三
︶

如
前
所
述
，
目

前
學
界
多
認
為
這
是
繼
基
歇
爾
的
︽
中
國

圖
志
︾
和
杜
赫
德
的
︽
中
華
帝
國
志
︾
之

後
，
近
代
歐
洲
早
期
有
關
中
國
的
三
大
鉅

著
之
一
，
而
且
這
套
叢
書
無
論
在
質
或
量

的
方
面
，
均
顯
著
提
升
。
韓
國
英
與
錢
德

明
二
人
可
以
說
是
少
數
在
北
京
做
最
後
努

力
的
法
國
在
華
耶
穌
會
士
。
清
初
以
後
，

皇
權
越
來
越
集
中
，
程
朱
儒
學
又
再
度
獲

得
當
權
者
青
睞
，
︽
孝
經
︾
成
為
科
舉
考

試
項
目
，
孝
道
成
為
鞏
固
皇
權
理
論
與
實

務
的
基
礎
。
這
種
學
術
與
政
治
氛
圍
，
經

由
韓
國
英
的
譯
介
，
透
過
︽
關
於
中
國
之

記
錄
︾
在
歐
洲
的
出
版
，
中
國
孝
道
相
關

文
獻
得
以
傳
入
歐
洲
知
識
界
。
不
僅
如

此
，
韓
國
英
標
榜
他
所
譯
介
的
孝
道
屬
帝

國
文
獻
，
在
政
治
倫
理
的
脈
絡
中
，
將
清

初
康
雍
乾
三
代
為
主
的
皇
帝
詮
釋
，
傳
入

歐
洲
政
治
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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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︾
，
是
在
他
名
下
︽
中
國
古
今
之
孝

道
︾
一
書
所
收
入
譯
介
的
相
關
文
本
，
就

是
前
述
介
紹
過
的
︽
御
定
孝
經
衍
義
︾
、

︽
奏
議
︾
、
︽
聖
祖
仁
皇
帝
聖
訓
︾
、

︽
大
清
會
典
︾
等
等
古
今
﹁
帝
國
文
獻
﹂

脈
絡
之
中
進
行
的
，
與
衛
方
濟
以
﹁
文
人

文
獻
﹂
脈
絡
並
不
相
同
。 

值
得
注
意
的

是
，
韓
國
英
的
︽
中
國
古
今
之
孝
道
︾
還

依
序
列
舉
古
代
自
皇
帝
以
下
多
位
著
名
孝

子
的
事
蹟
，
似
乎
欲
藉
此
向
歐
洲
讀
者
證

實
其
所
譯
介
的
孝
道
論
述
，
在
中
華
帝
國

是
以
皇
帝
為
中
心
具
體
實
踐
的
德
行
。 

﹁
孝
﹂
在
中
國
傳
統
佔
據
核
心
地
位
。
中
國

禮
儀
之
爭
的
核
心
正
是
在
此
。
﹁
禮
﹂
的
性

質
，
尤
其
倍
具
爭
議
的
祭
天
、
祭
祖
禮
儀

應
當
被
理
解
為
宗
教
行
為
或
家
族
倫
理
行

為
，
其
爭
議
的
方
式
與
內
容
，
在
過
去
幾

個
世
紀
中
，
歷
經
不
同
階
段
。

韓
國
英
在
翻
譯
︽
孝
經
︾
時
，
將

﹁
禮
﹂
區
分
為
四
個
層
面
：
宗
教
的
︵le 

religieux

︶
、
政
治
的
︵le politique

︶
、

市
民
的
︵le

 c
iv

il

︶
與
家
族
的
︵le 

d
om

estiqu
e

︶
，
從
不
同
面
向
捍
衛
著
天

子
的
權
力
︵C

hacun contribue a afferm
ir 

et à conserver le pouvoir souverain

︶
，

如
同
市
民
之
禮
，
家
族
成
員
間
的
關
係
則

是
一
系
列
的
責
任
與
互
愛
，
互
相
照
顧
關

心
。
家
族
成
員
成
為
一
體
，
個
人
意
志
較

為
和
緩
，
維
護
長
幼
尊
卑
之
序
，
因
此
大

家
長
︵
或
指
皇
帝
的
權
力
︶
更
加
穩
固
。

藉
此
，
韓
國
英
將
家
族
、
鄉
里
與
帝
國
連

結
，
將
大
家
長
的
權
威
，
延
伸
到
帝
國
領

袖
皇
帝
身
上
。 

韓
國
英
的
孝
道
文
獻
譯
介
，
是
在

︽
關
於
中
國
之
記
錄
︾
中
，
由
法
國
皇
室

主
導
的
系
列
叢
書
中
出
版
。
儘
管
他
有
意

識
地
與
其
前
輩
衛
方
濟
的
翻
譯
做
出
區

隔
，
但
是
，
他
事
實
上
不
是
從
零
開
始
他

的
︽
孝
經
︾
翻
譯
。
當
衛
方
濟
在
一
七

○

三
年
至
一
七
一
五
年
之
間
，
在
天
主
教

宗
克
萊
孟
十
一
世
︵C

lem
en

t X
I, 1700 -

1721

︶
，
頒
佈
且
重
申
中
國
禮
儀
禁
令
的

這
關
鍵
時
刻
︵
註
七
︶

，
密
集
出
版
他
的

︽
中
國
六
經
︾ 

和
︽
中
國
哲
學
︾
等
書

籍
，
捍
衛
中
國
哲
學
和
禮
儀
之
後
半
世

紀
，
韓
國
英
重
新
翻
譯
了
前
人
曾
經
翻
譯

的
中
國
經
典
。
當
耶
穌
會
與
索
邦
神
學
家

和
教
廷
宗
教
裁
判
者
，
處
於
中
國
禮
儀

應
屬
﹁
宗
教
的
﹂
或
﹁
公
民
的
﹂
兩
難

時
，
衛
方
濟
的
經
典
翻
譯
，
選
譯
︽
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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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三
︶“

D
étails sur la Piété Filiale, tirés 

du C
hen

g -hiun
 de K

an
g -hi”

一
文
，
此

為
韓
國
英
逐
年
譯
介
︽
聖
祖
仁
皇
帝
聖

訓
︾
卷
一
﹁
聖
孝
﹂
全
部
內
容
，
韓
國
英

稱
之
為
孝
之
細
項
。
︽
聖
祖
仁
皇
帝
聖

訓
︾
成
書
於
雍
正
九
年
︵
一
七
三
一
︶
，

書

中

有

雍

正

序

文

。

乾

隆

六

年

︵
一
七
四
一
︶
也
為
此
聖
訓
作
序
，
強
調

繼
承
康
熙
承
古
聖
人
受
天
命
為
下
民
軍
師

的
意
義
。
在
︽
聖
訓
︾
翻
譯
之
後
是
︽
大

清
會
典
︾
的
簡
介
，
題
名
為
：“N

otice de 

ce qui a rapport à la Piété Filiale dans le 

C
ode des Loix de la dynastie régnante”

。

此
文
從
法
律
層
面
介
紹
孝
道
。
︽
大
清
會

典
︾
是
中
國
清
朝
歷
代
所
編
修
清
代
政
治

制
度
相
關
內
容
的
書
籍
，
韓
國
英
所
譯
介

的
︽
大
清
會
典
︾
是
他
同
時
代
當
朝
皇
帝

新
出
版
的
第
三
部
，
於
乾
隆
三
十
一
年

︵
一
七
六
六
︶
完
成
，
敘
事
記
錄
止
於
乾

隆
二
十
七
年
︵
一
七
六
二
︶
，
共
一
百

卷
。
︵
四
︶“D

’une D
éclaration de K

ang -

h
i de l’an

 1663”

一
文
。
此
為
一
六
六
三

年
康
熙
所
發
佈
的
告
示
，
內
容
與
葬
禮
有

關
。
此
文
本
描
述
康
熙
在
經
歷
祖
母
之
喪

後
，
在
葬
禮
上
所
表
現
的
豐
富
真
實
的
情

感
。
最
後
他
依
序
列
舉
古
代
自
皇
帝
以
下

多
位
著
名
孝
子
的
事
蹟
，
並
在
文
末
提
供

一
個
總
結
為
﹁
孝
治
﹂
的
六
點
結
論
。

如
前
文
已
及
，
韓
國
英
所
選
文
本

都
是
他
所
謂
的
﹁
新
文
﹂
，
或
者
可
說
是

與
韓
國
英
同
時
代
的
﹁
時
文
﹂
，
且
為
朝

廷
所
頒
佈
之
文
獻
。
他
明
確
說
明
自
己
所

譯
為
﹁
天
子
之
孝
﹂
，
譯
介
所
據
之
本
並

非
民
間
文
人
墨
客
的
著
作
，
而
是
朝
廷

頒
佈
的
官
方
通
行
本
。
韓
國
英
翻
譯
︽
孝

向
皇
權
靠
攏
。
韓
國
英
對
﹁
宗
教
的

禮
﹂
︵Le cerem

onial religieux

︶
解
釋
篇

幅
相
當
短
。
相
當
有
趣
的
是
，
他
說
宗

教
之
禮
是
最
原
始
、
最
古
老
，
但
是
這

個
主
題
是
﹁
如
此
令
人
困
擾
、
如
此
棘

手
﹂
，
所
以
他
說
自
己
﹁
沒
有
勇
氣
同

意
這
些
注
疏
家
的
解
釋
﹂
。
而
政
治
之

禮
︵Le cerem

onial politique

︶
則
是
描
述

朝
臣
對
皇
帝
的
朝
拜
之
禮
，
表
示
臣
服
。

韓
國
英
詳
細
描
述
跪
與
叩
的
動
作
。
市
民

之
禮
︵Le cerem

onial civil

︶
相
較
於
對
前

面
兩
種
禮
的
詮
釋
，
韓
國
英
對
市
民
之
禮

這
部
分
的
說
明
，
使
用
更
長
的
篇
幅
來
解

釋
。
他
說
市
民
之
禮
，
僅
是
建
立
在
協
議

或
約
定
上
的
集
會
或
友
誼
關
係
，
是
一
種

榮
譽
與
情
感
的
連
結
，
沒
有
權
威
性
或
強

制
性
。
我
估
計
可
能
是
指
鄉
約
或
會
社
。

他
說
，
這
包
含
不
同
層
面
：
︵
一
︶
藉
誠

信
與
互
惠
原
則
，
制
訂
上
下
尊
卑
的
往
來

或
維
持
市
民
群
體
中
公
平
性
的
方
式
。

︵
二
︶
或
是
可
以
視
為
群
體
中
當
一
方
權

利
受
他
人
侵
犯
或
利
益
受
損
時
，
強
制
性

的
賠
償
法
規
。
這
通
常
是
政
府
方
有
權
執

行
。
他
認
為
，
一
個
國
家
越
文
明
、
誠
實

與
謙
卑
，
越
是
免
於
嚴
厲
規
範
與
奴
隸
式

的
服
從
，
正
是
在
此
，
統
治
者
權
威
得
以

強
化
，
而
非
藉
由
嚴
刑
峻
法
來
建
立
良
好

的
社
會
次
序
。 

最
後
，
韓
國
英
指
出
家
族

之
禮
︵Le cerem

on
ial dom

estique

︶
，
他

認
為
這
家
族
之
禮
是
前
述
政
治
與
市
民
之

禮
的
結
合
。
在
家
族
內
部
，
如
同
政
治
之

禮
一
樣
，
下
對
上
、
對
父
母
服
從
尊
敬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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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　輯

經
︾
，
是
在
他
名
下
︽
中
國
古
今
之
孝

道
︾
一
書
所
收
入
譯
介
的
相
關
文
本
，
就

是
前
述
介
紹
過
的
︽
御
定
孝
經
衍
義
︾
、

︽
奏
議
︾
、
︽
聖
祖
仁
皇
帝
聖
訓
︾
、

︽
大
清
會
典
︾
等
等
古
今
﹁
帝
國
文
獻
﹂

脈
絡
之
中
進
行
的
，
與
衛
方
濟
以
﹁
文
人

文
獻
﹂
脈
絡
並
不
相
同
。 

值
得
注
意
的

是
，
韓
國
英
的
︽
中
國
古
今
之
孝
道
︾
還

依
序
列
舉
古
代
自
皇
帝
以
下
多
位
著
名
孝

子
的
事
蹟
，
似
乎
欲
藉
此
向
歐
洲
讀
者
證

實
其
所
譯
介
的
孝
道
論
述
，
在
中
華
帝
國

是
以
皇
帝
為
中
心
具
體
實
踐
的
德
行
。 

﹁
孝
﹂
在
中
國
傳
統
佔
據
核
心
地
位
。
中
國

禮
儀
之
爭
的
核
心
正
是
在
此
。
﹁
禮
﹂
的
性

質
，
尤
其
倍
具
爭
議
的
祭
天
、
祭
祖
禮
儀

應
當
被
理
解
為
宗
教
行
為
或
家
族
倫
理
行

為
，
其
爭
議
的
方
式
與
內
容
，
在
過
去
幾

個
世
紀
中
，
歷
經
不
同
階
段
。

韓
國
英
在
翻
譯
︽
孝
經
︾
時
，
將

﹁
禮
﹂
區
分
為
四
個
層
面
：
宗
教
的
︵le 

religieux

︶
、
政
治
的
︵le politique

︶
、

市
民
的
︵le

 c
iv

il

︶
與
家
族
的
︵le 

d
om

estiqu
e

︶
，
從
不
同
面
向
捍
衛
著
天

子
的
權
力
︵C

hacun contribue a afferm
ir 

et à conserver le pouvoir souverain

︶
，

如
同
市
民
之
禮
，
家
族
成
員
間
的
關
係
則

是
一
系
列
的
責
任
與
互
愛
，
互
相
照
顧
關

心
。
家
族
成
員
成
為
一
體
，
個
人
意
志
較

為
和
緩
，
維
護
長
幼
尊
卑
之
序
，
因
此
大

家
長
︵
或
指
皇
帝
的
權
力
︶
更
加
穩
固
。

藉
此
，
韓
國
英
將
家
族
、
鄉
里
與
帝
國
連

結
，
將
大
家
長
的
權
威
，
延
伸
到
帝
國
領

袖
皇
帝
身
上
。 

韓
國
英
的
孝
道
文
獻
譯
介
，
是
在

︽
關
於
中
國
之
記
錄
︾
中
，
由
法
國
皇
室

主
導
的
系
列
叢
書
中
出
版
。
儘
管
他
有
意

識
地
與
其
前
輩
衛
方
濟
的
翻
譯
做
出
區

隔
，
但
是
，
他
事
實
上
不
是
從
零
開
始
他

的
︽
孝
經
︾
翻
譯
。
當
衛
方
濟
在
一
七

○

三
年
至
一
七
一
五
年
之
間
，
在
天
主
教

宗
克
萊
孟
十
一
世
︵C

lem
en

t X
I, 1700 -

1721

︶
，
頒
佈
且
重
申
中
國
禮
儀
禁
令
的

這
關
鍵
時
刻
︵
註
七
︶

，
密
集
出
版
他
的

︽
中
國
六
經
︾ 

和
︽
中
國
哲
學
︾
等
書

籍
，
捍
衛
中
國
哲
學
和
禮
儀
之
後
半
世

紀
，
韓
國
英
重
新
翻
譯
了
前
人
曾
經
翻
譯

的
中
國
經
典
。
當
耶
穌
會
與
索
邦
神
學
家

和
教
廷
宗
教
裁
判
者
，
處
於
中
國
禮
儀

應
屬
﹁
宗
教
的
﹂
或
﹁
公
民
的
﹂
兩
難

時
，
衛
方
濟
的
經
典
翻
譯
，
選
譯
︽
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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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三
︶“

D
étails sur la Piété Filiale, tirés 

du C
hen

g -hiun
 de K

an
g -hi”

一
文
，
此

為
韓
國
英
逐
年
譯
介
︽
聖
祖
仁
皇
帝
聖

訓
︾
卷
一
﹁
聖
孝
﹂
全
部
內
容
，
韓
國
英

稱
之
為
孝
之
細
項
。
︽
聖
祖
仁
皇
帝
聖

訓
︾
成
書
於
雍
正
九
年
︵
一
七
三
一
︶
，

書

中

有

雍

正

序

文

。

乾

隆

六

年

︵
一
七
四
一
︶
也
為
此
聖
訓
作
序
，
強
調

繼
承
康
熙
承
古
聖
人
受
天
命
為
下
民
軍
師

的
意
義
。
在
︽
聖
訓
︾
翻
譯
之
後
是
︽
大

清
會
典
︾
的
簡
介
，
題
名
為
：“N

otice de 

ce qui a rapport à la Piété Filiale dans le 

C
ode des Loix de la dynastie régnante”

。

此
文
從
法
律
層
面
介
紹
孝
道
。
︽
大
清
會

典
︾
是
中
國
清
朝
歷
代
所
編
修
清
代
政
治

制
度
相
關
內
容
的
書
籍
，
韓
國
英
所
譯
介

的
︽
大
清
會
典
︾
是
他
同
時
代
當
朝
皇
帝

新
出
版
的
第
三
部
，
於
乾
隆
三
十
一
年

︵
一
七
六
六
︶
完
成
，
敘
事
記
錄
止
於
乾

隆
二
十
七
年
︵
一
七
六
二
︶
，
共
一
百

卷
。
︵
四
︶“D

’une D
éclaration de K

ang -

h
i de l’an

 1663”

一
文
。
此
為
一
六
六
三

年
康
熙
所
發
佈
的
告
示
，
內
容
與
葬
禮
有

關
。
此
文
本
描
述
康
熙
在
經
歷
祖
母
之
喪

後
，
在
葬
禮
上
所
表
現
的
豐
富
真
實
的
情

感
。
最
後
他
依
序
列
舉
古
代
自
皇
帝
以
下

多
位
著
名
孝
子
的
事
蹟
，
並
在
文
末
提
供

一
個
總
結
為
﹁
孝
治
﹂
的
六
點
結
論
。

如
前
文
已
及
，
韓
國
英
所
選
文
本

都
是
他
所
謂
的
﹁
新
文
﹂
，
或
者
可
說
是

與
韓
國
英
同
時
代
的
﹁
時
文
﹂
，
且
為
朝

廷
所
頒
佈
之
文
獻
。
他
明
確
說
明
自
己
所

譯
為
﹁
天
子
之
孝
﹂
，
譯
介
所
據
之
本
並

非
民
間
文
人
墨
客
的
著
作
，
而
是
朝
廷

頒
佈
的
官
方
通
行
本
。
韓
國
英
翻
譯
︽
孝

向
皇
權
靠
攏
。
韓
國
英
對
﹁
宗
教
的

禮
﹂
︵Le cerem

onial religieux

︶
解
釋
篇

幅
相
當
短
。
相
當
有
趣
的
是
，
他
說
宗

教
之
禮
是
最
原
始
、
最
古
老
，
但
是
這

個
主
題
是
﹁
如
此
令
人
困
擾
、
如
此
棘

手
﹂
，
所
以
他
說
自
己
﹁
沒
有
勇
氣
同

意
這
些
注
疏
家
的
解
釋
﹂
。
而
政
治
之

禮
︵Le cerem

onial politique

︶
則
是
描
述

朝
臣
對
皇
帝
的
朝
拜
之
禮
，
表
示
臣
服
。

韓
國
英
詳
細
描
述
跪
與
叩
的
動
作
。
市
民

之
禮
︵Le cerem

onial civil

︶
相
較
於
對
前

面
兩
種
禮
的
詮
釋
，
韓
國
英
對
市
民
之
禮

這
部
分
的
說
明
，
使
用
更
長
的
篇
幅
來
解

釋
。
他
說
市
民
之
禮
，
僅
是
建
立
在
協
議

或
約
定
上
的
集
會
或
友
誼
關
係
，
是
一
種

榮
譽
與
情
感
的
連
結
，
沒
有
權
威
性
或
強

制
性
。
我
估
計
可
能
是
指
鄉
約
或
會
社
。

他
說
，
這
包
含
不
同
層
面
：
︵
一
︶
藉
誠

信
與
互
惠
原
則
，
制
訂
上
下
尊
卑
的
往
來

或
維
持
市
民
群
體
中
公
平
性
的
方
式
。

︵
二
︶
或
是
可
以
視
為
群
體
中
當
一
方
權

利
受
他
人
侵
犯
或
利
益
受
損
時
，
強
制
性

的
賠
償
法
規
。
這
通
常
是
政
府
方
有
權
執

行
。
他
認
為
，
一
個
國
家
越
文
明
、
誠
實

與
謙
卑
，
越
是
免
於
嚴
厲
規
範
與
奴
隸
式

的
服
從
，
正
是
在
此
，
統
治
者
權
威
得
以

強
化
，
而
非
藉
由
嚴
刑
峻
法
來
建
立
良
好

的
社
會
次
序
。 

最
後
，
韓
國
英
指
出
家
族

之
禮
︵Le cerem

on
ial dom

estique

︶
，
他

認
為
這
家
族
之
禮
是
前
述
政
治
與
市
民
之

禮
的
結
合
。
在
家
族
內
部
，
如
同
政
治
之

禮
一
樣
，
下
對
上
、
對
父
母
服
從
尊
敬
。



經
︾
之
舉
，
讓
禮
儀
爭
辯
的
核
心
轉
向

﹁
孝
道
﹂
，
凸
顯
其
倫
理
面
向
。
這
不

僅
是
對
中
國
禮
儀
之
爭
的
回
應
，
也
是

對
同
時
期
中
國
學
術
發
展
的
回
應
。
︵
註

八
︶

僅
管
如
此
，
在
韓
國
英
的
標
準
裡
，

仍
舊
是
﹁
文
人
文
獻
﹂
和
﹁
古
文
﹂
，
仍

是
一
種
在
文
人
脈
絡
中
的
詮
釋
。
因
此
他

變
，
他
所
譯
介
的
文
獻
選
材
進
一
步
聚
焦

皇
權
，
以
帝
國
文
獻
為
介
紹
重
點
。
事
實

上
，
中
華
帝
國
的
政
治
和
倫
理
，
在
十
七

世
紀
已
經
成
為
歐
美
知
識
階
層
關
注
焦

點
。
韓
國
英
身
處
乾
隆
朝
，
其
所
譯
文
本

也
不
是
在
法
國
最
強
盛
時
期
出
版
，
但
所

選
譯
之
文
獻
卻
以
康
熙
朝
為
主
軸
，
康
熙

皇
帝
的
形
象
在
韓
國
英
的
孝
道
文
獻
翻
譯

中
顯
得
如
此
偉
大
神
聖
。
對
應
著
這
位
在

歐
洲
君
權
神
授
觀
念
顛
峰
時
代
掌
權
的
、

集
政
治
與
宗
教
權
力
於
一
身
、
在
伏
泰
爾

筆
下
自
稱
﹁
朕
即
國
家
﹂
︵l'E

tat, c'est 

m
oi!

︶
，
派
遣
韓
國
英
的
前
輩
耶
穌
會
士

如
白
晉
、
李
明
等
人
前
來
中
國
的
太
陽
王

路
易
十
四
，
韓
國
英
之
直
接
全
面
地
譯
介

清
朝
的
﹁
帝
國
文
獻
﹂
，
並
且
在
法
國
皇

室
主
導
的
有
關
中
國
的
系
列
叢
書
中
出

版
，
似
乎
突
顯
出
中
西
文
化
交
流
的
影
響

所
及
，
已
經
對
其
政
治
結
構
、
倫
理
體
系

產
生
某
種
影
響
甚
至
是
衝
擊
。
僅
管
我
們

尚
沒
有
直
接
證
據
說
明
這
些
中
國
相
關
的

書
籍
之
出
版
與
路
易
十
六
時
代
的
變
局
有

甚
麼
關
係
，
但
是
我
認
為
，
這
應
該
會
是

一
個
值
得
繼
續
探
索
的
方
向
。 

作
者
為
臺
灣
師
範
大
學
東
亞
學
系
副
教
授

進
一
步
將
焦
點
從
衛
方
濟
譯
本
所
呈
現
的

﹁
文
人
文
獻
﹂
的
中
國
儒
家
，
轉
向
﹁
帝

國
文
獻
﹂
、
皇
權
之
下
所
詮
釋
的
帝
國
儒

家
，
而
且
延
續
了
衛
方
濟
︽
中
國
六
經
︾

出
版
於
禮
儀
之
爭
顛
峰
，
韓
國
英
之
帝
國

孝
道
文
獻
的
翻
譯
則
見
於
中
國
禮
儀
之
爭

末
期
，
世
俗
君
主
的
權
力
逐
漸
凌
駕
天
主

教
會
之
上
。
身
為
衛
方
濟
︽
孝
經
︾
譯
本

的
評
論
者
與
補
充
者
，
韓
國
英
的
︽
孝

經
︾
翻
譯
手
法
，
實
則
延
續
了
衛
方
濟
的

倫
理
轉
向
，
並
且
更
進
一
步
隨
著
時
間
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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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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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
禮
儀
爭
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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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
心
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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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孝
道
﹂
，
凸
顯
其
倫
理
面
向
。
這
不

僅
是
對
中
國
禮
儀
之
爭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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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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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時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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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學
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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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
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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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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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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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此
，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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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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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
準
裡
，

仍
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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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文
人
文
獻
﹂
和
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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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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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人
脈
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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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詮
釋
。
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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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
，
他
所
譯
介
的
文
獻
選
材
進
一
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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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
權
，
以
帝
國
文
獻
為
介
紹
重
點
。
事
實

上
，
中
華
帝
國
的
政
治
和
倫
理
，
在
十
七

世
紀
已
經
成
為
歐
美
知
識
階
層
關
注
焦

點
。
韓
國
英
身
處
乾
隆
朝
，
其
所
譯
文
本

也
不
是
在
法
國
最
強
盛
時
期
出
版
，
但
所

選
譯
之
文
獻
卻
以
康
熙
朝
為
主
軸
，
康
熙

皇
帝
的
形
象
在
韓
國
英
的
孝
道
文
獻
翻
譯
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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偉
大
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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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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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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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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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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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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