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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　

興
城
華
昌
印
刷
局
印

興
城
縣
志
卷
之
十
三

宗
敎多

神
一
神
古
今
敎
派
禍
福
警
勸
宗
旨
莫
外
牟
尼
忍
辱
基
督
愛
人
異

宗
同
趣
克
己
則
均
法
令
濟
窮
天
人
演
奧
流
弊
輒
滋
妄
誕
致
誚
論
厥

精
微
不
出
儒
書
詩
材
畫
景
兼
蓄
並
儲
述
宗
敎

嘗
聞
聖
賢
之
敎
人
無
所
欲
而
爲
善
無
所
畏
而
不
爲
不
善
士
之
修
德
砥
行

求
安
於
心
而
已
此
董
子
謀
利
計
功
之
說
之
所
由
本
也
自
中
智
以
下
不
自

能
完
其
性
之
分
大
抵
不
勸
不
趨
不
懲
不
改
聖
人
因
而
導
之
以
禍
福
之
故

詩
言
出
王
游
衍
書
戒
惠
逆
影
響
易
稱
餘
慶
餘
𣧎
爲
後
世
神
道
設
敎
之
濫

觴
洎
亞
洲
之
秦
政
統
一
六
國
歐
洲
之
屋
大
維
統
一
羅
馬
兩
人
均
以
力
征

經
營
而
得
天
下
踵
其
後
者
率
小
役
大
弱
飼
疆
運
會
所
至
理
不
勝
氣
有
時

善
者
不
必
福
不
善
者
不
必
抵
於
禍
於
是
天
竺
之
釋
迦
牟
尼
猶
太
之
基
督

乃
乘
間
而
爲
輪
廻
天
父
之
說
風
聲
所
播
漸
染
東
來
他
如
穆
罕
默
德
之
以

兵
行
敎
張
道
陵
之
假
託
老
子
宗
喀
巴
之
改
創
黃
敎
則
又
强
迫
妄
誕
更
無

硏
究
之
價
値
近
世
道
德
敎
派
︵
主
敎
爲
叚
正
元
住
北
京
著
有
黃
中
通
理

大
同
貞
諦
等
書
︶
謂
將
來
世
界
大
同
雖
地
球
之
南
北
極
亦
可
環
遊
此
等

讏
言
本
不
値
識
者
之
一
噱
蓋
人
心
至
靈
幻
想
百
出
旣
臆
造
一
恐
怖
世
界

以
制
情
復
臆
造
一
極
樂
世
界
以
生
羡
張
皇
幽
渺
別
戶
分
門
究
之
犧
牲
現

福
以
求
禔
祉
於
來
生
醉
心
萬
能
轉
詆
他
人
爲
迷
信
宗
風
不
振
難
了
塵
緣

祈
禱
奉
行
恃
爲
生
計
矯
情
者
畏
苦
語
誕
者
懷
疑
以
其
非
中
庸
之
道
故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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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　

興
城
華
昌
印
刷
局
印

佛
敎

佛
之
敎
祖
曰
釋
迦
牟
尼
降
生
天
竺
受
姓
瞿
曇
時
在
周
昭
王
二
十
四
年
至

漢
明
帝
時
因
金
人
感
夢
乃
遣
蔡
愔
等
往
天
竺
訪
佛
寫
取
佛
經
四
十
二
章

䭾
以
白
馬
遂
起
白
馬
寺
於
雒
邑
西
門
外
中
國
有
僧
自
此
始
洎
高
勾
麗
建

國
聘
西
僧
宏
通
釋
典
佛
敎
始
輸
入
遼
東
其
敎
以
眼
耳
鼻
舌
身
意
爲
六
根

色
聲
香
味
觸
法
爲
六
塵
色
受
想
行
識
爲
五
蘊
戒
定
慧
三
言
爲
無
上
法
門

盛
行
於
晋
唐
之
際
至
宋
而
儒
與
釋
攙
雜
而
不
可
分
一
時
名
儒
鉅
公
大
抵

皆
先
入
釋
敎
明
心
見
性
及
深
造
有
得
然
後
遁
而
之
儒
周
茂
叔
不
除
庭
草

以
爲
與
自
己
生
意
相
似
李
文
靖
藥
欄
不
葺
謂
安
可
以
此
事
動
吾
之
心
二

子
之
偏
於
寂
默
皆
釋
敎
也
其
闢
佛
者
傅
奕
詆
浮
屠
爲
以
繼
體
悖
所
親
韓

愈
請
焚
佛
骨
而
已
任
其
咎
司
馬
光
謂
其
精
微
不
能
出
吾
書
其
誕
吾
不
信

袁
枚
謂
楞
巖
經
頗
類
宋
人
語
錄
疑
爲
六
朝
人
僞
撰
其
曰
大
旨
在
曲
引
旁

証
平
易
處
忽
生
波
折
到
吃
緊
處
仍
不
說
明
可
謂
一
語
破
的
何
之
數
人
之

所
見
略
同
耶
輓
近
緇
流
以
功
罪
禍
福
誘
脅
檀
越
不
以
人
品
邪
正
分
善
惡

但
以
佈
施
有
無
分
善
惡
福
田
之
說
興
瞿
曇
氏
之
本
旨
晦
矣
然
天
地
間
有

一
種
虐
姑
悍
婦
其
作
事
情
理
不
能
喩
忠
言
不
能
入
若
因
勢
利
導
怵
之
以

佛
法
往
往
有
效
此
其
事
惟
紀
昀
所
著
之
閱
微
草
堂
筆
記
五
種
言
之
詳
矣

其
書
不
佞
佛
亦
不
闢
佛
嘗
謂
儒
如
五
榖
一
日
不
食
則
飢
數
日
不
食
則
必

死
釋
道
如
藥
餌
死
生
得
失
之
關
喜
怒
哀
樂
之
感
用
以
解
釋
寃
愆
消
除
抑

鬱
較
儒
家
爲
最
捷
其
禍
福
因
果
之
說
用
以
悚
動
下
愚
亦
較
儒
家
爲
易
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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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　

興
城
華
昌
印
刷
局
印

特
中
病
則
止
不
可
專
服
常
服
致
偏
勝
爲
患
殆
所
謂
持
平
之
論
乎
今
全
國

中
華
佛
敎
總
會
旣
組
而
奉
天
支
部
亦
接
踵
成
立
凡
有
關
名
勝
之
叢
林
寺

院
法
律
負
保
護
之
責
從
此
龍
華
會
上
不
渡
無
緣
大
闡
眞
如
同
登
覺
地
西

方
像
敎
庶
免
於
自
然
之
淘
汰
歟

中
華
佛
敎
會
分
部
　
設
興
城
縣
北
街
上
帝
廟
內
以
提
倡
佛
敎
開
通
僧
界

爲
宗
旨
隸
奉
天
佛
敎
會
支
部
總
會
設
於
上
海
民
國
元
年
十
月
成
立
呈

請
縣
公
署
立
案
正
會
長
一
副
會
長
二
文
牘
會
計
評
議
庶
務
各
一
人
會

員
無
定
額
常
年
經
費
由
會
員
會
金
項
下
酌
籌
每
人
一
元
會
長
三
年
一

任
由
衆
憎
投
票
選
𦦙
至
民
國
七
年
停
辦

上
帝
廟
　
在
城
裏
北
街
西
胡
同
爲
唐
代
以
後
之
古
刹
明
代
宣
德
年
間
建

築
弘
治
時
代
繼
修
正
德
間
增
修
香
亭
一
座
萬
歷
二
十
年
仲
春
重
修
正

殿
五
楹
東
西
廊
廡
各
三
楹
大
廳
三
楹
正
殿
之
西
附
建
娘
娘
殿
三
楹
瘟

神
殿
一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三
人

大
士
菴
　
附
建
於
上
帝
廟
東
院
亦
名
聖
宗
殿
淸
康
熙
二
年
癸
卯
創
建
正

殿
五
楹
東
西
廊
廡
各
五
楹
古
碑
四
內
有
淸
原
任
漕
運
總
督
蔡
士
英
所

撰
碑
建
於
二
門
內
右
側
門
房
五
楹
大
門
一
楹
由
上
帝
廟
僧
代
管

財
神
廟
　
附
建
於
大
士
菴
東
院
淸
康
熙
五
年
丙
午
建
修
正
殿
三
楹
山
門

一
楹
由
上
帝
廟
僧
代
管

天
甯
寺
　
在
城
裏
北
街
東
胡
同
創
建
年
月
無
可
考
明
代
崇
禎
六
年
癸
酉

重
修
淸
代
光
緖
十
一
年
繼
修
正
殿
五
楹
山
門
三
楹
住
持
僧
一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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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　

興
城
華
昌
印
刷
局
印

祖
師
廟
　
附
建
於
天
甯
寺
西
院
淸
康
熙
四
十
五
年
六
月
創
建
乾
隆
丙
午

年
季
春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東
西
配
廡
各
三
楹
二
門
一
座
山
門
一
楹
由
天

寗
寺
僧
代
管

城
隍
廟
　
在
城
裏
北
街
西
胡
同
明
正
統
間
創
建
嘉
靖
年
重
修
淸
康
熙
五

十
七
年
戊
戍
嘉
慶
二
十
二
年
丁
丑
兩
次
重
修
正
殿
五
楹
東
西
配
廡
各

三
楹
大
廳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附
建
呂
祖
祠
正
宇
一
楹
在
內
東
院
正
殿
三

楹
爲
聖
宗
殿
光
緖
十
六
年
建
修
東
西
廂
房
六
二
門
一
大
門
一
楹
住
持

僧
二
人

白
衣
庵
　
在
城
裡
南
街
西
胡
同
明
代
崇
禎
元
年
八
月
征
遼
總
兵
官
祖
大

壽
曁
妻
左
氏
建
正
殿
三
楹
東
西
廊
廡
各
三
楹
韋
䭾
殿
一
楹
山
門
一
楹

地
藏
寺
　
在
北
關
外
明
崇
禎
十
二
年
己
卯
建
淸
順
治
八
年
辛
卯
重
修
正

殿
五
楹
東
西
廊
廡
各
五
楹
大
廳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東
院
毘
盧
殿
五
楹
東

西
廊
廡
各
五
楹
門
房
五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三
人

慈
愍
庵
　
在
北
關
外
東
偏
淸
順
治
十
二
年
創
建
康
熙
元
年
壬
寅
重
修
道

光
八
年
補
修
正
殿
五
楹
前
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東
跨
院
正
房
五
楹
東
廂

房
五
楹
由
地
藏
寺
僧
代
管

三
關
廟
　
在
北
關
外
路
北
淸
康
熙
年
間
建
同
治
元
年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山

門
一
楹
東
上
房
三
楹
住
持
僧
一
人

馬
神
廟
　
在
北
關
外
西
偏
原
名
福
興
寺
淸
代
建
修
光
緖
九
年
孟
秋
重
修

民
國
十
年
補
修
後
殿
五
楹
當
中
大
樓
一
座
高
三
層
前
殿
三
楹
山
門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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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　

興
城
華
昌
印
刷
局
印

楹
爲
兩
層
樓
左
右
分
建
鐘
皷
二
樓
東
大
門
一
楹
西
院
正
房
五
楹
腰
房

五
楹
東
西
廂
房
各
六
楹
門
房
五
楹
大
門
一
楹
縣
立
第
四
小
學
校
現
設

於
此

玉
皇
閣
　
在
城
外
東
南
隅
明
嘉
靖
二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建
淸
乾
隆
庚
申
年

孟
秋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中
建
玉
皇
閣
三
楹
左
側
鐘
樓
一
架
香
亭
一
座
東

西
廂
房
各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兩
旁
角
門
各
一
由
吉
祥
庵
僧
代
管

吉
祥
庵
　
在
城
外
東
北
隅
淸
順
治
八
年
二
月
建
嘉
慶
十
八
年
五
月
重
修

正
殿
三
楹
二
門
一
楹
山
門
一
楹
東
禪
堂
三
楹
住
持
僧
一
人

東
嶽
廟
　
在
東
關
外
明
萬
歷
十
三
年
甲
申
仲
冬
建
正
殿
三
楹
東
西
配
廡

各
三
楹
鐘
樓
一
座
山
門
三
楹
東
爲
文
昌
殿
三
楹
萬
歷
三
十
八
年
建
聖

宗
殿
三
楹
崇
禎
四
年
建
香
亭
一
座
山
門
一
楹
前
殿
關
帝
廟
三
楹
東
禪

堂
三
楹
住
持
僧
一
人

娘
娘
廟
　
附
建
於
東
嶽
廟
西
院
正
殿
五
楹
淸
雍
正
十
年
壬
子
孟
夏
建
香

亭
一
座
山
門
一
楹
由
東
嶽
廟
僧
代
管

關
帝
廟
　
在
南
甸
子
縣
道
北
淸
順
治
年
間
建
乾
隆
五
十
六
年
重
修
後
殿
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東
西
鐘
皷
樓
各
一
山
門
一
楹
外
有
旗
杆
一
對
東
耳
房

三
楹
住
持
僧
一
人

湯
泉
寺
　
一
名
溫
泉
寺
距
縣
城
東
南
三
里
寺
內
有
天
然
湯
泉
池
水
如
沸

歷
代
不
涸
供
人
沐
浴
因
以
命
名
該
寺
於
明
崇
禎
八
年
建
淸
康
熙
五
十

八
年
乾
隆
五
年
兩
經
補
葺
洵
稱
古
刹
中
央
正
殿
三
楹
東
西
廂
房
各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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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
城
華
昌
印
刷
局
印

楹
廂
房
兩
旁
各
有
一
跨
院
每
院
平
房
十
餘
楹
供
浴
人
居
住
正
殿
之
左

有
龍
干
殿
一
楹
右
有
關
聖
殿
三
楹
前
有
山
門
一
楹
東
院
正
殿
三
楹
古

碑
二
山
門
一
楹
天
湯
池
在
寺
後
院
高
三
尺
分
八
稜
徑
闊
一
丈
二
尺
週

圍
用
靑
條
石
砌
成
泉
水
薰
蒸
沸
騰
自
池
底
石
叢
中
上
湧
南
稜
條
石
下

刻
靈
液
長
春
四
字
池
外
有
水
溝
西
流
入
特
別
湯
池
俗
名
官
湯
池
其
地

新
建
沐
室
三
楹
極
雅
潔
爲
官
長
沐
浴
之
所
更
流
入
西
院
爲
普
通
湯
池

其
地
新
建
沐
室
五
楹
宏
敞
光
潔
當
中
三
楹
爲
一
院
內
建
兩
大
湯
池
爲

男
子
沐
浴
之
所
東
西
兩
楹
內
各
建
一
小
湯
池
爲
女
子
沐
浴
之
所
前
有

大
門
一
楹
四
時
修
褉
之
客
不
絕
有
不
遠
數
百
里
而
來
者
賃
房
坐
湯
兼

旬
累
月
云
可
療
癬
疥
麻
木
風
寒
等
症
寺
僧
二
人
歲
收
其
茶
資
房
稅
焉

龍
泉
寺
　
在
西
河
沿
大
道
傍
明
崇
禎
年
間
建
築
正
殿
三
楹
東
上
房
三
楹

山
門
一
楹
由
關
岳
廟
僧
代
管

關
帝
廟
　
在
一
區
曹
莊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十
二
里
淸
雍
正
七
年
建
乾
隆
五

十
二
年
道
光
十
二
年
兩
次
重
修
堪
稱
古
刹
後
殿
三
楹
腰
殿
三
楹
前
殿

三
楹
住
持
憎
一
人

臥
牛
寺
　
在
一
區
海
濱
山
上
距
縣
城
西
南
十
八
里
初
僅
正
殿
三
楹
現
改

名
雲
龍
山
興
化
寺
民
國
八
年
另
建
正
殿
九
楹
東
西
樓
各
兩
楹
腰
殿
五

楹
中
央
三
層
大
樓
一
座
旁
建
鐘
鼓
二
樓
樓
式
山
門
一
座
尙
未
竣
工
現

已
査
封

松
雲
寺
　
在
一
區
七
里
坡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十
五
里
明
崇
禎
十
年
建
淸
乾



 

興

　

城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十

三

宗

敎

　

　

　

　

八

　

興
城
華
昌
印
刷
局
印

隆
五
十
三
年
咸
豐
三
年
光
緖
十
八
年
三
次
修
葺
堪
稱
古
刹
後
殿
三
楹

前
殿
三
楹
古
碑
三
山
門
一
楹
東
西
角
門
二
住
持
憎
一
人

淸
凉
寺
　
在
一
區
東
荒
地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十
八
里
明
天
順
五
年
東
甯
伯

焦
禮
建
淸
康
熙
五
十
年
重
修
後
殿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東
廂
房

三
楹
古
碑
四
住
持
僧
一
人

娘
娘
宮
　
在
一
區
四
城
子
村
南
距
縣
城
南
十
里
明
代
建
築
年
月
無
可
考

後
殿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東
廂
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二
人

馬
神
廟
　
在
一
區
沙
後
所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三
十
里
明
萬
歷
丁
未
年
創
建

崇
禎
五
年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東
禪
堂
三
楹
古
碑
一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二

人
上
帝
廟
　
在
一
區
沙
後
所
村
北
面
城
墻
上
距
縣
城
西
南
三
十
里
明
崇
禎

年
間
創
建
淸
康
熙
時
代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上
下
石
階
十
八
級

城
隍
廟
　
在
一
區
沙
後
所
村
城
裏
北
街
西
胡
同
距
縣
城
西
南
三
十
里
明

萬
歷
年
間
建
淸
康
熙
時
代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東
西
廊
廡
各
三
楹
馬
殿
三

楹
外
有
古
碑
一
甬
住
持
僧
一
人

關
帝
廟
　
在
一
區
沙
後
所
村
城
裡
南
街
距
縣
城
西
南
三
十
里
明
萬
歷
年

間
創
建
崇
禎
時
代
重
修
淸
乾
隆
五
十
一
年
補
修
堪
稱
古
刹
正
殿
三
楹

二
門
一
古
碑
四
馬
殿
三
楹
由
地
藏
寺
僧
代
管

地
藏
寺
　
在
一
區
沙
後
所
村
城
西
門
外
距
縣
城
西
南
三
十
里
明
崇
禎
九

年
有
總
督
柏
公
蒞
此
發
願
創
建
淸
順
治
十
二
年
乙
酉
經
僧
人
洪
智
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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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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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　

興
城
華
昌
印
刷
局
印

化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東
西
廊
廡
各
三
楹
東
禪
堂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古
碑
二

鐘
架
一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一
人

藥
王
廟
　
在
一
區
沙
後
所
村
城
西
關
距
縣
城
西
南
三
十
里
淸
康
熙
戊
戍

年
創
建
乾
隆
六
年
曁
十
三
年
兩
次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香
亭
一
古
碑
四
東

西
角
門
二
山
門
一
楹
由
地
藏
寺
憎
代
管

仙
靈
寺
　
在
二
區
仙
靈
寺
村
距
縣
城
西
四
十
二
里
一
名
顯
靈
寺
明
萬
歷

三
十
二
年
建
相
傳
時
有
石
佛
三
尊
出
於
海
中
他
處
迎
請
沉
重
難
移
及

本
屯
請
之
則
輕
而
易
𦦙
遂
舁
歸
供
奉
廟
內
淸
嘉
慶
道
光
年
間
兩
經
修

葺
同
治
七
年
戊
辰
又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東
西
廊
廡
各
三
楹
古
碑
一
山
門

一
楹
廟
後
有
眞
武
閣
一
楹
住
持
僧
一
人

石
龍
寺
　
在
二
區
團
山
堡
村
距
縣
城
西
北
四
十
里
淸
雍
正
甲
寅
年
建
乾

隆
元
年
丙
辰
重
修
後
殿
三
楹
腰
殿
三
楹
東
西
廊
廡
各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
山
門
三
楹
住
持
僧
二
人

興
隆
寺
　
在
二
區
紅
崖
子
村
距
縣
城
西
北
三
十
里
建
築
年
月
無
考
正
殿

三
楹
東
西
耳
房
各
三
楹
東
西
廂
房
各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一
人

關
帝
廟
　
在
二
區
五
王
廟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二
十
五
里
創
建
年
月
無
考
正

殿
三
楹
東
西
耳
房
各
五
楹
中
建
大
樓
一
座
高
三
層
現
已
査
封

三
義
廟
　
在
三
區
烟
台
河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三
十
八
里
明
代
建
築
年
月
無

考
淸
嘉
慶
元
年
戶
部
尙
書
福
長
安
重
修
後
殿
三
楹
腰
殿
三
楹
前
殿
三

楹
外
有
樂
樓
一
座
︵
即
戲
臺
︶
東
院
正
房
廂
房
各
三
楹
大
門
一
楹
住
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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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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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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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　

興
城
華
昌
印
刷
局
印

僧
一
人

望
海
寺
　
在
三
區
望
海
甸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四
十
五
里
淸
康
熙
癸
酉
年
建

乾
隆
三
十
四
年
重
修
正
殿
九
楹
前
殿
三
楹
古
碑
三
角
門
二
住
持
僧
一

人
地
藏
寺
　
在
三
區
三
里
橋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五
十
七
里
淸
康
熙
五
十
三
年

道
光
十
六
年
兩
次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古
碑
二
東
耳
房
兩
楹
住

持
僧
一
人

海
濱
寺
　
在
三
區
東
關
站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六
十
里
明
天
順
七
年
癸
未
建

淸
乾
隆
五
十
一
年
重
修
堪
稱
古
刹
正
殿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古
碑
二
住
持

僧
一
人

關
帝
廟
　
在
三
區
東
關
站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六
十
里
明
萬
歷
年
間
創
建
淸

乾
隆
三
十
六
年
光
緖
二
十
五
年
兩
經
修
葺
正
殿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東
西

耳
房
各
四
楹
古
碑
二
住
持
僧
一
人

藥
王
廟
　
在
三
區
東
關
站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六
十
里
淸
康
熙
五
十
年
建
光

緖
二
十
四
年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東
耳
房
三
楹
香
亭
一
石
碑
三
山
門
一
楹

住
持
僧
一
人

娘
娘
廟
　
在
三
區
朱
家
溝
村
距
縣
城
西
四
十
二
里
創
建
年
月
無
考
淸
光

緖
十
八
年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西
耳
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三
人

靈
應
寺
　
在
三
區
大
黑
山
科
村
距
縣
城
西
北
六
十
里
淸
乾
隆
十
七
年
建

光
緖
十
八
年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東
西
耳
房
各
三
楹
鐘
架
一
山
門
一
楹
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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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一

　

興
城
華
昌
印
刷
局
印

持
僧
一
人

玉
皇
閣
　
在
三
區
英
茂
山
距
縣
城
西
六
十
里
土
人
呼
爲
廟
兒
溝
淸
雍
正

五
年
創
建
高
閣
三
楹
古
碑
一
山
門
一
楹
東
耳
房
四
楹
住
持
尼
僧
二
人

凌
雲
寺
　
在
三
區
陳
家
屯
距
縣
城
西
南
六
十
五
里
民
國
九
年
創
建
正
殿

五
楹
腰
殿
五
楹
前
建
大
樓
一
座
高
三
層
工
尙
未
竣
現
已
査
封

朝
陽
寺
　
在
四
區
朝
陽
寺
村
距
縣
城
西
八
十
五
里
淸
康
熙
十
二
年
建
乾

隆
年
間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東
西
配
廡
各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
僧
一
人

湯
泉
寺
　
在
四
區
湯
上
屯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八
十
五
里
土
人
呼
爲
西
湯
淸

乾
隆
五
年
創
建
後
殿
三
楹
腰
殿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東
耳
房
三
楹
住
持
僧

一
人
天
湯
池
在
前
殿
右
側
距
地
高
三
尺
砌
以
條
石
池
口
作
八
角
形
水

自
地
下
上
湧
深
丈
餘
𤍠
氣
薰
騰
味
含
硫
質
冬
夏
如
沸
亦
天
然
靈
液
也

其
西
建
沐
室
三
楹
中
各
一
池
男
池
二
女
池
一
中
隔
以
牆
惟
規
模
狹
小

屋
宇
卑
陋
因
之
浴
者
稀
少
然
土
人
淅
米
浣
衣
頗
利
賴
之

保
安
寺
　
在
四
區
靳
家
屯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八
十
里
其
地
高
岡
如
笠
寺
踞

其
巓
淸
乾
隆
二
十
年
創
建
正
殿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憎
一

人
關
帝
廟
　
在
四
區
牛
彥
章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八
十
里
建
築
年
月
無
考
後
殿

七
楹
前
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一
人

三
敎
寺
　
在
四
區
馬
車
哈
屯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七
十
五
里
民
國
十
一
年
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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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二

　

興
城
華
昌
印
刷
局
印

建
正
殿
五
楹
東
西
耳
房
各
三
楹
廳
房
兩
層
每
層
十
一
楹
東
西
廂
房
各

九
楹
山
門
五
楹
住
持
僧

慈
雲
寺
　
在
四
區
羅
家
屯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八
十
里
淸
咸
豐
六
年
建
正
殿
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山
門
三
楹
住
持
憎
一
人

長
山
寺
　
在
四
區
台
子
裡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六
十
五
里
一
名
海
雲
寺
明
嘉

靖
二
十
一
年
壬
寅
創
建
萬
歷
四
十
一
年
癸
丑
重
修
淸
道
光
壬
午
同
治

癸
亥
兩
經
補
葺
後
殿
三
楹
腰
殿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東
院
正
房
九
楹
住
持

僧
三
人

娘
娘
宮
　
在
四
區
蛇
山
頂
上
距
縣
城
西
南
七
十
里
一
名
碧
霞
行
宮
東
瀕

大
海
地
勢
高
敞
明
代
古
刹
淸
順
治
庚
寅
年
重
修
康
熙
三
十
四
年
乙
亥

嘉
慶
十
九
年
甲
戍
兩
經
補
葺
正
殿
三
楹
東
西
偏
殿
各
三
楹
東
西
耳
房

各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角
門
二
古
碑
十
五
住
持
僧
一
人

關
帝
廟
　
在
五
區
北
後
屯
村
距
縣
城
西
七
十
里
淸
咸
豐
六
年
建
正
殿
三

楹
前
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一
人

聖
宗
廟
　
在
五
區
碾
盤
溝
村
距
縣
城
西
八
十
里
淸
代
建
築
年
月
無
考
正

殿
三
楹
東
西
耳
房
各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一
人

關
帝
廟
　
在
五
區
東
呂
匠
溝
村
距
縣
城
西
七
十
五
里
創
建
不
知
何
年
淸

咸
豐
五
年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東
耳
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
一
人

望
海
寺
　
在
六
區
雜
木
嶺
距
縣
城
北
三
十
五
里
明
代
建
築
年
月
無
考
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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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三

　

興
城
華
昌
印
刷
局
印

乾
隆
二
十
三
年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東
西
耳
房
共
四
楹
東
廂
房
三
楹
古
碑

一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一
人

保
安
寺
　
在
六
區
舊
門
村
距
縣
城
西
北
四
十
里
明
代
建
築
年
月
無
考
淸

道
光
二
十
二
年
庚
子
民
國
十
二
年
兩
次
重
修
正
殿
五
楹
東
西
廊
廡
各

三
楹
馬
殿
三
楹
古
碑
一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一
人

普
德
寺
　
在
六
區
劉
屠
戶
屯
村
距
縣
城
西
四
十
五
里
創
建
年
月
無
考
正

殿
三
楹
東
西
耳
房
共
五
楹
東
西
廂
房
各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一
人

保
安
寺
　
在
六
區
古
城
子
村
距
縣
城
北
三
十
里
創
建
年
月
無
攷
淸
光
緖

三
十
二
年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偏
殿
二
楹
東
西
廊
廡
各
五
楹
西
院
九
聖
祠

一
楹
山
門
一
楹
旗
杆
一
對
住
持
尼
僧
二
人

廣
岩
寺
　
在
七
區
白
塔
峪
村
距
縣
城
北
十
八
里
淸
道
光
年
建
後
殿
一
楹

正
殿
三
楹
東
西
耳
房
共
五
楹
東
西
廂
房
各
四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憎
一

人
關
帝
廟
　
在
七
區
興
水
縣
村
距
縣
城
西
北
二
十
里
創
建
年
月
未
詳
正
殿

三
楹
偏
殿
三
楹
禪
堂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無
由
村
人
供
奉
香
火

藥
王
廟
　
在
七
區
羊
安
堡
村
距
縣
城
西
十
四
里
淸
乾
隆
年
建
民
國
五
年
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東
西
耳
房
各
三
楹
前
殿
一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無

關
帝
廟
　
在
七
區
新
莊
子
村
距
縣
城
西
十
二
里
創
建
年
月
末
詳
正
殿
三

楹
東
西
耳
房
各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無

關
帝
廟
　
在
七
區
十
八
家
子
村
距
縣
城
西
十
四
里
創
建
年
月
未
詳
後
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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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
　
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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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三

宗

敎

　

　

　

十

四

　

興
城
華
昌
印
刷
局
印
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一
人

龍
王
廟
　
在
七
區
龍
王
嘴
村
距
縣
城
西
十
五
里
創
建
不
知
何
年
正
殿
三

楹
西
廂
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一
人

關
帝
廟
　
在
七
區
蔣
家
市
村
距
縣
城
東
八
里
創
建
年
月
無
考
正
殿
三
楹
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無

永
寗
寺
　
在
七
區
茶
棚
庵
村
距
縣
城
東
五
里
創
建
年
月
未
詳
正
殿
三
楹

東
西
耳
房
各
三
楹
東
西
廂
房
各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一
人

天
后
宮
　
在
八
區
釣
魚
台
村
海
口
山
上
距
縣
城
東
南
十
二
里
創
建
年
月

無
考
淸
光
緖
二
十
三
年
丁
酉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前
殿
一
楹
左
右
廂
房
各

三
楹
住
持
僧
一
人

靈
岩
寺
　
在
八
區
炭
廠
溝
山
上
距
縣
城
北
三
十
里
創
建
年
月
無
攷
正
殿

一
楹
前
殿
一
楹
東
耳
房
三
楹
東
廂
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僧
一
人

道
敎

宗
敎
中
奉
太
上
老
君
爲
敎
祖
者
昉
於
東
漢
張
道
陵
至
晋
時
稱
天
師
道
道

陵
爲
子
房
八
世
孫
以
符
水
禁
咒
之
術
愚
民
不
惟
老
子
之
所
謂
微
明
襲
明

和
光
同
塵
知
白
守
黑
等
語
彼
固
未
嘗
深
造
即
淸
淨
無
爲
之
大
旨
彼
亦
未

嘗
問
津
其
附
會
老
子
者
不
過
爲
五
斗
米
計
耳
故
又
稱
五
斗
米
道
攷
道
家

之
術
雜
說
多
端
曰
淸
淨
曰
煉
養
曰
服
食
曰
符
籙
曰
經
典
科
敎
蓋
嘗
即
以

上
數
端
而
辨
其
是
非
曹
參
李
沆
尙
淸
淨
而
不
擾
則
足
以
致
治
何
晏
王
衍

託
淸
淨
而
自
肆
則
足
以
致
亂
煉
養
則
歐
陽
文
忠
嘗
删
正
黃
庭
朱
子
嘗
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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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五

　

興
城
華
昌
印
刷
局
印

參
同
契
︵
魏
伯
陽
撰
︶
以
二
公
之
攘
斥
異
端
獨
不
以
其
說
爲
非
因
奉
其
術

以
養
生
全
年
尙
未
爲
得
罪
於
名
敎
然
形
氣
之
合
莫
不
有
毀
天
下
有
自
生

之
物
而
長
生
者
乎
此
採
精
煉
神
之
家
所
以
不
待
攻
而
其
說
破
也
至
於
經

典
科
敎
大
抵
皆
蕪
俚
淺
陋
亦
未
必
能
爲
世
患
遠
不
如
世
間
所
傳
佛
經
以

瞿
曇
氏
能
皷
舞
天
下
之
文
人
才
士
潤
色
藻
飾
故
其
書
幽
深
奇
詭
尙
能
耐

人
玩
味
也
獨
服
食
符
籙
二
者
說
本
邪
僻
而
惑
之
者
往
往
殺
身
禍
人
家
國

術
之
不
可
不
愼
也
有
是
夫
昔
漢
梅
福
爲
南
昌
尉
時
王
莽
顓
政
上
書
劾
王

氏
不
報
一
朝
棄
妻
子
之
九
江
訪
道
久
之
仙
去
至
今
千
載
之
下
其
忠
君
愛

國
之
心
猶
昭
然
若
揭
唐
呂
巖
嘗
𦦙
進
士
不
第
後
遇
鍾
離
雲
房
授
以
丹
訣

遂
起
修
道
之
志
故
昔
人
惜
其
隱
淪
有
未
必
無
心
唐
社
稷
金
丹
一
粒
誤
先

生
之
句
可
見
旣
挺
生
爲
人
必
須
有
功
人
世
不
當
巧
爲
藏
身
甘
心
埋
沒
作

自
了
漢
彼
秦
皇
漢
武
一
生
爲
方
士
所
欺
究
竟
所
謂
長
生
不
死
之
藥
今
果

安
在
亦
可
以
廢
然
返
矣
然
自
丁
仙
化
鶴
以
還
眞
言
仙
訣
久
已
波
及
遼
西

本
邑
道
家
尙
頗
知
潔
身
守
法
則
所
稱
龍
門
靈
寶
各
宗
亦
聽
其
自
由
皈
依

可
也

三
皇
廟
　
在
南
門
外
路
西
明
代
建
築
淸
乾
隆
己
未
年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東

西
配
廡
各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東
院
呂
祖
祠
正
殿
五
楹
東
偏
房
三
楹
角
門

一
住
持
道
一
人

火
神
廟
　
在
南
門
外
路
東
明
代
建
築
淸
乾
隆
五
十
二
年
嘉
慶
十
一
年
兩

次
重
修
正
殿
九
楹
中
爲
財
神
左
火
神
右
雷
神
各
三
楹
石
碑
三
角
門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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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　

興
城
華
昌
印
刷
局
印

山
門
一
楹
外
有
旗
杆
一
對
東
耳
房
三
楹
住
持
道
一
人

龍
王
廟
　
在
東
沙
河
左
岸
距
城
東
門
三
里
明
代
建
築
淸
嘉
慶
四
年
乙
未

重
修
正
殿
五
楹
東
廊
廡
西
凉
亭
各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東
院
正
房
七
楹
繚

以
花
墻
東
廂
房
三
楹
大
門
一
楹
住
持
道
三
人

眞
武
廟
　
在
一
區
大
明
山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十
二
里
創
建
年
月
無
考
後
殿

三
楹
腰
殿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道
二
人

龍
王
廟
　
在
一
區
龍
王
廟
村
山
上
距
縣
城
西
南
二
十
八
里
明
萬
歷
甲
寅

年
都
指
揮
熊
銓
遼
陽
副
總
兵
祖
承
訓
建
正
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東
耳
房

三
楹
住
持
道
一
人

毘
盧
庵
　
在
一
區
後
王
屯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三
十
八
里
淸
康
熙
四
十
四
年

建
同
治
十
三
年
重
修
正
殿
五
楹
土
地
祠
一
楹
鐘
架
一
山
門
一
楹
西
耳

房
兩
楹
住
持
道
一
人

聖
宗
廟
　
在
一
區
焦
家
屯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四
十
里
創
建
年
月
無
考
淸
光

緖
年
間
重
修
正
殿
一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道
一
人

聖
宗
廟
　
在
一
區
周
家
窪
子
村
距
縣
城
西
三
十
六
里
建
築
不
知
何
年
正

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道
一
人

圭
峯
觀
　
在
一
區
距
縣
城
西
南
四
十
二
里
圭
峯
島
︵
俗
名
小
海
山
︶
上
明

萬
歷
年
間
建
淸
乾
隆
甲
午
年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古
碑
二
山
門

一
東
禪
堂
三
楹
住
持
道
三
人

大
悲
閣
　
在
一
區
距
縣
城
南
三
十
里
覺
華
島
︵
俗
名
大
海
山
︶
東
麓
舊
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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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
城
華
昌
印
刷
局
印

龍
宮
寺
明
天
順
四
年
東
寗
伯
焦
禮
建
淸
道
光
三
年
重
修
高
閣
三
楹
古

碑
一
山
門
一
楹
西
院
正
房
廂
房
各
三
楹
住
持
道
一
人

石
佛
寺
　
在
一
區
距
縣
城
南
三
十
里
覺
華
島
︵
俗
名
大
海
山
︶
西
北
麓
明

代
建
築
年
月
無
攷
觀
碑
文
首
列
龍
武
各
營
遊
擊
都
司
等
銜
名
知
爲
明

代
海
軍
所
建
正
殿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古
碑
一
山
門
一
楹
左
右
廂
房
各
三

楹
廟
外
旗
杆
一
對
住
持
道
三
人

關
帝
廟
　
在
一
區
頭
臺
子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六
里
創
建
年
月
無
攷
淸
光
緖

十
七
年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東
院
正
房
三
楹
住
持
道
一
人

聖
宗
廟
　
在
二
區
前
五
臺
村
距
縣
城
西
四
十
八
里
創
建
年
月
無
攷
正
殿

三
楹
東
西
耳
房
各
三
楹
東
廂
房
五
楹
九
聖
祠
一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道

一
人

老
母
廟
　
在
二
區
大
山
台
村
距
縣
城
西
北
三
十
六
里
創
建
年
月
無
考
正

殿
三
楹
東
西
廂
房
各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道
一
人

聖
宗
廟
　
在
三
區
前
台
上
村
距
縣
城
西
北
五
十
里
建
築
年
月
無
考
淸
光

緖
十
八
年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東
西
耳
房
各
三
楹
住
持
道
一
人

娘
娘
廟
　
在
三
區
范
家
溝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四
十
五
里
創
建
不
知
何
年
淸

嘉
慶
甲
子
年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道
一
人

太
陽
宮
　
在
四
區
大
道
上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七
十
里
淸
乾
隆
三
十
一
年
創

建
正
殿
三
楹
前
殿
三
楹
東
西
耳
房
各
二
楹
東
西
配
廡
各
三
楹
山
門
一

楹
住
持
道
一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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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　

興
城
華
昌
印
刷
局
印

朝
陽
寺
　
在
七
區
首
山
塢
距
縣
城
東
八
里
創
建
年
月
無
考
民
國
十
年
重

修
正
殿
三
楹
東
西
耳
房
各
二
楹
廳
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道
二
人
近

年
植
樹
節
縣
知
事
率
各
機
關
領
袖
曁
各
校
學
生
在
寺
前
植
樹
焉

龍
王
廟
　
在
七
區
九
龍
山
距
縣
城
東
北
三
十
里
創
建
年
月
無
攷
正
殿
一

楹
西
廂
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道
一
人

聖
淸
宮
　
在
七
區
老
邊
村
距
縣
城
正
西
十
里
一
名
石
佛
寺
民
國
元
年
創

建
正
殿
二
楹
前
殿
二
楹
東
耳
房
三
楹
東
廂
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道

二
人

老
母
廟
　
在
八
區
釣
魚
台
村
距
縣
城
東
十
二
里
淸
乾
隆
年
間
創
建
咸
豐

八
年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前
殿
一
楹
東
西
耳
房
各
三
楹
東
西
廂
房
各
四
楹

古
碑
二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道
一
人

龍
王
廟
　
在
八
區
雙
樹
舖
村
距
縣
城
東
北
十
八
里
創
建
年
月
無
考
民
國

二
年
重
修
正
殿
一
楹
東
廂
房
二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道
一
人

老
母
廟
　
在
八
區
雙
樹
舖
村
距
縣
城
東
北
十
八
里
創
建
年
月
無
考
正
殿

三
楹
偏
殿
二
楹
東
西
廂
房
各
三
楹
禪
堂
五
楹
山
門
一
楹
住
持
道
三
人

龍
泉
宮
　
在
八
區
砬
子
山
溝
內
距
縣
城
北
十
八
里
分
上
下
兩
廟
上
廟
淸

光
緖
元
年
建
正
殿
三
楹
山
門
一
楹
下
廟
光
緖
二
十
四
年
建
正
殿
三
楹

西
廂
房
三
楹
東
院
平
房
五
楹
住
持
道
四
人

藥
王
廟
　
在
八
區
藥
王
廟
村
距
縣
城
北
十
五
里
創
建
不
知
何
年
淸
乾
隆

六
十
年
重
修
正
殿
三
楹
東
西
耳
房
各
三
楹
東
西
廂
房
各
三
楹
山
門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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楹
住
持
道
一
人

回
敎

考
回
敎
祖
穆
罕
默
德
生
於
阿
拉
伯
之
默
伽
初
爲
行
賈
後
傭
於
富
孀
家
遂

娶
以
爲
妻
暇
輒
獨
居
沈
思
旋
自
稱
受
神
之
使
命
出
而
說
敎
爲
居
民
所
迫

西
歷
紀
元
後
六
百
二
十
二
年
避
居
默
德
那
回
回
敎
卽
以
是
年
紀
元
其
敎

亦
曰
淸
眞
敎
禁
拜
偶
像
及
食
猪
肉
禽
有
蹼
獸
反
芻
乃
食
之
義
取
潔
也
自

稱
爲
聖
智
藉
兵
行
敎
以
征
服
異
敎
爲
莫
大
功
德
其
嗣
爲
主
敎
者
得
兼
政

敎
大
權
雖
侵
略
諸
邦
綦
衆
然
硏
究
測
量
醫
術
星
𧰼
詩
歌
諸
學
科
及
希
臘

羅
馬
文
學
學
術
頗
有
可
觀
至
隋
文
帝
時
慕
回
敎
風
化
遣
使
至
西
域
求
其

經
典
開
皇
七
年
穆
罕
默
德
命
其
臣
賽
一
德
幹
歌
士
等
賚
奉
天
經
三
十
册

傳
入
中
國
首
建
懷
聖
寺
以
示
天
下
此
見
於
一
統
志
殊
域
志
周
咨
錄
等
書

確
有
可
據
其
敎
規
認
主
獨
一
講
誠
禮
濟
齋
遊
行
割
禮
大
旨
無
非
欲
人
體

認
本
來
去
邪
從
正
忠
君
孝
親
敦
篤
倫
常
如
日
拜
五
時
每
至
七
日
赴
寺
行

大
瞻
禮
每
歲
齋
戒
一
月
禁
絕
一
切
嗜
欲
雞
鳴
而
食
星
燦
而
開
竟
日
不
飮

不
食
以
消
三
毒
五
濁
之
愆
此
其
犖
犖
大
者
本
邑
向
無
禮
拜
寺
回
民
祗
韓

姓
一
家
分
居
興
城
曁
沙
後
所
惟
其
敎
民
守
規
律
熟
經
典
輕
死
生
善
營
業

果
敢
堅
忍
殆
猶
有
武
裝
宗
敎
之
遺
風
歟

韓
化
民
淸
眞
敎
徒
住
興
城
縣
城
裡
南
街
世
爲
醫
生
領
有
試
騐
証
書
商
號

潤
德
湧
每
年
賣
藥
百
斤
左
右
男
二
丁
女
三
口

韓
振
聲
淸
眞
敎
徒
住
一
區
沙
後
所
城
裏
東
街
世
爲
醫
生
領
有
試
驗
証
書



 

興

　

城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十

三

宗

敎

　

　

　

二

十

　

興
城
華
昌
印
刷
局
印

商
號
福
合
堂
每
年
賣
藥
百
斤
有
餘
男
二
丁
女
二
口

天
主
敎

中
國
古
無
天
主
敎
有
之
自
利
瑪
竇
始
按
利
瑪
竇
爲
意
大
利
敎
士
明
萬
歷

八
年
航
海
至
廣
東
後
入
北
京
建
天
主
敎
堂
從
事
傳
敎
是
爲
中
國
有
敎
堂

之
始
其
所
譯
幾
何
原
本
六
卷
徐
光
啓
筆
受
最
先
洎
淸
聖
祖
時
比
利
時
人

南
懷
仁
以
耶
穌
敎
會
宣
敎
師
遠
至
中
國
傳
敎
聖
祖
信
之
任
爲
欽
天
監
副

俾
佐
定
歷
𧰼
而
敎
始
行
明
季
湯
若
望
精
於
天
算
以
德
國
耶
穌
會
敎
士
入

中
國
傳
敎
頗
蒙
莊
烈
帝
優
遇
而
敎
益
著
其
敎
信
上
帝
闢
他
神
重
靈
魂
斥

偶
像
立
十
字
架
作
銅
人
肖
耶
穌
被
訂
受
難
之
形
惟
以
席
敎
皇
專
恣
之
餘

威
神
權
嚴
重
朿
縛
自
由
故
其
傳
入
中
國
遂
不
免
憑
藉
敎
會
勢
力
欺
壓
平

民
此
庚
子
拳
匪
之
亂
所
由
起
也
今
信
敎
自
由
載
在
憲
法
而
加
特
力
舊
敎

經
路
德
排
擊
之
後
頓
減
其
貪
婪
暴
恣
之
風
民
敎
相
仇
當
不
至
有
死
灰
復

燃
之
一
日
基
督
本
旨
今
後
庶
昌
明
歟

鎭
鄕
天
主
敎
堂
　
在
一
區
沙
後
所
村
距
縣
城
西
南
三
十
里
隸
錦
西
縣
連

山
堂
屋
神
甫
係
法
國
人
歲
一
至
焉
總
計
敎
民
十
餘
戶
敎
徒
二
十
餘
人

每
日
鳴
鐘
聚
會
誦
經
禮
拜
尙
能
恪
守
規
則
焉

耶
穌
敎

耶
穌
敎
亦
曰
基
督
敎
其
宗
派
大
別
爲
二
舊
者
爲
保
羅
所
傳
屬
於
羅
馬
敎

皇
曰
天
主
敎
又
曰
公
敎
新
者
爲
馬
丁
路
德
所
改
革
曰
耶
穌
敎
又
曰
修
敎

當
十
五
世
紀
時
敎
皇
以
討
土
耳
其
爲
辭
募
財
於
敎
徒
又
因
建
殿
宇
廣
徵



 

興

　

城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十

三

宗

敎

　

　

二

十

一

　

興
城
華
昌
印
刷
局
印

贖
罪
金
有
日
耳
曼
賢
士
路
德
者
怒
其
貪
橫
起
而
攻
之
列
九
十
五
款
揭
之

國
門
敎
皇
指
爲
異
端
斥
之
敎
外
後
因
不
從
日
耳
曼
帝
排
解
之
命
獲
罪
幽

居
譯
成
新
約
全
書
以
牖
國
人
而
全
國
始
知
有
自
由
平
等
之
樂
其
敎
尊
自

由
重
平
等
崇
博
愛
喜
慈
善
富
自
治
力
與
民
無
擾
乃
其
所
長
而
禁
供
祖
先

不
准
納
妾
拚
絕
嗣
以
全
夫
婦
感
情
置
其
父
血
統
於
不
顧
是
其
所
蔽
也
自

達
爾
文
之
進
化
論
出
該
敎
種
種
迷
信
盡
失
所
據
而
上
帝
萬
能
之
說
終
不

敵
適
者
生
存
之
理
自
尼
采
之
笑
獅
哲
學
出
該
敎
之
道
德
文
化
竟
被
完
全

否
認
至
詆
該
敎
爲
保
羅
等
之
製
造
品
且
欲
利
用
其
敎
以
馭
奴
僕
其
言
曰

基
督
敎
觀
念
所
以
與
他
種
觀
念
有
並
存
之
必
要
者
以
其
有
可
以
利
用
之

處
誠
如
服
耳
退
耳
所
言
用
此
觀
念
施
之
於
奴
僕
可
以
永
免
暗
殺
之
禍
故

基
督
敎
之
順
服
的
敎
訓
於
一
般
不
能
超
出
人
上
而
其
心
中
亦
初
不
知
高

尙
爲
何
物
者
可
爲
適
當
慰
藉
物
而
養
成
其
屈
服
之
德
性
此
基
督
敎
之
大

用
也
侯
官
嚴
復
之
譯
原
富
也
曰
甚
矣
宗
敎
之
說
之
害
學
術
也
觀
其
次
第

惟
以
名
學
入
門
爲
有
當
而
莫
謬
於
先
神
理
而
終
物
理
異
乎
吾
國
大
學
之

先
格
致
而
終
於
平
天
下
者
矣
然
海
爾
巴
德
曰
人
無
宗
敎
之
情
則
薄
弱
而

無
爲
善
之
勇
氣
是
宗
敎
之
情
密
與
德
行
相
關
係
乃
道
德
之
砥
柱
爲
人
生

所
不
可
缺
者
故
古
今
立
敎
莫
不
說
神
或
天
孔
子
之
言
畏
天
命
曾
子
之
言

十
目
所
視
十
手
所
指
皆
此
物
也
由
此
點
觀
之
敎
育
上
雖
無
授
宗
敎
之
必

要
然
養
成
廣
義
的
宗
敎
之
觀
念
亦
敎
育
上
所
不
可
少
者
也
不
甯
惟
是
美

國
爲
世
界
最
進
化
之
國
而
著
名
之
總
統
半
係
敎
徒
其
養
成
偉
大
之
人
物



 

興

　

城

　

縣

　

志

卷

十

三

宗

敎

　

　

二

十

二

　

興
城
華
昌
印
刷
局
印

謂
非
受
宗
敎
感
化
之
力
不
至
此
自
民
國
紀
元
以
來
其
敎
徒
順
新
世
之
潮

流
表
同
情
於
國
體
方
且
廣
布
福
音
振
興
義
𦦙
冀
收
彼
敎
異
日
大
同
之
果

而
善
惡
因
果
之
說
又
能
啓
斯
人
自
新
之
路
減
國
家
政
敎
之
勞
則
耶
穌
一

敎
尙
爲
差
强
人
意
者
也

基
督
敎
會
有
四
　
一
在
本
城
北
街
長
老
一
人
敎
徒
男
六
十
一
人
女
二
十

三
人
幼
童
五
人
望
友
二
十
六
人
近
擬
組
織
靑
年
俱
樂
部
尙
未
成
立
一

在
一
區
沙
後
所
村
西
街
傳
敎
士
一
人
敎
徒
男
二
十
三
人
女
十
九
人
幼

童
十
二
人
望
友
十
五
人
一
在
三
區
望
海
甸
村
傳
敎
士
一
人
敎
徒
男
三

十
五
人
女
三
十
七
人
幼
童
八
人
望
友
五
人
一
在
三
區
二
台
子
村
傳
敎

士
一
人
敎
徒
男
十
七
人
女
十
四
人
幼
童
五
人
望
友
七
人
以
上
四
處
所

附
設
私
立
各
小
學
校
均
詳
見
敎
育
門

喇
嘛
敎
　
無

道
德
敎

近
年
屢
有
人
由
北
京
携
到
叚
氏
所
著
書
十
數
種
代
爲
傳
佈
鄕
民
旣
無
學

識
不
求
甚
解
以
其
印
刷
精
良
亦
遂
寳
而
藏
之
邪
說
惑
民
此
爲
濫
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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