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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序

一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東
安
縣
志
叙

昔
班
史
志
地
里
風
俗
於
山
川
之
險
易
民
俗
之
奢
儉
物
產

之
饒
瘠
詳
哉
言
之
非
夸
示
侈
贍
明
政
理
所
宜
施
爲
後
世

守
土
者
龜
鑑
也
東
安
舊
雜
猺
宼
明
萬
歷
間
以
兵
夷
之
土

其
地
及
我

朝
垂
二
百
年

聖
人
淳
煕
之
化
外
薄
海
甸
循
良
之
吏
梳
櫛
而
撫
摩
之
去
其
螟

螣
丞
我
髦
士
昔
所
謂
林
深
嶂
阻
蜂
屯
螘
聚
之
區
旣
養
旣

治
比
於
沃
壤
矣
然
其
境
羣
峯
阻
天
鳥
道
險
絕
西
山
一
司

孤
懸
數
百
里
犬
牙
差
互
錯
於
他
壤
沿
江
諸
戍
斗
入
絕
壁

境
分
而
崖
峻
巡
警
稍
懈
剽
臚
胠
篋
狐
鼠
竄
逸
不
可
究
詰

田
廬
夾
两
山
間
瘠
雜
沙
石
夏
雨
驟
至
水
建
瓴
下
悍
不
可

禦
十
日
不
雨
源
竭
無
餘
水
旱
之
劑
恆
難
貧
民
畊
富
民
田

彼
此
更
授
主
不
得
問
黠
者
更
相
欺
匿
訟
由
是
興
其
民
俗

尙
敦
樸
而
待
澤
於
禮
讓
其
士
志
在
奮
發
而
亟
需
乎
鼓
舞

故
地
雖
僻
小
非
精
明
勤
敏
者
爲
之
治
恒
不
易

邑
侯
汪

公
以
名
進
士
來
令
茲
土
下
車
一
朞
民
歌
於
塗
秔
稌
吿
豐

獄
靜
無
事
暇
乃
披
圖
攷
典
補
其
缺
畧
邑
諸
君
子
踊
躍
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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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序

二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筆
從

公
指
授
典
實
瞻
舉
燦
然
大
明
夫
世
之
爲
吏
者
日

勞
於
筆
刀
筐
篋
每
以
志
書
爲
餘
事
不
知
政
理
之
宜
寬
猛

之
要
不
因
其
俗
無
以
施
其
宜
不
綜
其
成
無
以
酌
其
變
且

高
行
懿
跡
久
就
湮
沒
使
後
來
者
靡
所
勸
效
豈
治
之
要
乎

今

公
日
不
懈
於
政
而
以
其
所
治
者
筆
之
書
循
良
之
績

於
是
乎
在
後
之
官
斯
土
者
披
是
書
而
所
以
爲
治
者
不
外

得
矣
昔
宰
相
名
臣
多
起
於
守
令
他
日

公
之
治
及
遠
且

大
而
實
自
東
安
始
則
是
書
者

公
治
行
之
初
基
卽
東
安

人
士
所
志
勿
諼
也
夫
時
道
光
四
年

賜
進
士
及
第
翰
林
院
修
撰
愚
姪
林
召
棠
拜
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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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序

三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序邑
志
者
志
一
邑
之
事
實
也
山
川
疆
域
于
是
乎
詳
人
物
典

章
風
俗
土
宜
于
是
乎
著
上
備
國
事
之
採
擇
下
供
學
士
之

披
尋
所
關
至
鉅
也
邑
有
舊
志
纂
自
郭
莊
諸
君
紀
載
寥
寥

踈
略
殊
甚
然
而
非
畧
也
邑
之
建
肇
于
明
季
割
德
慶
高
要

數
縣
地
及
南
鄕
富
霖
二
所
於
崇
山
之
中
置
縣
初
則
猺
狼

出
沒
盜
賊
隱
藏
人
文
未
興
敎
化
未
行
猶
草
昧
也
今
則
相

越
百
餘
年
矣
列
科
目
者
若
而
人
登
仕
籍
者
若
而
人
孝
子

順
孫
義
夫
節
婦
昭
昭
可
紀
者
又
復
若
而
人
不
及
時
搜
訪

焉
編
輯
焉
脫
更
越
數
十
載
將
湮
滅
不
彰
縱
有
博
雅
之
士

淹
通
之
儒
欲
稽
考
而
無
從
嗚
呼
此
誰
之
責
也
余
以
楚
黃

下
士
承
乏
瀧
東
甫
歷
九
月
適
奉
輯
志
之
檄
風
土
人
情
雖

未
盡
悉
然
邑
多
君
子
夙
諳
大
義
會
集
之
下
欣
然
樂
襄
厥

事
斯
志
之
所
賴
以
克
成
者
也
顧
客
有
規
余
者
曰
邑
之
賴

宰
秩
卑
而
親
民
責
至
重
也
卽
如
東
邑
山
多
荒
穢
膏
腴
絕

少
民
之
利
未
興
也
人
多
惰
游
盜
賊
滋
生
民
之
害
未
除
也

甲
科
雖
間
出
而
顯
赫
之
士
無
聞
人
文
尙
未
蔚
起
也
節
義

雖
不
乏
而
澆
薄
之
俗
未
冺
敎
化
亦
未
盛
行
也
君
初
蒞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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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序

四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不
於
茲
之
務
而
顧
以
志
爲
汲
汲
乎
余
曰
如
子
之
言
是
古

循
吏
之
所
難
也
古
之
君
子
整
躬
飭
已
不
求
於
民
而
民
自

化
今
之
君
子
以
善
敎
人
而
已
矣
志
也
者
敎
人
之
一
端
也

人
不
知
聲
聞
之
貴
忽
聞
某
紳
某
士
志
列
科
名
則
相
勸
於

學
矣
不
知
道
義
之
重
忽
聞
某
夫
某
婦
志
登
節
孝
則
相
勉

於
行
矣
是
志
不
獨
紀
一
邑
之
事
實
兼
足
維
持
風
化
諸
君

子
與
我
共
成
之
亦
輔
政
之
助
也
客
曰
如
君
之
言
邑
固
難

期
極
治
乎
余
曰
何
爲
其
然
也
曩
子
所
言
乃
守
土
者
分
內

之
事
雖
余
顏
汗
未
遑
然
金
玉
之
音
未
嘗
不
奉
爲
韋
弦
之

佩
而
夙
夜
自
勵
况
後
之
蒞
茲
土
者
其
才
其
德
且
有
百
倍

于
余
者
撫
字
焉
敎
育
焉
行
見
萊
蕪
盡
闢
俊
乂
茂
生
奸
宄

息
而
比
戶
謳
歌
禮
讓
興
而
風
俗
淳
美
又
何
患
邑
之
不

蒸
蒸
焉
臻
於
極
盛
也
哉

道
光
三
年
癸
未
八
月
黃
岡
汪
兆
柯
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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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凡
例

一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凡
例

一
星

應
乎
地
維
宿
度

於
分
野
而
氣
侯
因
之
故
紀
載
必
自
輿
圖
始
惟
是
辨
方
正
位
毋
容
舛
錯

茲
細
加
釐
訂
以
存
其
實
至
山
川
巖
壑
因
景
錫
名
相
沿
已
久
一
仍
其
舊
不
敢
附
會
標
新

一
城
池
公
署
壇
廟
倉
儲
之

皆
因
舊
而
錄
之
其
中
或
長
官
捐
修
或
紳
士
協
修
約
紀
其
實
惟
學
校

祀
典
風
敎
攸
關
肇
稱
殷
禮
舊
志
甚
畧
茲
參
以
鄰
郡
各
志
獨
加
詳
焉
鄕
飮
之
儀
舉
行
雖
罕
然
典

章
盛
事
亦
不
敢
因
循
從
畧

一
賦
役
舊
志
與
現
今
徵
輸
之
數
斷
難
相
符
茲
以
近
歲
奏
銷
與
藩
司
額
征
欵
項
爲
主
其
中
沿
舊
增

新
征
收
支
解
本
末
源
流
皆
勘
合
訂
正

一
秩
官
各
紀
姓
氏
重
職
守
也
其
人
曾
爲
此
地
長
官
雖
賢
否
不
一
要
不
可
湮
其
名
故
原
制
舊
官
先

列
於
前
奉
裁
舊
官
亦
附
列
於
後
其
卓
績
循
聲
則
名
宦
有
傳

一
營
政
措
置
皆
前
賢
識
慮
所
周
有
關
地
方
不
小
故
舊
防
數
條
雖
昔
有
今
無
亦
不
敢
以
餘
事
視
之

必
備
錄
焉

一
文
武
筮
仕
必
重
正
途
其
有
處
則
立
德
出
則
立
功
者
卽
未
必
播
聞
两
間
卓
冠
千
古
而
敦
行
不
怠

入
仕
能
優
亦
邑
中
人
傑
也
倘
仍
前
志
之
缺
畧
則
後
進
典
型
無
所
祈
嚮
茲
特
於
採
訪
正
途
中
確

核
數
人
作
人
物
傳
以
寓
鼓
勵
至
於
捐
貲
從
政
及
治
績
未
彰
不
敢
纔
入

一
闡
揚
幽
潛
之
舉
濫
與
隘
均
非
其
道
凡
巾
幗
苦
節
固
不
必
以
已
旌
者
而
盡
之
正
不
必
以
未
旌
者

而
先
之
故
已
旌
前
列
未
旌
後
列
若
非
呈
報
甚
確
仍
槪
不
列

一
言
之
精
者
爲
文
然
或
以
人
傳
或
以
事
傳
或
以
文
傳
始
足
志
不
杇
也
若
尋
常
宴
遊
諸
作
何
關
於

志
舊
志
屛
而
不
載
今
仍
之

一
舊
志
雖
經
屢
修
邑
中
故
實
要
難
問
諸
靑
箱
學
士
其
爲
耳
目
難
周
者
有
矣
厥
後
時
爲
增
添
非
出

一
手
或
一
事
而
前
後
互
異
一
官
而
年
代
迴
殊
舛
漏
混
淆
不
勝
指
摘
茲
編
雖
力
懲
孤
陋
廣

博

考
剔
僞
存
眞
安
知
後
之
視
今
不
猶
今
之
視
昔
哉
潤
而
澤
之
又
所
望
於
後
之
君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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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目
錄

一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東
安
縣
志
目
錄

卷
之
一

輿

圖

星

野
氣
候
附

沿

革

疆

域
置
郵
附

山

川
古
績
附

池

城

公

署

學

校

卷
之
二

壇

廟
遺
愛
附

禮

制

賦

役

倉

儲
䘏
政
附

水

利
橋
渡
附

坊

都
墟
市
附

風

俗

兵

防

卷
之
三

秩

官

名

宦

選

舉

仕

籍
封
贈
附

人

物

物

產

卷
之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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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目
錄

二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藝

文

外

紀

附

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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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纂
修
姓
氏

一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東
安
縣
志
纂
修
姓
氏

東
安
縣
知
縣
黃
岡
汪
兆
柯
則
亭
纂
輯

東
安
縣
敎
諭
吳
川
林
泰
雯
校
訂

拔
貢
謝
天
保
分
輯

廩
生
黃
演
光
分
校

增
生
周

齡
分
校

生
員
彭
士
瑾
分
校

生
員
陳
芳
世
分
校

生
員
鄧
瀛
洲
掌
理

國
學
生
鄧
樹
勳
複
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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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輿
圖

一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東
安
縣
志
卷
之
一

東
安
縣
知
縣
黃
岡
汪
兆
柯
則
亭
纂

輿
圖
志

志
尙
圖
經
以
詔
地
事
古
之
制
也
瀧
東
向
稱
巖
區
猺
巢
獞
穴
明
季
建
置
爲
縣
如
鴻
濛
之
甫

開
榛
狉
之
漸
易
豈
非
天
哉
迄
今
山
無
豺
跡
野
絕
鴞
音
雉
堞
遒
遒
提
封
壯
矣
宮
牆
翼
翼
文

物
興
變
生
聚
教
訓
駸
駸
乎
與
大
邑
同
風
蓋
足
不
越
境
而
太
平
有
象
變
則
仿
古
制
以
立
圖

潤
色
之
功
詎
異
任
志
輿
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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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七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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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八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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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九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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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十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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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輿
圖

十
一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論
曰
周
禮
職
方
氏
開
圖
制
之
權
輿
後
世
因
之
漢
蕭
何
入
關
先
收
丞
相
府
圖
籍
天
下
形
勢

瞭
如
指
掌
圖
詎
不
重
耶
東
雖
蕞
爾
邑
而
形
勢
之
森
列
猶
是
也
今
圖
册
具
在
覽
疆
域
宜
思

墾
闢
覽
城
池
宜
思
悍
禦
覽
公
庭
學
舍
宜
思
愛
養
敎
訓
覽
山
川
壇
廟
宜
思
崇
德
報
功
久
安

長
治
實
嘉
賴
焉
牧
斯
土
者
可
以
奮
然
而
興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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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星
野

十
二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星
野
氣
候
附

星
麗
乎
天
野
列
乎
地
星
野
者
天
地
協
應
者
也
三
代
以
前
五
嶺
未
入
職
方
故
粤
之
分
野
統
於

荆
揚
而
星
北
地
南
地
廣
星
稀
談
天
之
家
類
如
聚
訟

其
境
者
縷
晰
條
分
不
較
難
與
然
昭
昭

亦
天
撮
士
皆
地
精
氣
所
感
必
有
屬
焉
則
按
厥
方
隅
凖
之
度
數
由
全
粤
以
推
一
邑
而
南
紀
昭

然
象
法
之
道
備
矣
志
星
野
而
附
以
氣
候

南
越
禹
貢
揚
州
之
末
土
也
周
禮
斗
牛
女
當
揚
州
之
域
春
秋
元
命
苞
牽
牛
流
爲
揚
州
分
爲
越
國
史

記
斗
江
湖
牽
牛
婺
女
揚
州
晋
魏
書
俱
自
斗
十
一
度
至
女
七
度
爲
星
紀
吳
越
分
野
唐
書
南
斗
爲
吳

分
牽
牛
爲
趣
分
婺
女
比
於
星
紀
與
吳
越
同
占
又
星
經
熒
感
主
衡
山
荆
揚
交
州
廣
雅
徐
揚
北
斗
屬

權
宋
書
三
台
星
下
一
台
主
荆
揚
其
說
互
見
迨
明
作
一
統
志
始
考
鏡
於
班
固
與
僧
一
行
之
說
以
廣

州
肇
慶
九
郡
並
屬
牛
女
而
旁
蠡
翼
軫
爲
廉
州
則
昭
然
辨
矣
東
安

羅
定
漢
時
並
入
端
溪
卽
肇
慶

也
以
仰
儀
法
推
之
當
屬
星
紀
之
次
牛
女
之
墟
於
辰
爲
丑
於
律
爲
黃
鐘
又
於
五
星
爲
熒
惑
於
三
台

爲
司
命
下
星
夫
星
之
與
土
精
氣
相
屬
人
事
作
於
下
則
天

見
於
上
君
子
占
分
星
而
知
吉
㐫
望
雲

物
而
察
災
祥
感
召
之
本
可
不
愼
乎

氣
候
附

東
坡
詩
云
四
詩
皆
是
夏
一
雨
便
成
秋
此
槪
言
嶺
南
之
氣
候
非
獨
東
安
爲
然
也
但
層
巒
叠
嶂
之
鄕

瘴
霧
嵐
烟
日
高
未
散
且
四
時
寒
燠
隨
乎
音
晴
倐
忽
互
移
如
春
固
宜
煖
當
林
壑
翳
霾
遂
洌
如
寒
冬

或
匝
旬
晴
霽
遂
酷
如
盛
暑
夏
固
宜

而
當
西
江
潦
漲
地
氣
蒸
潤
冷
心
肌
膚
衣
衾
稍
弛
已
中
寒
伏

暑
秋
間
遂
成
瘧
疾
至
於
烈
日
無
風
苟
未
至
霜
降
雖
秋
亦
夏
也
冬
鮮
嚴
寒
有
時
紅
霞
亘
天
則
風
氣

懍
慄
揚
埃
振
槁
謂
之
攪
霜
霜
飛
寒
起
霜
歇
寒
止
旋
暖
旋
雨
謂
之
天
氣
廻
南
攝
養
之
術
狂
風
當
防

暑
雨
宜
避
朝
衣
無
除
夜
飯
無
飽
眠
必
衾
裯
盛
夏
不
廢
斯
腠
理
常
密
邪
氣
不
侵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沿
革
志

十
三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沿
革
志

封
建
廢
而
郡
縣
立
勢
也
顧
歷
代
之
割
據
靡
常
變
通
無
定
生
其
后
者
欲
尋
沿
革
之
跡
詎
能
懸

揣
而
得
乎
東
安
雖
設
邑
未
久
而
廢
增
沿
襲
之
故
史
冊
在
右
圖
籍
在
左
秦
漢
以
來
數
千
年
事

較
若
列
眉
鏡
古
凖
今
殆
班
班
可
考
哉
志
沿
革

東
安
在
百
粤
東
南
本
羅
旁
所
分
溯
其
朔
秦
曰
開
陽
屬
南
海
郡
漢
入
端
溪
屬
蒼
梧
郡
晋
析
端
溪
置

龍
鄕
縣
以
梧
郡
土
廣
分
設
晋
康
郡
領
之
宋
設
宋
煕
郡
齊
設
廣
煕
郡
皆
晋
康
地
而
龍
鄕
或
倂
或
復

更
迭
相

梁
普
通
四
年
以
宋
煕
置
瀧
州
又
析
廣
煕
之
龍
鄕
爲
平
原
郡
增
開
陽
羅
陽
各
郡
同

於

瀧
陳
仍
其
制
隋
開
皇
九
年
廢
郡
置
縣
改
平
原
爲
瀧
水
羅
陽
爲
正
義
開
陽
沿
其
舊
名
俱
屬
瀧
州
大

業
三
年
州
廢
倂
歸
瀧
水
改

永
煕
郡
唐
武
德
四
年
復
置
州
析
縣
統
轄
如
隋
天
寶
元
年
改
瀧
州
爲

開
陽
郡
乾
元
元
年
復
改
瀧
州
以
領
縣
五
代
因
之
宋
開
寶
五
年
罷
瀧
州
置
康
州
領
開
陽
竝
入
瀧
水

一
縣
紹
興
元
年
陞
康
州
爲
德
慶
府
十
四
年
又
改
永
慶
軍
元
易
德
慶
路
明
洪
武
元
年
改
路
爲
府
九

年
又
革
府
爲
州
仍
以
瀧
水
屬
焉
卽
羅
旁
也
萬
歷
四
年
平
猺
宼
乃
陞
瀧
水
爲
羅
定
州
直

布
政
司

設
兵
備
道
駐
箚
州
城
爲
之
彈
壓
東
西
二
山
各
置
一
縣
二
所
東
山
城
麒
麟
石
名
東
安
縣
設
官
吏
召

民
承
田
立
籍
合
瀧
水
原
地
及
德
慶
高
要
新
興
各
州
縣
割
附
共
編
戶
十
六
里
南
鄕
富
霖
二
所
隷
焉

國
初
因
之
順
治
十
年
奉
文
裁
南
鄕
富
霖
二
所
康
煕
二
年
裁
兵
備
道
歸
並
嶺
西
守
道
統
轄
九
年
改

設
高
羅
道
統
轄
後
又
改
並
肇
高
廉
羅
道
統
轄
雍
正
八
年
析
爲
肇
羅
道
今
仍
之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疆
域
志

十
四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疆
域
志
置
郵
附

先
王
畫
野
分
疆
莫
不
各
有
經
界
里
道
以
成
封
守
愼
固
之
象
其
所
由
來
尙
矣
今
茲
僻
壤
孰
外

版
圖
是
故
北
據
虎
巖
西
達
菁
嶺
山
則
畫
之
東
匯
端
江
南
遶
廬
溪
水
則
畫
之
民
處
其
間
歌
樂

土
焉
顧
遠
邇
之
勢
猶
人
一
身
治
身
者
必
血
脈
流
通
然
後
手
足
運
動
治
民
者
必
遠
邇
流
通
然

後
上
下
情
達
也
志
疆
域
而
附
以
置
郵

東
西
廣
三
百
二
十
里

北
南
袤
二
百
二
十
里

東
至
高
要
縣
羅
鼓
村
六
十
里

西
至
羅
定
州
范
包
營
二
百
二
十
里

南
至
新
興
縣
區
村
界
一
百
二
十
里

北
至
德
慶
州
地
方
五
十
里

東
南
至
新
興
縣
古
猿
逕
六
十
里

東
北
至
德
慶
州
北
岸
地
界
六
十
里

西
南
至
陽
春
縣
靑
山
村
界
一
百
八
十
里

西
北
至
西
寧
縣
連
灘
巡
司
河
界
一
百
三
十
里

由
縣
西
抵
州
城
一
百
六
十
里

由
縣
東
北
抵
省
城
四
百
四
十
里

由
縣
東
北
抵

京
師
八
千
五
百
三
十
里

置
郵
附

縣
正
東

頭
塘
舖
役

二

名

永
豐
舖
役

一

名

都
騎
舖
役

二

名

縣
東
南

茅
田
舖
役

二

名

腰
古
舖
役

二

名

縣
西
北

柴
行
舖
役

二

名

辣
頭
舖
役

一

役

桐
村
舖
役

二

名

新
墟
舖
役

二

名

縣
正
西

茅
絲
舖
役

一

名

楓
本
舖
役

一

名

茅
坡
舖
役

一

名

白
石
舖
役

一

名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疆
域
志

十
五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縣
正
南

馬
鞍
岡
舖
役

二

名

猪
仔
坪
舖
役

二

名

雍
正
十
年
知
縣
陳
洪
範
裁
實
十
五
舖
共
舖
役
二
十
四
名
每
名
每
月
支
工
食
銀
五
錢
係
在

地
穀
項
下
支
給
又
設
省
城
肇
慶
羅
定
三
處
千
里
馬
七
名
其
工
食
在
三
班
內
扣
支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山
川

十
六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山
川
志

扶
輿
之
精
融
結
而
爲
山
川
表
裏
流
峙
如
礪
如
帶
明
王
建
都
義
眎
諸
此
邑
當
千
崖
萬
壑
閒
古

稱
巖
疆
巖
險
實
甚
其
在
於
今
佳
氣
盤
礴
蔚
然
改
觀
非
猶
是
未
雕
之
璞
矣
且
夫
大
江
以
南
鍾

阜
匡
盧
四
明
九
疑
春
秋
時
猶
不
得
比
中
國
漢
唐
而
下
終
南
穎
川
諸
勝
未
嘗
過
之
然
則
地
靈

人
傑
弗
限
方
隅
南
粤
衣
冠
豈
靈
洲
鬱
水
所
能
獨
擅
哉
志
山
川
而
附
以
古
蹟
焉

天
柱
峯
在
城
東
北
突
起
平
疇
高
可
千
仞
尖
圓
秀
特
屹
立
如
柱
爲
縣
後
主
星
民
居
其
下
環
引
淸
泉

修
篁
古
木
繚
繞
烟
嵐
足
幽
棲
之
致

天
馬
山
在
縣
城
南
五
里
許
高
百
餘
丈
連
峯
排
湧
形
如
駿
馬
騰
驤

南
山
在
城
南
五
里
許
高
百
餘
丈
層
巒
叠
巘
邑
治
屛
拱

麒
麟
石
一
名
錦
鯉
峯
在
城
東
半
里
狀
如
麟
蹲
頭
角

趾
悉
備
近
拱
學
宮
舊
志
謂
當
有
偉
人
崛
起

之
應
上
盤
危
蹬
下
環
淸
沼
有
梅
花
岩
藕
心
井
諸
勝
高
士
張
穆
之
嘗
築
石
麟
草
堂
居
焉
石
臺
有

文
昌
閣
今

下
建
歸
一
菴
左
爲
武
帝
廟
右
爲
瀧
東
書
院
嘉
慶
十
六
年
遷
書
院
於
城
內
道
光
三
年

知
縣
汪
兆
柯
改
建
爲
節
孝
祠

玉
屛
山
一
名
芙
蓉
屛
在
城
西
半
里
排
屹
端
正
如
樹
屛
然
遙
與
麒
麟
石
相
對
積
翠
嶙
峋
天
然
點
綴

下
有
鏡
塘
昔
人
建
館
於
此
名
蕙
園
石
多
題
刻

九
星
巖
在
城
東
北
距
天
柱
峯
數
武
群
峯
林
立
勢
若
排
雲
獨
西
南
一
峯
圓
頂
巍
聳
有
石
室
穹
窿
高

八
九
丈
寛
可
容
數
十
坐
一
石
有
竅
吹
之
聲
應
山
谷
相
傳
猺
蠻
吹
以
號
衆
者
今
呼
爲
石
角
石
壁

間
多
有
題
刻
左
偏
石
門
旁
刻
元
祐
二
年
張
詡
過
此
數
字
循
石
門
入
深
黝
幽
邃
蛇
行
數
折
始
出

洞
口
有
石
狀
如
觀
音
因
名
觀
音
洞
石
乳
凝
結
千
彙
萬
狀
舊
有
僧
舍
規
制
狹
小
康
煕
三
年
知
縣

呂
鼒
捐
俸
創
建
門
廊
廳
室
巖
前
跨
沼
建
亭
曰
又
愛
亭
環
植
荷
花
開
時
香
聞
數
里
今
亭
沼
已
沒

乾
隆
元
年
紳
士
謝
伊
等
建
囘
左
右
廳
房
數
間
然
非
古
矣
右
循
石
磴
上
北
辰
宮
眺
望
諸
峯
曠
然

森
秀

潄
水
巖
一
名
下
岩
衆
峯
相
連
岩
北
山
澗
平
疇
諸
水
滙
出
其
下
前
後
石
梁
石
棧
巧
造
天
成
傍
岩
人

家
與
翠
篠
晴
川
互
相
映
帶
有
桃
源
風
景

文
昌
山
在
縣
城
東
三
里
許
開
縣
時
建
閣
祀
文
昌
因
以
名
山
立
春
前
一
日
令
率
僚
屬
迎
土
牛
於
此

歷
久
傾

按
此
山
居
邑
震
位
比
西
北
諸
山
形
勢
畧
低
開
縣
所
以
建
閣
也
乾
隆
五
年
知
縣
莊
大

中
集
紳
耆
議
建
㙮
其
上
尋
以
二
十
年
來
科
名
不
逮
往
昔
㙮
廢
而
閣
未
復

笏
山
在
城
北
一
里
許
高
二
十
餘
丈
方
正
尖
秀
如
笏

伏
犀
山
在
城
西
一
里
許
橫
伏
若
犀
山
左
有
尖
峯
突
起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山
川

十
七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大
牛
石
與
伏
犀
山
斜
隔
半
里
峭
壁
如
削
平
面
白
色
中
有
岩
竅
呼
之
響
答
移
時
乃
絕

碧
虛
岩
在
城
東
南
五
里
許
岩
內
穹
然
高
可
十
餘
丈
一
竅
透
光
如
星
下
照
中
起
一
石
儼
如
佛
座
右

傍
緣
壁
上
通
石
室
盤
曲
幽
潔
石
紋
如
雪
土
人
呼
爲
仙
人
牀

太
空
岩
在
城
西
十
里
許
嵌
空

窱
不
亞
九
星
內
供
大
士
外
設
牆
門
旁
有
三
元
宮
六
祖
菴
二
帝
殿

俱
天
啟
年
復
建
有
小
岩
由
棧
而
登
每
當
夕
陽
晃
耀
目
不
可
極
洞
壑
宛
在
紅
雲
中
左
爲
鵬
石
奇

峯
飛
聳
勢
若
圖
南
右
爲
羅
石
崚
嶒
森
列
如
春
笋
出
林
前
爲
龍
塘
泉
源
起
於
犀
牛
山
石
穴
夏
洌

冬
温
祈
雨
輒
應
後
爲
獨
石
峯
平
地
崛
起
尖
秀
插
雲
攢
簇
爲
一
方
之
勝

大
紺
山
在
縣
西
北
三
十
里
許
高
七
百
餘
丈
周
百
餘
里
雲
霞
常
覆
其
半
世
傳
神
仙
於
此
練
藥
樵
採

深
入
者
或
見
池
邊
茅
屋
碧
桃
垂
實
宛
然
人
居
倐
忽
不
知
所
在
上
產
金
橘
籬
笋
山
之
西
有
水
名

龍
頭
灣
復
西
爲
大
綘
嶺
高
二
百
餘
丈

雙
薦
山
在
城
西
二
十
五
里
茶
洞
鄕
高
百
餘
丈
石
峯
雲
樹
對
列
如
削
崎
嶇
磴
道
盤
繚
半
空
遊
者
捫

蘿
而
登
可
覽
諸
方
全
景

大
臺
山
在
城
東
北
二
十
里
高
百
餘
丈
進
五
里
有
鐵
鑛
山
先
年
爐
商
煽
鐵
於
此
剖
其
鑛
視
之
皆
有

竹
幹
木
葉
之
形
亦
一
異
事

石
硤
山
在
城
東
北
三
十
餘
里
嶙
峋
排
護
中
闢
一
徑
爲
縣
治
通
衢
旁
搆
小
菴
以
資
遊
憇
前
後
石
沼

遍
植
荷
花
幽
香
四
散
跨
沼
有
文
昌
岩
岩
內
平
曠
爽
塏
別
有
洞
天
沿
徑
復
入
則
深
幻
繚
曲
投
之

以
石
如
聞
鐘
磬
聲

魁
巖
在
縣
東
北
三
十
里
巖
甚
峻
峭
中
有
雲
窩
前
有
疎
林
曲
沼
開
縣
時
孝
廉
馮
執
中
讀
書
於
此
石

刻
馮
詩
及
都
督
陳
璘
詩
猶
存

天
台
巖
在
城
東
北
三
十
里
高
三
十
餘
丈
穹
窿
幽
邃
上
有
乳
泉
四
時
點
滴
下
可
容
數
百
人
前
臨
古

樹
之
杪
鳥
語
花
香
繞
多
勝
槪

靑
龍
巖
在
東
北
三
十
里
嶄
然
獨
立
深
廣
穹
窿
邑
人
士
壘
石
爲
址
建
閣
其
上
夏
日
登
臨
隱
隱
風
從

穴
中
透
出
引
人
淸
興

白
雲
洞
在
城
東
北
三
十
五
里
洞
有
懸
石
若
柱
頗
多
勝
槪

獅
子
石
在
城
東
北
四
十
里
石
形
如
獅
蹲
踞
路
旁

雲
霧
山
在
城
西
南
七
十
里
許
富
霖
鐵
場
之
間
高
可
千
仞
周
六
十
餘
里
四
時
雲
霧
不
散
爲
本
邑
諸

山
發
源
之
祖
山
上
烟
村
相
望
田
疇
鱗
叠
而
茶
柿
橙
栗
居
民
尤
賴
利
焉

靑
旗
山
在
城
東
北
六
十
里
開
展
若
旗
橫
連
蔽
日
楚
懷
王
時
龍
母
寄
寓
程
溪
卽
其
地
也
後
遷
廟
悅

城
以
此
爲
照
鏡
山
樹
林
茂
密
有
三
足
鹿
馴
伏
其
中
官
船
至
輒
先
鳴
康
煕
癸
巳
歲
大
饑
鄕
人
詣

廟
乞
以
山
木
賑
許
之

是
斧
斤
相
尋
遂
成
濯
濯
云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山
川

十
八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靈
陽
山
在
城
東
北
四
十
里
高
百
餘
丈
今
訛
爲
雲
洋

思
藥
山
在
城
東
北
五
十
里
高
百
餘
丈
卽
舊
志
所
載
石
英
石
斛
山
今
以
二
藥
絕
少
故
名
思
藥
山

虎
巖
在
城
西
北
七
十
里
地
屬
東
壩
石
室
高
邃
背
山
面
河
如
虎
蹲
踞
連
灘
一
大
砥
柱
也
岩
下
一
穴

四
時
風
從
竅
出
頂
開
二
孔
天
光
下
澈
霤
點
旁
飛
中
搆
禪
寺
藏
古
僧
無
無
血
書
法
華
經
七
卷
火

災
不
燬
案
頭
黃
石
一
片
狀
如
魚
懸
而
叩
之
淸
越
悠
揚
過
於
鐘
磬
寺
後
側
岩
一
洞
高
可
四
丈
廣

深
十
餘
丈
洞
口
有
石
如
四
草
履
掛
於
壁
間
進
有
石
榻
旁
立
三
石
名
三
仙
對
奕
又
有
石
如
屛
紋

影
呈
露
宛
然
大
士
端
坐
下
有
石
人
如
禮
拜
狀
土
人
呼
爲
童
子
拜
觀
音
內
洞
盡
竅
處
有
水
盈
斗

尙
滿
不
溢
冷
如
氷
雪
患

病
者
取
飮
輒
愈
謂
之
虎
胆
水
云
山
下
烟
村
數
十
里
書
舍
相
望
詩
舫

往
來
文
物
甲
於
他
鄕

龍
巖
在
虎
巖
之
右
隔
河
對
峙
內
有
淸
泉
蜿
蜒
自
龍
喉
吐
出
人
謂
其
水
上
通
粤
西
每
當
氾
濫
卽
有

糠
粃
雜
屑
隨
流
浮
至
然
不
可
考
矣
宋
有
盤
古
廟
至
今
尙
存

獅
山
在
城
西
北
六
十
里
大
寨
堡
首
高
四
十
丈
皆
石
身
高
二
十
丈
皆
土
鼻
口
尾
足
歷
歷
可
數
環
以

平
疇
有
仰
天
欲
吼
之
狀

銅
鼓
山
在
大
寨
堡
高
百
餘
丈
頂
廣
三
四
里
平
坦
圓
正
中
起
一
凸
人
呼
鼓
心
相
對
巓
有
劉
三
巖
巖

內
石
田
十
數
畦
水
淸
不
竭
又
有
盛
麻
石
篚
漚
麻
石
盌
相
傳
歌
仙
劉
三
妹
遺
址

石
人
山
在
大
寨
堡
高
五
十
丈
峭
立
如
人
頭
頸
肩
足
無
不
逼
肖
由
足
至
臍
有
小
徑
由
臍
入
腹
一
孔

通
明
其
中
空
洞
寛
敞
可
坐
百
人

石
門
山
在
大
寨
堡
高
三
十
餘
丈
廣
二
十
丈
懸
崖
峭
壁
暗
泉
縷
注
綠
陰
倒
垂
狀
如
闔
扉
比
廣
州
之

石
門
尤
稱
其
實
云

聖
山
在
城
東
南
五
十
里
楊
柳
都
高
數
百
丈
中
有
流
泉
傍
建
神
祠
舊
志
云
神
姓
司
馬
又
稱
孔
氏
常

附
人
爲
語
徵
騐
不
爽
歲
大
旱
禱
未
應
鄕
人
詣
其
詞
拆
去
數
瓦
以
竹
引
泉
過
祠
下
雨
輒
至
因
以

聖
名

蒲
山
在
楊
柳
都
水
口
圓
聳
屹
立
綴
綠
浮
靑
上
有
貞
元
古
刹
俯
臨
金
魚
沙
松
風
夜
月
漁
唱
梵
音
致

足
樂
也
挽
西
流
而
作
帶
撫
南
嶺
以
排
雲
術
者
爲
羅
陽
山
水
至
此
一
大
結
朿

書
山
在
城
東
六
十
里
都
騎
都
高
數
百
丈
鄕
人
嚴
穆
創
書
齋
其
上
其
子
諷
以
特
奏
知
韶
州
孫
挺
臣

以
正
奏
通
判
廉
州
官
至
光
祿
大
夫
累
世
仕
宦
因
名

甘
通
岩
在
城
東
南
三
十
里
晋
康
鄕
圍
螺
岡
高
約
二
丈
幽
深
如
室
上
懸
石
鐘
叩
之
聲
應
山
谷
又
有

石
池
水
淸
不
竭
卽
甘
峯
泉
也

羅
漢
岩
在
晋
康
鄕
近
甘
通
岩
高
一
丈
餘
舊
志
云
內
有
十
八
羅
漢
古
像
後
人
移
至
九
星
巖

九
曲
嶺
在
坭
城
堡
高
二
百
餘
丈
奇
聳
峻
絕
嶺
道
盤
折
上
有
大
石
方
平
如
同
中
列
棋
像
俗
傳
仙
人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山
川

十
九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在
此
對
奕

崖
牢
山
在
城
東
南
五
十
里
芙
蓉
都
上
有
飛
崖
若
崩
欲
墜
不
墜
向
建
求
福
寺
今
廢

鐵
嶺
山
在
芙
蓉
都
高
七
十
餘
丈
周
圍
四
十
里
其
勢
盤
鬱
上
有
石
壁
色
如
鐵
故
名

寶
峯
山
在
芙
蓉
都
高
十
餘
仞
周
二
十
里
峯
巒
秀
麗
上
有
寶
峯
寺
今
廢

雲
扶
山
在
城
東
南
一
百
餘
里
近
富
霖
高
百
餘
丈
綿
亘
叢
菁
勢
甚
峻
險

止
戈
岩
在
富
霖
所
旁
高
二
丈
餘

西
山
在
縣
西
南
三
百
餘
里
地
方
廣
闊
分
爲
上
下
二
山
直
通
高
雷
枕
近
陽
春
層
巒
叠
嶂
徑
路
奇
嶇

峒
落
之
民
守
隘
禦
宼
逐
虎
搏
禽
專
事
强
弩
藥
箭
內
有
銅
窩
鐵
頂
十
二
雞
頭
諸
峯
頂
上
居
民
緣

藤
而
登
中
有
靑
水
菴
半
山
有
泉
湧
出

可
烹
飪
鄕
人
就
浴
常
以
竹
引
山
上
冷
泉
汪
之
此
山
距

縣
窵
遠
明
末
綠
林
嘯
聚
奸
宄
藏
匿
順
治
十
七
年
大
師
征
剿
始
底
定
云

南
山
河
在
城
南
二
里
其
源
有
三
一
發
大
紺
山
一
發
鵬
石
分
水
嶺
一
發
茶
洞
分
水
凹
至
東
落
圍
合

流
繞
縣
城
自
南
而
東
盤
折
數
十
里
北
出
洚
水
入
西
江
洚
口
一
大
石
橫
亘
中
流
難
通
舟
楫
建
縣

初
知
縣
蕭
元
岡
條
議
開
鑿
時
因
地
方
甫
定
不
果
嗣
知
縣
郭
濂
節
據
士
民
吿
議
於
大
石
下
廣
設

埠
頭
換
舟
搬
運
不
必
鑿
通
其
上
面
疏
濬
河
道
約
計
工
銀
六
百
七
十
五
兩
詳
允
两
院
因
工
力
浩

大
未
就
後
之
蒞
茲
土
者
尙
留
意
於
斯
亦
是
東
邑
不
世
之
利
也

蓬
遠
水
在
城
東
北
六
十
里
發
源
大
臺
諸
山
合
南
鄕
所
城
南
諸
水
直
通
黃
灣
入
西
江
西
潦
發
漲
一

望
蓢
田
卒
成
巨
浸
陳
公
璘
曾
築
隄
捍
防
工
力
未
竟
而
卒
至
今
遺
憾

小
河
在
城
東
南
九
十
里
源
發
芙
蓉
都
卽
新
興
容
蓢
水
之
上
流
也
流
會
盧
溪
可
通
舟
楫
知
縣
呂
鼒

設
墟
於
此

羅
銀
河
在
城
西
南
一
百
餘
里
自
富
霖
所
地
方
流
通
陽
春
縣
界

躭
洞
水
在
縣
西
北
其
源
有
二
一
由
鐵
礦
山
經
三
岡
思
麻
一
由
大
紺
山
經
茅
絲
北
埇
至
歌
村
合
水

倂
流
歷
伏
洞
墟
深
步
大
坡
躭
洞
口
入
南
江
舟
楫
利
之

龍
泉
井
在
茶
洞
水
口
村
後
廣
深
五
尺
許
土
山
石
池
泉
色
皎
潔
爲
茶
雖
經
三
宿
香
洌
如
新
地
故
產

茶
嗜
茶
者
每
挈
缾
遠
至
鄕
以
是
名

龍
塘
在
城
西
北
六
十
里
大
寨
堡
方
廣
十
餘
畝
四
面
岡
阜
一
缺
流
水
中
產
龍
鯉
魚
味
甲
他
處
其
源

深
不
可
測
流
從
不
竭
鄕
鮮
澗
谿
藉
此
灌
田
數
十
畝

古
蹟

永
順
舊
縣
在
芙
蓉
都
唐
武
德
中
置
宋
開
寶
五
年
廢
今
遺
址
尙
存

按
唐
以
瀧
州
兼
新
州
永
順
卽
新
之
屬
邑
故
得
城
於
此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古
蹟

二
十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南
朝
陳
高
祖
墓
在
思
辦
都
狗
逕
山

按
陳
高
祖
嘗
爲
始
興
太
守
結
郡
中
豪
傑
討
侯
景
遂
受
梁
禪
封
其
兄
爲
始
興
王
豈
以
東
粤
爲
根

本
地
故
歸
骨
於
此
耶
抑
或
始
興
王
所
藏
因
其
子
承
統
追
尊
爲
帝
後
世
遂
誤
以
爲
高
祖
墓
也
竊

意
帝
王
陵
寢
必
卜
善
地
當
時
羅
旁
尙

疆
索
密
邇
始
興
故
擇
而
取
之
其
後
蠻
猺
盤
據
遂
爲
薦

莽
狐
兎
之
墟
矣
今
天
運
循
環
風
氣
日
開
聲
名
文
物
與
古
始
興
匹
陳
高
祖
之
卜
兆
斯
地
或
有
以

夫
墓
已
平
毀
基
砌
尙
存
山
口
碑
坐
石
龜
其
大
盈
丈
有
陳
繼
者
不
知
何
許
人
冒
祖
盜
葬
無
從
究

詰
萬
歷
十
九
年
羅
定
道
陳
文
衡
弔
古
維
風
始
行
知
縣
郭
濂
封
禁
之
至
今
如
故

宋
嚴
大
夫
墓
在
都
騎
遊
魚
岡

明
太
保
陳
璘
墓
在
六
都
蓮
塘
圍

按
陳
太
保
開
拓
羅
旁
遷
守
茲
土
卒
後
葬
此
子
孫
居
南
鄕
所
與
墓
相
去
五
六
里
豐
碑
坊
表
雜
峙

禾
黍
之
間
過
者
猶
思
櫛
沐
云

縣
治
八
景

星
巖
古
洞

紺
嶺
層
巖

天
馬
雄
騰

石
麟
秀
聳

玉
屛
擁
翠

天
柱
擎
空

碧
虛
夜
月

太
空
夕
照

論
曰
邑
有
景
志
同
樂
也
東
之
八
景
多
在
巖
巒
丹
翠
之
間
剪
荆
榛
而
出
之
供
遊
覽
助
謳
吟
卓

然
稱
鉅
觀
焉
令
茲
土
者
夙
夜
焦
勞
勤
恤
民
隱
鞅
掌
之
不
暇
而
暇
躡
屐
爲
顧
案
牘
餘
閒
亦
時

與
田
夫
樵
叟
優
游
於
巖
烟
水
月
中
譜
爲
詩
歌
寫
其
佳
况
佐

天
子
以
宣
八
方
之
風
氣
詎
非
太
平
盛
事
與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城
池

廿
一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城
池
志

王
公
設
險
必
曰
金
湯
捍
社
稷
衞
民
人
也
東
邑
地
非
通
衢
枕
山
帶
水
環
而
爲
城
濬
而
爲
池
險

莫
尙
焉
夫
結
腹
心
樹
藩
籬
在
德
不
在
險
古
之
訓
也
而
雄
鎭
一
方
高
深
是
賴
桑
土
萬
年
之
計

庸
可
畧
與
志
城
池

東
安
自
羅
旁
平
建
城
爲
邑
知
縣
蕭
元
岡
相
地
闢
基
召
匠
董
役
經
始
於
萬
歷
五
年
閏
八
月
至
次
年

二
月
竣
工
祭
吿
有
文
見
藝
文
志

城
坦
周
爲
三
百
八
十
四
丈
高
連
雉
堞
二
丈
厚
一
丈
四
尺
崇
正
十
三
年
知
縣
李
和
鼎
增
建
南
門
小

南
門
西
門
各
甕
城
幷
增
高
周
城
一
尺
順
治
十
七
年
知
縣
呂
鼒
捐
俸
重
修
城
垣
及
周
城
樓
舖
詳

奉

題
叙
雍
正
七
年
知
縣
陳
洪
範
捐
修
嘉
慶
二
十
五
年
知
縣
韓
際
飛
捐
修
道
光
五
年
四
月
知

縣
汪
兆
柯
捐
修

南
城
樓
在
縣
門
左
偏
以
中
向
朝
山
稍
崎
故
剷
一
小
山
闢
門
於
此
扁
曰
贍
明
庶
幾
風
氣
攸
聚
云
康

煕
元
年
八
月
甕
城
傾

知
縣
呂
鼒
捐
俸
重
建
嘉
慶
十
五
年
知
縣
尹
佩
紳
捐
修

小
南
門
城
樓
在
學
宮
前
左
偏
以
東
向
山
勢
巉
岩
開
門
不
利
故
闢
置
於
此
以
代
東
門
扁
曰
洪
文

西
門
城
樓
在
縣
治
西
南
隅
以
西
山
崇
聳
闢
門
於
此
扁
曰
永
祿
遙
望
富
祿
山
川
廓
然
稱
大
觀
焉
嘉

慶
十
九
年
署
縣
張
克
振
捐
修

北
城
樓
以
天
柱
峯
爲
後
鎭
堪
輿
家
爲
旁
城
借
主
者
取
權
於
生
氣
是
也
但
艮
峯
宜
避
未
便
開
門
故

止
建
一
樓
扁
曰
鎭
遠

城
四
隅
拐
角
樓
四
座
守
望
舖
二
十
四
間
康
煕
十
一
年
知
縣
張
其
善
重
修
二
十
五
年
知
縣
袁
承
秦

重
修
雍
正
七
年
知
縣
陳
洪
範
捐
修

北
城
濠
順
治
十
八
年
知
縣
呂
鼒
開
鑿
闊
一
丈
三
尺
自
東
至
西
長
竟
北
城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公
署

廿
二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公
署
志

朝
廷
設
官
必
有
治
所
取
諸
大
壯
以
辨
等
威
故
署
者
民
之
望
也
位
之
表
也
禮
樂
政
刑
於
是
乎

出
詩
曰
職
思
其
居
又
曰
尙
不
愧
於
屋
漏
其
務
殫
乃
心
修
乃
政
俾
四
境
之
內
咸
樂
安
處
庶
無

負
丹
艧
以
永
令
聞
哉
志
公
署

東
安
縣
旣
擇
形
勝
以
爲
之
城
又
卽
城
之
要
會
以
爲
之
署
披
棘
剪
茅
次
第
經
營
固
政
治
之
所
繫
也

縣
堂
正
基
前
爲
塘
塘
前
一
小
山
移
山
塡
塘
重
門
隆
□
創
始
之
功
厥
不
誣
哉
皆
萬
歷
五
年
知
縣

蕭
元
岡
經
畫
與
城
工
並
落
成
云

國
朝
乾
隆
五
十
年
知
縣
王
宣
詳
准
動
項
重
修

縣
治
正
堂
三
間
扁
曰
懷
保
堂
順
治
十
八
年
知
縣
呂
鼒
重
建
扁
曰
誠
求
堂
康
熙
六
年
知
縣
韓
允
嘉

補
修
十
六
年
知
縣
黃
道
焜
重
修
扁
曰
牧
愛
堂
二
十
五
年
知
縣
袁
承
秦
補
修
雍
正
七
年
知
縣
喬

振
光
重
修
乾
隆
五
年
知
縣
莊
大
中
補
修
扁
曰
惠
義
堂

二
堂
三
間
康
煕
三
年
知
縣
呂
鼒
重
建
六
十
年
知
縣
柯
嶟
因
傾
頽
將
宅
開
門
移
建
其
地
餘
作
川
堂

甬
道

三
堂
三
間
康
煕
六
年
知
縣
韓
允
嘉
補
修
雍
正
十
三
年
知
縣
王
者
棟
重
修
扁
曰
中
和
堂

贊
政
廳
一
間
在
正
堂
東
今
廢

儀
仗
庫
一
間
在
正
堂
西
今
廢

庫
房
一
間
舊
在
正
堂
西
萬
歷
十
年
知
縣
陳
公
大
移
於
二
堂
之
東
萬
歷
十
六
年
知
縣
郭
濂
詳
允
建

樓
一
座
樓
前
廳
房
三
間
週
園
環
以
廊
房
人
役
守
宿

東
西
吏
舍
共
十
四
間
康
煕
二
十
五
年
知
縣
袁
承
秦
補
修

戒
石
亭
在
甬
道
中
仍
設
門
一
座
今

儀
門
一
座
三
間
扁
額
係
知
縣
蕭
元
岡
手
書

土
地
祠
三
間
在
大
門
內
之
左
乾
隆
四
年
知
縣
莊
大
中
重
修

獄
房
三
間
在
大
門
內
之
右
舊
築
土
垣
低
薄
萬
歷
十
六
年
知
縣
郭
濂
添
建
二
間
改
作
甎
牆
高
厚

頭
門
一
座
三
間
扁
額
知
縣
蕭
元
岡
手
書
康
熙
二
十
五
年
知
縣
袁
承
秦
補
修
乾
隆
四
年
知
縣
莊
大

中
重
修

申
明
亭
在
縣
前
之
東
雍
正
十
年
典
史
張
元
棟
修

旌
善
亭
在
縣
前
之
西
雍
正
十
年
典
史
張
元
棟
修

照
牆
一
座
左
右
二
門
栅
欄
雍
正
十
年
典
史
張
元
棟
修

堂
後
衙
舍
前
後
㕔
各
三
間
後
房
五
間
左
右
廂
房
各
二
間

應
宿
樓
一
座
在
衙
舍
後
萬
歷
二
十
六
年
知
縣
卿
延
聘
建
有
記
康
熙
七
年
知
縣
韓
允
嘉
重
整
爲
主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公
署

廿
三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樓
三
十
二
年
知
縣
魏
都
重
修
五
十
九
年
知
縣
柯
嶟
重
修

箭
道
一
座
三
間
亭
一
所
康
煕
五
十
九
年
知
縣
柯
嶟
重
修

縣
丞
衙
署
在
正
衙
東
萬
歷
九
年
奉
裁
衙
廢

主
薄
衙
署
在
正
衙
爲
西
撫
猺
廳

國
初
奉
裁
衙
廢

典
史
衙
署
在
儀
門
左
前
後
廳
門
樓
廂
房
各
三
間

分
司
一
所
在
縣
治
西
三
十
餘
步
今

社
學
一
所
在
分
司
之
右
前
大
門
一
座
今

羅
苛
司
衙
署
向
在
芙
一
芙
二
之
小
河
地
方
建
創
駐
箚
康
煕
四
十
二
年
奉
調
西
山
駐
箚
六
十
一
年

復
囘
小
河
駐
箚
雍
正
九
年
將
羅
苛
司
改
爲
西
山
司
在
西
山
九
甲
新
墟
建
造
衙
宇
照
牆
一
幅
土

地
祠
一
間
頭
座
三
間
二
座
三
間
左
右
廂
房
二
間
后
座
三
間
左
右
廂
房
二
間

潭
陂
公
館
一
座
在
縣
西
南
三
十
里
今

六
都
河
口
公
館
一
座
在
縣
北
四
十
里
被
水
潦
衝
塌
無
存
萬
歷
十
七
年
知
縣
郭
濂
詳
允
重
建
今

新
河
公
館
一
座
在
縣
南
一
里
許
萬
歷
十
九
年
知
縣
郭
濂
詳
建
今
圯

新
東
公
館
一
座
在
縣
南
一
百
二
十
里
河
頭
街
本
羅
協
都
司
衙
署
乾
隆
四
年
七
月
山
水
衝
溢
傾

移
建
新
興
獨
榕
地
方
尙
存
土
木
舊
料
知
縣
莊
大
中
會
同
新
興
知
縣
裘
建
捐
俸
修
整
爲
兩
邑
公

館
且
以
作
高
雷
孔
道
官
員
經
過
行
署
云

官
舖
二
百
間
在
縣
治
東
街
總
督
凌
公
因
新
民
初
集
茅
茨
不
剪
行
縣
創
造
萬
歷
十
七
年
奉
文
起
建

參
將
府
衙
門
拆
去
二
十
間
尙
存
一
百
八
十
間

白
石
公
館
一
座
在
白
石
墟
嘉
慶
二
十
五
年
知
縣
韓
際
飛
重
修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學
校

廿
四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學
校
志

國
家
右
文
重
道
莫
不
有
學
所
以
禮

先
師
育
人
材
也
故
堂
曰
明
倫
亭
號
敬
一
而
又
董
之
以
師
儒
優
之
以
廩
祿
校
之
以
省
試
興
賢
育

能
意
良
厚
哉
多
士
生
逢

盛
世
山
陬
海
隅
沐
浴
菁
莪
之
化
固
宜
爭
自
磨
濯
爲
異
日
馮
翼
孝
德
之
選
葢
彬
彬
有
鄒
魯
風
焉

辟
雍
鐘
鼓
豈
得
專
響
於
前
與
志
學
校

學
宮
在
縣
治
東
八
十
步
正
殿
一
座
東
西
爲
两
廡
前
爲
戟
門
三
間
又
前
爲
櫺
星
門
三
間
名
宦
祠

一
間
在
戟
門
左
鄕
賢
祠
一
間
在
戟
門
右
後
爲
敬
一
亭
又
後
爲
明
倫
堂
東
西
齋
房
文
廟
外
右

偏
啟
聖
祠
三
間
俱
萬
歷
六
年
知
縣
蕭
元
岡
卜
地
創
建
有
記
二
十
三
年
知
縣
卿
廷
聘
始

泮

池
有
記
四
十
二
年
知
縣
田
居
中
重
修
學
宮
黃
士
俊
有
記

國
朝
康
熙
二
年
知
縣
呂
鼒
重
修
學
宮
並
改
設
靑
雲
路
於
傍
城
東
偏
有
記
十
八
年
知
縣
黃
道
焜

重
修
學
宮
並
建
照
壁
一
座
三
十
三
年
知
縣
魏
都
建
奎
樓
於
學
宮
前
左
上
祀

文
昌

魁
星

以
壯
文
峯
四
十
八
年
知
縣
何
洪
先
捐
修
學
宮
雍
正
元
年
紳
衿
葉
夢
榮
黎
思
賢
蔣
士
珩
黃
志

明
等
請
於
署
縣
張
安
鼎
率
衆
捐
貲
擴
大
週
圍
基
址
濬
泮
池
加
以
迴
欄
櫺
星
門
外
加
以
石
欄

靑
雲
路
添
設
頭
門
一
座
三
間
左
爲
土
地
祠
右
爲
學
書
藏
卷
所
並
建
廚
房
一
間
是
年
奉
文
改

原
啟
聖
祠
名
崇
聖
祠
七
年
知
縣
陳
洪
範
以
崇
聖
祠
在
學
宮
外
位
置
非
宜
乃
改
正
殿
□
明
倫

堂
爲
崇
聖
祠
別
建
明
倫
堂
於
靑
雲
路
首
上
勒
順
治
二
年

御
頒
臥
碑
康
熙
四
十
一
年

御
製
訓
飭
士
子
文
乾
隆
五
年
知
縣
莊
大
中
修
葺
正
殿
並
在
名
宦
祠
左
開
門
以
便
出
入
將
櫺
星
門

關
鎖
嚴
肅
三
十
五
年
知
縣
鍾
蕙
選
建
學
宮
於
訓
導
署
之
右
嘉
慶
十
二
年
紳
衿
彭
登
等
請
於

知
縣
朱
一
慊
重
建
學
宮
於
訓
導
署
之
左
復
其
舊
址
嘉
慶
十
六
年
知
縣
尹
佩
紳
率
貢
生
黃
兆

蕙
等
將
廢
學
宮
改
建
爲
開
文
書
院
內
爲
文
昌
宮

敎
諭
署
前
後
廳
各
三
間
頭
門
一
間
在
崇
聖
殿
西

訓
導
署
前
後
廳
各
三
間
頭
門
一
門
在
泮
池
右

大
成
殿
中
祀

先
師
孔
子

歲
以
春
秋
仲
月
上
丁
日
致
祭
長
官
行
三
獻
禮
附

祝
文
惟
師
德
配
天
地
道
貫
古
今
删

述
六
經
垂
憲
萬
世
茲
因
仲
春秋

等
用
祭
吿
以
復
聖
顏
子
宗
聖
曾
子
述
聖
子
思
子
亞
聖
孟
子
配

尙
饗

康
熙
二
十
三
年
欽
奉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學
校

廿
五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御
書
萬
世
師
表
匾
額
頒
學
三
十
九
年
欽
奉

御
製
先
師
贊
曁
四
賢
贊
頒
學
雍
正
四
年
欽
奉

御
書
生
民
未
有
匾
額
頒
學

命
直
省
內
外
臣
工
逢
先
師
誕
辰
齋
戒
一
日
諱
孔
子
名
加
阝
爲
邱
乾
隆
三
年
欽
奉

御
書
與
天
地
參
匾
額
頒
學

特
詔
聖
廟
用
黃
瓦
嘉
慶
四
年
欽
奉

御
書
聖
集
大
成
匾
額
頒
學
道
光
二
年
欽
奉

御
書
聖
協
時
中
匾
額
頒
學

四
配復

聖
顏
子

述
聖
子
思
子

均
東
位
西
向

宗
聖
曾
子

亞
聖
孟
子

均
西
位
東
向

東
序
先
賢

閔
子
損

冉
子
雍

端
木
子
賜

仲
子
由

卜
子
商

有
子
若

西
序
先
賢

冉
子
耕

宰
子
予

冉
子
求

言
子
偃

顓
孫
子
師

朱
子
熹

分
獻
儒
官
行
禮

東
廡
先
賢瑗

澹
臺
滅
明

原

憲

南
公
适

商

瞿

漆
雕
開

司
馬
耕

梁

鱣

冉

孺

伯

虔

冉

季

漆
雕
徒
父

漆
雕
哆

公
西
赤

任
不
齊

公
良
孺

公
肩
定

單

罕
父
黑

榮

旂

左
人
郢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學
校

廿
六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鄭

國

原

亢

廉

潔

叔
重
會

公
西
輿
如

邽

巽

陳

亢

琴

張

步
叔
乘

秦

非

顏

噲

顏

何

縣

亶

樂
正
克

萬

章

周
敦
頣

程

顥

邵

雍

西
廡
先
賢

林

放

宓
不
齊

公
冶
長

公
晢
哀

高

柴

樊

須

商

澤

巫
馬
施

顏

辛

曹

䘏

公
孫
龍

秦

商

顏

高

壤
駟
赤

石
作
蜀

公
夏
首

后

處

奚
容
蒧

顏

祖

句
井
疆

秦

祖

縣

成

公
祖
句
茲

燕

伋

樂

欬

狄

黑

孔

忠

公
西
蒧

顏
之
僕

施
之
常

申

棖

左
邱
明

秦

冉

牧

皮

公
都
子

公
孫
丑

張

載

程

頣

東
廡
先
儒

公
羊
高

伏

勝

董
仲
舒

后

蒼

杜
子
春

諸
葛
亮

王

通

范
仲
淹

歐
陽
修

楊

時

羅
從
彥

李

伺

呂
祖
謙

蔡

沈

陳

淳

魏
了
翁

王

栢

趙

復

許

謙

吳

澄

胡
居
仁

王
守
仁

羅
欽
順

劉
宗
周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學
校

廿
七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西
廡
先
儒

穀
梁
赤

高
堂
生

孔
安
國

毛

萇

鄭
康
成

范

甯

韓

愈

胡

瑗

司
馬
光

尹

焞

胡
安
國

張

栻

陸
九
淵

黃

幹

眞
德
秀

何

基

陳

澔

金
履
祥

許

衡

薛

瑄

陳
献
章

蔡

淸

陸
隴
其

湯

斌

崇
聖
祠
祀

先
師

五
代

肇
聖
王
木
金
父
左

裕
聖
王
祈
父
右

詒
聖
王
防
叔
左
次

昌
聖
王
伯
夏
右
次

啟
聖
王
叔
梁
紇

配
饗
先
賢

顏
無
繇

孔

鯉

曾

點

孟
孫
氏

從
祀
先
儒

周
輔
成

程

珦

蔡
元
定

張

廸

朱

松

祭
日
儒
官
先
正
殿
行
禮

祭
器

乾
隆
七
年
奉
頒
東
安
縣
學
祭
器
雲
雷
罇
一
象
罇
一
犧
罇
一
壘
四
銅
爵
一
百
四
十
九
白

爵
四
十

二
龍
勺
一
登
一
鉶
一
十
五
簠
五
十
二
簋
五
十
二
籩
二
百
一
十
豆
二
百
一
十
爼
一
篚
二
十
二

樂
舞
器

麾
一
琴
六
瑟
四
楹
鼓
一
應
鼓
一
搏
拊
二

二
僉
名
鼓
一
鼉
鼓
一
門
鼓
一
柷
敔
各
一
塤
二
箎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學
校

廿
八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四
排
簫
二
簫
六
笛
六
笙
六
特
鐘
一
特
磬
一
編
鐘
磬
各
十
六
旌
二
翟
籥
各
三
十
六

迎
神
樂
奏
咸
平
之
章

大

哉

孔

子
五尺

先
尺六

覺
上凡

先
五尺

知
六上

與
凡一

天
六上

地
上凡

參
五尺

萬
尺六

世
上凡

之
五尺

師
五尺

祥
五尺

徵
上凡

麟
凡一

紱
六上

韻
凡一

答
上凡

金
尺六

絲
上凡

日
凡一

月
六上

旣
尺六

揭
五尺

乾
凡一

坤
六上

淸
凡一

夷
尺六

初
獻
禮
生
唱
行
初
獻
禮
持
麾
樂
生
接
唱
云
樂
奏
寧
平
之
章

予
尺六

懷
凡一

明
六上

德
五尺

玉
上凡

振
凡一

金
尺六

聲
上凡

生
六上

民
凡一

未
上凡

有
五尺

展
凡一

也
六上

大
五尺

成
六上

爼
五尺

豆
上凡

千
尺六

古
五凡

春
六上

秋
六上

上
五尺

丁
六上

淸
尺六

酒
上凡

旣
凡一

載
尺六

其
凡一

香
六上

始
凡一

升
尺六

特
節
舞
生
接
唱
樂
奏
寧
平
之
舞

予

懷

明

德

玉

振

金

聲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學
校

廿
九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生

兩
兩
相

對
自
下

而
上
東

西
相
向

民

稍
前
舞

舉
籥
垂

翟

未

惟
兩
中

班
十
二

人
轉
身

俱
東
西

有

舉
翟

三
合

籥

展

稍
前
向

外
垂
手

舞

也

蹈
向

裏
垂

手

大

向
前
合

手
謙
進

步
雙
手

合
簽

成

囘
身
再
謙

退
步
側
身

向
外
高
止

朝
上

爼

正
蹲

朝
上

豆

稍
舞
躬
身
挽

手
側
身
向
外

呈
籥
耳
邊
面

朝
上

千

正
楫

古

起
辭
身

挽
手
復

舉
籥
正

立

春

兩
兩
對
交

籥
兩
班
俱

東
西
平
勢

立

秋

正
蹲

朝
上

上

向
外
退

挽
手
舉

籥
外
面

朝
上

丁

囘
身

正
立

開
籥
向
上
起

右
手
于
肩
垂

左
手
于
下
出

左
足

合
籥
轉

身
向
東

蹈
右
足

合
籥
向

上
過
右

足
于
左

交
立

合
籥
向

上
躬
身

揖開
籥
向
上
起

右
手
於
肩
垂

左
手
於
下
蹺

左
足
向
前

合
籥
當

胸
向
上

揖
手
于

右合
籥
蹈

右
足
轉

身
向
上

合
籥
低
頭

向
東
楫

開
籥
向
上
起

左
手
于
肩
垂

右
手
于
下
出

右
足

開
籥
以
左
手
平
肩

右
手
平
胸
斜
身
向

上
偏
面
左
足
虛
其

根
足
尖
着
地

合
籥
向

上
過
左

足
于
右

交
立

合
籥
向

上
拱
手

平
身
立

開
籥
向
上
起

左
手
于
肩
垂

右
手
於
下
蹺

右
手
向
前

合
籥
當
胸
向

上
楫
手
于
左

垂
復
中
平
身

拱
手
立
于
中

合
籥
蹈

右
足
向

東合
籥
轉

身
向
上

平
立
拱

手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學
校

三
十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淸

稍
前

舞

酒

正
蹲

朝
上

旣

左
右
垂
手

兩
班
上
下

俱
相
垂
手

東
西
相
向

載

開
籥
向
上
起
右
手

于
肩
垂
左
手
于
膝

蹲
身
曲
左
足
虛
其

根
足
尖
載
地

其

楫
籥
低
頭

合
于
左
右

足
垂
揖
蹈

之
于
後

香

右
側
身

垂
手
向

裏
垂
手

舞

始

合
籥
轉
身

向
東
拱
手

蹺
右
足
尖

著
地

升

亞
献
禮
生
唱
行
亞
献
禮
持
麾
樂
生
按
唱
云
樂
奏
安
平
之
章

式
尺六

禮
凡一

莫
六上

愆
五尺

升
上凡

堂
五尺

再
凡一

獻
尺六

響
上凡

協
五尺

鼖
凡一

鏞
六上

誠
五尺

孚
上凡

疊
五尺

甗
尺六

肅
五尺

肅
五尺

雍
六上

雍
六上

譽
凡一

髦
尺六

斯
上凡

彥
尺六

禮
上尺

陶
五尺

樂
凡一

淑
六上

相
五尺

觀
六上

而
凡一

善
尺上

持
節
舞
生
應
唱
樂
奏
安
平
之
舞

式

左
足
進

步
向
外

垂
手
舞

禮

右
向

裏
垂

手
舞

莫

向
外
落

籥
面
朝

上

愆

退
囘

身
正

立

合
籥
向

上
過
右

足
于
左

交
立

合
籥
低

頭
楫
向

上

合
籥
向
上

過
左
足
于

右
交
立

合
籥
向
上

過
左
足
于

右
交
立

合
籥
復
身

向
上
拱
手

蹺
右
足
尖

開
籥
向
上
起

右
手
于
肩
垂

左
手
於
下
蹺

右
手
向
前

開
籥
向
上
起
右
手

于
肩
垂
左
手
于
下

蹲
身
曲
右
手
左
足

虛
其
根
足
尖
着
地

開
籥
向
上
起

左
手
於
肩
垂

右
手
於
下
蹺

右
足
向
前

合
籥
向

上
過
左

足
于
右

交
立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學
校

卅
一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升

正
蹲

堂

起
身
向

向
前

舞

再

向裏舞

獻

合
手
謙
進

步
向
前
雙

手
合
籥
存

謙

響

兩
手
相
對
自

下
而
上
双
班

相
對
舉
籥
東

西
立

協

上
下
俱
垂
手
□

兩
中
班
上
下
十

二
人
俱
垂
手
蹲

身
東
西
相
向

鼖

轉
身
東

西
相
向

立

鏞

相
向
立

兩
班
上

下
以
翟

相
籥

誠

稍
前
舞
蹈

兩
班
上
下

俱
手
向
外

舞

孚

囘
裏

垂
手

舞

罍

合
手
謙

進
步
向

前
双
手

合

甗

囘
手
再

謙
兩
班

上
下
東

西
相
向

肅

稍
前
舞

向
外
向

籥
舞

肅

向裏舞

雍

双
手
平

執
籥
翟

開
籥
翟

雍

合
籥
翟

朝
上
正

立

合
籥
向
上

躬
身
楫
于

左
隨
蹺
右

足
尖

合
籥
向
上

躬
身
復
楫

于
左
隨
蹺

右
足
尖

合
簽
拱

手
向
西

出
右
足

合
籥
翟

向
東
過

右
于
左

交
立

開
籥
向
上
起

左
手
子
肩
垂

右
手
於
下
蹺

足
而
前

合
籥
蹈

右
足
轉

身躬
身
向
上

開
籥
起
手

向
左
蹺
右

足合
籥
向

上
低
楫

合
籥
向
上

躬
身
楫
于

右
隨
蹺
左

足
尖

開
籥
翟
向
上
起
右

手
于
肩
垂
左
手
于

下
蹲
身
曲
右
足
虛

其
根
足
尖
着
地

合
籥
轉

身
拱
手

向
東
出

左
足

合
籥
向
東

徹
左
足
虛

右
足
根
斜

拱
手
于
上

開
籥
向
上
起

右
手
于
肩
垂

左
手
于
下
蹺

左
手
向
前

合
籥
向

東
拱
手

蹺
右
足

躬
身
向
上

開
籥
双
手

向
右
蹺
足

尖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學
校

卅
二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譽

側
身
垂
左

手
兩
班
俱

垂
左
手
向

外
舞

髦

躬
身

正
楫

斯

双
手
舉

籥
翟
躬

彥

躬
身

受
之

禮

三
叩
頭

舉
右
手

叩
頭

陶

舉
左

手
叩

頭

樂

復
舉

右
手

叩
頭

淑

上
拜
一

鼓
畢
卽

起
躬
身

相

三
舞
蹈

舉
籥
右

左
躬
身

舞
之

觀

舉
籥
向

右
躬
身

舞

而

舉
籥

復
向

左
躬

身
舞

善

舉
籥
躬

身
而
受

之

終
獻
禮
生
唱
行
終
獻
禮
持
麾
樂
生
接
唱
云
樂
奏
景
平
之
章

自
尺上

古
凡一

在
五上

昔
六尺

先
上凡

民
五尺

有
凡一

作
六上

皮
五尺

弁
上尺

祭
凡一

菜
尺六

於
上凡

論
五尺

思
六上

樂
凡一

惟
五尺

天
上凡

牖
尺六

民
五尺

惟
凡一

聖
上凡

時
凡一

若
六上

彝
五尺

倫
五凡

攸
上凡

叙
尺六

至
上凡

今
五尺

木
凡一

鐸
尺六

持
節
舞
生
應
唱
樂
奏
景
平
之
舞

合
籥
向

東
供
手

出
左
足

開
籥
向
西
起
右
手

于
肩
垂
左
手
于
下

轉
身
曲
左
足
虛
其

根
足
尖
著
地

合
簽
躬

身
向
上

楫
于
左

合
籥
躬
身

向
上
復
揖

于
左

開
翟
躬
身
右
手
起

舞
加
額
左
手
垂
舞

于
後
右
足
隨
手
出

足
尖
著
地

開
籥
躬
身
以
右
手

起
舞
加
額
左
手
舞

于
後
左
足
隨
手
出

足
尖
着
地

合
籥
向

西
拱
手

出
右
足

開
籥
轉
身
向
東
起

左
手
于
肩
垂
右
手

于
下
蹲
身
曲
右
足

虛
其
根
足
尖
著
地

合
籥
躬

身
楫
于

右合
籥
復
手

于
中
拱
身

拱
手
向

開
籥
躬
身
左
手
起

舞
加
額
右
手
隨
舞

于
後
右
足
隨
手
出

足
尖
著
地

合
籥
拱

手
下
拜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學
校

卅
三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自

向
外
開

籥
舞

古

向
內
開

籥
舞

在

側
身
向

外
落
籥

面
朝
上

昔

朝
上

正
位

先

兩
班
上
下

兩
兩
相
對

交
籥

民

合
手
朝

正
正
蹲

有

側
身
向

內
落
籥

作

合
籥
朝

上
正
位

皮

向
外
開

籥
舞

弁

向
裏
開

籥
舞

祭

開
籥
朝

上
正
位

菜

合
籥

於

向
外
開

籥
舞

論

向
左
開

籥
舞

思

進
歩
向

前
双
手

合
籥
謙

樂

囘
身
東

西
相
向

手
謙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學
校

卅
四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惟

向
外
開

籥
舞

天

向
裏
開

籥
舞

牖

開
籥
朝

上
正
位

民

合
籥
朝

上
正
位

惟

向
外
垂

手
舞

聖

向
裏
垂

手
舞

時

朝
上

正
楫

若

躬
身
而

受
之

彝

躬
身
向

左
合
籥

舞

倫

躬
身
向

右
合
籥

舞

攸

躬
身
復

左
合
籥

舞

叙

合
籥
朝

上
拜
一

鼓
便
起

舞

至

側
身
向

外
垂
手

舞

今

側
身
向

裏
垂
手

舞

木

朝
上

正
楫

鐸

躬
身
朝
南

受
之
三
鼓

畢
起
身



ZhongYi

東

安

縣

志

卷

一

學
校

卅
五

德
慶
新
新
印
務
書
局
承
印

徹
饌

樂
奏
咸
平
之
章

先
尺六

師
凡一

有
六上

言
五尺

祭
尺六

則
上凡

受
尺六

福
五尺

四
凡一

海
尺六

黌
五尺

宮
上凡

疇
凡一

敢
六一

不
凡一

肅
尺六

禮
五尺

成
上凡

吿
尺六

徹
五尺

母
凡一

疎
六上

母
凡一

凟
尺六

樂
五尺

所
上凡

自
凡一

生
尺六

中
五尺

原
六上

有
凡一

菽
尺六

送
神

樂
奏
咸
平
之
章

鳧
尺六

繹
凡一

峨
六上

峨
五尺

洙
上尺

泗
尺六

洋
凡一

洋
六上

景
上凡

行
五尺

行
五尺

止
六凡

流
凡一

澤
六上

無
五尺

疆
六上

聿
五尺

昭
上凡

祀
凡一

事
尺六

祀
尺六

事
上凡

孔
凡一

明
六上

化
尺六

我
五尺

蒸
尺六

民
上凡

育
凡一

我
六上

膠
凡一

庠
尺上

歷
代
崇
祀
典
禮

漢
高
祖
十
二
年
過
魯
以
太
牢
祀
孔
子
此
祀
孔
子
之
始

平
帝
元
年
追
諡
孔
子
曰
褒
成
宣
尼
公
此

諡
之
始

安
帝
延
光
三
年
祀
孔
子
及
七
十
二
子
於
闕
里
此
祀
孔
門
弟
子
之
始

魏
正
始
七
年
命

太
常
釋
奠
以
太
牢
祀
孔
子
於
辟
雍
以
顏
淵
配
此
釋
奠
太
學
及
顏
子
配
享
之
始

晋
武
帝
大
始
七

年
詔
皇
太
子
親
釋
奠
於
太
學
此
太
子
釋
奠
之
始

南
宋
文
帝
元
嘉
二
十
一
年
太
子
釋
奠
採
晋
裴

松
之
議
舞
六
佾
設
軒
懸
之
樂
此
用
舞
樂
之
始

北
齊
每
月
朔
祭
酒
領
博
士
以
下
及
國
子
諸
學
生

以
上
謁
廟
行
禮
此
朔
日
行
禮
之
始

隋
制
州
縣
學
以
春
秋
仲
月
釋
奠
此
州
縣
丁
祭
之
始

唐
太

宗
貞
觀
十
一
年
從
左
僕
射
房
元
齡
議
尊
孔
子
爲
先
師
顏
囘
配
之
詔
天
下
諸
學
釋
奠
先
聖
先
師
剌

史
爲
初
獻
上
佐
爲
亞
獻
博
士
爲
終
獻
此
守
令
主
祭
之
始

貞
觀
三
十
一
年
詔
天
下
以
左
邱
明
卜

子
夏
公
羊
高
穀
梁
赤
伏
勝
高
堂
生
戴
聖
毛
萇
孔
安
國
劉
向
鄭
衆
杜
子
春
馬
融
盧
植
鄭
元
服
虔
何

休
王
肅
王
弼
杜
預
范
甯
賈
逵
等
從
祀
尼
父
廟
堂
此
先
儒
從
祀
之
始

高
宗
總
章
元
年
贈
顏
囘
太

子
少
師
曾
參
太
子
少
保
並
配
享
孔
子
廟
此
追
贈
孔
門
弟
子
及
曾
參
配
享
之
始

元
宗
開
元
八
年

始
以
四
科
弟
子
閔
子
騫
等
十
哲
並
從
祀
此
十
哲
之
始

二
十
七
年
追
諡
孔
子
爲
文
宣
王
贈
顏
子

袞
國
公
閔
損
等
九
人
爲
侯
曾
參
等
爲
伯
此
孔
子
封
王
弟
子
封
公
侯
伯
之
始

宋
英
宗
元
豐
七
年

始
以
荀
況
揚
雄
韓
愈
並
從
祀

徽
宗
崇
寧
四
年
從
司
業
蔣
靖
請
文
宣
王
冕
十
二
旒
服
九
章
此
用

天
子
冕
旒
之
始

大
觀
二
年
詔
以
子
思
從
祀
此
子
思
配
享
之
始

理
宗
淳
祐
元
年
封
周
張
二
程

朱
熹
爵
詔
並
從
祀
此
後
儒
從
祀
之
始

景
定
二
年
始
以
張
栻
呂
祖
謙
從
祀

度
宗
咸
淳
三
年
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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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顏
曾
思
孟
並
配
孔
子
升
子
張
於
十
哲
始
以
邵
子
司
馬
光
從
祀

元
成
宗
大
德
十
一
年
加
孔

子
號
曰
大
成
至
聖
文
宣
王

仁
宗
皇
慶
二
年
始
以
許
衡
從
祀

文
宗
至
順
元
年
加
封
四
配
爲

公
始
以
董
伸
舒
從
祀

明
洪
武
元
年
始
定
每
歲
仲
春
秋
上
丁
日
遣
官
行
釋
奠
禮
始
以
楊
時
從
祀

二
十
九
年
黜
楊
雄
不
祀

正
統
元
年
始
以
胡
安
國
蔡
沈
眞
德
秀
從
祀
八
年
以
吳
澄
從
祀

嘉
靖

九
年
釐
正
祀
典
張
璁
議
改
先
聖
孔
子
爲
至
聖
先
師
四
配
復
聖
宗
聖
述
聖
亞
聖
從
祀
及
門
弟
子
稱

先
賢
左
邱
明
以
下
稱
先
儒
神
位
改
稱
之
位
去
肖
像
設
木
主
罷
公
侯
伯
諸
封
爵
甲
黨
申
棖
二
人
存

申
棖
去
黨
寮
冉
何
况
聖
向
逵
融
休
肅
弼
預
澄
十
三
人
罷
祀
放
瑗
衆
植
元
䖍
甯
七
人
祀
於
其
鄕
進

后
蒼
王
通
胡
瑗
歐
陽
修
陸
九
淵
從
祀
改
稱
大
成
殿
爲
先
師
廟
樂
章
凡
稱
王
者
易
爲
師
爼
豆
用
十

樂
舞
用
六
佾

隆
慶
五
年
以
薛
瑄
從
祀

萬
歷
十
三
年
以
王
守
仁
陳
獻
章
胡
居
仁
從
祀
四
十

一
年
以
羅
從
彥
李
侗
從
祀

崇
正
末
年
以
宋
儒
周
張
二
程
邵
朱
六
子
進
稱
先
賢
位
列
公
穀
之
上

國
朝
康
煕
五
十
一
年
躋
朱
子
於
十
哲
五
十
五
年
以
范
仲
淹
從
祀

雍
正
二
年
命
廷
臣
集
議
復

祀
者
六
人

瑗
林
放
顏
何
秦
冉
漢
鄭
康
成
晉
范
甯
增
祀
者
二
十
人
縣
亶
牧
皮
樂
正
子
公
都
子
萬

章
公
孫
丑
蜀
漢
諸
葛
亮
宋
尹
淳
魏
了
翁
黃
幹
陳
淳
何
基
王
栢
元
趙
復
金
履
祥
許
謙
陳
澔
明
羅
欽

順
蔡
淸
國
朝
陸
龍
其

道
光
三
年
增
祀
二
人
明
劉
宗
周
國
朝
湯
斌

啟
聖
之
祠
自
嘉
靖
九
年
始

先
是
宋
濂
程
敏
政
皆
言
子
雖
齊
聖
不
先
父
食
囘
參
伋
坐
享
堂
上
其
父
列
食
於
廡
非
禮
至
是
張
璁

引
其
說
以
請
上
令
別
立
祠
祀
叔
梁
紇
稱
啟
聖
公
以
無
繇
點
鯉
孟
孫
氏
配
稱
先
賢
珦
松
元
定
從
祀

稱
先
儒
萬
歷
二
十
三
年
又
以
周
子
父
輔
成
從
祀
國
朝
雍
正
二
年
增
封
先
師
五
代
王
爵
改
啟
聖
祠

爲
崇
聖
祠
又
以
張
子
父
廸
增
祀
於
周
氏
之
下
程
氏
之
上

文
廟
木
主
式
葢

嘉

靖

間

所

定

先
師
木
主
高
二
尺
三
寸
七
分
闊
四
寸
厚
七
分
跗
高
四
寸
長
七
寸
厚
三
寸
四
分
朱
地
金
書
○
四
配

木
主
各
高
一
尺
五
寸
闊
三
寸
二
分
厚
五
分
跗
高
四
寸
長
六
寸
厚
二
寸
八
分
赤
地
墨
書
○
十
哲

及
門
弟
子
木
主
各
高
一
尺
四
寸
闊
二
寸
六
分
厚
五
分
跗
高
二
寸
六
分
長
四
寸
厚
二
寸
赤
地
墨

書
○
先
儒
木
主
各
高
一
尺
三
寸
四
分
闊
二
寸
三
分
厚
四
分
五
釐
跗
高
二
寸
六
分
長
四
寸
厚
二

寸
赤
地
墨
書
○
啟
聖
公
如
四
配
式
其
配
位
如
先
賢
式
從
祀
如
先
儒
式

學
額

廩
膳
生
員
原
十
名
萬
歷
十
九
年
知
縣
郭
濂
詳
請
两
院
題
增
五
名
後
又
增
五
名
共
二
十
名

增
廣
生
員
原
十
名
萬
歷
十
九
年
題
增
五
名
後
又
增
五
名
共
二
十
名

附
學
生
員
每
次
取
入
八
名
雍
正
三
年
奉
查
人
文
優
長
之
地
加
額
知
縣
陸
維
鑑
詳
請
巡
撫
年
學
政

惠
題
增
四
名
每
試
取
入
十
二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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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
生
每
試
取
入
八
名

乾
隆
元
年
奉
設
佾
禮
生
一
百
二
十
八
名

學
田

原
額
二
頃
六
十
七
畝
三
分
土
名
紅
豆
雙
鳳
大
磡
建
村
洞
殿
等
處
內
紅
豆
堡
會
衆
巖
五
十
二
畝
乾

隆
三
年
典
史
萬
興
榮
勘
丈
共
稅
八
十
八
畝
九
分
除
原
稅
外
實
溢
三
十
六
畝
九
分
四
釐
按
畝
加

租
詳
覆
允
行

學
地
學
塘

學
塘
四
口
額
租
銀
二
十
五
兩
學
地
自
天
字
號
起
至
慶
昌
字
號
止
共
二
百
二
十
二
間
另
剦
豬
仔
及

菜
園
等
地
共
額
租
銀
四
十
九
兩
九
錢
二
分
土
名
長
春
墟
等
處
萬
歷
六
年
建
學
設
爲
士
子
膳
貧

之
資
康
煕
五
十
七
年
奉
文
歸
縣
按
額
徵
收
照
舊
膳
給
貧
生
餘
爲
設
立
義
學
延
師
公
用

文
社
附

載
道
文
社
地
八
畝
在
粗
石
堡
下
壩
土
名
棉
花
地
粮
載
春
煕
都
下
十
甲
梁
道
通
戶
知
縣
尹
佩
紳
捐

置
遞
年
收
地
租
錢
貳
十
千
文
爲
士
子
一
年
两
課
作
文
資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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