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昔
史
公
傳
滑
稽
日
者
龜
筞
班
氏
志
五
行
而
表
古
今
人
物
范
氏
傳
次
方
伎
於

獨
行
逸
民
之
間
錄
及
王
喬
費
長
房
之
事
皆
若
以
其
書
旣
蘊
旣
周
復
游
心
於

曠
渺
不
可
畔
岸
之
區
殫
思
於
纖
屑
若
可
撮
持
之
際
網
羅
掘
摘
流
曜
飛
文
以

爲
吾
史
當
如
是
焉
耳
然
使
其
不
如
是
者
則
亦
何
病
其
爲
史
乎
且
以
優
俳
之

無
實
而
龜
筞
固
不
同
於
人
傳
之
疑
足
爲
義
累
然
以
史
公
言
滑
稽
則
其
所
繫

者
或
閎
而
其
與
日
者
龜
筞
或
並
出
於
褚
先
生
之
所
補
是
固
有
然
矣
至
若
以

五
行
幽
渺
之
言
遽
依
洪
範
所
陳
傅
致
數
百
年
災
祥
所
見
一
一
著
之
於
人
事

讀
之
使
人
不
知
其
迷
惑
而
但
覺
其
可
以
爲
嬉
且
旣
已
斷
代
而
爲
書
顧
泰
然

取
天
開
地
剖
神
聖
智
愚
之
大
凡
殿
最
之
而
不
辭
此
又
何
爲
者
及
若
燕
齊
方

士
怪
誕
之
說
流
極
至
於
閭
巷
稗
史
之
所
侈
言
尤
不
可
究
詰
顧
自
史
公
以
下

遇
之
不
復
爲
芟
除
且
若
甚
甘
焉
是
豈
將
以
爲
世
規
抑
徒
有
以
自
肆
焉
已
耶

今
爲
蕞
爾
數
十
載
之
方
志
以
類
相
從
者
二
十
餘
編
顧
猶
不
得
已
而
繼
之
以

雜
志
夫
亦
有
所
取
蓋
無
能
自
比
於
古
矣
然
述
異
志
怪
見
拒
於
今
時
故
不
之

及
也
前
纂

當
邑
治
西
北
黃
金
壩
地
藏
殿
西
有
孝
子
祠
始
祀
夏
暘
嗣
他
孝
子
見
旌
者
或

亦
奉
主
其
中
蓋
於
附
孔
子
廟
廷
秩
祀
忠
義
孝
悌
祠
而
外
別
爲
專
祀
孝
子
之

所
顧
地
旣
僻
陋
祠
祀
諸
家
之
子
孫
無
能
灑
掃
修
葺
故
祠
日
以
殘
然
當
祠
西

有
敝
宇
一
區
壁
有
石
刻
曰
通
州
孝
子
祠
西
偏
記
則
道
光
九
年
知
州
黔
南
周

燾
撰
文
州
人
李
芳
梅
書
也
觀
省
燾
之
設
施
異
乎
世
吏
之
用
心
者
矣
記
曰
今

上
御
極
之
八
年
燾
奉
命
來
牧
是
州
深
惟
聖
主
孝
治
天
下
之
意
凡
政
之
所
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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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飭
紀
敦
倫
爲
重
岡
敢
或
墜
其
明
年
有
以
孝
子
祠
左
右
不
潔
言
者
按
視
祠

西
則
有
厠
地
不
隷
祠
爲
程
氏
世
業
召
而
問
之
則
曰
願
以
歸
祠
乃
予
値
而
受

之
除
爲
宇
地
隘
不
足
以
供
他
祀
遂
鑴
律
若
干
條
於
壁
而
顏
其
額
曰
舍
舊
圖

新
蓋
以
處
夫
不
順
於
親
者
使
之
自
新
也
孝
者
旌
於
朝
有
司
設
木
主
鼓
樂
送

祠
以
榮
之
不
孝
者
寘
之
法
其
不
順
於
親
而
遽
加
以
法
情
猶
未
忍
者
必
先
有

以
困
辱
之
激
勵
之
以
動
其
固
有
之
良
而
發
其
愧
悔
之
意
則
不
順
者
轉
而
順

以
至
於
孝
而
世
道
人
心
亦
因
此
而
正
將
見
比
戶
可
旌
又
安
有
負
疚
寢
興
至

斥
爲
聖
世
之
罪
人
者
哉
是
困
辱
激
勵
之
道
即
所
以
垂
敎
於
旌
孝
罪
不
孝
之

外
而
事
猶
有
急
於
此
者
乎
顧
困
之
囹
圄
不
如
困
之
孝
子
之
側
辱
之
訟
庭
不

如
辱
之
孝
子
之
前
使
知
孝
如
彼
不
孝
如
此
而
心
有
所
激
則
愧
由
此
生
悔
由

此
起
乖
戾
之
性
亦
將
由
此
而
消
矣
今
以
不
順
於
親
者
令
隸
拘
此
宇
跪
讀
律

條
俾
知
朝
廷
敎
孝
之
殷
褒
孝
之
重
治
不
孝
之
嚴
必
將
困
極
自
勵
求
爲
孝
子

以
續
前
愆
而
大
改
其
所
爲
也
故
越
三
日
出
之
改
則
釋
不
改
論
如
律
此
燾
所

望
於
州
人
不
可
以
不
記
也
燾
所
謂
困
辱
之
使
愧
悔
者
蓋
數
數
行
之
爲
衆
所

感
畏
故
前
此
三
四
十
年
猶
或
聞
父
老
警
戒
之
辭
輒
曰
若
所
爲
不
當
居
忤
逆

所
耶
所
即
孝
子
祠
西
宇
也
自
淸
季
頒
新
律
罪
不
孝
視
前
爲
輕
刑
罰
庸
有
世

輕
世
重
之
殊
然
今
談
法
學
者
於
將
刑
未
刑
之
間
與
夫
幼
年
有
犯
以
感
化
院

納
之
視
昔
賢
牧
令
之
意
固
吻
合
矣
且
吾
儒
之
言
治
舍
孝
則
治
本
不
生
而
生

人
之
道
德
將
盡
是
非
可
以
世
變
而
或
偷
緩
也
燾
所
書
刻
律
文
及
碑
石
今
移

存
博
物
苑
後
之
事
敎
養
者
或
有
取
於
斯
而
畧
師
其
意
乎
前
纂

續
纂

屯
衞
之
法
昉
於
明
時
至
淸
初
次
第
裁
屯
軍
專
以
衞
所
司
漕
運
通
屬
於
揚
州

總
總
有
都
事
僉
書
旋
裁
汰
而
歲
報
起
運
軍
衞
册
籍
仍
按
總
爲
之
總
之
下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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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衞
有
千
戶
百
戶
承
運
之
人
日
旗
丁
丁
之
長
曰
伍
丁
糧
船
一
艘
爲
漕
差
十

分
必
殷
富
民
而
後
可
故
或
一
姓
數
姓
承
一
艘
謂
之
正
丁
其
族
人
謂
之
散
丁

正
丁
亡
飭
其
子
姪
及
散
丁
之
富
者
接
充
由
同
所
伍
丁
正
丁
互
保
之
正
丁
中

落
則
有
遷
殷
革
疲
之
制
無
故
求
退
則
有
規
避
漕
差
之
罰
蓋
承
運
者
雖
受
有

屯
田
然
運
之
所
費
且
十
倍
於
屯
租
之
所
入
故
蕩
覆
其
家
者
往
往
而
有
通
凡

爲
糧
船
三
十
三
艘
其
給
屯
田
也
艘
或
畝
三
百
餘
至
五
百
餘
不
知
其
所
以
爲

差
其
田
所
在
即
今
興
仁
鎭
唐
閘
市
平
潮
市
也
皆
低
下
蕩
田
聽
其
自
墾
熟
然

至
今
猶
不
盡
墾
也
舊
案
屯
田
額
凡
一
百
七
頃
三
十
二
畝
奇
實
徵
者
九
十
一

頃
四
十
三
畝
奇
前
知
州
汪
樹
堂
嘗
謂
東
門
敎
場
故
屯
地
狼
山
鎭
圈
爲
營
田

遂
闕
十
五
頃
八
十
八
畝
奇
亦
舊
案
云
運
旣
嘗
遷
殷
革
疲
故
衛
姓
代
有
變
更

乾
嘉
以
後
爲
習
姜
何
張
達
嚴
胡
秦
王
李
楊
徐
瞿
鄭
梁
熊
侯
江
田
十
九
姓
雍

乾
之
際
所
謂
黃
宋
顧
駱
潘
鄒
兪
單
郜
陳
吳
馮
並
以
疲
去
籍
更
前
益
不
可
得

而
聞
矣
停
運
始
同
治
之
初
海
運
則
自
海
開
禁
滬
設
輪
船
招
商
局
始
光
緖
二

十
八
年
以
後
益
盡
裁
衞
官
袁
世
凱
巡
撫
山
東
時
爲
屯
田
繳
價
之
奏
有
運
諸

省
皆
駸
駸
欲
舉
之
然
並
以
紛
亂
而
阻
通
於
斯
時
有
屯
田
之
家
亦
稍
爲
惶
急

而
已
始
淸
重
士
籍
而
通
之
習
尙
猶
有
所
謂
冷
籍
者
視
幾
與
無
籍
者
等
惟
於

衞
無
所
問
焉
然
一
爲
諸
生
則
不
復
以
運
累
有
科
第
則
兄
弟
並
免
故
若
胡
尙

書
長
齡
貴
時
運
籍
無
復
列
其
家
而
侯
某
以
富
當
承
運
訟
累
連
年
卒
以
鉅
資

饋
貧
族
爲
富
人
使
出
應
而
解
始
固
未
嘗
不
閎
厚
而
其
流
浸
以
衰
刻
重
民
患

也
言
國
利
者
或
計
及
故
紀
其
大
凡
示
後
來
焉

吾
邑
前
二
百
數
十
年
間
世
以
科
第
爲
望
族
者
最
初
推
馬
氏
繼
孫
氏
王
氏
最

後
爲
顧
氏
始
馬
氏
起
宏
琦
終
毓
鋆
族
凡
得
進
士
七
人
獨
毓
鋆
未
嘗
一
日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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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仕
宦
孫
氏
始
兆
鼇
至
登
瀛
爲
進
士
者
五
人
而
世
亦
相
次
登
瀛
之
老
人
遂
以

世
數
榜
其
門
曰
五
代
進
士
范
持
信
故
登
瀛
師
也
因
往
賀
之
老
人
謝
曰
兒
細

事
乃
敢
辱
先
生
持
信
退
而
嘆
日
是
細
事
耶
其
言
矜
而
其
事
備
矣
然
其
後
登

瀛
有
從
弟
曰
贊
淸
亦
以
進
士
官
京
朝
則
其
言
亦
不
盡
然
也
始
登
瀛
年
少
而

氣
盛
老
人
不
欲
令
主
鄕
團
後
卒
主
之
驟
得
疾
而
歿
邑
人
或
妄
傅
以
言
不
可

信
孫
氏
祀
鄕
賢
者
三
曰
閎
達
曰
銘
恩
諡
文
節
曰
廷
光
廷
光
爲
銘
恩
叔
父
奏

允
祠
祀
獨
在
光
緖
時
嗣
復
請
更
位
次
焉
王
氏
自
廣
蔭
羣
從
得
進
士
者
四
人

而
廣
蔭
貴
顯
諡
文
愼
其
子
孫
稍
式
微
然
皆
循
循
有
士
風
顧
氏
以
同
治
之
末

曁
光
緖
九
年
得
進
士
者
四
人
而
曾
烜
父
子
兄
弟
叔
姪
同
舉
癸
未
科
尤
爲
一

門
之
盛
事
嗣
是
以
後
科
舉
廢
而
學
校
興
士
當
一
競
於
有
用
之
學
外
備
世
用

而
內
世
其
家
庶
不
失
百
世
相
傳
之
氏
族
矣

通
於
淸
雍
正
初
以
狼
山
鎭
借
饟
毁
署
之
獄
結
始
奏
陞
爲
直
隷
州
時
歙
縣
孫

仲
圭
遷
通
始
著
籍
呈
請
學
道
分
棚
於
州
以
州
舊
所
置
巡
按
行
臺
改
試
院
並

購
近
旁
地
拓
建
之
孫
氏
頗
捐
鉅
資
及
乾
隆
二
年
學
使
張
廷
璐
始
蒞
州
試
時

方
謁
聖
廟
出
州
附
生
凌
枚
拔
貢
生
吳
棟
抱
櫺
星
門
而
哭
曰
學
籍
爲
外
人
占

去
吾
輩
乃
無
從
讀
書
廷
璐
叱
之
曰
孫
氏
除
籍
入
籍
已
奉
部
文
櫺
星
門
外
天

子
尙
不
敢
妄
語
爾
竟
敢
哭
泣
大
不
敬
且
應
試
者
不
詣
揚
州
數
乃
倍
蓰
於
前

是
孫
氏
之
惠
爾
通
也
爾
奈
何
愚
昧
至
此
即
屬
提
調
官
盡
法
治
之
試
旣
孫
仲

圭
之
孫
補
學
官
弟
子
即
以
資
爲
凌
吳
贖
罪
且
捐
復
焉
文
到
前
一
日
凌
竟
卒

於
獄
舁
出
衣
巾
薰
沐
尸
也
吳
蟒
補
而
歸
始
院
試
僅
東
西
文
場
二
號
後
更
增

東
新
西
新
及
沙
字
諸
號
號
率
相
次
設
長
案
諸
生
興
作
出
入
搖
撼
以
爲
苦
最

後
于
振
聲
入
籍
捐
資
悉
易
石
爲
案
足
則
前
患
除
矣
民
國
初
元
院
改
爲
縣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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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悉
撤
東
西
諸
號
舍
而
振
聲
被
舉
爲
議
長
嗣
復
假
爲
行
政
公
署

邑
之
以
醫
爲
世
業
者
其
本
源
旣
微
則
其
流
別
益
不
足
稱
數
獨
馬
世
雍
之
後

皆
治
瘍
科
其
六
世
孫
寳
衡
最
有
名
旁
傳
弟
子
江
德
全
治
重
瘡
輒
愈
擅
名
聲

四
五
十
年
年
八
十
餘
遠
近
赴
之
舟
相
續
此
近
時
之
最
著
者
世
雍
遺
解
剖
圖

說
頗
與
前
世
異
嘗
爲
長
洲
彭
尙
書
起
豐
治
其
胃
疽
於
京
師
時
純
皇
帝
后
玉

枕
癭
破
血
射
不
止
詔
世
雍
治
應
手
而
效
遂
副
太
醫
院
恥
與
正
使
爲
比
同
乃

謝
歸
著
書
數
十
卷
子
孫
秘
之
自
西
醫
之
學
說
興
中
國
士
大
夫
漸
知
引
重
顧

或
鄙
夷
壹
切
欲
盡
棄
吾
國
固
有
之
藥
而
詆
秦
漢
以
來
相
傳
之
方
書
謂
爲
無

足
取
則
亦
果
於
不
自
信
而
好
爲
過
論
者
焉
邑
君
子
方
規
始
醫
校
以
重
生
人

而
振
醫
學
而
一
時
挾
術
以
售
者
大
率
守
晚
近
不
便
古
法
尤
無
能
折
衷
於
西

說
矣
近
世
餘
東
程
逢
恩
之
曾
祖
信
字
介
石
所
著
醫
案
論
治
痘
疹
及
伏

諸

證
足
與
海
昌
王
士
雄
諸
書
相
發
明
同
時
葉
天
士
嘗
見
其
方
嘆
謂
病
者
曰
江

北
有
此
名
醫
何
庸
遠
涉
耶
馬
氏
外
有
秦
氏
世
居
闞
家

以
醫
名
其
名
楨
者

諸
生
爲
傷
寒
約
編
能
得
其
要
恉

昔
司
馬
遷
傳
游
俠
以
爲
緩
急
人
所
時
有
也
其
實
俠
者
始
皆
以
智
力
自
長
於

其
羣
而
義
卽
所
以
撫
衆
其
聲
遠
者
其
義
富
則
一
時
健
桀
驁
宕
之
士
慕
而
歸

之
者
益
多
故
其
勢
常
足
以
犯
禁
而
上
與
世
主
爭
名
即
誅
夷
之
旤
踵
焉
然
使

鄕
曲
廉
謹
以
俠
自
喜
者
爲
之
則
時
亦
足
以
靖
民
故
其
義
不
絕
於
天
下
也
通

處
江
海
之
交
仍
數
百
年
不
見
兵
革
民
畏
吏
若
鬼
神
顧
地
旣
不
給
於
耕
而
道

咸
以
後
生
聚
衆
而
風
氣
亦
薄
雖
窮
僻
之
處
資
不
足
中
人
猶
各
逞
無
等
之
嗜

者
什
嘗
居
六
七
而
吏
之
至
者
非
必
盡
有
寧
民
之
心
則
奸
宄
並
肆
侵
漁
良
懦

益
不
能
得
職
故
閭
里
之
俠
亦
各
並
時
迭
興
其
能
以
才
力
主
斷
一
方
雖
不
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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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於
是
非
而
小
民
恃
之
不
至
於
訟
庭
又
無
所
容
利
於
其
心
而
喜
推
解
以
濟

人
之
厄
則
其
名
聲
常
滿
於
百
里
間
吏
雖
或
患
之
而
亦
不
得
不
傾
倚
以
時
排

難
而
解
紛
故
其
所
交
游
日
多
則
環
而
居
之
者
日
敬
畏
死
而
遠
近
之
人
嘆
息

想
像
之
不
衰
近
五
十
年
間
得
其
似
三
人
其
前
蓋
不
可
得
而
言
矣
其
他
藉
勢

爲
暴
於
鄕
閭
雖
或
傳
其
義
有
過
人
之
才
所
謂
盜
賊
而
居
民
間
者
耳
何
足
算

乎
朱
浩
軒
以
字
行
居
包
場
包
場
之
人
皆
戴
之
旣
重
其
族
朱
宮
貴
之
廉
哀
其

老
而
私
爲
之
具
謂
宮
貴
從
子
曰
汝
叔
不
肯
受
吾
錢
吾
固
不
忍
具
汝
叔
後
須

汝
償
也
其
故
人
子
某
婦
歿
於
翁
家
翁
積
輕
其
聓
書
生
而
家
距
遠
翁
遽
欲
苦

之
遷
其
尸
交
游
盡
眙
某
夜
走
書
告
浩
軒
侵
晨
遣
其
子
馳
至
爲
治
喪
甚
備
及

歸
過
謁
之
搖
手
不
令
謝
一
語
屬
慰
親
而
已
爲
人
有
內
行
故
宮
貴
尤
敬
禮
焉

張
人
杰
字
秀
夫
居
金
沙
同
治
初
餘
東
民
與
鹺
販
相
持
販
倚
場
使
脅
民
民
大

譁
遽
集
衆
要
場
使
知
州
輒
上
變
巡
撫
省
驟
遣
軍
來
人

要
其
友
請
以
百
口

保
民
無
他
顧
不
及
軍
行
過
要
索
亦
輒
立
應
之
故
不
先
受
殘
性
䟽
畧
不
省
貲

財
有
吉
凶
事
不
舉
者
卽
助
之
不
足
則
稱
貸
有
爭
訟
者
必
爲
平
釋
然
年
七
八

十
尤
喜
游
閒
求
之
者
雖
甚
寒
暑
必
不
於
其
家
得
也
熊
兆
元
字
鼎
弇
居
袁
竈

港
少
時
借
人
報
仇
俠
烈
甚
其
後
乃
恭
謹
與
士
大
夫
交
能
全
始
終
晚
益
爲
其

地
之
人
所
信
重
而
家
益
困
云

保
嘉
正
蓋
雍
乾
間
人
前
志
有
傳
其
書
怪
而
不
狂
或
傳
老
人
習
武
舉
嘗
匄
求

善
書
不
能
得
即
發
憤
自
肄
終
其
身
爲
之
及
老
而
目
不
明
猶
爲
人
作
大
書
王

瓊
澤
言
少
時
嘗
聞
諸
其
父
保
先
生
年
九
十
七
赴
弔
於
呂
四
戚
家
席
有
海
蝦

所
製
品
蝦
故
呂
四
著
產
先
生
美
之
乞
一
瓻
歸
舟
行
苦
不
能
酒
乃
卽
以
之
代

酒
飮
未
至
城
東
門
橋
發
病
卒
馮
善
徵
曰
老
人
嘗
衒
其
書
於
京
師
求
供
奉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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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而
報
罷
有
枯
樹
掛
死
蛇
之
目
遂
不
得
意
而
歸
蓋
聞
親
云
當
同
光
間
南
通

言
族
鉅
而
多
財
者
衆
必
稱
徐
馮
其
子
弟
率
好
游
獨
善
徵
之
父
純
佑
字
銘
之

諸
生
少
幽
恬
嘗
家
居
不
出
爲
蟲
魚
花
鳥
之
嬉
老
而
耗
其
產
畧
盡
然
能
究
物

品
盡
其
性
能
得
奇
葩
於
叢
雜
之
中
見
葉
即
知
其
迥
絕
或
以
色
使
魚
爲
起
伏

或
使
鳥
爲
郵
逾
江
淮
不
失
凡
有
接
觸
皆
有
譜
記
可
觀
亦
篤
嗜
金
石
及
鄕
先

輩
書
畫
文
字
善
徵
葆
之
獨
完
故
得
以
次
前
聞
焉

蔣
秋
田
終
其
身
爲
天
算
解
風
角
之
術
與
范
崇
簡
比
鄰
而
居
朝
夕
過
從
以
爲

樂
崇
簡
嘗
受
琴
於
母
孺
人
曹
一
夕
爲
秋
田
鼓
琴
絃
忽
絕
占
之
曰
某
日
加
某

時
雷
擊
前
苑
柘
樹
無
患
也
至
時
與
曾
王
父
共
守
之
果
大
雷
電
以
震
枝
幹
盡

焚
色
不
改
而
內
作
炭
屑
其
他
占
驗
無
不
應
者
秋
田
所
居
有
大
皂
莢
樹
至
今

猶
存
衆
相
傳
爲
靈
恠
不
敢
伐
也

王
正
蕃
老
人
廷
楨
嘉
慶
間
舉
人
復
州
知
州
光
緖
初
年
八
十
餘
矣
喜
弈
甚
每

過
其
友
弈
一
頷
首
外
即
據
枰
著
子
隨
手
四
五
局
不
厭
或
有
急
欲
行
意
怏
怏

不
之
顧
也
當
是
時
國
弈
周
兆
奎
已
歿
其
從
第
瑩
亦
以
能
弈
名
而
陳
氏
子
寅

少
得
珠
媚
園
所
留
諸
客
譜
年
銳
而
最
工
老
人
與
之
爲
接
對
亦
不
以
自
懈
珠

媚
園
者
在
州
治
東
北
明
顧
尙
書
所
構
乾
隆
中
王
景
獻
居
之
咸
同
間
四
方
賓

客
尤
盛
今
建
爲
女
子
師
範
學
校
者
也
老
人
旣
日
弈
城
中
不
期
而
爲
羣
及
老

人
歿
寅
亦
置
不
復
爲
民
國
建
元
邑
之
子
弟
頗
喜
弈
推
寅
爲
之
師
時
無
年
德

若
老
人
與
其
閒
者
然
多
自
好
之
士
云

馮
老
人
延
齡
字
大
年
康
煕
閒
通
州
隷
揚
州
府
州
錄
老
人
學
童
第
二
送
試
於

學
道
於
時
取
進
入
學
者
例
須
納
棚
費
十
餘
金
不
者
或
言
雖
旣
得
而
猶
奪
之

老
人
偕
往
之
四
人
皆
前
列
無
所
取
貲
老
人
探
囊
計
足
四
人
金
謂
四
人
者
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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吾
不
爲
士
猶
能
爲
商
公
等
舍
此
莫
適
矣
夜
分
金
投
四
人
牀
亡
歸
自
茲
不
復

進
取
至
乾
隆
二
十
五
年
老
人
年
八
十
餘
遺
敎
析
產
猶
言
吾
澹
於
榮
利
無
所

積
以
遺
子
孫
而
未
嘗
不
遺
之
以
安
好
書
令
辭
篤
雅
君
子
也
光
緖
二
十
八
年

老
人
之
弟
五
世
孫
澂
得
老
人
書
敗
簏
中
以
示
范
當
世
且
曰
幸
先
生
記
之
范

當
世
曰
老
人
之
欲
貴
其
友
而
自
沒
也
乃
不
知
從
其
時
到
今
著
於
學
官
籍
者

已
三
四
千
人
而
四
人
者
卒
莫
能
紀
焉
及
若
舉
老
人
之
風
義
以
傳
於
世
則
一

二
人
而
止
矣
人
顧
何
爲
而
不
自
喜
耶

邑
之
爲
塔
者
三
曰
狼
山
支
雲
塔
曰
城
東
南
文
峯
塔
惟
天
寧
禪
寺
後
院
所
謂

光
孝
塔
者
獨
癯
然
秀
出
兀
立
於
城
中
爲
四
方
所
仰
望
尙
書
胡
長
齡
居
其
西

偏
尙
書
兒
時
家
貧
甚
有
茅
屋
才
數
楹
母
夫
人
孀
也
恃
紡
以
給
讀
墖
例
於
七

月
晦
日
供
祭
掃
始
縱
人
登
臨
尙
書
少
嘗
與
羣
兒
並
登
欲
得
爵
鶵
於
最
高
級

上
則
獨
緣
欄
檻
以
足
鈎
柱
端
更
斜
著
空
際
危
取
之
時
見
者
或
驚
呼
尙
書
駴

愕
而
足
解
乃
驟
以
兩
手
攀
角
而
歌
身
左
右
激
宕
而
取
勢
一
釋
手
竟
墮
於
欄

中
從
容
拾
級
而
下
則
羣
詫
而
智
之
且
尤
恠
其
能
歌
尙
書
顧
亢
言
吾
不
歌
不

將
墮
地
死
乎
於
是
鄕
先
生
金
公
見
而
妻
以
女
也
金
名
峻
候
銓
知
縣
其
女
即

范
當
世
兄
弟
祖
母
之
姑
後
撫
焉
以
爲
女
卽
公
子
標
之
女
也
標
以
拳
勇
名
於

乾
嘉
之
間
光
緖
季
年
寺
屋
半
入
中
學
校
而
墖
益
敝
敗
民
國
五
年
張
詧
張
謇

屬
狼
山
僧
願
持
修
之
孤
標
奐
然
如
故
矣

石
橋
者
法
輪
寺
方
丈
也
蓄
髮
讀
書
通
經
典
尤
喜
誦
孟
子
其
書
頗
宗
二
王
然

甚
自
惜
不
輕
爲
人
書
歿
時
以
所
臨
摹
二
本
屬
其
友
人
范
當
世
而
張
謇
朱
銘

盤
皆
爲
之
跋

通
之
設
自
周
顯
德
不
可
謂
非
遙
居
江
淮
尾
閭
東
阻
海
天
下
雖
甚
亂
非
兵
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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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區
故
無
甚
蕩
覆
殘
燬
之
禍
然
求
古
金
石
之
貽
留
自
元
明
以
上
者
乃
一
不

可
得
何
也
且
亦
祗
治
城
天
寧
禪
寺
見
所
謂
元
天
順
碑
及
明
季
所
鑄
爐
瓶
其

文
字
近
古
餘
則
近
時
所
出
元
張
萬
戶
碑
而
此
外
不
稍
槩
見
焉
豈
前
人
之
不

爲
抑
爲
之
而
不
知
寳
或
寳
之
而
物
之
成
毁
聚
散
亦
各
有
其
時
歟
不
寧
惟
是

張
氏
爲
博
物
苑
求
一
縣
古
物
獨
得
二
三
造
像
稍
可
觀
而
前
此
爲
高
中
校
用

毘
盧
閣
地
時
有
瓌
異
甚
偉
之
銅
佛
六
七
尊
竟
倉
卒
被
毁
不
可
續
是
不
尤
爲

可
惜
者
耶
通
之
澄
泥
硏
故
有
名
說
者
謂
海
門
縣
舊
治
沒
江
垣
堞
經
潮
汐
久

而
溫
潤
遂
宜
硏
然
質
堅
重
類
玉
石
故
老
亦
有
謂
爲
明
季
患
倭
時
倭
以
彼
國

礁
石
實
空
艙
掠
載
多
卽
棄
石
海
瀕
而
去
宼
平
近
海
居
民
取
代
甓
或
作
砧
礎

有
靑
黃
紫
諸
色
而
紫
者
頗
罕
用
爲
研
絕
珍
然
倭
所
宼
不
一
處
其
棄
石
海
瀕

宜
不
專
於
通
顧
無
有
以
製
硏
名
產
者
何
耶
或
謂
舊
時
折
東
北
水
關
所
見
石

質
多
宜
硏
而
今
亦
無
由
得
賈
人
多
以
靈
巖

邨
石
僞
焉
然
則
一
硏
之
微
欲

指
爲
明
季
以
前
通
人
之
製
而
猶
不
可
以
强
定
無
已
其
必
以
建
造
之
三
墖
與

植
物
之
有
北
山
纓
絡
柏
爲
最
古
也
歟
又
不
寧
惟
是
前
世
士
類
不
以
巧
思
成

物
爲
異
能
獨
蔣
秋
田
爲
渾
天
儀
及
身
而
見
奪
不
復
有
傳
人
爲
之
近
時
丁
澐

字
月
湖
爲
印
香
譜
百
擇
語
雅
而
肖
物
工
求
古
精
銅
爲
爐
鞴
椎
鑿
而
役
思
乎

往
來
屈
伸
之
閒
以
此
自
喜
終
其
身
然
以
成
爐
旣
不
多
歿
而
無
復
有
繼
求
其

物
且
亦
盡
散
於
四
方
微
物
之
最
近
者
猶
如
此
更
數
百
年
後
生
小
子
其
何
以

相
嬗
而
觀
我
先
民
是
以
俛
仰
於
古
今
之
閒
而
不
勝
後
世
無
窮
之
慨
念
也
以

上
前
纂

淸
二
百
數
十
年
呂
四
之
舊
族
雄
於
貲
者
前
首
劉
氏
次
彭
氏
劉
當
乾
隆
中
葉

有
以
部
郞
官
湖
北
宜
昌
府
知
府
者
曰
鶴
齡
字
雲
臯
歿
而
王
鳴
盛
王
文
治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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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撰
書
墓
誌
時
劉
方
鼎
盛
其
家
搜
集
海
內
奇
書
名
畫
崇
飾
園
林
寺
觀
李
艾

塘
揚
州
畫
舫
錄
稱
淮
南
藏
書
以
呂
氏
劉
氏
爲
最
數
以
財
拯
濟
鄕
人
呂
四
至

今
猶
艷
稱
之
彭
氏
始
寶
榮
以
航
業
興
爲
人
多
義
聲
自
劉
氏
之
衰
呂
四
有
緩

急
大
率
倚
彭
氏
而
辦
然
彭
亦
最
爲
呂
四
舊
族
當
明
萬
曆
間
彭
大
翼
爲
山
堂

肆
考
二
百
二
十
八
卷
補
遺
十
二
卷
淸
四
庫
全
書
㧾
目
據
大
翼
弟
大
翺
及
凌

儒
叙
言
稱
其
浩
然
解
組
杜
門
海
上
者
即
寳
榮
之
先
也
寳
榮
之
曾
孫
曰
鼎
字

小
池
年
二
十
餘
游
滬
上
驟
中
死
疾
猝
遽
作
遺
書
願
以
家
產
三
分
之
一
屬
張

謇
用
以
興
學
謇
哀
其
意
爲
大
會
其
族
戚
據
遺
書
稍
稍
變
通
處
分
之
以
其
田

二
十
五
萬
步
爲
呂
四
敎
育
之
常
產
而
以
其
餘
歸
縣
城
女
子
師
範
學
校
及
其

故
不
諧
之
族
又
爲
彭
氏
族
學
以
妥
鼎
妾
與
所
遺
女
當
是
時
妾
年
裁
二
十
許

女
裁
二
歲
也
鼎
妻
沈
前
卒
有
遺
言
亦
斥
私
貲
助
興
學
爲
臚
其
事
呈
官
立
案

請
政
府
特
奬
鼎
雖
不
遂
其
年
然
能
於
危
死
之
時
决
然
善
用
其
財
以
不
沒
其

名
而
施
及
於
後
世
則
其
視
長
年
役
役
冀
以
多
財
遺
子
孫
者
其
相
去
爲
尤
遠

也通
之
爲
州
也
僻
游
人
所
不
易
及
宦
斯
土
者
亦
尠
名
彥
都
所
可
言
者
曰
知
州

黃
金
韶
劉
傳
曾
孫
雲
錦
黃
承
暄
王
仁
東
總
兵
泊
承
陞
王
吉
李
定
明
游
擊
鄧

業
良
數
人
而
已
雲
錦
識
張
謇
於
如
臯
占
籍
被
訟
時
謇
一
窮
諸
生
被
訟
鬱
塞

良
苦
雲
錦
一
見
異
之
召
之
謁
以
他
事
留
謇
獨
坐
廳
事
察
謇
未
嘗
徙
倚
足
未

嘗
移
易
尺
寸
旣
與
語
退
吿
幕
客
大
偉
視
焉
力
爲
之
請
移
歸
於
通
而
客
之
以

資
其
學
故
謇
終
身
感
焉
泊
承
陞
黃
金
韶
之
亡
未
及
三
十
年
州
人
請
入
祀
名

宦
格
於
例
未
行
王
吉
以
功
建
專
祠
而
鄧
業
良
亦
附
祀
祠
中
是
數
人
者
推
尋

其
事
蹟
並
良
能
吏
之
所
時
有
而
其
後
無
盛
大
之
名
遂
亦
漸
久
而
漸
沒
然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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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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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二
十
二

雜
紀

十
一

於
通
人
之
心
則
若
有
不
忘
者
存
固
亦
忠
厚
之
遺
焉
爾

昔
范
文
正
公
監
泰
州
西
溪
鹽
稅
爲
堤
捍
海
潮
海
門
縣
沈
起
繼
之
范
堤
自
鹽

城
迄
餘
西
餘
西
以
東
故
海
門
縣
地
皆
起
所
築
東
曁
於
海
海
頻
坍
堤
頻
蹙
今

呂
四
所
謂
倒
岸
者
即
沈
堤
蹙
而
未
盡
之
處
張
謇
治
墾
時
續
焉
沈
在
當
日
名

位
皆
不
逮
范
雖
堤
之
名
亦
爲
范
所
掩
賴
王
介
甫
沈
侯
興
修
水
利
記
一
文
彰

其
實
文
顧
不
重
哉
亦
正
視
文
爲
何
如
人
之
文
也
岳
武
穆
公
爲
通
泰
鎭
撫
使

兼
知
泰
州
戰
南
霸
以
卻
金
宼
胡
安
定
公
以
學
道
躬
開
繼
之
功
及
若
文
信
國

公
一
經
往
之
蹟
耳
至
今
父
老
無
不
知
並
處
處
祠
之
信
國
公
之
兵
馬
都
監
金

應
歿
葬
於
通
則
與
前
此
所
謂
駱
賓
王
墓
得
諸
相
傳
之
言
者
並
移
葬
於
狼
山

以
爲
重
今
觀
永
市
猶
有
文
丞
相
馬
墓
嗟
呼
名
固
愈
久
而
益
眞
抑
愈
久
而
尤

難
也
以
上
前
纂

續
纂

南
通
地
處
江
淮
海
之
間
東
更
無
地
兵
家
言
形
勢
者
所
不
爭
除
宋
金
之
際
及

倭
宼
內
犯
有
兵
事
而
三
百
餘
年
間
較
他
衝
要
處
兵
禍
爲
少
蓋
規
全
局
者
但

扼
揚
州
而
通
可
傳
檄
而
定
他
竊
發
之
盜
計
時
翦
滅
不
足
論
也
淸
兵
之
畧
定

江
北
也
大
營
駐
揚
州
下
河
各
縣
望
風
震
懾
輸
欵
紳
士
亦
隨
衆
傾
向
而
已
淸

始
任
某
知
州
恣
睢
甚
大
拂
民
意
羣
起
突
入
城
擊
殺
之
聞
於
淸
大
營
汹
汹
有

舉
重
兵
盡
屠
一
州
之
說
州
人
大
恐
無
可
爲
計
明
某
挺
身
出
願
認
首
亂
歸
法

爲
州
人
解
此
刧
於
是
州
人
生
祭
之
自
縛
投
營
支
解
而
死
此
故
老
口
口
相
傳

之
事
也
五
山
耆
舊
前
集
注
有
順
治
初
亂
民
蘇
如
轍
明
萬
里
等
刧
殺
知
州
李

喬
淸
兵
至
走
死
之
事
所
謂
明
萬
里
者
或
即
其
人
顧
何
以
亂
民
稱
之
異
矣

博
物
苑
在
縣
南
城
外
傍
濠
之
陰
密
邇
師
範
學
校
張
謇
爲
學
子
增
廣
聞
見
而

設
苑
有
梁
銅
佛
像
一
鐵
羅
漢
像
七
皆
取
之
江
寧
靈
谷
寺
寺
蕭
梁
時
所
建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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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二
十
二

雜
紀

十
二

羅
漢
像
本
十
六
軀
外
塗
以
金
燦
甚
革
命
時
黎
天
才
之
兵
所
至
騷
擾
摧
毁
以

爲
寺
像
皆
銅
値
鉅
乃
盡
毁
之
斷
頭
折
臂
洞
胸
之
像
狼
籍
敗
殿
之
上
時
衆
推

丹
徒
馬
良
暫
主
都
督
署
內
務
謇
營
博
物
苑
成
未
久
聞
其
事
乃
謀
諸
良
檢
其

稍
完
者
七
軀
並
未
遭
毁
之
銅
佛
露
稇
間
道
舟
運
於
通
續
斷
補
殘
各
位
以
龕

與
所
得
龍
門
之
石
佛
像
如
臯
唐
塑
之
迦
難
像
明
劉
鑾
塑
之
三
淸
像
並
露
列

於
苑
中
館
之
外
臺
謇
謂
苑
客
曰
是
殆
佛
像
一
小
刧
一
刧
之
後
意
且
小
明
乎

南
通
無
唐
以
前
古
蹟
可
說
北
山
瓔
珞
柏
相
傳
爲
北
宋
時
植
要
之
未
及
千
年

也
張
謇
嘗
以
師
範
學
校
農
學
校
圖
書
館
及
侯
氏
墓
之
四
銀
杏
與
黃
泥
山
北

民
家
之
樟
金
沙
市
河
漘
之
榆
類
而
次
之
作
古
樹
記
並
攝
其
影
大
都
植
自
明

代
三
五
百
年
耳
謇
若
甚
鄭
重
者
革
命
之
後
後
生
日
囂
張
矣
甚
者
狎
侮
老
成

尤
狂
悖
者
乃
至
非
孝
無
論
不
弟
安
得
少
年
學
子
推
謇
敬
樹
之
意
無
拂
其
耈

長
重
爲
風
俗
憂
也
謇
之
於
通
道
必
植
樹
以
表
之
皆
令
人
度
以
相
等
之
丈
尺

曰
吾
欲
使
南
通
新
草
木
咸
有
秩
序
耳

南
通
近
四
十
年
官
吏
之
賢
者
最
桐
城
孫
雲
錦
否
者
最
霍
邱
裴
大
中
二
人
者

皆
皖
人
從
六
安
吳
竹
如
先
生
以
宋
學
稱
當
時
號
爲
三
聖
七
賢
之
列
者
也
而

其
歸
宿
至
異
孫
牧
通
年
餘
勤
懇
如
老
儒
果
察
如
幹
吏
去
通
後
官
淮
安
江
寧

開
封
知
府
所
至
有
績
到
今
爲
人
所
思
引
疾
歸
計
其
田
宅
値
五
六
萬
金
耳
裴

牧
通
亦
年
餘
二
子
預
其
事
聲
名
甚
惡
訟
案
收
押
之
人
至
內
外
班
房
捕
廳
學

署
不
能
容
白
晝
荷
校
繫
縲
之
人
由
大
堂
連
屬
至
大
門
外
而
搜
括
庫
藏
一
空

至
淸
道
咸
閒
罰
鍰
存
庫
之
鐵
錢
亦
論
斤
以
貨
四
鄉
之
人
側
目
城
中
則
與
其

子
有
年
誼
或
他
有
關
者
暱
往
還
而
關
說
焉
范
鎧
前
纂
時
張
謇
語
之
曰
前
志

有
於
官
吏
褒
貶
之
者
邵
濳
夫
爲
州
乘
資
亦
美
惡
並
書
因
舉
孫
裴
鎧
唯
唯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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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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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否
蓋
有
所
不
忍
言
則
曰
裴
知
無
錫
錫
之
人
甚
稱
頌
之
何
也
謇
曰
然
其
在
無

錫
誠
賢
耶
無
錫
人
自
賢
之
其
在
通
誠
否
也
通
之
人
自
否
之
何
必
同
子
不
聞

裴
所
藏
金
石
書
畫
書
籍
尙
値
十
餘
萬
其
欲
得
通
陳
氏
一
古
物
不
獲
以
案
諕

而
取
去
之
乎
鎧
唯
唯
否
否
其
他
猶
可
紀
者
曰
侯
官
陳
謨
謨
爲
孫
雲
錦
任
江

寧
知
府
時
屬
吏
嘗
特
保
於
總
督
沈
文
肅
文
肅
甚
器
其
才
謨
在
通
於
命
案
勘

驗
時
束
胥
役
尤
嚴
戒
勿
侵
犯
事
人
家
曰
殺
人
有
抵
死
之
法
無
破
家
之
罰
至

爲
名
論
曰
程
遵
道
以
酷
聞
曰
劉
傳
曾
曰
黃
承
暄
曰
李
春
棠
謹
奉
法
而
已
無

他
可
表
見
者
新
政
初
行
州
縣
率
瞢
瞢
然
罔
識
所
從
或
陽
奉
令
而
陰
違
或
務

空
文
搪
塞
或
左
右
伺
便
排
擊
而
沮
撓
之
以
爲
快
亦
不
僅
南
通
官
吏
然

不

足
置
論
矣

臨
川
李
先
生
聯
琇
之
避
地
川
港
也
主
茅
錚
家
茅
家
殷
富
而
先
生
任
學
政
時

所
錄
之
廳
學
生
員
先
生
無
事
嘗
散
步
鄕
閒
入
一
邨
塾
見
塾
師
案
有
學
生
所

作
之
牽
牛
花
賦
先
生
大
稱
異
之
識
其
人
叩
其
他
所
業
其
人
則
周
家
祿
也
年

裁
十
六
七
踰
年
孫
如
僅
督
學
江
蘇
臨
試
通
州
家
祿
雋
焉
周
茅
故
有
連
茅
以

先
生
器
重
家
祿
則
引
與
其
諸
弟
讀
家
祿
因
大
得
茅
氏
藏
書
讀
之
業
頓
進
終

其
身
感
李
先
生
知
遇
不
絕

通
昔
多
畫
家
近
數
十
年
則
寥
寥
可
數
矣
淸
同
光
閒
單
竹
孫
林
以
寫
眞
名
每

寫
一
眞
與
其
人
坐
對
日
三
五
時
凝
神
注
目
審
度
面
部
及
顧
盼
言
笑
莊
諧
之

姿
勢
乾
墨
淡
赭
鉤
烘
鉤
勒
烘
染
輒
三
五
日
成
一
眞
十
八
九
能
肖
亦
工
花
卉

翎
毛
走
獸
筆
力
超
渾
顧
性
懶
癖
菸
非
窘
不
畫
菸
尤
急
於
食
也
卒
葬
劍
山
之

陰
王
靜
軒
燕
終
身
於
畫
而
方
雅
不
逮
單
名
亦
稍
下
然
其
人
殊
不
苟
且
年
過

七
十
老
病
將
卒
偶
傷
指
濺
血
於
素
紙
因
作
杏
燕
圖
遂
成
絕
筆
其
友
人
屬
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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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
謇
題
詩
於
上
存
博
物
苑
北
館
焉
以
上
續
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