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郡
學
故
優
行
生
員
肯
構
郭
公
墓
誌
銘
錢

大

昕

三
晉
以
孝
友
世
其
家
者．
曰
平
遥
郭
氏．
五
世
同
居．
門
無
異

財．
縣
學
生
肯
堂
肯
構
兩
翁．
實
董
其
家
政．
每
督
學
使
者
至．

輒
旌
其
門
以
示
勸．
土
大
夫
翕
然
交
稱
之．
今
春
肯
構
公
卽

世．
將
卜
葬
於
城
西
十
里
之
長
寧
原．
其
從
子
禮
實．
狀
其
行

事
乞
余
銘．
禮
實
與
余
同
年
進
士．
肯
堂
公
子
也．
讀
其
狀
質

而
無
溢
美．
故
樂
得
而
書．
公
諱
大
址．
肯
構
其
字．
始
祖
諱
思

忠．
自
陜
西
渭
南
縣．
徙
平
遥
之
王
郭
村．
其
十
世
孫
曰
三
耀．

生
縣
學
生
紹
儀．
紹
儀
生
三
子．
長
爾
強．
爲
肯
堂
翁
之
考．
季

爾
翰．
實
生
公．
故
公
於
肯
堂
翁
爲
從
父
昆
弟．
公
少
肯
堂
翁

一
歲．
總
角
時
食
同
器．
卧
同
榻．
入
塾
同
硯
席．
旣
冠
同
籍
學

宫．
自
壯
至
老．
晨
夕
相
依．
雖
同
産
無
以
過
也．
公
壯
貌
嚴
重．

鬚
長
尺
餘．
事
親
孝．
交
友
信．
視
端
行
直．
非
禮
不
動
家
世
同

㸑．
食
指
衆
多．
而
肯
堂
翁
性
曠
澹．
事
無
大
小．
悉
委
之．
公
每

辨
色
卽
起．
諸
子
姓
上
堂
問
起
居
惟
謹．
婚
嫁
喪
祭．
必
裁
以

禮．
平
居
服
用．
皆
取
儉
樸．
獨
課
子
弟
讀
書．
必
延
名
師．
一
門

羣
從
學
業
皆
有
師
法．
平
遥
三
百
年
來．
以
進
士
起
家
者
自

禮
實
始．
公
之
教
也．
禮
實
之
孫．
於
公
巳
親
盡．
公
撫
之
如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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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．
有
過
輒
加
箠
楚．
公
旣
不
以
屬
疎
引
嫌．
家
人
亦
帖
然
無

少
嫌
也．
姑
之
子
某．
負
官
錢
二
百
緍．
吏
逮
治
之
急
旦
夕
且

瘐
死．
公
齎
白
金
詣
縣
代
輸
之．
得
釋．
諸
姑
之
孫
以
貧
告
者．

公
出
資
數
百
金．
俾
各
作
生
計．
折
閱
殆
盡
無
慍
色．
或
諷
公

不
善
殖
財．
則
曰．
吾
藉
先
世
遺
産．
家
頗
饒．
彼
雖
遠
戚．
自
吾

祖
視
之．
皆
外
孫
曾
也．
吾
敢
私
先
人
所
有．
哉．
公
生
於
康
熈

三
十
二
年
六
月
十．
三
日．
卒
於
乾
隆
二
十
九
年
三
月
十
六

日
春
秋
七
十
有
二．
配
高
氏．
子
男
一
人．
于
京
國
學
生．
女
三

人．
適
國
學
生
梁
瑆．
介
休
縣
學
生
范
韜
光．
國
學
生
張
應
璠．

孫
男
三
人．
豐
型．
豐
烈
豐
孚．
銘
曰．
子
壯
出
分
俗
自
秦
别
籍

異
財
始
弟
昆．
戚
單
服
盡
行
路
均．
不
念
厥
初
同
一
身．
范
道

根．
李
聖
伯．
五
世
同
居
表
史
册．
誰
其
繼
之
平
遥
郭．
千
秋
萬

載
視
貞
石．

贈
儒
林
郞
翰
林
院
檢
討
曹
公
墓
碣
幷
銘
錢

大

昕

吏
科
掌
印
給
事
中．
汾
陽
曹
君
學
閔．
一
日
過
其
同
年
友
錢

大
昕
告
之
曰．
某
之
先
人
行
甚
高．
而
不
求
聞
於
世．
旣
殁
四

十
年．
士
大
夫
數
鄕
之
耆
德
宜
有
後
者．
必
首
屈
一
指
焉．
夫

無
善
而
誣
其
先．
非
孝
也．
有
善
而
不
能
彰．
非
義
也．
某
生
十

二
年
而
孤．
於
先
人
行
事．
知
之
不
詳．
惟
夙
所
聞
於
先
太
宜

人
及
親
故
常
所
稱
述
不
誣
者．
粗
識
一
二．
乞
吾
子
一
言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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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墓
石．
給
事
人
品
修
潔．
其
文
質
直
無
虗
詞．
乃
詮
次
而
志

之．
曰．
公
諱
曰
英．
字
彦
傑．
世
居
汾
陽
縣
城
北
十
里
之
太
平

村．
曾
祖
朝
仕．
嘗
遇
異
人
授
以
術．
可
暴
富．
終
不
一
試．
客
請

以
千
金
受
其
方．
曰
挾
術
而
忘
義．
豈
惟
害
人．
兼
將
害
已．
固

弗
與．
易
簀
時．
告
其
子
曰．
吾
得
異
術．
非
不
知
可
少
利
汝
曹

也．
然
遺
之
以
利．
何
如
遺
之
以
正
乎．
術
竟
不
傳．
公
未
冠
失

所
怙．
事
母
夫
人
孝．
爲
邑
諸
生．
有
聲
庠
序
間．
與
人
交
有
終

始．
重
然
諾．
倜
儻
好
施
予．
宗
䣊
頼
以
舉
火
者
甚
衆．
邑
有
王

惠

先
生
者．
孝
子
也．
貧
而
樂
道．
獨
與
公
善．
歲
時
常
餽
之

粟．
寒
則
遺
之
布．
人
或
效
公
所
爲．
王
先
生
輒
怒
曰
若
豈
彦

傑
比
哉．
安
得
以
所
有
溷
我．
張
媪
者．
於
母
夫
人
爲
中
表
姊

妹．

老
無
所
依．
公
養
之
終
其
身．
張
病
且
死．
語
人
曰．
吾
受

曹
氏
恩．
無
以
報．
天
道
有
知．
其
子
孫
必
有
顯
者
矣．
汾
之
土

斥
鹵
可
鹽．
塞
外
鹽
亦
間
有
擔
以
至
者．
例
皆
禁
不
得
售．
而

令
商
轉
安
邑
池
鹽
鬻
於
市．
道
險
又
回
遠．
鹽
益
貴．
豪
商
倚

勢
凌
平
民．
輒
誣
以
私
販
罪．
公
稔
其
害．
糾
同
志
詣
官
白
狀．

請
均
其
稅
於
糧．
而
逐
商．
事
得
行．
民
至
今
以
爲
便．
居
鄕
務

爲
退
讓．
子
偶
與
邨
甿
詬
語．
卽
抶
之．
曰
此
吾
鄰
里．
卽
汝
諸

父
行．
孺
子
敢
無
禮
邪．
親
詣
甿
舍
謝
失
教．
不
計
其
曲
直
也．

年
五
十
有
一．
自
尅
其
亡
之
日．
病
革．
家
人
移
床
正
寢．
笑
曰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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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尙
須
數
刻．
及
期．
整
衣
冠
而
逝．
實
雍
正
九
年
九
月
三
日
也．

配
王
宜
人．
壽
陽
縣
儒
學
訓
導
凝
道
公
之
女．
奉
養
君
姑．
數

十
載
無
間
言．
後
公
二
十
歲
卒．
子
男
四
人．
長
學
曾．
次
學
思．

季
學
雍．
給
事
其
叔
子
也．
登
乾
隆
甲
戌
進
士．
由
翰
林
院
檢

討．
累
遷
今
官．
女
五
人．
孫
男
六
人．
延
齡．
喬
齡．
錫
齡．
鶴
齡．
夢

齡．

齡．
曾
孫
三
人．
守
廉．
守
拙．
守
儉．
給
事
又
言．
公
殁
後
數

日．
見
夢
於
給
事．
張
葢
輿
馬．
導
從
甚
盛．
到
家
撫
諭
子
弟
如

平
時．

世
俗
所
祀
神
人
者．
嗚
呼．
幽
明
之
理．
固
不
可
測．
而

行
道
有
福
其
常
也．
世
果
有
神
人．
其
必
在
正
直
而
壹
者
矣．

生
不
求
聞．
死
而
神
之．
此
理
之
可
信
者
夫．
給
事
在
翰
林
日．

逄

國
大
慶．
得
贈
及
父
母．

勅
贈
公
儒
林
郞
翰
林
院

檢
討．
王
宜
人

贈
安
人．
葬
在
本
村
之
西
原．
以
乾
隆
十
八

年
歲
次
癸
酉
正
月
二
十
六
日．
銘
曰．
西
河
古
郡
卜
子
所
教．

凛
然
節
槪．
先
民
是
傚
亹
亹
曹
公．
行
善
於
鄕．
貞
固
隱
括．
以

矯
俗
涼．
五
十
未
衰．
乘
化
則
止．
匪
天
靳
之．
以
昌
孫
子．
幽
蘭

空
谷．
其
芳
不
言．
過
者
必
式．
有
道
之
阡．

宋
孟
曹
玉
山
救
水
災
文
郭

興

讓

汾
水
源
出
管
涔．
南
經
太
原．
合
涂
晉
諸
水
而
流
益
廣．
抵
平

介
間．
地
勢
平
衍．
水
不
受
制．
每
夏
秋
汛
水
怒
漲．
則
漂
没
田

廬．
淹
斃
人
畜．
不
可
勝
數．
葢
延
袤
百
餘
里
間．
瀕
河
村
落．
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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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有
寧
宇．
丁
亥
七
月．
霪
潦
連
日
夜．
汾
水
衝
決．
沿
河
浸
没
數

十
村．
而
平
邑
南
官
地
村．
爲
害
尤
烈．
平
地
水
深
丈
餘．
居
人

二
百
戸
屋
宇
盡
坍．
婦
女
乘
木
板
漂
泊
巨
津
中．
號
呼
望
救．

人
爭
逃
命．
雖
兄
弟
妻
子
不
相
．
余
姻
孟
曹
玉
山
昆
仲．
新

搆
大
厦．
地
高
厰．
水
不
能
浸．
急
具
木
筏
拯
溺
水
者
於
家．
男

女
凡
數
百
口
有
奇．
分
處
內
外
舍．
朝
夕
煑
粥
餔
之．
歴
五
六

日
無
難
色．
村
人
舉
手
加
額
相
謂
曰．
今
日
之
患．
㣲
宋
氏
兄

弟
活
我．
吾
其
爲
魚
矣．
水
退．
衆
始
稍
稍
引
去．
葢
二
百
戸
舉

得
無
恙．
是
舉
孟
曹
倡
之．
而
經
紀
衆
人
之
居
處
飮
食
使
各

得
所
者．
則
玉
山
偕
弟
璲
與
侄
大
鵬
之
力
居
多
云．
十
月
水

涸．
村
人
旋
集
故
里．
將
製
屛
酧
德
以
誌
不
忘．
孟
曹

之
再

三．
卒
不
獲．
村
人
於
是
走
予
乞
言．
予
考
古
傳
記
所
載
救
災

恤
患．
若
潘
好
古
葉
封
翁
輩．
所
活
不
過
數
人．
或
數
十
人．
而

子
若
孫
登
甲
科．
履
臺
鼎
其
食
報
彰
彰
如
是．
今
孟
曹
昆
季

拯
數
百
人
於．
洪
濤
巨
浪
之
中．
而
袵
席
之．
飮
食
之．
其
惠
澤

所
及．
視
古
人
何
如．
其
食
報
於
將
來．
寧
可
量
邪．
雖
然．
使
孟

曹
昆
弟．
預
圖
食
報
而
始
爲
是
舉．
則
是
有
所
爲
而
爲
之．
此

心
巳
爲
利
欲
所
障．
狥
利
之
人．
其
肯
捐
目
前
顯
據
之
利．
而

圖

茫
不
可
知
之
報
邪．
惟
目
擊
漂
泊
之
狀．
耳
聞
號
呼
之

聲．
中
心
惻
惻．
如
疾
痛
在
身．
欲
須
臾
緩
其
拯
救
而
不
能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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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．
而
豈
有
所
爲
而
爲
之
也
哉．
孟
曹
昆
季
幸
推
廣
此
心．
遇

災
則
救．
見
患
則
恤．
將
德
施
無
窮．
䝉
休
者
不
獨
在
一
鄕
矣

予
拭
目
望
之．

遊
超
山
記
郭

興

讓

超
山
於
吾
邑
最
稱
名
勝．
乙
亥
秋．
侍
家
君
杖
履
徃
遊
焉．
自

城
南
車
行
三
十
里．
皆
平
田
廣
疇．
無
可
登
眺．
近
東
泉．
隱
隱

望
之．
煙
樹
蒼
茫
中．
遠
峯
時
露．
始
令
人
有
谿
山
之
想．
逾
五

里
至
郭
谷
灘．
灘
際
兩
崖
間．
亂
石
縱
横
如
卵
如
棋．
最
奇
者．

如
無
人．
如
奇
鬼
卧
獸
不
可
名
狀．
水
從
石
間
流
出．
潺
潺
有

聲．
灘
行
數
十
武
緣
磴
東
上．
有
徑

山
腰
間．
廣
可
並
騎．
遇

險
狹
處．
須
側
肩
行．
左
顧
石
壁
百
仞
立．
巓
有
林
木．
望
之
若

小
草
狀．
右
臨
深
澗．
水
溶
溶
不
可
逼
眎．
偶
一
摇
目．
意
凛
然

輒
欲
墮
下．
盤
折
紆
㢠
十
餘
里．
始
復
下
灘
中．
境
稍
平
曠．
神

色
徐
定．
廻
眎
逕
上
行
者．
如
置
身
峩
眉
天
半．
自
是
折
而
東．

磴
益
高．
澗
益
深．
崎
嶇
不
減
前
逕．
而
懸
崖
怪
樹．
怡
人
心
目．

登
陟
之
艱．
殆
若
忘
之．
東
行
半
里
許．
崖
壁
如
削．
多
宋
元
人

刻
章．
漫
漶
不
可
讀．
余
方
㨇
挲
其
下．
而
山
僧
已
軋
然
啟
扉

肅
客
矣．
揖
同
儕
扶
老
人
拾
級
上
憩
百
福
禪
院．
院
東
偏
有

閣
曰
飛
雲．
淸
光
左
峙．
紫
葢
遥
臨．
叠
嶂
層
巒．
皆
几
席
間
物．

南
瞰
松
嶺．
蒼
翠
接
天．
此
身
殆
欲
飛
去．
因
亟
呼
山
僧
前
導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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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觀
龍
泉．
泉
卽
前
灘
潺
潺
作
聲
者
也．
水
流
齧
石
成
澗．
廣
不

可
踰．
通
之
以
梁．
踰
梁
而
上
抵
萬
松
嶺
濤
聲
謖
謖
若
與
水

聲
上
下
相
應
和
然．
立
其
巓．
遥
望
遠
峰．
湧
螺
獻
翠．
昌

所

云
天
宇
浮
修
眉
者．
仿
彿
遇
之．
寺
僧
遥
指
東
嶺
招
提．
境
更

幽
邃．
俗
所
謂
後
寺
者
是
也．
余
欣
然
神
徃．
方
欲
偕
同
儕
鼓

力
而
前．
於
時
日
西
沉．
風
颼
颼
響
林
木
間．
遥
見
老
人
從
閣

上
舉
袂
招
之．
乃
相
率

故
道
下．
還
寺
中．
已
深
黑
不
見
人

矣．
越
宿
而
去．
時
同
遊
者．
余
友
梁
修
六．
郝
康
侯．
及
門
人
安

東
之．
郝
大
臨．
田
大
全
也．

贈
儒
林
郞
翰
林
院
檢
討
曹
先
生
墓
表
朱

筠

汾
陽
曹
君
孝
如．
生
十
二
年
而
孤．
孤
而
力
學
有
立．
又
十
年

而
舉
於
鄕．
又
十
有
四
年
而
成
進
士．
改
庶
吉
士．
六
年
授
館

職．
又
三
年．
改
官
河
南
道
御
史．
有
聲．
又
五
年．
晉
刑
科
給
事

中．
又
一
年．
轉
吏
科
掌
印
給
事．
乃
以
其
尊
甫
先
生
之
遺
行．

告
於
其
同
年
友
大
興
朱
筠
曰．
學
閔
不
禄．
不
及
侍
先
君
子

於
有
所
知
識
之
時．
於
先
君
子
之
行
懜
焉．
及
少
有
所
知
識．

得
之
鄕
人
所
稱
道．
咸
謂
先
君
子
較
然
有
古
王
彥
方
之
風

然
問
其
事．
十
不
得
一
二
也．
卽
問
得
一
二
亦
不
全．
學
閔
其

何
以
爲
人
子．
竊
思
欲
稍
稍
次
第
梗
槪
以
告
於
世．
恐
言
之

不
寔
或
誣
吾
先
君
子．
然
及
今
不
書．
又
恐
日
久
益
忘
失．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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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重
學
閔
之
無
以
爲
子
也．
學
閔
謹
以
其
所
知
識
者
告
子．
子

爲
書
之
以
示
我
嗣
人．
筠
謂
如
子
言．
尊
甫
先
生
應
銘
法．
且

子
已
貴
爲
都
諫
官．
官
五
品．
先
人
之
墓
道．
當
伐
石
以
表
行．

於
制
爲
稱．
筠
兹
當
爲
子
表
先
生
之
行
於
阡．
無
所
辭．
謹
按

先
生
諱
曰
英．
字
彦
傑．
山
西
汾
陽
人．
世
居
郡
北
之
太
平
村．

曾
祖
諱
朝
仕．
遇
異
人
授
術．
云
可
立
富．
或
以
千
金
願
得
其

術．
嘆
曰．
吾
術
信．
豈
獨
得
千
金
哉．
顧
心
不
義
之．
故
不
用．
亦

不
欲
告
子
以
得
千
金．

之．
臨
終
謂
子
孫
曰．
吾
授
異
人
術．

非
不
知
可
以
少
遺
利
子
孫
也．
然
何
如
遺
若
以
正
乎．
術
竟

不
傳．
其
事
在
明
之
季
年．
祖
諱
復
琦．
祖
母
靳
氏．
鼎
革
初．
靳

夫
人
率
諸
子
避
兵
於
村
東
之
羅
城
鎭．
旣
定
來
歸．
家
室
已

空．
入
門
坐
堂
中
堦
上．
抱
兒
泣．
俄
見
乳
貍
將
子
自
水
溝
入．

夫
人
卽
止
泣
撫
兒
曰．
吾
子
孫
有
起
日
矣．
自
是
家
日
以
豐．

父
諱
應
璽．
母
樊
氏．
先
生
生
十
八
年．
父
卒．
識
力
絶
人．
自
念

少
孤
而
處
豐．
不
樹
立．
易
敗
也．
於
是
內
嚴
事
母
夫
人．
外
從

名
師
何
先
生
者
遊．
奉
之
至
謹．
以
自
檢
束．
何
先
生
者
學
甚

高．
性
尤
忭
急．
飮
食
起
居．
小
不
中
節．
輒
訶
責
求
去．
食
器
有

一
窳
駁
者．
輒
面
擲
碎
之．
先
生
拱
立
下
氣
以
謝．
師
爲
感
動．

課
之
盡
力．
服
除
入
縣
學．
爲
名
諸
生．
後
師
竟
老
於
縣
中．
且

死．
先
生
心
喪
之
如
父．
所
以
始
終
盡
交
於
其
子
者
無
不
至．



ZhongYi

汾
州
府
志

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九

縣
有
傅
靑
主
先
生
山
之
弟
子
王
先
生
某．
孝
子
也．
貧
不
受

人
一
錢．
先
生
與
之
交
甚
歡．
賙
之
則
受．
數
十
年
如
一
日．
有

張
媪
者．
先
生
母
氏
之
中
表
姊
妹
也．
老
無
所
歸．
先
生
推
母

夫
人
之
愛．
養
之
終
身．
卒
頃
曰．
吾
死
無
以
報
曹
氏
恩．
惟
祝

天
祝
曹
氏
子
孫
而
已．
其
厚
德
之
感
人
有
如
此．
先
生
尤
善

處
人
骨
肉
之
間．
而
其
居
鄕
里
也
固
讓．
鄕
人
某
以
過
見
怒

於
其
父．
父
過
怒．
鳴
之
官．
先
生
爲
徃
來
委
折
罕
譬．
以
天
性

道
之．
父
子
歡
然．
卒
無
閒．
長
子
學
曾．
與
村
中
老
農
語
言
不

相
下．
先
生
聞
之
怒．
曰
若
聞
小
雅
所
稱
諸
父
諸
舅
微
我
有

咎
者
邪．
若
今
且
得
罪
於
鄕
黨
州
里
矣．
手
批
其
頰．
令
卽
老

農
謝
過
然
後
已．
先
生
居
常
恂
恂．
遇
事
不
可．
未
嘗
有
所
畏

懾．
雍
正
中
郡
人
苦
鹺
商
之
横．
而
郡
下
地
故
可
煎
鹽．
且
黄

河
東
出
套
外
歸
化
城
所
在
鹽
舟．
溯
流
計
日
集
郡
中．
食
無

缺．
先
生
先
率
郡
人
具
疏
所
以．
告
於
當
事．
且
言
郡
民
願
均

鹽
稅
於
田
良
便．
事
聞
得
請．
而
商
竟
逐．
郡
人
至
今
頼
焉．
先

生
生
平
奉
母
至
孝．
母
夫
人
好
躬
自
操
作．
先
生
事
事
無
不

先
當
其
意．
而
母
不
勞．
且
喜
甚．
會
疾
作．
母
來
視
之．
雖
憊
極．

必
強
歡
笑
以
慰
母．
疾
革
前
十
日．
豫
知
死
時
刻．
召
諸
子
曰

吾
生
五
十
年．
自
問
不
覺
有
所
慚
恧．
惟
不
克
終
養
吾
母．
此

心
惓
惓．
若
輩
當
畢
吾
志
耳．
令
家
人
具
衣
冠．
遷
牀
正
寢
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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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其
上．
獨
置
冠
於
胸．
微
笑
曰．
尙
需
數
刻
少
旋．
冠
而
卒．
越
數

日．
幼
子
學
閔．
夢
先
生
駕
輧
張
葢．
儀
導
甚
偉．
徑
來
至
家．
呼

學
閔
撫
誨
如
病
中．
嗚
呼．
其
先
生
之
精
爽
未
沬
者
邪．
先
生

生
康
熈
二
十
年
辛
酉
十
一
月
八
日．
卒
雍
正
九
年
辛
亥
九

月
三
日．
年．
五
十
有
一．
夫
人
王
氏．
稱
克
配
云．
後
先
生
二
十

年
卒．
乾
隆
辛
巳．
遇

覃
恩．
時
學
閔
官
檢
討．
獲

贈
先

生
曁
夫
人
如
其
官
階．
子
四
人．
學
曾．
學
思．
學
閔．
學
雍．
孫
六

人．
延
齡．
喬
齡．
錫
齡．
鶴
齡．
夢
齡．

齡．
曾
孫
三
人．
守
廉．
守
拙

守
儉．
其
詳
具
載
於
錢
學
士
大
昕
所
作
碣
銘
中．
筠
特
書
先

生
之
孝
於
親．
睦
於
家．
任
䘏
於
鄕
黨．
敦
篤
於
師
友．
落
落
數

端．
用
揭
於
墓
道
之
石
以
告
來
者
謹
表．

正
汾
州
府
名
宦
祠
秩
祀
碑
孫

和

相

祀
典
之
有
名
宦．
嗚
呼．
難
言
之
矣．
或
數
十
年
中．
羣
思
其
功

德．
久
之
而
姓
氏
至
莫
之
能
舉．
或
得
於
民．
不
必
得
於
上．
而

以
罪
去
官．
民
雖
心
予
之．
在
官
者
未
敢
顯
列
之．
至
若
昔
時

次
志
書．
郡
縣
流
移．
考
之
不
審．
同
名
異
地．
雜
取
於
篇．
按

以
秩
祀．
初
無
證
實．
加
之
前
後
沿．
襲．
訛
舛
相
承．
汾
州
府
名

宦
祠．
舊
在
祀
典
廿
有
七
人．
其
五
人．
字
文
測
西
魏
大
統
六

七
年
間
行
汾
州
事．
王
雅．
後
周
明
帝
初
除
汾
州
刺
史．
韓
褒．

定
三
年．
王
慶．
大
象
元
年．
而
舊
訛
西
魏
曰
後
周．
至
後
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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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
三
人．
則
又
一
繫
之
晉．
一
繫
之
西
魏．
一
繫
之
後
魏．
典
禮
之

地．
若
是
其
茫
昧
乎．
西
魏
之
汾
州．
在
今
陜
西
宜
川
縣．
後
周

之
汾
州．
其
一
在
今
吉
州．
卽
東
魏
所
置
南
汾
州．
其
一
在
今

霍
州
隋
開
皇
十
八
年
改
爲
吕
州．
而
唐
汾
陽
郡
王
郭
子
儀

鎭
絳
州．
絳
在
汾
水
之
陽．
唐
時
州
郡
無
名
汾
陽
者
也．
此
五

人
者．
未
嘗
官
斯
土．
然
記
稱
有
其
舉
之
莫
敢
廢．
則
以
賢
而

祀．
又
何
慙
焉．
刁
䨇．
北
魏
肅
宗
時
拜
西
河
太
守．
而
舊
繫
之

晉
房
豹．
北
齊
河
清
中．
而
舊
繫
之
三
國
魏．
其
餘
前
後
失
次

寔
多．
不
可
以
勿
正
也．
唐
汾
州
刺
史
崔
宏
禮．
史
稱
其
短
於

治
民．
又
以
愛
利
務
多
積
見
譏
不
宜
列
於
祀．
其
賢
而
功
德

及
民
舊
失
考
者．
北
魏．
裴
良．
隋
李
衍．
蕭
大
圜
唐．
崔
隱
甫．
徐

堅．
杜
希
望．
薛
從．
崔
圓．
劉
暹．
孔
巢
父．
裴
向．
魏
謩．
宋．
郭
逵．
張

確．
賈
亶．
金
郭
企
忠．
傅
愼
．
許
安
仁．
烏
古
論
德
升．
完
顏
訛

出
虎．
明．
茆
志
道．
紀
正．
張
軏．
李
善．
葉
．
伍
秀．
海
鯉．
高
俊．
張

恕．
郁
浩．
何
賢
王
崇
慶．
郭
鏗．
王
正
中．
劉
坤．
於
敖
張
倌．
孫
繼

魯
葛
守
禮
齊
宗
堯．
白
夏
麻
溶．
劉
一
佺
劉
光
祚．
王
肇
生．
侯

君
昭．

國
朝．
周
召
南．
凡
四
十
有
七
人．
或
以
賢
良
稱．
或
以

忠
義
見．
千
古
之
人
心．
懷
之
如
一
日
也
可
勿
祀
乎．
他
如
石

州
刺
史．
離
石
郡
太
守．
仍
祀
永
寧
州
名
宦．
八
州
縣
之
賢
良

忠
義．
祀
於
各
州
縣．
不
在
此
數．
夫
未
祀
而
宜
增．
旣
祀
而
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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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
廢
且
非
官
於
斯
也．
旣
祀
而
援
莫
敢
廢
之
文
以
進
之．
寔
官

於
斯．
亦
旣
祀
之
矣．
稽
其
治
行
退
之．
祀
典
之
設．
要
以
功
德

爲
斷．
觀
於
斯
者．
可
以
悚
然
懼
矣．

治
汾
說
孫

和

相

乾

隆

二

十

六

年．

文

水

縣

知

縣

顧

學

海

議．

稱

縣

境

汾

河．

自

淸

源

縣．

交

界

之

榆

林

村

起

至

田

家

堡

永

樂

村

平

遥

縣

交

界．

止

縣

亘

六

十

餘

里．

爲

寧

武

靜

樂

陽

曲

壽

陽

榆

次

太

原

太

谷

徐

溝

淸

源

交

城

祁

縣

永

寧

州

衆

水

匯

歸

之

處．

汾

河

而

外．

尙

有

文

峪

瓦

窯

磁

窯

蒿

泊

五

馬

等

河．

亦

俱

流

入

文

邑．

藉

汾

洩

水．

夏

秋

汾

水

泛

漲

其

勢

洵

涌

遷

徙

無

定．

自

古

及

今．

從

無

隄

埝

而

田

家

堡

以

上

河

槽

深

闊．

水

患

尙

少．

下

游

永

樂

村

以

下．

平

遥

汾

陽

一

帶．

河

槽

甚

淺

其

害

爲

甚．

沿

河

沙

土

不

堅．

督

民

所

築

之

隄．

又

非

官

工

可

比．

本

浮

鬆

單

薄

不

足

以

防

異

漲．

又

稱

汾

河

遷

徙

靡

常．

國

朝

數

十

年

來．

已

不

知

幾

經

更

易．

耆

老

目

擊

者．

猶

能

歴

歴

言

之

凡

遇

異

漲

奪

溜

改

道

之

時．

奔

騰

浩

瀚．

頃

刻

另

自

成

槽

寔

非

單

薄

隄

堰

所

能

防

禦．

而

汾

河

水

隨

沙

壅．

附

近

悉

繫

帶

沙

之

土．

其

性

鬆

浮．

萬

難

挑

．

且

亦

不

堪

築

隄．

目

下

所

有

隄

堰

高

寛

不

過

數

尺．

各

處

民

力

不

齊．

原

皆

有

名

無

實．

是

無

隄

固

難

禁

其

泛

溢

有

隄

亦

不

能

其

歸

槽．

無

隄

而

在

上

游

四

處

散

漫

之

害

輕．

有

隄

而

聚

於

下

游

一

處

衝

決

之

害

重．

嗣

於

二

十

七

年．

平

遥

縣

知

縣

李

在

田

議

稱

縣

境

汾

河．

自

文

水

縣

交

界

之

回

回

堡

起

至

介

休

縣

交

界

之

李

世

村

止

緜

亘

四

十

餘

里．

自

築

夾

版

隄

堰

以

來．

汾

水

泛

漲

之

際

急

流

衝

決．

勢

不

能

免．

地

畮

更

多

受

害．

似

不

若

廢

隄

堰．

聽

水

漫

散

順

流．

卽

有

淹

没．

爲

害

亦

輕

縣

境

與

文

水

縣

情

形

相

同

民

間

向

有

䕶

村

隄

堰

似

可

倣

照

文

水

縣．

沿

河

有

種

麥

田

者．

亦

聽

築

隄

防

水

麥

收

後

卽

行

廢

聽

其

漫

灘

民

力

獲

免

疲

敝．

且

汾

河

水

勢

洶

涌

沙

土

築

隄

不

能

堅

實．

一

經

泛

漲．

卽

至

衝

決

終

歸

無

益．

不

如

順

水

之

性．

聽

其

自

流．

無

庸

兩

岸

修

築

夾

版

隄

隁．

汾
水
上
自
太
原
府
之
文
水
縣．
下
至
府
屬
之
介
休
縣．
百
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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汾
州
府
志

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十
三

里
間．
每
遇
夏
秋
水
漲．
近
河
居
民
田
廬．
屢
被
淹
没．
乾
隆
二

十
一
年．
曾
議
於
河
身
兩
岸
修
築
夾
版
隄
堰．
因
旋
築
旋
衝．

遂
惟
於
種
麥
之
處
各
自
築
堰．

䕶
麥
田．
歲
十
月
起
工．
二

月
竣
工．
六
月
麥
旣
收．
卽
聽
其
衝
漫．
其
後
文
水
縣
知
縣
顧

學
海．
平
遥
縣
知
縣
李
在
田．
廢
隄
之
議．
不
過
以
汾
川
泛
漲

時．
單
薄
之
隄．
徒
敝
民
力．
無
補
於
事
而
已．
夫
黄
河
二
漳．
永

定
子
牙
等
河．
最
難
施
治．
沿
河
亦
多
沙
土．
尙
可
爲
隄．
而
謂

汾
不
可
隄．
無
是
理
也
汾
自
陽
曲
太
原
徐
溝
而
下
匯
合
衆

流．
至
此
勢
已
盛
大．
而
汾
陽
孝
義
之
東
平
遥
之
西．
介
休
之

北．
古
時
徃
徃
多
陂
澤．
則
地
勢

下
可
知．
後
代
改
爲
民
田

聚
爲
村
落．
由
來
已
久
遂
忘
其
本
澤
地
也．
考
昔
人

地
爲

澤
之
意．
禹
貢
曰．
九
澤
旣
陂．
胡
朏
明
云
陂
卽
隄
也．
而
川
澤

之
隄．
其
用
各
異．
川
於
兩
岸
築
隄
制
其
旁
溢．
澤
則
環
而
陂

之．
爲
水
門
以
時
蓄
洩．
川
水
暴
至．
開
高
門
受
水．
使
水
得
游

蕩
陂
中
以
分
殺
其
怒．
川
平
則
仍
閉
以
蓄
水．
遇
旱
則
開
下

門
以
漑
田．
書
傳
所
記
壽
春
芍
陂．
楚
相
孫
叔
敖
作
五
門．
隋

趙
軌
修
之．
更
開
三
十
六
門．
穰
縣
鉗
盧
陂．
漢
南
陽
太
守
召

信
臣
作
六
石
門．
號
六
門
陂．
山
陰
鏡
湖．
會
稽
太
守
馬
臻
作

築
塘．
周
廻
三
百
里．
疏
爲
二
門．
其
北
隄
石
闥
二．
陰
溝
十
九．

南
隄
陰
溝
十
四．
此
陂
古
法
也．
賈
讓
言
內
黄
界
有
澤
方
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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汾
州
府
志

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十
四

十
里．
環
之
有
隄．
太
守
以
賦
民．
民
起
廬
舍
其
中．
觀
此
可
知

廢
澤
爲
田．
出
於
謀
國
者
之
見
小
利
而
貽
大
害．
古
人
瀦
水

之
地
無
尺
寸
不
耕．
致
百
川
決
溢．
民
無
寧
居．
翟
方
進
壞
汝

南
鴻

陂．
而
郡
人
怨
之．
謝
靈
運
求
會
稽
回
踵
岯
崲
二
湖

以
爲
田．
而
太
守
不
許．
近
考
之
府
境．
城
東
文
湖．
宋
時
名
西

河
濼．
轉
運
使
王
沿
廢
爲
田．
民
不
以
爲
便．
熈
寧
初．
御
史
劉

述
請
復
之．
金
大
定
間．
濱
湖
居
民
又
欲
涸
以
爲
田．
州
守
傅

愼

力
爲
嚴
禁．
陂
之
不
可
廢
也
如
此．
今
如
西
河
濼
鄔
城

泊
之
屬．
在
府
境
汾
川
左
右
者．
一
皆
輸
賦
民
田．
有
川
無
陂．

水
大
至．
則
渾
洪
贔
怒．
無
所
分
殺．
徒
恃
隄
制
防．
亦
非
左
右

各

地
數
里．
厚
爲
之
隄．
固
難
以
禦
盛
漲
也．
若
倣
黄
河
隄

工
以
治
汾．
半
之
亦
已
足．
計
豁
糧
地
凡
若
干
頃
畮
民
失
其

業．
宜
規
畫
奠
安
之
者
凡
若
干
戸．
是
以
一
時
難
行．
不
得
不

爲
之
說
謂
聽
水
漫
散
之
害
輕
而
已．
如
僅
漫
散．
害
猶
可
測

而
按
之
顧
議
中．
有
數
十
年
來．
幾
經
更．
易
奔
騰
浩
瀚．
頃
刻

成
槽
之
語．
此
汾
川
轉
徙
實
録．
然
則
居
民
適
當
其
衝
者．
隨

流
而
下．
何
可
不
預
爲
籌
哉．

狄
武
襄
公
神
道
碑
跋
曹

學

閔

宋
故
推
誠

德
守
正
翊
戴
功
臣
䕶
國
軍
節
度
管
內
觀
察

處
置
等
使
特
進
檢
校
太
尉
同
中
書
門
下
平
章
事
行
河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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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
府
志

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十
五

尹
判
陳
州
軍
州
事
兼
管
內
隄
堰
橋
道
勸
農
使
上
柱
國
天

水
郡
開
國
公
食
邑
七
千
七
百
戸
食
實
封
貳
阡
一
百
戸
贈

中
書
令
兼
尙
書
令
諡
武
襄
狄
公
神
道
碑．
翰
林
學
士
朝
散

大
夫
尙
書
禮
部
郞
中
知
制
誥
充
史
舘
修

判
昭
文
舘
知

審
官
院
提
舉
集
禧
觀
公
事
上
騎
都
尉
長
安
縣
開
國
伯
食

邑
八
百
戸
賜
紫
金
魚
袋
王
珪
奉
勅
．
三
司
度
支
判
官
朝

奉
郞
尙
書
刑
部
員
外
郞
充
集
賢
校
理
上
騎
都
尉
賜
緋
魚

袋
宋
敏
求
奉
勅
書
其
碑
額
則
仁
宗
御
書
賜
之．
故
碑
文
之

上
方
别
題
御
篆
賜
額
四
大
字．
不
與
諸
臣
儕
也
碑
文
首
云

至
和
三
年
八
月．
上
以
樞
密
使
䕶
國
軍
節
度
檢
校
太
尉
河

中
尹
天
水
狄
公．
拜
同
中
書
門
下
平
章
事．
出
判
陳
州．
明
年

三
月
感
疾
於
州．
未
幾
以
薨
聞．
考
宋
史
本
傳．
嘉
祐
中
罷
靑

爲
同
中
書
門
下
平
章
事
出
判
陳
州．
明
年
二
月
疽
發
髭
卒．

仁
宗
以
至
和
三
年
九
月
辛
卯．
改
元
嘉
祐．
靑
之
罷
樞
密
在

是
年
八
月．
故
碑
文
猶
稱
至
和
也．
傳
當
云
嘉
祐
初
而
云
嘉

祐
中．
其
卒
在
二
年
三
月．
而
云
二
月．
皆
史
家
之
失
也．
傳
稱

爲

大
安
遠
二
軍
節
度
觀
察
留
後．
碑
止
書

大
軍．
傳
稱

爲
秦
州
刺
史．
碑
作
秦
州．
皆
當
以
碑
爲
正．
儂
知
高．
他
書
多

作
智
高．
古
字
葢
通
用
也．
武
襄
之
功．
宋
中
葉
以
後．
罕
有
及

之
者．
而
中
朝
文
臣
出
死
力
以
沮
抑
之．
雖
以
歐
陽
公
劉
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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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
府
志

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十
六

父
之
賢
猶
幷
爲
一
談
意
欲
殺
之
而
後
快．
不
已
甚
乎．
徒
使

折
衝
禦
侮
之
臣．
不
得
久
安
於
朝．
宋
之
不
振．
有
自
來
矣．

西
河
考
曹

學

閔

西
河
之
名．
始
見
於
禹
貢．
雍
州
西
距
黑
水．
東
據
大
河．
故
曰

黑
水
西
河
惟
雍
州．
河
在
雍
州
之
東．
而
云
西
河
者
據
堯
都

冀
州
言
之．
猶
豫
州
之
河
曰
南
河
也．
河
自
東
受
降
城
折
而

南
行．
歴
龍
門
以
至
華
陰．
幾
二
千
里．
皆
在
冀
州
之
西．
則
皆

得
以
西
河
目
之．
孔
傳
云．
龍
門
之
河
在
冀
州
西
者．
特
因
經

有
龍
門
西
河
之
文
而
言．
非
謂
龍
門
以
北
不
得
稱
西
河
也．

王
制
自
東
河
至
於
西
河．
千
里
而
近．
自
西
河
至
於
流
沙．
千

里
而
遥．
亦
舉
河
之
大
勢
而
言．
所
謂
西
河
者．
泛
指
瀕
河
之

地．
非
專
指
一
處
春
秋
之
世．
晉
爲
強
大．
西
有
河
外．
與
秦
接

境．
漢
書．
晉
文
公
攘
戎
翟
居
於
西
河
圁
洛
之
間．
此
在
今
延

綏
榆
林
之
境．
左
傳
將
爲
子
除
舘
於
西
河．
注
家
未
詳
其
地．

葢
在
晉
都
之
西．
是
則
西
河
之
名．
不
專
屬
一
地
明
矣．
自
三

家
分
晉．
魏
氏
得
晉
西
河
之
地．
史
記．
子
夏
居
西
河
教
授．
爲

魏
文
侯
師．
張
守
節
正
義．
以
爲
西
河
卽
今
汾
州．
又
引
括
地

志
竭
泉
山
一
名
隱
泉
山．
在
汾
州
堰
城
縣
北．
堰

城

當

爲

隰

城

之

訛．

晉

改

慈

氏

縣

爲

隰

城

縣．

唐

上

元

元

年

改

西

河

縣．

卽

今

汾

陽

縣

也．

有
一
石．
室
去
地
五
十
丈．
頂

上
平
地
十
餘
頃．
隨
國
集
記
云．
此
爲
子
夏
石
室．
退
老
西
河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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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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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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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十
七

居
此．
有
卜
商
神
祠．
今
見
在．
元
和
郡
縣
志．
云．
汾
州
西
河
郡．

春
秋
時
爲
晉
地．
後
屬
魏．
謂
之
西
河．
子
夏
居
西
河．
吳
起
爲

西
河
守．
皆
謂
此
也．
又
云．
謁
泉
山
上
有
石．
室
去
地
五
十
餘

丈
頂
上
平
地
可
十
頃．
相
傳
以
爲
子
夏
石．
室
又
云．
卜
商
祠

在
西
河
縣
北
四
十
里．
按
謁
泉
竭
泉
隱
泉
一
山
而
三
名．
而

子
夏
石
室
之
在
此
山．
兩
書
無
異
詞．
葢
汾
州
西
距
河
僅
二

百
餘
里．
故
有
西
河
之
名．
曹
魏
黄
初
二
年
置
西
河
郡
於
此

亦
必
因
古
名
命
之．
且
子
夏
教
授
之
石
室
在
焉．
則
汾
州
之

爲
古
西
河
審
矣．
鄭
康
成
注
檀
弓
退
而
老
於
西
河
之
上
云．

龍
門
至
華
陰
之
地．
後
人
疑
子
夏
不
當
居
汾
州
以
此．
然
康

成
究
未
實
指
西
河
所
在．
似
猶
疑
而
未
決
之
詞．
史
記
索
隱

引
劉
氏
說．
稱
同
州
河
西
縣
有
子
夏
石
室
學
堂．
然
元
和
郡

縣
志．
同
州
不
言
有
子
夏
石
室．
恐
是
傳
會
不
足
信．
史
記．
胡

衍
謂
樗
里
子
曰．
魏
亡
西
河
之
外
而
無
以
取
者．
兵
弱
也．
正

義
以
爲
西
河
之
外．
謂
同
華
諸
州
也．
傳
記
稱
子
夏
教
授
西

河
矣．
不
云
教
授
西
河
之
外．
則
以
爲
在
同
州
郃
陽
者
益
難

據．
卽
曰
魏
都
安
邑．
去
汾
州
爲
遠．
然
汾
實
在
魏
之
封
內．
以

廣
輪
計
之．
不
過
五
六
百
里
之
間．
文
侯
果
能
尊
師
重
道．
何

患
遠
莫
致
之．
元
和
郡
縣
志．
載
魏
文
侯
墳
在
孝
義
縣
西
五

里．
段
干
木
墓
在
孝
義
縣
東
北
二
十
五
里
前
哲
相
傳
已
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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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
府
志

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十
八

則
子
夏
之
教
授
於
此．
亦
何
疑
焉．
若
史
記
匈
奴
傳
所
云．
魏

有
西
河
上
郡
以
與
戎
界
邊
者．
似
又
在
汾
州
西
北．
葢
魏
時

西
河
郡
境
跨
大
河
之
西．
與
上
郡
壤
相
接．
漢
志
秦
惠
公
初

稱
王
得
上
郡
西
河
者．
卽
謂
河
以
西
之
地．
非
能
盡
西
河
之

域
而
得
之
也．
其
他
史
傳
稱
西
河
者
不
一．
史
記
趙
武
靈
王

行
新
地．
遂
出
代
西．
遇
樓
煩
王
於
西
河
而
致
其
兵．
葢
趙
之

北
境
亦
距
河．
故
亦
稱
西
河．
而
非
魏
之
西
河
也．
史
記．
韓
信

從
夏
陽
以
木
罌
缻
渡
軍
襲
安
邑．
而
李
左
車
謂
信
涉
西
河

虜
魏
王．
此
夏
陽
之
西
河．
非
汾
州
之
西
河
也．
漢
武
帝
置
西

河
郡．
治
富
昌
縣
在
大
河
之
西．
今
爲
塞
外
河
套
之
地．
與
汾

之
西
河
尤
遠．
汾
陽
舊
志．
凡
文
涉
西
河
者．
幷
摭
入
沿
革．
擇

焉
不
精．
徒
啟
後
人
之
惑．
故
辨
之
如
此．

中
陽
考
曹

學

閔

按
以
趙
之
中
陽
爲
今
汾
州
府
孝
義
縣
地
者．
其
說
始
出
唐

張
守
節
史
記
正
義
而
宋
樂
史
太
平
寰
宇
記
因
之．
要
之
皆

本
於
括
地
志
也
秦
本
紀．
惠
文
君
後
九
年
伐
取
趙
中
都
西

陽．
正
義
云．
西
陽
卽
中
陽
也．
在
汾
州
隰
城
縣
東
十
里．
趙
世

家．
惠
文
王
十
四
年
與
秦
會
中
陽．
正
義
云
括
地
志
中
陽
故

縣．
在
汾
州
隰
城
縣
南
十
里．
漢
中
陽
縣
也．
寰
宇
記．
汾
州
六

國
時
屬
趙．
趙
世
家
云．
秦
侵
我
西
河
中
陽
是
也．
不
知
漢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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汾
州
府
志

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十
九

西
河．
非
魏
以
後
之
西
河
也．
然
則
魏
以
後
之
中
陽．
亦
非
周

秦
以
前
之
中
陽
也．
考
李
吉
甫
元
和
郡
縣
圖
志
云．
汾
州
禹

貢
冀
州
之
域．
在
虞
及
周
屬
幷
州．
春
秋
爲
晉
地．
後
屬
魏．
謂

之
西
河．
子
夏
居
西
河
吳
起
爲
西
河
守
謂
此．
而
不
引
趙
世

家
之
西
河．
則
知
其
時
西
河
已
不
一
矣．
云
秦
屬
太
原
郡．
漢

武
帝
元
朔
四
年．
置
西
河
郡．
理
富
昌．
則
知
漢
之
西
河．
去
汾

州
遠
矣
云
後
漢
徙
離
石．
卽
今
石
州
離
石
縣
也．
按．
離
石
爲

今
永
寧
州．
在
府
西
北
百
六
十
里．
亦
非
今
汾
州
治
也．
云
獻

帝
未
荒
廢．
魏
黄
初
二
年．
乃
於
漢
慈
氏
縣
置
西
河
郡．
卽
今

州
理
是
按．
慈
氏
卽
兹
氏．
漢
志
屬
太
原
而
不
屬
西
河．
則
知

漢
之
西
河
郡．
與
南
部
都
尉
塞
外
相
接
而
今
之
汾
州
治．
實

古
西
河
而
其
後
爲
曹
魏
時
所
復
置
明
矣．
又
按．
郡
縣
圖
志．

孝
義
縣
本
漢
慈
氏
縣
地．
曹
魏
移
西
河
郡
中
陽
縣
於
今
理

觀
此
可
知
中
陽
自
西
河
郡
移
置
慈
氏．
而
非
漢
之
所
謂
中

陽
也．
云
永
嘉
後
省
入
隰
城．
後
魏
又
分
隰
城
於
靈
石．
縣
東

置
永
安
縣．
貞
觀
中
改
孝
義．
因
縣
人
郭
興
孝
義
故
名．
志
又

云．
西
河
縣
本
漢
慈
氏
縣．
曹
魏
於
此
置
西
河
郡．
晉
改
慈
氏

爲
隰
城
縣．
上
元
中
改
爲
西
河
縣．
觀
此
可
知
隰
城
亦
慈
氏

所
改．
而
非
漢
西
河
郡
屬
之
隰
成．
莽
曰
慈
平
亭
者
也．
然
則

趙
之
西
河
中
陽．
或
謂
與
漢
之
西
河
郡
屬
隰
成
相
近
則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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汾
州
府
志

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二
十

而
括
地
志
乃
以
當
唐
之
汾
州．
訛
矣．
而
張
氏
據
之
以
釋
趙

地．
樂
史
因
之
以
証
汾
州．
訛
之
訛
矣．
再
考
酈
道
元
水
經
注

亦
兩
載
中
陽．
其
一．
文
水
逕
大
陵
縣
故
城
西
而
南
流．
又
南

逕
平
陶
縣
之
故
城
東．
西
逕
其
城
內
南
流
出
郭．
又
南
逕
兹

氏
縣
故
城
東
爲
文
湖．
世
謂
之
西
河
文
湖．
又
東
逕
中
陽
縣

故
城
東．
晉
地
道
記．
太
康
地
記．
西
河
有
中
陽
縣．
舊
縣
也．
按

曰
舊
縣
者．
永
嘉
後
省
入
隰
城
故
也．
此
中
陽
卽
今
汾
之
孝

義
也
其
一．
汾
水
南
逕
大
陵
縣
東．
注
云．
汾
水
於
縣
左
迤
爲

鄔
澤．
俗
謂
之
鄔
城．
許
愼
說
文
曰．
漹
水
出
西
河
中
陽
縣
之

西
南
入
河．
卽
此
水
也．
鄔
澤
是
爲
祈
藪．
卽
爾
雅
所
謂
昭
餘

祈
矣．
按
顧
氏
方
輿
紀
要．
昭
餘
祈
藪
在
祈
縣
東
七
里．
祁
縣

在
汾
州
府
東
北
百
里．
而
漹
水
所
出
之
中
陽
又
在
祁
縣
之

西．
其
距
孝
義
縣
在
汾
州
府
南
三
十
里
者
遠
甚．
此
中
陽
當

爲
漢
西
河
郡
屬．
而
史
記
所
謂
趙
地
者
是
也．
要
之
汾
之
西

北
鄔
城
離
石．
在
春
秋
時
多
近
趙
地．
而
自
汾
以
南．
其
爲
魏

之
西
河
地
無
疑．
夫
釋
地
者．
當
知
西
河
有
二．
中
陽
亦
有
二

卽
隰
城
亦
有
二．
卽
不
得
強
據
史
記
中
陽
以
附
會
今
之
孝

義
爲
趙
地
矣

叅
軍
廳
壁
記
毛

麟

乾
隆
十
有
五
年．
庚
午．
余
始
至
兹
署．
廳
事
後
所
謂
二
堂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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汾
州
府
志

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二
十
一

攲
斜
四
楹．
東
西
廡
共
四
間．
其
後
爲
棚
者
一．
僅
容
爐
竈．
周

旋
四
顧．
無
可
以
安
家
室
者．
有
老
役
立
於
側．
詢
之．
則
云
此

地
舊
嘗
有
樓．
久
頽．
已
無
遺
蹟．
署
前
小
屋
四
楹
北
嚮．
曰
花

廳．
腐
黑
橈
折．
望
之
危
不
敢
進．
北
方
少
薪．
用
石
炭．
謂
之
煤

火
盡
而
質
留．
積
於

地．
余
先
使
負
煤
入
城
空
驅
之
歸
者．

酌
與
之
錢．
取
其
積
以
去．
將
及
一
月．
地
始
平．
明
年．
太
守
鶴

村
李
公．
念
兹
署
不
修．
外
無
儀
形
內
無
以．
託
處．
命
州
縣
分

助
之
費．
遂
於
夏
末
搆
屋
四
楹
以
居．
東
廡
四
閒．
西
廡
一
閒．

補
其
垣
之
缺
者．
季
秋
功
竣．
費
白
金
近
三
百．
得
於
助
者
半．

南
來
妻
孥
始
可
依
棲
越
十
年

辰
夏．
連
雨
七
晝
夜．
而
花

廳
全
傾
倒
在
地．
署
故
有
關
聖
廟．
偪
在
儀
門
左．
因
幷
馬
祖

廟
俱
移
建．
别
爲
一
院．
廳
事
後
之
東
廡．
則
展
以
爲
客
至
設

坐
之
所．
門
亦
得
如
制
寛
拓．
工
起
七
月
中
旬．
畢
九
月
中
旬．

費
又
三
百．
越
五
年
甲
申
秋．
立
亭
陳
侯
來
尹
汾
陽．
過
余．
顧

二
堂
作
攲
狀．
戲
謂
余
曰．
此
巖
牆
比
也．
太
守
月
峯
張
公
亦

每
言
及
此．
遂
以
明
年
季
夏．
撤
二
堂
及
西
廡．
盡
更
之
以
新．

費
近
四
百．
葢
竭
蹙
從
事．
而
得
於
陳
侯
所
助
者
百
有
五
十

先
是
庚
辰
之
役
署
前
取
土
得
水．
甃
井
一．
今
去
井
稍
遠．
增

茨
馬
棚
三
間．
儀
門
西
增
設
牌
樓
以
表
門．
凡
坳
缺
漫
漶．
次

第
修
整
赤
白
之．
兹
署
於
是
稱
完
好．
計
余
之
至．
忽
忽
十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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汾
州
府
志

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二
十
二

載
矣．
憶
自
少
時
讀
左
氏
春
秋．
其
言
叔
孫
婼
也．
曰
叔
孫
所

館
者．
雖
一
日．
必
葺
其
牆
屋．
去
之
如
始
至．
未
嘗
不
忻
慕
其

事．
況
余
以
無
能．
宜
久
安
下
職．
而
又
頼
上
官
曁
同
寅
之
以

其
不
敢
妄
自
菲
薄
也．
畫
及
其
居
處．
豈
非
幸
與．
豈
非
幸
與

故
總
其
顚
末．
用
書
之
屋
壁．

重
修
䕶
城
石
隄
記
丁

宗

懋

臨
城
東
距
湫
河．
湫
水
經
大
小
連
枝
山．
北
與
榆
林
諸
溝．
匯

激
而
西
射．
以
與
城
嚙．
築
隄
所
以
䕶
城
也．
自
前
明
嘉
靖
兵

備
副
使
趙
公．
度
地
河
壖．
伐
石
爲
堰．
後
之
繼
斯
役
者．
屢
修

屢
圯．
歲
以
有
事．
迄
明
之
季．
兵
燹
相
仍．
而
當
年
遺
蹟
遂
與

山

麗
譙．
盡
付
馮

矣．
越
雍
正
壬
子．
水
暴
至．
延
及
城
內．

居
民
蕩
析．
時
請
於
覺
羅
石
大
中
丞．
得
報
可．
發
公
欵
三
千．

築
而
新
之．
從
東
門
而
南．
延
袤
百
三
十
丈．
則
兹
之
石
隄
是

也．
昔
爲
荒
墟．
今
列
㕓
市．
依
斯
隄
以
宅
爾
宅
者．
且
三
十
年．

亡
何
歲
月
寖
深．
根
埽
剥
落．
縫
裂

穿．
難
與
持．
久
其
迤
北

一
帶．
水
勢
益
蹙．
近
時
郡
伯
張
公．
曾
加
補
苴．
叠
亂
石
而
糝

以
灰
沙．
亦
隨
漶
漫．
不
可
復
識．
壬
午
春．
予
令
兹
土．
竊
以
爲

欲
衛
民．
莫
先
完
城．
欲
完
城．
莫
先
急
修
隄．
顧
未
信
而
勞．
弗

敢
也．
其
明
年．
遂
與
邑
之
紳
士
里
老
謀．
謀
僉
同．
不
以
予
爲

劣
而
任
之．
量
力
捐
輸．
匪
微
而
集．
則
費
省
於
前
也．
羣
力
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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汾
州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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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二
十
三

赴．
必
值
乃
傭．
則
人
不
滋
累
也．
方
春
經
始．
徂
秋
告
竣．
庀
石

蟠
基．
惟
深
且
固．
編
縫
則
綴
以
鉄
錠．
層
累
則
貫
以
鉄
管．
葢

歴
稽
前
代
興
廢
之
跡．
而
厎
法
加
密
焉．
隄
旣
成．
或
曰．
水
之

爲
城
患
者．
以
不
由
東
山
崖
下
故
道
行
耳．
宜

渠
以
引
之．

或
又
曰．
城
以
北．
舊
爲
趙
家
崖．
崖
踣
而
水
乃
直
薄
城
下．
宜

墩
於
崖
以
捍
之．
顧
予．
觀
湫
水
漲
溢．
奔
沙
徙
岸．
木
石
俱
下．

未
息
肩．
淤
不
旋
踵．
若
趙
家
崖
踞
其
上
游．
適
抵
最
衝．
挾

甃
石
之
功．
以
禦
撼
山
之
勢．
是
螳
臂
而
當
車
也．
何
足
與
洪

濤
爭
怒
哉．
因
扼
隄
之
中
權．
更
爲
築
臺．
狀
如
堰
月．
與
隄
相

抱．
以
避
趙
家
崖
之
衝
也．
水
勢
至
此．
得
稍
停
泊．
又
若
廻
旣

倒
之
狂
瀾．
以
漳
而
東
之
者．
登
臺
南
望．
則
石
大
中
丞
之
遺

澤
新
焉．
其
北
則
今
所
增
築．
直
繞
城
隅
而
止．
枕
殘
堞．
駕
長

虹．
晨
炊
宿
靄．
空
翠
霏
濛．
此
湫
川
煙
雨
之
所
以
稱
勝
槪
也．

竊
於
斯
臺
有
取
云．
故
並
及
之．

學
宫
開
路
記
丁

宗

懋

聖
人
之
道．
若
大
路
然．
以
極
高
明．
則
壅
蔽
者
務
去
焉．
以
致

廣
大．
則
窒
礙
者
必
通
焉．
要
在
識
其
所
從
入．
毋
惑
於
他
岐

而
已
學
宫
前
臨
大
街．
廣
不
盈
數
武．
南
向
廬
舍
參
差．
規
模

湫
隘．
跬
步
間．
未
嘗
不
歎
面
墻
也．
其
窒
礙
壅
蔽
也
孰
甚．
癸

未
冬．
予
亟
與
諸
紳
士
約．
捐
置
李
姓
常
姓
宅
若
干
間．
撤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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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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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二
十
四

去
之．
旣
復
購
楊
姓
牛
姓
宅
各
一
區．
惟
牛
姓
宅
之
在
西
偏

者．
留
爲
縣
尉
廨．
餘
亦
撤
而
去
之
自．
是
叠
嶂
層
巒．
軒
豁
呈

露．
攬
秀
挹
靑．
令
人
意
境
俱
遠
矣．
學
者
觀
於
此．
誠
知
擴
充

聞
見．
開
拓
心
胸．
而
從
始
入
以
馴
至
於
高
明
廣
大
之
域．
斯

所
謂
能
由
是
路
者
乎．
予
方
擬
搆
先
師
牌
樓．
以
崇
觀
瞻．
引

牛
澗
水
作
外
泮
池．
尋
以
有
事
於
城
工．
未
遑
就
緒．
爲
紀
其

廣
長
丈
尺．
以
俟
君
子．
時
乾
隆
己
丑
天
中
節
也．

臨
縣
修
城
碑
記
丁

宗

懋

皇
上
御
宇
之
三
十
年．
詔
天
下
有
司
相
視
城
垣．

者
修
之．

殘
缺
者
補
之．
毋
習
故
常．
徒
侈
靡
費．
毋
事
苟

徒
飾
外
觀．

黜
浮
崇
實．
以
爲
一
勞
永

計．
維
時
彰
大
中
丞
秉
節
方
新．

銳
意
率
作．
晉
省
之
以
城
工
請
者．
凡
十
有
八
州
縣．
而
臨
與

焉．
臨
之
城．
完
舊
之
功
半．
新
建
之
功
亦
半．
先
是
估
費
盈
數

萬．
乃
省
之
又
省．
約
二
萬
六
千
有
奇．
而
工
在
萬
兩
以
上
者．

例
得
委
員
分
修．
因
卽
其
段
落．
析
而
爲
三．
自
東
南
隅
至
於

西．
屬
汾
陽
令
朱

任
之．
自
東
北
隅
至
於
西．
屬
孝
義
令
王

椿
任
之．
其
正
東
一
面．

宗
懋
董
其
成
焉．
以
丙
戌
暮
春
筮

吉
從
事．
明
年
丁
亥
九
月
甲
午
朏
告
成．
夫
興
大
作．
集
大
衆

古
聖
人
常
愼
用
之．
春
秋
凡
城
必
書．
重
勞
民
也．
詩
稱
寔
墉

寔
壑．
而
以
韓
城
之
溥．
歸
美
於
燕
師
所
完
則
承
平
所
事
矣．



ZhongYi

汾
州
府
志

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二
十
五

其
時
．
故
其
力
豫．
民
雖
勞．
又
鳥
可
以
已
乎．
我

國
家
世

際
承
平．
內
寧
外
謐．
斯
民
之
暇
且
豫
也
固
宜．
乃
猶
重
其
勞

之
也
用
民
之
力．
卽
以
軫
民
之
艱．
費
惟
取
諸
公
帑．
役
不
煩

於
鼓
鼛．
門
無
鷄
犬
之
驚．
野
有
耕

之
樂．
年
穀
順
成．
人
罔

弗
給．
百
工
輻
輳．
市
肆
帖
然．
豈
非
興
事
集
衆．
用
之
自
有
其

道
哉．
是
役
也．
以
備
不
虞
而
資
捍
禦
也．
抑
所
以

太
平
之

觀
瞻
也．
宗
懋
雖
不
敏．
敢
敬
述
以
仰
承

天
子
之
休
命．

黄
櫨
嶺
候
舘
闢
路
記
朱

汾
陽．
古
兹
氏
也．
羣
山
亘
其
右．
汾
川
行
其
左．
而
黄
櫨
嶺
爲

西
山
之
隘
口．
東
魏
武
定
中．
齊
獻
武
出
北
道．
度
赤
谼
嶺
斛

律
金
爲
南
道
軍
司．
則
繇
黄
櫨
嶺
出
與
之
會．
前
代
嘗
置
關

嶺
上．
憑
高
爲
固．
循
山
峽
而
東．
則
金
鎖
關．
亦
曰
向
陽
關．
元

天
歴
初．
令
汾
州
之
向
陽
關
穿
塹
壘
石
是
也．
束
於
峽．
曾
不

容
軌．
峽
之
南
取
徑．
亦
西
達
黄
櫨．
乾

丙
戌
秋．
城
臨
縣
余

分
與
其
役．
明
年
秋
事
竣．
凡
募
工
匠．
踰
三
百
里
乃
抵
臨．
余

念
未
傅
功
不
計
傭
值．
則
工
匠
苦
途
遠．
因
令
一
徃
一
來
卽

鑿
治
道
路．
不
虗
其
在
途
之
日．
東
起
黄
櫨
之
東
二
十
里．
西

越
嶺
行
永
寧
州
境
又
三
十
里
許．
曩
者
崎
嶇

陿．
至
是
始

可
通
車
無
阻．
當
嶺
之
隘．
舊
有
廟
曰
石
雲
．
去
居
民
遼
闊

東
西
行．
仰
空
循
磴．
力
疲
喘
息
不
能
定．
乃
躋
乎
是．
況
大
吏



ZhongYi

汾
州
府
志

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二
十
六

以
歲
時
行
部．
歴
險
僻．
度
雲
霄．
誠
不
可
無
在
疆
候
舘．
兹
廨

南
嚮
四
楹．
東
西
廡
曁

竈
備．
門
亦
四
楹．
兩
旁
爲
茶
亭．
葢

余
於
城
臨
工
竣
之
月
歸
而
創
建
焉．
然
山
高
風
勁．
阪
阤
攲

危．
房
舍
道
路．
均
成
之
甚
難．
而
廢
壞
也．
易
都
數
歲
中．
便
官

之
日
暫．
便
民
之
日．
久
倘

斯
邑
者．
恒
治
之
於
未
廢．
修
之

於
未
壞．
其
暫
者
屬
在
典
文．
久
者
尤
施
政
大
經
也．
用
識
歲

月．
以
俟
後
之
君
子．

永
安
鎭
候
館
記
朱

縣
令
畫
地
而
理．
有
城
池
民
人
社
稷．
如
古
諸
侯
然．
上
屬
於

府．
又
上
之
則
監
司
大
吏．
汾
陽
雖
倚
郭
縣
而
其
北
卽
與
太

原
之
文
水
鄰．
大
吏
以
時
省
疆
土．
觀
民
風．
由
太
原
而
來．
過

文
水．
屆
汾
陽
北
境．
首
及
永
安
鎭．
疆
之
寓
望
宜
於
是
乎
在

乾
隆
已
卯．
知
縣
馮
兆
麟．
因
舊
義
倉
地
爲
公
廨．
凡
四
楹．
左

右
廡
各
三
間．
余
以
丙
戌
來
兹
邑．
見
庌
舍
址
隘．
且
攲
側
漫

漶．
倉
卒
除
門
戒
候．
仍
假
民
居
待
公
用
顧
未
能
卽
展
新
之．

戊
子
秋
仲．
仍
購
其
旁
地
增
北
庌
二
間．
小
房
一
間．
東
三
間．

畫
分
兩
院．
前
構
四
間
在
西．
照
牆
一．
左
側
樹
碑
一．
禁
胥
役

毋
藉
備
公
館
名
擾
里
民．
稽
之
周
官
經．
十
里
有
廬．
廬
有
飮

食．
三
十
里
有
宿．
宿
有
路
室．
路
室
有
委
五
十
里
有
市．
市
有

候
館．
候
館
有
積．
永
安
距
縣
治
三
十
里．
禮
當
設
路
室．
而
地



ZhongYi

汾
州
府
志

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二
十
七

寔
入
疆
之
首．
候
館
修
除．
在
疆
事
也．
可
云
非
官
守
責
歟
因

書
以
志
諸
石．

晉
邑
令
賈
公
墓
碑
記
王

謀

文

公
諱
渾．
晉
太
安
二
年．
爲
介
邑
令．
時
劉
淵
起
離
石．
遣
其
將

喬
晞
攻
陷
之．
公
抗
節
不
屈．
曰
吾
爲
晉
守．
不
能
全
之．
苟
求

生
以
事
賊．
何
面
目
以
視
息
世
間
哉．
晞
將
殺
之．
尹
菘
曰．
盍

舍
諸
以
勸
事
君．
晞
不
聽．
遂
遇
害．
夫
人
宗
氏
年
二
十
餘．
晞

艶
其
色．
夫
人
罵
曰．
屠
販
奴．
豈
有
害
人
之
夫
而
欲
加
無
禮．

何
不
速
殺
我．
因
仰
天
大
哭
晞
又
殺
之．
淵
聞
而
怒．
曰
使
天

道
有
知．
喬
晞
豈
有
後
乎．
追
晞
還．
收
公
夫
婦
屍
而
合
葬
焉．

祭
之
以
禮．
嗚
呼．
忠
烈
之
感
人
如
是．
夫
典
午
當
八
王
爭
國

之
日．
外
患
迭
起．
五
嶽
三
塗．
並
皆
淪
陷．
其
間
分
符
郡
邑．
開

門
延
欵
者．
所
在
多
有．
而
公
屹
然
孤
城．
與
之
存
亡．
恨
血
殷

紅．
偕
其
伉
儷．
是
已
足
不
朽
於
天
壤．
寧
獨
介
邑
也
乎
哉．
雖

然．
介
固
公
土
也．
守
於
斯．
殉
於
斯．
其
隆
然
而
若
斧
者．
葢
忠

魂
貞
魄
之
所
棲
也．
尸．
而
祝
之．
社
而
稷
之．
介
之
人
無
忘
焉．

余
旣
拜
公
於
墓
下．
奭
然
興
感．
因
次
其
事
而
勒
諸
石．

張
良
村
增
堡
修
廟
記
王

謀

文

張
良
村
爲
介
邑
東
南
巨
鎭
聚
廬
而
處
者
幾
數
千
指．
環
四

隅
以
爲
堡．
門
墉
雉
堞．
而
捍
而
衛．
因
擇
其
地
之
爽
嵦
者．
以



ZhongYi

汾
州
府
志

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二
十
八

爲
春
秋
祈
報
之
所．
則
廟
祀
興
焉．
廟
在
堡．
外
坤
隅．
祀
晉
邑

令
賈
侯．
當
侯
之
令
介
也．
值
喬
晞
之
難．
侯
與
夫
人
身
殉
之．

葬
於
城
南．
城
南
之
人．
感
激
於
忠
節
之
氣．
就
其
墓
所
而
作

之
棟
宇．
陬
日
筮
吉．
吹
笙
設
燔
婆
娑
而
饗
之．
固
以
爲
神
之

所
棲．
錫
福
於
民
者
近
也．
村
之
於
墓
遠
矣．
乃
亦
作
廟
以
祀

之．
而
且
以
命
社．
且
以
報
功．
若
詩
之
歌
良
耜
焉
者．
是
豈
侯

之
靈．
卽
足
以
當
勾
龍
后
稷
之
所
司
歟．
聞
諸
祀
典．
能
捍
大

患
則
祀
之．
以
死
勤
事
則
祀
之．
以
侯
之
與
城
存
亡．
生
而
勤

勞
著
於
介．
死
而
呵
䕶
被
於
介．
則
夫
祀
於
城
南．
祀
於
是
村．

其
又
奚
擇．
況
精
英
所
達
寔
足
以
感
風
雲
而
動
雷
雨
哉．
廟

之
建
不
詳
所
始．
按
碑
記．
修
於
順
治
年．
又
修
於
乾
隆
初
年．

歲
月
旣
久．
傾

隨
之．
村
人
議
用
補
葺．
而
復
慮
乏
財
之
難

於
藉
手
也．
適
一
時
有
增
堡
之
舉．
堡
本
缺
西
南．
形
如
曲
尺

外
向．
而
廟
址
故
當
其
缺．
爰
於
版
築
所
屆．
傍
廟
址
而
折
旋

之．
使
堡
外
耡
植
之
地．
易
爲
堡
內
舍
基．
計
二
十
餘
畮．
以
俟

卜
宅
於
斯
者．
卽
其
價
爲
修
廟
之
費．
廟
工
與
堡
工
並
起．
閱

二
載
告
成．
自
正
殿
及
旁
殿
皆
重
葺．
加
獻
亭
樂
樓
鐘
鼓
樓

若
干
楹．
巍
然
煥
然
望
之
鬱
鬱
蔥
蔥．
葢
廟
與
堡
始
稱

觀

矣
至
廟
名
龍
天
無
可
據
意
斯
民
仰
之
如
天．
而
以
龍
爲
陰

雨
所
由
施
也．
然
則
介
民
之
有
望
於
陰
雨．
從
可
知
也．



ZhongYi

汾
州
府
志

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二
十
九

春
秋
致
祭
文
潞
公
祀
堂
碑
記
王

謀

文

有
宋
潞
國
文
公．
以
太
師
致
仕
居
洛．
年
九
十
二
薨．
葬
於
河

南
之
登
封
縣．
而
公
介
人
也
子
孫
之
在
介
者．
縁
水
木
之
義．

建
祠
於
縣
治
之
北
關．
有
堂
有
廡．
有
几
有
筵．
爲

爲
昭．
以

烝
以
礿．
至
於
今
而
子
孫
則
稍
微
矣．

皇
帝
御
極
之
三

十
有
三
年．
謀
文
來
宰
是
邑．
陬
日
肅
衣
冠
謁
祠
下．
其
子
孫

曁
鄕
人
於
是
乎
觀
禮．
乃
合
辭
而
進
曰．
文
氏
之
有
是
祠
也．

不
載
祀
典．
而
公
之
勲
業
功
名．
沿
及
千
年．
後
嗣
漸
替．
誠
慮

犧
牲
之
不
共．
駿
奔
之
不
恪．
將
無
以
妥
先
靈
而
貽
典
禮
之

缺．
計
唯
請
於
官．
而
官
爲
之
祭．
庶
幾
永
永
不
朽．
余
曰
然．
凡

祀
典
有
二．
祠
於
功
德．
所
以
勸
忠
也．
祠
於
子
孫．
所
以
廣
孝

也．
禮
以
義
起．
事
以
時
增．
則
就
廣
孝
者
而
移
以
勸
忠．
亦
兩

合
之
說
也．
爰
於
次
年
九
月．
稽
史
傳．
繙
譜
牒．
具
文
申
請．
撫

憲
鄂

藩
憲
朱
皆
曰
可．
卽
據
陽
曲
縣
致
祭
狄
梁
公
之
例．

準
於
本
縣
繁
費
項
下．
春
秋
支
銀
四
兩
以
祭．
永
爲
令
典．
葢

公
之
祀
祠．
今
其
眞
不
朽
已
乎．
顧
子
竊
謂
公
與
梁
公．
其
功

勲
等．
而
福
澤
寔
有
過
焉
者．
當
天
后
革
命
之
日．
李
氏
不
祀

如
綫．
梁
公
委
蛇
周
旋．
卒
復
唐
祚．
而
公
於
仁
宗
違
豫
時．
京

師
業
業．
獨
頼
公
持
重．
繼
而
調
䕶
兩
宫．

之
孝
慈
無
間．
古

大
臣
善
處
骨
肉
以
爲
宗
社
計．
洵
有
然
者．
乃
梁
公
以
後
事



ZhongYi

汾
州
府
志

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三
十

屬
五
王．
虞
淵
反
日．
卒
不
親
見
其
功
之
成．
公
則
逮
事
四
朝

優
游
致
仕．
領
袖
耆
英．
寵
光
奕
世．
是
梁
公
之
所
不
能
及．
而

今
於
祀
事
嫓
而
同
之．
卽
公
其
奚
讓
焉．
余
旣
喜
其
事
之
得

所
請．
而
且
冀
文
氏
子
孫
之
遵
守
之．
因
勒
諸
石．
復
作
歌
以

祀
公．
歌
曰．
緜
之
山
兮
幽
幽．
公
之
出
兮
駕．
雲
虬．
勝
之
水
兮

差
差．
公
之
來
兮
悠
然
以
思．
翳
公
居
洛
兮
領
耆
英．
元
老
宿

德
兮
信
史
是
徵．
唯
故
國
兮
衍
雲
礽．
昭
事
不
忒
兮
是
禋
是

烝
爲
公
作
廟
兮
神
式
憑．
雕
甍
起
兮
華
榱
承．
粤
祀
典
之
不

彰
兮
慮
及
奕
世．
官
爲
理
兮
長
使
勿
替．
明
粢
盛
兮
肥
牲
麗．

春
秋
執
事
兮
視
唐
文
惠．
几
筵
重
飭
兮
廟
貌
鮮．
膋
蕭
四
達

兮
年
又
年．

國
典
旣
渥
兮
祖
德
以
宣．
吹
簫
擊
鼓
兮
彈
神

絃．
芬
芬
苾
苾
兮
通
後
先．
緜
之
山
兮
勝
之
水．
碧
嶂
層
層
兮

白
石
齒
齒．
唯
公
功
德
兮
與
之
比．
廟
無
圯
兮
碑
無
毁．
告
子

孫
兮
昭
萬
．

長
庚
橋
碑
記
鄧

必

安

縣
有
城
城
有
池．
池
有
橋．
此
通
制
也．
獨
邑
西
池
之
長
庚
橋．

藉
郭
門
外
之
堰
爲

䕶．
其
修
防
有
不
得
不
詳
其
本
末
者．

自
郭
門
而
西
盡
高
原．
遇
大
雨．
則
西
原
數
里
之
水．
歴
西
關

而
東
注
於
西
池．
甚
且
爲
城
害．
舊
於
郭
門
外
横
築
堰
一
道．

而
又
直
北

溝．
障
水
北
流．
不
使
入
關．
迨
歲
久
堰
廢
溝
平．



ZhongYi

汾
州
府
志

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三
十
一

無
事
日
亦
覺
坦
途
可
安．
兹
戌
子
夏
太
雨
連
旬．
復
丁
水
害．

曁
水
去
橋
傾．
城
門
之
軌．
驅
遇
池
塹．
橋
安
得
不
修．
苐
橋
成

而
堰
廢
如
故．
非
若
修
橋
之
難
緩
須
臾
也．
適
余
承
乏
兹
邑．

閱
視
之
下．
詢
悉
西
城
內
外
爲
宣
化
坊．
再
西
爲
城
西
廂．
築

堰
則
專
屬
西
廂
地
方
承
辦．
因
墮
廢
日
久．
修
築
滋
難．
乃
勸

令
宣
化
坊
助
築
四
分
之
一．
於
是
堰
亦
成．
而
橋
可
無
患
矣．

且
申
明
其
舊
規．

西
廂
百
姓．
仍
專
任
築
堰
之
責．
外
宣
化

坊
仍
專
司
修
橋
之
役．
餘
役
俱
免．
事
竣
勒
石．
以
昭
法
守
焉

西
河
考
王

埈

功

西
河
之
名．
見
於
禹
貢．
而
史
家
之
記
載
爲
特
詳．
後
人
第
弗

深
考
耳．
禹
貢
曰．
黑
水
西
河
惟
雍
州．
又
曰．
浮
於
積
石
至
於

龍
門
西
河．
葢
主
冀
而
言．
河
在
西．
故
謂
之
西
河．
然
但
據
河

言
之．
非
以
名
其
地
也．
戰
國
之
時．
魏
有
西
河
之
地．
而
逼
近

於
秦．
其
在
河
以
東
者．
則
趙
魏
二
國
之
分
境
也．
故
史
記
胡

衍
曰．
魏
亡
西
河
之
外
而
無
以
取
者
兵
弱
也．
趙
世
家
主
父

遇
樓
煩
王
於
西
河
而
致
其
兵．
魏
翟
璜
曰
西
河
之
守
臣
之

所
進
也．
由
是
觀
之．
則
二
國
固
各
以
西
河
名
其
地
矣．
然
亦

但
據
河
以
爲
名．
而
實
非
有
分
地
也
漢
氏
以
來．
始
建
西
河

郡．
領
三
十
六
縣．
其
在
河
之
東
者．
美
稷．
中
陽．
平
周．
藺．
離
石．

隰
城．
臨
水．
土
軍．
八
邑
而
已．
其
餘
二
十
八
縣．
皆
在
河
西．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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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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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三
十
二

郡
治
建
焉．
則
此
八
邑
之
在
西
河．
如
今
河
北
三
府
之
隸
河

南
耳．
永
和
五
年．
始
徙
郡
治
於
河
東
之
離
石．
至
司
馬
晉
建

西
河．
國．
統
離
石
隰
城
中
陽
介
休
四
縣．
後
代
因
之．
始
異
於

古
矣．
故
嘗
論
之．
禹
貢
之
西
河．
因
地
以
名
河
卽
因
河
以
紀

地．
至
戰
國
時．
則
遂
以
河
名
其
地
矣．
漢
之
西
河．
跨
河
而
置

郡．
卽
據
河
爲
郡
名
至
晉
宋
後．
則
但
沿
其
郡
之
名．
而
幾
失

其
地
之
實
矣．
今
不
覈
其
源
流．
而
直
以
晉
宋
後
之
西
河
當

漢
郡．
遂
專
以
今
之
汾
郡
爲
西
河．
豈
不
誤
哉．

寧
鄕
縣
修
城
臺
樓
堞
記
知

寧

鄕

縣

朱

懋

炳

寧
鄕
故
趙
之
中
陽
也．
漢
置
縣
屬
西
河
郡．
曹
魏
徙
中
陽
於

兹
氏
南
而
地
倂
入
離
石．
後
人
遂
以
縣
之
設
起
宇
文
周．
忘

其
漢
以
前
之
舊
矣．
當
秦
趙
之
際．
秦
盡
得
魏
河
西．
趙
離
石

中
陽
直
逼
秦．
屢
爲
所
拔．
輒．
力
復
之．
所
以
爲
太
原
之
外
蔽．

迨
宋
扞
西
夏．
縣
西
接
黄
河．
設
伏
落
津
寨．
而
城
之
建．
乃
自

明
景
泰
元
年
始．
後
因
韃
靼
部
內
侵．
樓
堞
敵
臺
漸
具．
旣
而

又
增
高
厚
甓
之．
我

朝
順
治
六
年．
修
城
之
西
南．

修
東

南
及
樓．
距
今
且
百
年．
戊
子
冬．
檄
下
縣
修
繕
城
垣．
余
周
行

審
視．
女
牆
之
缺
者．
水
槽
之
損
壞
者．
臺
樓
之
頽
圯
朽
腐
者．

宜
以
次
就
治．
肇
工
已
丑
孟
秋．
至
今
年
閏
月
工
竣
東
城
南

城．
凡
爲
樓
二．
城
中
央
樓
一．
巍
然
肅
瞻
觀
焉．
曁
女
牆
水
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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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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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三
十
三

亦
整
之．
咸
完
好．
按
諸
水
經．
河
水
南
過
中
陽
縣
西．
又
南
過

土
軍
縣
西．
漢
中
陽
故
城
邈
不
可
考．
今
城
西
倚
鳳
山．
東
南

臨
㵎．
其
㵎
導
源
可
寒
堆
逕
寧
鄕
關
南
來．
循
城
而
北．
卽
李

吉
甫
元
和
郡
縣
圖
志
所
謂
寧
鄕
水
者
也．

國
家
承
平
百

餘
年．
民
見
山
之
峙．
水
之
流．
昔
時
逼
近
邊
陲．
今
則
延
緜
以

徃．
萬
里
未
極．
官
與
民
幾
若
相
忘
於
墉
堡．
於
是
謂
守
土
之

吏．
爲
民
重
且
大
者．
在
詩
書
禮
教．
不
在
城
郭．
詎
曰
不
然．
然

而
施
政
次
第．
城
墉
臺
堞
之
修．
嘗
不
敢
以
爲
後．
兹
之
役．
都

之
費
白
金
八
百．
余
首
捐
俸
爲
之
倡．
縣
薦
紳
齊
志
急
公
義

不
煩
請
帑
而
事
舉．
余
旣
樂
觀
成
績．
更
有
感
於
諸
君
子
能

曉
然
通
達
大
義．
斯
正
詩
書
禮
教
之
澤
之
涵
濡
甚
深．
而
爲

盛
世
太
平
之
民．
如
是
其
可
觀
也．
是
宜
有
記．
兼
與
兹
役
者
之

姓
名．
書
之
碑
陰．
用
告
夫
後
之
人．

奉
政
大
夫
例
授
朝
議
大
夫
奉
天
府
府
丞
提
督
學
政
西

園
吕
公
墓
誌
銘
魏

定

國

乾
隆
十
二
年．
丁
卯．
夏
六
月．
年
友
盛
京
少
尹．
吕
公．
卒
於
里

第．
予
未
能
赴
奠
也．
孤
子
審
韶．
將
以
已
巳
三
月．
葬
公
於
本

里
祖
塋．
乃
走
千
里
來
京
師．
持
狀
踵
門
謁
予
銘
墓．
予
與
公

自
丙
戌
締
交
都
下．
稱
莫
逆．
後
公
筮
仕
爲
西
江
弋
陽
令．
又

隣
郡
也．
未
一
歲．
循
聲
大
起．
耳
公
名
甚
悉．
嗣
是
敭
歴
中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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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三
十
四

未
竟
厥
施．
而
公
殁
矣．
予
忝
知
公．
其
何
辭．
按
狀
公
姓
吕
氏

諱
文
櫻．
字
果
初
西
園
其
别
字
也．
世
本
勝
朝
望
族．
明
季
雲

擾．
全
晉
無
寧
居
考

封
奉
政
大
夫．
謹
躬
公．
避
地
於
汾

陽
之
劉
村．
時
先
業
如
洗．
而
奉
母
甘
旨
無
缺．
與
諸
昆
合
處

無
間
言．
鄕
人
以
孝
友
稱
之．
子
四
人．
公
其
長
也
幼．
英
特．
九

齡
出
就
外
傅．
卽
晨
夕
躭
吟
誦．
學
日
進．
旣
遊
庠．
名
籍
籍
諸

生
間
康
熈
丙
戌
成
進
士．
需
次

曹．
因
出
遊
直
省．
所
至
守

宰．
咸
虗
中
請
質．
因
得
遍
悉
諸
方
人
情
土
俗．
及
政
治
得
失

之
故．
丙
申
抵
弋
陽
任．
吏
治
已
嫻
習
矣．
弋
爲
江
右
疲
邑．
地

瘠
民
貧．
劣
衿
土
豪．
競
事
把
持
刁
民
效
尤．
逋
欠
日
積．
公
念

爲
政
首
在
鋤
強．
甫

政．
卽
計
取
市
曹
中．
所
云
金
剛
者．
數

人．
窮
治
之
咸
伏
辜．
又
知
其
徒
衆．
皆
市
儈
小
有
才
貫
其
罪

而
嚴
飭
之．
令
在
官
造
册
自
贖．
江
右
自
經
兵
燹．
舊
册
俱
燬

吏
胥
奸

百
出．
曁
册
成．
具
得
民
欠
淸
數．
而
逋
賦
可
徵
矣

弋
遠
鄕
名
邵
家
坂
者．
習
尙
尤
頑
梗．
公
乘
不
意．
向
夕
出
城

秉
炬
行
萬
山
中．

明
達
彼
所．
集
衆．
反
覆
曉
諭．
衆
大
悟．
呼

曰．
公
無
言．
我
曹
皆
良
民．
向
未
識
大
義
耳．
因
檢
其
歴
年
完

逋
之
數．
第
其
賞
扑．
自
此
不
復
梗
化．
先
是
公
嘗
葺
陳
謝
二

公
祠．
乃
卽
祠
設
書
院
延
師．
擇
士
之
秀
者．
肄
業
其
中．
又
設

䝉
館
於
署
右．
擇
諸
生
之
有
誼
行
者．
爲
師．
凡
民
間
子
弟．
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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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二
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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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五

許
入
館
貧
者
給
衣
食．
月
立
限
期．
親
徃
稽
其
勤
惰．
第
其
優

劣．
一
時
人
士
翕
然．
又
念
弋
邑
科
目
寥
寥．
賓
興
之
歲．
起
送

有
禮．
行
李
有
資．
諸
生
咸
踴
躍
趨
赴．
有
獲
雋
者．
又
慮
去
任

後．
其
事
或
廢．
因
捐
俸
置
田．
每
年
得
租
二
百
餘
石．
以
爲
資

編
入
邑
志．
令
學
師
協
同
耆
儒．
經
理．
至
弋
人
健
訟．
譸
張
爲

幻．
凡
戸
婚
田
土．
及
命
盜
諸
案．
搆
控
累
年
不
結．
公
總
以
得

情
爲
主．
一
訊
之
後．
訟
端
永
杜．
弋
人
多
傳
爲
美
談．
不
能
縷

述．
適
故
相
白
公
來
撫
江
右．
稔
公
政
績．
深
器
之．
會
入
爲
大

司
馬．
力
薦
公．
得
附
列
行
取．
去
任
時．
弋
民
勒
石
紀
遺
愛．
是

年
七
月．
爲
謹
躬
公
八
袠
大
壽．
公
適
抵
家
稱
祝
里
人
榮
之．

抵
京．
少
司
農
張
淸
恪
公．
舉
爲
監
督．
會

世
宗
在
雍
邸．

奉

聖
祖
命．
至
通
查
倉．
詢
以
新
舊
米
石．
及
終
年
出
納

細
數．
公
心
識
口
陳．
條
分
縷
析．

世
宗
顧
而
異
之．

登
極
後．
卽
授
戸
部
浙
江
司
員
外
郞．

命
與
倉
場
侍
郞．

李
公
英
貴
等．
監
修
京
通
諸
倉．
節
省
帑
金
六
萬
餘
兩．
議
敘

加
一
級．
雍
正
元
年．
四
月．
陞
禮
部
儀
制
司
郞
中．
仍
協
辦
倉

場
事
務．
十
月．
奉

命
提
督
山
東
學
政．
公
念
學
政
一
官．

爲
朝
廷
養
育
人
材．
厥
任
綦
重．
歴
試
六
郡．
精
心
校
閱．

絶

風
淸．
今
相
國
海
寧
陳
公．
時
撫
山
左
有
秉
公
校
士．
生
童
感

悅
之
奏．
旋
奉

溫
綸
奬
勵．
公
仰
圖
報
稱．
益
厲
氷
操．
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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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三
十
六

科
試
未
終．
遭
謹
躬
公
變．
公
慟
不
欲
生．
銜
哀
罔
極．
服
闋．
授

湖
廣
道
監
察
御
史．
監
已
酉
科．
文
武
順
天
鄕
試．
武
科
有
齊

生
者．
以
未
中
的．
不
得
終
試．
公
破
格
收
之．
竟
得
㨗．
庚
戌
以

武
殿
試．
第
一
人．
魁
天
下．
人
咸
以
此
奇
公
識．

陞
通
政
司

右
㕘
議．
九
年．
督
修
郭
莽
爾
格
隆
二
寺．
不
踰
年．
報
竣．
改
授

奉
天
府
府
丞．
專
司
學
政．
公
念
陪
京
重
地．
加
意
振
飭．
於
奉

錦
二
府．
各
建
考
棚．
復
量
治
學
田．
試
期．
給
飮
食．
以
遽
請
增

學
額．
殊
失

上
意．
降

旨
切
責．

議
上
鐫
一
級．
公

遂
歸．
時
甲
寅
歲
也．
乾
隆
元
年．
䝉

特
旨
召
見．

告
歸．

前
公
遊
宦
時．
已
奉
謹
躬
公．
自
劉
村
遷
鴻
士．
所
遺
果
園．
推

從
兄
斗
瞻
居
之．
至
是
就
所
居

地．
藝
花
竹．
構
小
室．
有
終

焉
之
志．
暇
日．
與
二
三
親
故．
結
耆
老
社．
每
集．
或
淸
談．
或
野

步．
或
敲
棋
覓
句．
必
竟
日
歡
讌
以
爲
常．
家
居
閱
十
四
載．
足

跡
不
履
城
市．
竿
牘
不
一
至
公
門．
郡
守
張
公．
嘗
贈
聯
云．
聲

華
高
栢
府．
雅
望
重
西
河．
邑
宰
沈
公．
亦
贈
詩．
有
句
云．
岳
陽

酒
市
人
同
伍．
渭
水
漁
家
品
一
流．
其
高
風
可
想
也．
公
內
行

修
飭．
少
事
兩
尊
人．
先
意
承
志．
無
斤
忤．
休
歸．
建
宗
祠．
榱
題

楹
桷．
胥
循
制．
祠
成．
奉
祖
父
母．
父
母．
兩
世
主．
入
祠．
春
秋
集

子
姓．
入
祀．
惟
䖍．
諸
季
久
分
居．
朝
夕
恒
過
從
無
間．
於
諸
子

皆
視
之
如
子．
與
人
交．
始
終
如
一．
同
官
黃
某．
故
人
子．
馬
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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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三
十
七

值
窮
途．
咸
解
槖
以
濟
其
困．
今
猶
嘖
嘖
人
口．
丙
寅
孟
秋
朔

爲
公
七
十
懸
弧
之
辰．
親
隣
致
祝．
顏
其
堂．
曰．
善
氣
怡
人．
共

歡
呼
永
日
而
去．
謂
自
是
而
耄
耋
期
頤．
鄕
人
之
所
以
壽
公

者．
將
更
十
年
而
一
進．
固
綿
綿
而
未
有
巳
也．
孰
意
其
遽
止

於
是
哉．
公
殁
於
乾
隆
丁
卯．
距
生
於
康
熈
丁
巳．
得
壽
七
十

有
一．
恭
遇

世
宗
憲
皇
帝
登
極．

覃
恩．

誥
授

奉
政
大
夫．
以
少
尹．
降
一
級．
例
授
朝
議
大
夫．
元
配
賈
氏．
同

邑
國
學
生．
諱
三
德
公
女．

誥
封
宜
人．
例
封
恭
人．
殁
於

乾
隆
戊
辰．
距
生
於
康
熈
立
酉．
得
壽
六
十
有
八．
側
室
于
氏

殁
於
乾
隆
乙
丑．
距
生
於
康
熈
丙
寅．
得
壽
六
十．
王
氏．
張
氏

子
二
人．
長
審
韶．
雍
正
壬
子
科
舉
人．
揀

知
縣．
于
氏
出．
娶

同
邑
魏
氏．
繼
娶
同
邑
樊
氏．
次
審
信．
張
氏
出．

同
邑
宋
氏．

女
三
人．
長
適
同
邑
國
學
生．
賈
生
璸．
次
適
同
邑
候
補
州
同．

宋
國
珄．
次
適
介
邑．
國
學
生．
范
淸
灃．
銘
曰．
卜
子
西
河
有
石

室
凈
心
寺
故
潞
公
宅．
彼
汾
一
曲
六
三
德
代
有
名
流
蔚
史

册．

帝
顧
西
江
土
多
瘠．
安
得
民
生
有
起
色
我
公

政

翕
以
闢
谿
山
遠
所
羣
情
帖．
懋
績
升
聞

京
秩
天
庾
政

深
擘
畫
山
左
人
文
喜
矜
式．
陪
京
更
溥
詩
書
澤．
諸
生
宜
且

遵
成
額
遽
請
恩
施
疑
汲
汲．

帝
念
老
成
姑
薄
斥．
宣
室

有
問
將
前
席．
賢
人
竟
值．
龍
蛇
厄
彼
蒼
者
天
難
致
詰
彌
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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汾
州
府
志

卷
三
十
二
藝
文

三
十
八

靑
靑
原
上
栢．
蕭
瑟
悲
風
吹
白
日．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