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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首

序

一

序臨
自
雍
正
十
年
撫
軍
趙
升
衡
之
桂
陽

州
為
直
隷
州
因
三
分
其
屬
縣
之
一
而
臨

與
藍
嘉
並
隷
焉
余
以
今
年
秋
𥘉
莅

任
斯
土
入
其
境
是
山
原
缭
繞
林
麓

幽
邃
奥
如
曠
如
人
民
樂
業
熈
如
恬

如
已
而
下
車
見
政
治
蕳
易
官
廨
肅

清
心
甚
樂
之
谓
可
藉
蔵
鳩
拙
也
然
未

志
風
土
之
冝
民
情
之
隐
及
迄
今
景
象

奚
若
亟
索
書
吏
以
志
讀
之
則
猶
康

熈
戊
辰
嵗
邑
侯
三
□
張
公
聲
逺
所

輯
疆
尚
轄
於
衡
郡
也
版
牒
亦
稍
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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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首

二

漫
不
可
識
別
噫
康
熈
戊
辰
距
今
百

有
三
十
年
矣
而
備
掌
坟
供
採
擇
俾

後
来
之
淂
以
覽
者
僅
此
已
乎
夫
天

地
有
正
氣
襍
然
賦
流
形
張
君
旧
本

其
纪
載
為
詳
為
略
為
漏
为
備
吾
不

淂
而
知
顧
百
三
十
年
耒
滄
桒
𨹧
谷

未
遽
變
遷
嵗
事
民
風
未
盡
更
易

而
其
間
孝
子
順
孫
義
夫
莭
婦
必

有
萃
天
地
之
正
氣
因
時
间
生
□
然

孑
然
為
邦
國
光
者
顧
可
令
寂
寂
無

傳
與
况
志
以
備
典
章
纪
沿
革
察
治

忽
條
分
缕
晰
勒
為
成
書
異
日
採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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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首

序

三

輶
軒
登
之
國
史
收
於
是
乎
在
宰
令

前
不
乏
人
而
脩
舉
未
行
豈
簿
書
鞅

掌
有
不
暇
及
與
抑
催
輸
督
比
外
僅
以

案
無
㽞
牘
稱
賢
與
噫
嘻
過
矣
方
今

聖
天
子
勤
政
愛
民
崇
本
抑
末
凡
有
關
國
计

民
生
者
兼
综
條
貫
靡
不
畢
備
職
司

牧
者
宜
何
如
矢
慎
矢
勤
以
仰
副

宵
旰
殷
殷
望
治
之
心
乎
現
奉

各
上
憲
脩
湖
南
省
志
檄
徵
各
郡
邑
志

兼
飭
各
屬
有
志
者
續
之
無
志
者
剏
之

誠
以
彰
我

國
家
治
化
之
盛
暨
訖
之
宏
数
千
里
外
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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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首

四

陬
僻
壤
靡
不
入
版
圖
而
霑

教
澤
而
彼
孝
子
順
孫
義
夫
莭
婦
一
段
肫

诚
懇
摰
不
可
磨
滅
之
氣
不
可
□
奪
之

心
亦
當
永
垂
青
蕳
令
其
光
於
河
嶽

炳
於
日
星
以
振
綱
常
以
維
名
莭
以
勵

人
心
而
立
風
俗
不
至
昏
之
嘿
之
久
而
就

湮
洵
盛
典
也
洵
曠
舉
也
今
以
臨
觀
之

則
尤
亟
之
矣
署
縣
别
駕
吴
中
邹
君
景

文
方
以
奉
檄
倡
辦
此
舉
而
余
適
耒
因

以
後
事
於
屬
詢
之
則
職
採
访
者
若
而

人
司
校
理
者
若
而
人
籌
經
費
者
若
而

人
纂
脩
□
請
邑
孝
廉
蘇
君
良
枋
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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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首

序

五

孝
廉
匆
之
北
上
廼
延
本
邑
司
鐸
曹
君

家
玉
任
之
凢
各
條
件
裁
酌
𢘻
出
其
手

余
詳
察
各
職
是
均
選
擇
□
人
而
曹
君

攷
古
証
今
尤
極
淵
博
爰
系
仍
其
舊

不
復
以
己
意
增
損
□
益
催
捐
輸
督
剞

劂
刻
日
告
成
焉
工
既
竣
方
欲
序
其
巔

末
適
署
酃
縣
别
駕
滇
南
葉
君
𧺫
𩿾
亦

以
志
成
郵
蕳
寄
余
兼
屬
余
序
盖
□
余

齊
年
友
也
先
是
余
權
酃
篆
曾
屬
邑

人
士
督
脩
志
事
既
奉
檄
益
不
敢
稍
怠

凢
局
中
各
務
均
已
商
確
詳
□
计
日
開

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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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首

六

憲
命
促
赴
来
臨
未
及
蕆
事
一
如
邹
君

之
於
臨
也
葉
君
涖
事
𢘻
因
余
旧
而
行

之
一
如
余
之
於
臨
也
计
余
菲
才
不
匝

嵗
而
任
志
事
者
二
而
皆
不
克
始
卒
其

事
而
又
皆
同
时
告
成
其
以
始
事
於
酃

者
不
必
始
事
於
臨
與
未
克
觀
成
於
酃

者
而
以
此
求
成
之
志
取
償
於
臨
與
事

雖
偶
然
殆
若
有
天
幸
焉
是
书
也
其
於

百
三
十
年
来
幽
隐
遺
𨓜
不
知
捜
採
備

至
否
其
視
張
君
旧
本
不
志
有
當
否
而

與
邹
君
同
一
培
風
輔
政
之
心
當
必
共

於
印
合
也
行
於
上
□
州
垣
升
之
省
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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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首

七

　

　

　

　

■

■

溪
□
细
流
積
為
溟
渤
薈
萃
而
登
以

共
成

聖
朝
大
一
统
之
書
而
余
亦
可
告
無
愧
於
邹

也

於

是

乎

書

旹
嘉
慶
弍
拾
弍
年
仲
冬
月

勅
授
文
林
郎
知
湖
南
直
隷
桂
陽
州
臨
武

縣

事

東

莞

麥

連

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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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首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序嵗
丙
子
奉
　
上
憲
續
修
南
椘
通
志
檄

甫
下
邑
大
夫
召
士
紳
而
謂
之
曰
聖
人

之
祭
也
先
河
而
後
海
臨
志
之
不
修
百

三
十
年
矣
源
之
不
清
委
於
何
竟
乃
謀

所
以
纂
輯
邑
乗
者
僉
以
邑
孝
𤎉
蘇
君

良
枋
應
秋
九
月
開
局
兩
逾
月
而
蘇
君

欲
謁
選
都
門
就
南
宮
試
倉
皇
北
上
士

大
夫
轉
以
屬
蘇
君
者
屬
余
余
秉
庖
人

尸
祝
之
義
以
謝
焉
士
大
夫
拱
而
進
曰

先
生
𢖍
郡
人
也
曩
者
康
熈
戊
辰
之
役

郡
人
鄒
君
章
周
曾
為
之
纂
次
矣
且
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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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首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國
時
廵
憲
鄧
公
雲
霄
修
𢖍
嶽
志
吾
臨

人
鄺
君
祖
詩
為
之
代
庖
今
先
生
𢖍
嶽

人
獨
不
可
以
輯
臨
志
乎
旣
弗
獲
辭
乃

進
　
上
憲
所
頒
條
目
而
觀
之
首
分
野

所
以
若
天
時
也
次
輿
圖
所
以
盡
地
利

也
由
是
而
𥙿
國
用
則
賦
役
之
必
書
畫

郊
圻
則
金
湯
之
必
固
民
之
所
依
惟
養

與
教
則
農
田
水
利
師
儒
圖
籍
之
必
詳

焉
國
之
大
事
在
祀
與
戎
則
廟
社
典
禮

軍
制
武
備
之
宜
慎
焉
其
他
書
升
論
秀

表
德
旌
功
林
泉
之
𨓜
士
方
外
之
閒
人

一
切
可
紀
可
載
之
事
罔
不
釐
然
畢
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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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首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
休
哉
何
條
目
之
詳
且
備
歟
雖
然
余
滋

恧
焉
應
列
宿
者
郎
官
所
以
治
斯
民
者

也
因
之
度
地
以
居
民
版
章
以
紀
民
田

里
樹
蓄
以
養
民
設
險
屯
軍
以
衞
民
庠

序
禮
樂
以
教
民
廨
署
官
司
以
臨
民
闡

潜
德
𤼵
幽
光
以
表
揚
乎
斯
民
凡
若
是

者
惟
宰
民
者
能
躬
行
之
斯
深
𢘻
之
也

余
以
臯
比
餘
閒
越
俎
而
理
其
能
洞
燭

斯
民
之
痌
瘝
乎
自
中
冬
任
事
以
來
惟

日
與
諸
同
事
矢
公
矢
慎
搜
羅
採
輯
思

就
正
於
箇
中
人
時
别
駕
鄒
公
景
文
權

篆
邑
事
簿
書
旁
午
無
由
取
鏡
越
明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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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首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
七
月
而
　
麥
侯
蒞
任
始
淂
所
折
衷
焉

侯
之
甫
下
車
也
戴
星
出
入
又
時
陟
献

降
原
疆
理
乎
南
𤱔
掄
材
校
藝
鼓
勵
乎

士
風
戢
暴
安
良
四
民
丕
振
廢
修
墜
舉

百
度
維
新
至
於
顯
𢕄
闡
幽
維
風
鎮
俗

諸
有
闗
於
吏
治
民
情
者
靡
不
恪
恭
震

動
侯
之
深
於
民
情
如
此
其
必
有
以
教

余
而
　
侯
獨
信
余
之
深
任
余
之
重
以

為
無
須
雌
黄
甲
乙
於
其
中
而
邑
乗
於

是
乎
告
成
因
思
勝
國
以
前
臨
人
之
為

吾
𢖍
撰
嶽
志
者
二
百
餘
年
来
迄
無
所

酬
荅
是
書
成
而
余
庶
為
我
𢖍
嶽
之
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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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首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
藉
手
以
報
焉
抑
聞
之
前
明
嶽
志
之
修

臨
人
秉
筆
而
主
脩
廵
憲
鄧
公
實
粤
之

東
莞
人
今
兹
續
脩
臨
志
余
以
𢖍
嶽
人

謬
膺
斯
席
而
麥
侯
主
脩
亦
籍
隷
東
莞

一
彼
一
此
先
後
同
揆
若
天
假
之
縁
有

不
謀
而
合
者
斯
又
竒
已
是
役
也
經
費

理
之
局
中
事
實
職
之
采
訪
讎
對
掌
之

分
校
余
苐
載
筆
墨
操
鉊
槧
以
従
事
其

於
百
三
十
年
中
事
跡
之
為
詳
為
畧
或

𨓜
或
傳
有
當
於
疇
昔
戊
辰
鄒
君
之
作

與
否
余
不
淂
而
知
也
惟
是
涓
涓
不
竭

遂
成
江
河
於
以
晋
之
　
省
垣
庶
幾
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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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首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六

潦
混
泉
滙
為
巨
浸
所
謂
河
海
不
擇
細

流
焉
耳
是
為
序

時
維

嘉
慶
二
十
二
年
嵗
次
丁
丑
仲
冬
月
長

至
前
一
日
臨
武
縣
教
諭
𢖍
山
曹

家
玉
荆
陽
氏
謹
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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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一

續

修

志

序

一

續
修
臨
武
縣
志
序

昔
朱
子
守
南
康
甫
下
車
即
詢
郡
志
識

者
謂
知
先
務
盖
以
志
之
闗
於
世
道
人

心
者
甚
大
非
徒
紀
風
俗
人
文
山
川
名

勝
之
謂
其
謂
察
政
理
稽
典
要
維
風
教

昭
激
勸
也
余
於
同
治
丙
寅
仲
春
捧
檄

治
邑
事
亟
披
舊
志
藉
資
考
鏡
迺
自
嘉

慶
丁
丑
重
修
距
今
已
五
十
年
方
以
事

所
宜
先
莫
如
續
修
邑
乗
適
　
大
府
有

重
修
通
志
之
舉
檄
各
郡
縣
先
行
採
輯

伏
念
數
十
年
間
逮
我

皇
上
御
極
以
来
遐
方
沭
化
邊
宇
乂
安
風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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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一

續

修

志

序

二

所
趨
蒸
蒸
日
上
凡
官
司
所
守
人
材
所

出
教
化
所
闗
掌
故
所
繫
佚
而
不
紀
何

以
信
今
而
傳
後
是
則
邑
乗
之
宜
修
而

即
為
重
修
通
志
之
不
容
緩
者
也
爰
集

邦
人
士
開
局
籌
費
聘
邑
司
鐸
陳
君
佑

唘
章
君
俊
純
纂
輯
而
以
採
訪
𠫵
訂
分

校
繕
書
理
局
属
之
諸
紳
未
幾
章
君
歸

道
山
陳
君
遂
獨
肩
其
任
𥘉
擬
合
舊
志

全
輯
旋
因
原
板
剥
蝕
甚
少
從
邦
人
士

之
請
依
類
增
修
圖
省
工
亦
節
費
也
今

年
夏
稿
成
陳
君
持
以
見
質
余
披
而
讀

之
益
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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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一

續

修

志

序

三

聖
朝
德
教
涵
濡
漸
漬
二
百
餘
年
入
於
人
心

者
之
深
且
逺
也
夫
星
野
方
輿
亘
古
不

易
即
城
池
學
校
祀
典
田
賦
户
口
間
有

增
益
所
在
皆
然
惟
人
事
之
振
奮
恆
與

氣
運
相
維
持
軍
興
以
来
邊
徼
頗
少
完

城
而
臨
邑
僻
在
一
隅
咸
豐
間
屢
遭
兵

燹
卒
能
固
守
武
功
彪
炳
忠
義
輩
出
屹

然
為
旁
邑
冠
不
惟
側
身
士
林
咸
知
振

抜
即
愚
夫
愚
婦
皆
能
舍
生
取
義
有
烈

士
風
志
中
新
增
兵
事
一
門
雖
仿
省
志

舊
章
其
所
以
重
邊
防
而
昭
激
勸
者
尤

有
深
意
存
乎
其
間
至
於
聀
官
之
循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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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一

續

修

志

序

四

人
物
之
表
著
科
名
之
振
𧺫
與
夫
孝
子

順
孫
貞
女
節
婦
其
足
以
資
文
獻
而
維

風
教
者
類
皆
綱
舉
目
張
燦
然
大
備
然

則
是
書
之
有
闗
於
世
道
人
心
者
豈
淺

鮮
哉
後
之
官
斯
地
者
執
是
講
求
乎
民

生
吏
治
之
大
原
而
仰
答
我

國
家
道
一
風
同
之
盛
治
未
必
無
所
𥙷
益
云

回
首
客
夏
𥘉
開
志
局
不
覺
寒
暑
忽
周

兹
者
瓜
期
雖
近
而
志
稿
亦
已
告
竣
𥩈

幸
余
獲
始
終
其
事
聿
觀
厥
成
也
爰
加

商
訂
用
付
剞
劂
並
識
其
始
末
於
簡
端
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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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一

續

修

志

序

五

同
治
六
年
丁
夘
季
夏
上
澣
知
桂
陽
直

隸
州
臨
武
縣
事
固
𨹧
吳
洪
恩
蓬
閣

氏
謹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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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首

續

修

序

一

續
修
臨
武
縣
志
序

自
來
邑
乗
一
書
善
無
不
登
美
無
不
備
其
所
紀

之
德
政
懿
行
固
足
為
前
人
光
而
實
為
後
者
鍳

况
距
重
修
已
五
十
年
其
間
官
宦
之
政
績
士
女

之
行
誼
散
佚
必
多
非
採
輯
而
續
修
之
不
幾
湮

没
不
彰
與
前
任
吳
侯
留
心
風
化
最
喜
闡
𤼵
幽

光
因
設
局
籌
欵
創
此
美
舉
賴
廣
文
陳
君
樂
以

網
羅
纂
輯
自
任
勞
瘁
不
辭
又
有
邦
人
士
子
襄

理
數
月
之
間
竟
採
訪
無
遺
非
真
心
樂
善
而
能

如
是
之
迅
速
耶
余
於
丁
夘
孟
秋
來
篆
是
邑
適

值
繕
就
將
付
梨
棗
乃
披
閲
舊
編
以
及
新
錄
始

知
臨
邑
風
俗
純
良
人
心
古
樸
地
雖
偏
僻
依
然

文
通
武
逹
之
鄉
循
吏
聞
人
何
邑
蔑
有
固
無
深

論
所
登
士
女
之
忠
孝
節
烈
其
茹
苦
含
辛
曲
盡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續

修

序

二

倫
理
誠
有
他
邑
所
不
及
者
甚
矣
掌
故
之
未
可

或
疎
也
續
稿
中
補
舊
增
新
文
簡
而
當
詞
約
而

達
表
彰
極
其
詳
細
而
又
不
事
鋪
張
手
老
眼
髙

非
寢
饋
於
青
史
者
不
能
辦
臨
邑
何
幸
而
逢
此

成
美
之
君
子
哉
竊
思
天
下
不
患
有
不
做
之
事

實
患
無
肯
做
之
人
今
吳
候
以
勤
民
繼
其
美
勵

精
圖
治
當
不
愧
朱
子
之
知
務
所
先
陳
君
以
勸

士
總
其
成
文
章
燦
列
直
與
康
對
山
陸
稼
書
兩

先
輩
後
先
輝
映
二
公
樂
善
之
真
心
亦
得
與
前

憲
之
政
績
士
女
之
行
誼
永
相
傳
於
不
朽
云

同
治
六
年
嵗
次
丁
夘
秋
八
月
下
澣
知
桂
陽

直
隷
州
臨
武
縣
事
弋
陽
張
大
煦
旭
初
氏
謹

序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一

續

修

臨

武

縣

志

序

皇
帝
御
極
之
初
江
浙
底
定
有
嘉
折
首

诏

太

常

録

勲

以

楚

材

稱

最

豐

功

伟

烈

彪

炳

史

𡷫

維

時

南

楚

大
吏
有
重
修
省
志
之
役
檄
下
各

郡
州
翕
然
應
之
桂
之
淂
郡
最
古

臨
其
属
邑
軍
興
以
来
懷
𤦺
抱
偉

之
士
枕
戈
請
纓
類
多
建
白
下
至

閭
巷
閨
闥
匹
夫
匹
婦
亦
知
以
莭

義
相
切
劘
盖

聖
澤
之
㴠
濡
逺
矣
風
會
所
趋
文
献
攸

係
善
非
及
時
採
擷
成
書
奚
由
偹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二

掌
故
而
示
来
兹
嵗
丙
寅
　
邑
侯
吴

蓬

閣

司

馬

来

摄

縣

篆

庶

政

修

眀
百
廢
具
舉
尤
以
表
彰
風
化
為

己
任
爰
集
邦
人
士
諏
吉
設
局
而
以

纂
輯
属

佑

唘

暨
前
司
訓
章
君
俊

纯
章
君
旋
即
世

佑

啟

查
臨
志
自

嘉
慶
丁
丑
重
修
後
迄
今
已
五
十
年

原
板
尚
存
其
间
剥
蝕
者
僅
十
之

一
二
迺
撡
鉛
槧
從
事
即
諸
君
子

所
採
訪
者
分
门
續
編
於
後
殘
者

補
之
略
者
詳
之
新
者
增
之
體
製

一
仍
其
舊
雖
藉
以
自
文
謭
陋
亦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續

序

三

古
人
述
而
不
作
之
意
也
閱
十
月
而

稿
成
因
就
正
　
吴
侯
並
質
諸
邦
人

士
之
有
道
而
文
者
谋
付
剞
劂
或

有
朂
佑
啟
者
曰
言
之
不
文
行
之
不

逺
古
人
非
擅
三
長
不
可
為
史
前
之

為
志
者
自
眀
康
對
山
先
生
武
功
州

志
國
朝
陸
稼
書
先
生
靈
寿
縣
志

外
其
餘
骵
例
未
能
悉
合
公
能
無

慮
人
議
其
後
者

佑

啟

曰
唯
唯
否
否
今

有
富
人
□
琳
瑯
璣
組
象
犀
玳
瑁

之
属
至
纷
藉
而
雜
纪
数
也
不
有
执

简
记
之
者
久
將
毁
廢
盗
竊
□
而
不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續

序

四

能
考
今

佑

唘

網
羅
散
失
攟
摭
旧
闻

於
以
偹
輶
軒
之
採
俾
天
下
後
世
知

聖
朝
德
化
之
被
不
间
方
隅
而
我
吳
侯

尤
能
亟
亟
阐
揚
芳
烈
也
其
於
政

教

不

亦

稍

有

禆

益

乎

因

趣

梓

之
而
弁
言
於
首

同
治
六
年
嵗
次
丁
夘
六
月
𥂁
提

舉

銜

丁

夘

科

鄊

進

士

桂

陽

直

隸

州

臨

武

縣

教

諭

武

陵

陳

佑

啟

我

珊

氏

謹

叙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舊

志

序

一

臨
武
縣
舊
志
序

縣
志
成
總
之
得
志
九
卷
內
表
七
列
傳
九
卷
外
紀
四
卷
類

分
爲
一
十
四
帖
乃
函
以
遺
于
我
邑
侯
費
望
湖
侯
曰
可
固

將
勤
梓
人
且
屬
余
引
其
端
邑
舊
有
志
凡
三
繼
修
矣
有
善

有
不
善
余
不
敢
知
夫
志
者
何
志
其
國
事
之
大
者
通
於
政

事
謂
可
以
備
省
觀
患
在
失
實
而
非
能
文
之
難
也
古
者
閭

塾
亦
有
史
生
齒
咸
得
書
之
况
大
於
此
者
耶
茲
唯
曰
銀
㨿

其
事
則
可
矣
欲
一
一
文
諸
固
難
余
閭
塾
人
故
爲
志
在
傳

實
人
亦
曰
不
文
則
不
行
余
寔
不
能
文
而
文
之
將
以
病
實

又
焉
能
行
乃
勉
遵
義
法
唯
與
論
次
其
實
竊
謂
疑
於
文
也

而
可
乎
哉
乃
若
其
實
則
有
之
往
稽
邑
典
綜
於
列
史
旁
采

諸
家
集
所
紀
咏
其
在
人
則
今
彰
彰
共
暗
記
者
葢
其
慎
也

辟
之
紀
二
十
五
家
事
果
能
誣
也
與
哉
不
行
非
所
計
矣
侯

世
爲
鉛
山
之
費
氏
治
邑
多
善
狀
志
可
槩
見
云
時
嘉
靖
辛

酉
歲
秋
八
月
既
望
南
京
刑
科
給
事
中
累
官
兵
部
尙
書
邑

人
劉
堯
誨
撰

臨
武
縣
舊
志
序

今
夫
人
於
事
之
將
營
也
心
以
持
之
力
以
濟
之
無
不
優
然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一

舊

志

序

二

底
於
成
焉
然
而
其
成
也
有
竝
非
心
若
力
之
所
得
主
者
與

之
相
迫
而
愈
背
與
之
相
遭
而
倐
合
者
何
也
則
時
爲
之
也

雖
至
纎
細
猶
繫
於
時
而
况
極
今
古
之
掌
故
備
輶
軒
之
採

擇
爲
煌
煌
國
乘
者
乎
我

昭
代
耆
定
埀
四
十
餘
年
固
文
明
大
啟
時
也
而
惟
臨
邑
之
爲

時
則
固
翳
然
艸
昧
間
耳
葢
予
自
辛
酉
策
蹇
至
領
此
斗
大

山
城
於
巑
岏
千
叠
中
接
邇
粤
徼
然
考
之
星
次
則
猶
鶉
尾

也
山
川
廣
袤
甫
盈
三
舍
父
老
曰
壤
故
濶
昔
者
裂
疆
置
禾

邑
遂
割
我
沃
膄
而
析
我
生
齒
也
周
視
雉
堞
則
豐
艸
廢
礫

委
闐
於
巷
郭
署
第
間
自
觀
宇
招
提
而
外
㕓
肆
居
室
蕭
然

可
𢿙
也
及
瞻
謁
泮
宮
則
鞠
爲
榛
蕪
展
拜
無
地
進
而
諮
之

應
賔
興
者
何
匿
而
弗
昭
也
而
組
練
千
櫓
顧
得
覿
而
先
之

給
供
輸
者
何
積
而
多
逋
也
而
瘡
痍
疾
苦
或
冀
拯
而
起
之

於
是
察
俗
習
之
淳
漓
知
灾
祲
之
迭
告
爲
緬
憶
往
哲
撫
字

之
風
思
疇
昔
人
物
文
章
之
盛
企
竦
在
懷
悽
惋
在
目
問
所

謂
備
掌
故
而
供
採
擇
之
書
則
已
湮
廢
百
二
十
有
五
年
未

事
修
舉
也
噫
嘻
令
斯
土
者
代
不
乏
賢
而
胥
諉
一
至
此
乎

予
蚤
已
心
藏
之
矣
然
涖
事
之
始
値
六
詔
大
軍
凱
旋
徴
役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舊

志

序

三

課
糈
供
億
旁
午
斯
時
也
心
憒
力
詘
而
遑
它
及
乎
越
明
年

建
城
東
樓
戒
不
虞
也
又
明
年
乃
事
於
學
校
丹
堊
始
崇
門

廡
始
立
垣
籞
始
周
而
規
橅
粗
舉
頻
歲
以
來
用
是
鴻
鴈
既

集
而
絃
誦
相
望
也
維
時
都
人
士
羣
然
以
邑
乘
爲
請
咸
謂

家
世
高
曾
各
有
行
業
不
可
無
述
謀
所
以
襄
予
力
之
未
逮

者
予
猶
心
藏
之
而
未
許
也
如
是
者
又
三
霜
矣
竊
意
古
人

建
大
事
董
大
役
審
於
衷
慮
而
成
於
旦
夕
曾
無
所
濡
顧
焉

彼
獨
何
敏
而
予
何
拙
哉
又
何
恠
夫
前
之
令
斯
土
者
日
胥

諉
焉
而
迄
無
成
也
雖
然
有
時
焉
會
頃
者
年
和
風
清

諸
大
人
不
以
予
之
不
才
而
寛
其
督
責
恒
賦
而
外
槩
無
徴

求
民
亦
既
喁
然
有
遂
生
之
樂
而
予
亦
藉
以
政
簡
物
閒
永

日
無
事
輙
私
念
此
心
所
屢
藏
而
未
就
者
今
其
可
矣
爰
聘

湘
東
明
經
鄒
君
中
石
故
嘗
編
楚
志
郡
乘
多
識
畜
德
者
乃

幸
不
我
棄
屬
以
編
纂
寘
供
帳
焉
歷
五
月
餘
而
工
訖
鋟
旣

成
俾
予
循
𩔗
省
覽
而
益
愓
然
於
天
人
物
理
之
故
矣
軫
故

主
吾
土
者
念
戴
星
而
理
幸
不
以
在
罶
來
苕
華
之
怨
而
封

域
之
内
孰
一
非
吾
精
慮
之
所
及
乎
東
城
南
市
嘗
有
營
矣

敢
崇
私
署
而
侈
雕
甍
歟
浮
糧
艾
餉
嘗
屢
請
矣
敢
事
無
藝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舊

志

序

四

以
竭
繭
絲
歟
攬
舊
尹
之
高
蹤
疇
所
願
學
而
疇
所
幾
企
𥨸

自
量
焉
顧
分
閫
之
同
官
孰
當
和
衷
而
孰
當
戢
士
庸
敢
狥

乎
若
乃
宮
墻
之
地
所
爲
砥
學
興
行
者
慮
無
不
傾
相
告
也

夫
邑
乘
具
在
後
之
述
今
猶
今
之
述
㫺
如
使
文
追
大
家
之

軌
行
禀
先
民
之
遺
方
將
昭
兹
來
許
以
輝
眏
前
烈
而
策
名

用
賔
直
影
之
逐
形
耳
天
人
祥
應
之
𢿙
豈
必
質
華
陰
東
雲

之
仙
而
後
知
其
必
然
者
此
不
僅
爲
多
士
告
也
葢
矢
諸
素

懷
已
久
矣
予
誠
謭
陋
不
敢
以
是
書
爲
穪
　
故
事
之
文
殆

烝
烝
焉
期
登
上
理
與
都
人
士
胥
洽
良
時
以
有
成
也
意
後

人
之
繼
時
纂
舉
者
有
以
知
吾
心
與
力
之
攸
存
焉
矣
是
編

也
邑
子
弟
李
生
開
祥
陳
生
才
昇
實
考
覈
恊
理
以
佐
其
成

而
李
生
尤
於
關
渉
利
病
之
類
多
所
發
明
王
生
敷
極
職
採

輯
罔
敢
有
懈
陳
生
文
林
李
生
偉
才
則
司
校
譌
者
也
例
得

竝
書

旹

龍
飛
康
熙
二
十
有
七
年
歲
次
著
雍
執
徐
黄
鍾
月
朔
有
二
日

文
林
郎
知
臨
武
縣
事
三
韓
張
聲
遠
叙

臨
武
縣
舊
志
序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一

舊

志

序

五

歲
戊
辰
夏
余
以
外
艱
讀
禮
經
年
麻
衣
芒
屨
塊
然
　
嘿
未

敢
聞
人
間
事
也
　
臨
陽
邑
侯
張
公
千
野
忽
枉
駕
湘
東
艸

堂
辱
致
聘
典
以
纂
修
邑
乘
見
屬
葢
謂
疇
昔
郡
省
編
摩
之

役
謬
皆
承
乏
老
𩦸
識
途
輙
復
覉
靮
之
余
泫
然
曰
先
君
子

中
省
公
嘉
遯
四
十
年
齎
志
壤
下
悲
無
以
承
先
志
衰
絰
未

釋
乃
弗
志
吾
塊
苫
而
度
陌
越
邑
以
傳
他
族
數
十
百
人
之

志
余
之
志
安
在
哉
固
辭
不
獲
命
輙
憶
癸
未
逆
獻
之
亂
臨

之
僞
令
渠
魁
也
先
君
子
效
秦
廷
之
泣
上
書
粤
督
沈
公
諸

復
湖
南
州
郡
而
臨
頼
以
平
維
時
折
衝
行
陣
則
宋
黄
兩
公

主
之
約
矢
射
書
則
先
婦
翁
袁
公
主
之
溯
其
間
關
乞
援
卒

底
拓
清
者
實
非
先
君
子
無
以
致
之
是
臨
之
山
川
城
闕
田

野
桑
麻
官
師
守
禦
人
文
士
女
之
屬
皆
先
君
子
昔
嘗
務
去

其
忒
而
還
其
井
邑
冠
裳
之
舊
者
今
卽
時
往
風
遥
毋
亦
先

志
之
所
未
忘
也
雖
然
理
絃
而
適
者
其
情
恬
繪
山
而
勝
者

其
况
逸
余
之
情
况
何
如
耶
齷
齪
闇
漠
語
不
成
聲
而
欲
舉

一
邑
之
風
物
掌
故
胥
自
我
恢
宏
而
映
潤
之
非
所
堪
矣
而

况
所
謂
恢
宏
映
潤
者
殆
非
吾
韋
布
士
操
一
不
聿
之
所
能

致
焉
何
也
則
以
有
侯
之
制
治
在
也
請
卽
以
所
志
之
類
條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舊

志

序

六

析
之
而
知
羣
然
待
理
於
　
侯
者
匪
自
今
始
也
夫
郎
官
廡

列
宿
而
尤
叶
以
星
土
之
説
則
臨
鍳
倍
集
孰
實
主
之
能
無

凛
承
歟
而
起
視
封
域
間
川
嶽
想
懷
柔
也
風
俗
徯
蒸
變
也

中
牟
之
蝗
不
入
宏
農
之
虎
北
渡
豈
神
爲
之
哉
若
乃
仰
察

營
室
計
時
度
務
類
非
宏
濟
民
艱
不
以
資
其
力
而
傷
彼
南

箕
杼
空
庾
匱
尤
非
損
上
益
下
無
以
厚
其
生
然
此
豈
僅
小

民
之
望
爲
然
乎
士
之
窶
貧
有
甚
焉
者
苟
非
値
循
卓
之
長

吏
輙
刻
尙
催
科
甚
有
以
鞭
撻
寗
越
爲
競
立
功
名
之
地
此

學
校
之
氣
所
日
詘
也
夫
士
所
矜
尙
者
氣
爾
昔
之
禀
正
氣

者
養
爲
忠
孝
飭
爲
亷
隅
攄
之
爲
華
國
之
文
則
巍
科
茂
選

也
藏
之
爲
名
山
之
傳
則
詞
賦
騷
歌
也
繇
是
武
夫
得
其
果

勁
而
奏
膚
功
閨
婦
得
其
莊
疑
而
矢
貞
守
掾
史
亦
竊
其
餘

鋒
末
緒
而
售
爲
刀
筆
而
羽
客
之
流
用
之
而
爲
服
咽
浮
屠

之
敎
斂
之
而
入
枯
寒
以
暨
夫
人
世
之
靈
芝
瑞
質
灾
沴
氛

祲
何
莫
非
氣
所
召
也
天
人
名
類
之
應
政
治
節
宣
之
術
自

方
令
長
以
來
非
其
職
之
而
更
何
屬
哉
若
是
者
求
諸
典
籍

之
舊
夙
有
成
編
苐
鮮
不
視
爲
空
言
文
具
已
爾
惟
　
侯
於

□
年
服
政
之
中
孰
則
祛
釐
而
孰
則
興
舉
位
置
裁
成
而
一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舊

志

序

七

一
著
之
於
事
焉
達
之
於
化
焉
然
或
事
往
物
至
紛
劇
迭
更

又
鮮
不
舉
今
昔
之
精
意
良
法
而
槩
置
焉
者
惟
　
侯
復
宣

之
而
爲
文
也
傳
之
而
爲
簡
也
鼎
𢑱
其
質
而
鐘
呂
其
音
也

於
是
乎
循
攬
都
邑
之
山
川
城
闕
田
野
桑
麻
官
師
守
禦
人

文
士
女
之
風
若
將
出
乎
埃
𡏖
之
表
而
葱
然
有
起
色
者
何

也
則
　
侯
之
恢
宏
映
潤
有
以
作
其
氣
而
維
新
之
也
雖
然

余
仍
塊
然
忘
言
者
也
敢
藉
手
以
報
　
侯
命
亦
猶
承
先
君

子
之
志
云
爾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凡

例

一

臨
武
縣
志
凡
例

一
舊
志
爲
綱
芳
千
爲
目
若
干
以
綱
統
目
如
天
文
則
統
有

星
圖
星
野
封
域
則
統
有
山
川
城
池
等
項
然
其
閒
同
𩔗

而
錯
見
雜
出
者
正
復
不
少
一
祀
典
也
孔
廟
見
於
學
校

關
廟
及
壇
壝
又
見
於
營
建
一
職
官
也
令
尉
見
於
秩
官

教
職
見
於
師
儒
將
弁
又
見
於
武
備
紛
紀
㳫
誌
迄
無
倫

脊
今
奉
　
上
憲
頒
有
格
式
分
門
别
𩔗
井
井
有
條
自
星

野
以
及
外
紀
各
不
相
蒙
茲
惟
恪
遵
章
程
逐
一
編
次
其

驛
傳
屯
練
茶
法
木
政
榷
政
礦
廠
古
帝
王
故
宮
八
條
臨

邑
所
無
未
敢
妄
載

一
臨
邑
自
宋
元
以
逮
明
初
志
凡
三
修
迨
嘉
靖
辛
酉
刑
科

給
事
中
邑
人
劉
堯
誨
始
與
邑
侯
費
懋
文
重
加
纂
次
遲

之
百
餘
年
至
　
本
朝
康
熙
戊
辰
三
韓
張
侯
聲
逺
始
延

郡
人
鄒
章
周
復
爲
修
訂
辛
酉
以
前
三
志
乆
無
傳
本
惟

戊
辰
志
中
間
采
劉
書
内
小
序
評
語
尙
能
存
什
一
於
千

百
抵
今
又
一
百
三
十
年
矣
遥
遥
上
溯
所
見
異
辭
所
聞

異
辭
占
三
從
二
惟
一
斷
以
輿
評

一
舊
志
修
於
康
熙
二
十
七
年
業
經
百
餘
載
其
間
人
物
科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凡

例

二

名
忠
臣
孝
子
義
夫
節
婦
前
已
命
采
訪
諸
生
逐
一
搜
羅

伹
世
遠
年
煙
爲
畧
爲
詳
限
於
時
代
諒
非
疎
忽
偏
袒
故

爲
軒
輊

一
忠
孝
節
義
猶
爲
兩
間
正
氣
𩔰
微
闡
幽
固
属
采
訪
家
素

志
然
必
其
精
誠
寔
跡
有
一
叚
不
可
磨
滅
處
始
爲
登
錄

其
列
女
一
項
於
例
稍
有
未
符
而
其
節
槩
已
爲
輿
論
所

服
者
間
亦
遵
例
附
諸
條
欵
之
末
斯
亦
善
善
從
長
之
意

也
一
漢
初
置
縣
以
來
上
下
二
千
餘
年
自
天
文
地
理
以
及
土

俗
民
風
其
中
灾
祥
叠
見
正
變
屡
更
雖
舊
帖
殘
編
逓
爲

采
錄
但
或
百
年
而
一
修
或
百
数
十
年
而
一
修
苟
臆
斷

風
聞
幾
於
道
聼
塗
説
凝
齋
司
馬
曰
志
者
志
其
國
事
之

大
者
通
於
政
事
以
備
省
觀
患
在
失
實
茲
爲
往
稽
邑
乘

近
訪
献
夫
旁
攷
諸
史
雜
乘
期
於
見
聞
確
鑿
以
徴
實
錄

一
星
象
輿
圖
川
原
林
麓
亘
千
古
而
不
變
民
情
風
士
禮
数

文
章
歴
百
年
而
又
遷
顧
或
宜
詳
而
畧
當
簡
而
繁
間
有

舛
誤
不
無
牴
牾
是
不
變
者
道
而
拾
遺
𥙷
缺
亦
費
討
蒐

遷
移
者
俗
而
識
變
觀
時
尤
資
酌
劑
茲
悉
廣
咨
博
訪
槩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凡

例

三

爲
檢
校
未
便
因
循
舊
帙
致
誚
拘
墟

一
金
石
方
技
僭
𥨸
苗
猺
等
項
前
志
原
無
專
條
兹
爲
証
之

舊
帙
訪
諸
新
聞
各
爲
勒
成
一
卷
但
赤
拳
白
戰
無
所
𠙖

藉
耳
目
未
周
不
無
罫
漏
之
懼

藝
文
一
事
所
以
觀
人
文
徴
風
俗
紀
事
實
誌
典
章
𨿽
名

卿
碩
彦
舊
篇
古
碣
必
有
関
於
政
治
𢑱
章
者
方
爲
采
錄

原
不
必
泛
及
時
髦
第
臨
僻
楚
南
笠
屩
罕
至
必
拘
泥
一

格
則
不
朽
盛
事
竟
爲
缺
典
夫
桃
天
李
穠
夙
居
風
首
陽

春
白
雪
亦
號
辭
宗
兹
爲
裒
集
歌
咏
文
章
之
有
關
於
性

情
者
彚
爲
一
帙
俾
皷
吹
　
休
明
之
士
刳
心
浣
膓
得
以

略
見
一
斑

一
邑
乘
與
家
乘
不
同
家
乘
有
率
祖
率
親
之
義
紀
載
一
人

必
上
系
其
祖
父
下
詳
其
子
孫
邑
乘
則
人
物
科
名
忠
孝

節
義
不
過
循
名
責
實
綜
錄
一
人
之
事
跡
不
必
上
下
牽

綰
以
杜
繁
冗
第
舊
志
相
沿
已
乆
驟
爲
刪
削
未
免
驚
衆

駭
俗
姑
爲
仍
之

一
邑
志
與
郡
志
直
隷
州
志
不
同
郡
志
直
隷
州
志
即
所
属

而
統
紀
之
必
别
其
爲
某
州
人
某
縣
人
邑
志
則
就
邑
言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凡

例

四

邑
毋
庸
再
爲
區
别
然
亦
間
有
擊
及
鄕
隅
都
甲
者
此
亦

臨
俗
之
積
習
錮
𡚁
難
以
驟
爲
更
張

一
自
丙
子
夏
奉
文
修
湖
南
通
志
署
邑
事
邹
公
景
文
廼
謀

續
修
邑
乘
是
冬
開
局
越
明
年
十
一
月
始
克
藏
事
時
鄒

已
䣃
箓
　
麥
侯
涖
事
甫
脱
稿
持
就
正
於
侯
侯
韙
之
不

我
瑕
疵
其
或
檢
校
不
及
委
非
𥝠
心
自
用
實
係
限
於
見

聞
邑
人
士
尚
其
諒
諸

一
獵
𩔐
漁
幽
職
諸
采
訪
砭
譌
訂
課
責
在
校
讐
至
於
搦
管

操
觚
似
不
必
從
一
國
三
公
之
見
盖
書
經
数
手
則
體
例

不
苻
必
致
舛
錯
𠫵
差
自
相
矛
盾
獨
膺
是
役
敢
云
一
夔

足
乎
若
夫
學
識
荒
蕪
筆
墨
遲
鈍
則
願
博
雅
君
子
明
以

教
我
不
至
貽
笑
方
家
斯
幸
耳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目

錄

一

臨
武
縣
志
目
錄

卷
之
首
　

序

　

舊

序

　

凡

例

　

舊

志

編

修

姓

氏

新

修

姓

氏

卷
之
一
星
野

卷
之
二
圖
考

卷
之
三
建
置
沿
革

卷
之
四
疆
域

附

道

路

　

鄕

隅

卷
之
五
形
勢

卷
之
六
山
川

卷
之
七
戸
口

卷
之
八
田
賦
　

文

職

官

員

養

亷

俸

薪

及

一

切

支

發

各

欵

俱

詳

悉

在

內

卷
之
九
水
利

卷
之
十
城
池

附

街

道

　

坊

表

　

閣

　

塔

卷
之
十
一
關
隘

卷
之
十
二
津
梁

附

茶

亭

卷
之
十
三
古
蹟

卷
之
十
四
公
署

卷
之
十
五
學
校

學

田

　

碑

匾

　

書

籍

　

學

額

書

院

　

義

學

　

賔

興

卷
之
十
六
祀
典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目

錄

二

卷
之
十
七
祠
廟

卷
之
十
八
風
俗

附

村

市

墟

期

　

鄕

飮

賔

卷
之
十
九
兵
制

卷
之
二
十
屯
田

卷
之
二
十
一
邊
防

卷
之
二
十
二
舖
遞

卷
之
二
十
三
苖
猺

卷
之
二
十
四
武
功

卷
之
二
十
五
寺
觀

卷
之
二
十
六
鹽
法

卷
之
二
十
七
錢
法

卷
之
二
十
八
蠲
政

卷
之
二
十
九
職
官
　

知

縣

　

敎

諭

　

訓

導

　

典

史

叅

將

　

守

備

　

千

總

　

把

總

卷
之
三
十
選
舉
　

薦

辟

　

進

士

　

舉

人

　

武

舉

恩

拔

歲

貢

生

　

貢

選

𥙷

遺

　

例

貢

武

階

雜

流

卷
之
三
十
一
封
廕

附

應

例

卷
之
三
十
二
政
績

卷
之
三
十
三
人
物
　

名

臣

　

宦

業

　

理

學

　

儒

林

文

苑

　

處

士

　

忠

義

　

孝

友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目

錄

三

卷
之
三
十
四
列
女
　

節

孝

　

節

烈

　

貞

女

　

烈

女

卷
之
三
十
五
隱
𨓜

卷
之
三
十
六
流
寓

卷
之
三
十
七
仙
釋

卷
之
三
十
八
方
技

卷
之
三
十
九
陵
墓

卷
之
四
十
僭
竊

卷
之
四
十
一
藝
文
上

五

言

古

　

七

言

古

　

五

言

律

七

言

律

　

五

言

絶

　

七

言

絶

五

言

排

律

卷
之
四
十
一
藝
文
中
　

記

　

序

　

文

■

卷
之
四
十
一
藝
文
下
　

議

　

説

　

跋

　

書

　

檄

　

引

諭

　

辨

　

祭

文

　

墓

志

卷
之
四
十
二
典
籍

卷
之
四
十
三
金
石

卷
之
四
十
四
物
産

卷
之
四
十
五
祥
異

卷
之
四
十
六
雜
識

卷
之
四
十
七
外
紀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續

目

録

四

續
修
臨
武
縣
志
目
禄

均

照

舊

志

次

第

續
山
川

續
城
池

續
津
梁

續
公
署

重

修

西

齋

事

竣

再

增

續
學
校

重

修

　

文

廟

事

竣

再

增

所

有

續

捐

田

𤱔

附

續
祀
典

續
祠
廟

續
寺
觀

舊

志

在

武

功

後

今

擬

移

於

祠

廟

後

凡

未

入

祀

典

者

附

續
兵
制

續
兵
事

此

係

遵

照

省

志

新

增

附

於

兵

制

　

武

功

後

續
𥂁
法

續
職
官

續
政
績

舊

志

在

封

䕃

後

今

移

此

續
選
舉

續
仕
宦

附

保

舉

援

例

續
封
䕃

附

世

襲

續
人
物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續

目

録

五

續
忠
義

續
孝
友

續
列
女

續
耆
壽

續
方
技

續
祥
異

續
藝
文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舊

姓

氏

一

臨
武
縣
舊
志
修
輯
姓
氏

按
劉
凝
齋
司
馬
叙
邑
舊
有
志
凡
三
繼
修
是
自
勝
國

嘉
靖
以
前
編
纂
已
不
止
一
次
洎
今
凡
六
修
矣
從
前

三
次
世
代
綿
邈
其
書
散
𨓜
纂
修
諸
人
無
由
攷
其
姓

字
謹
即
其
可
知
者
而
志
之

明
嘉
靖
　
十
　
年
辛
酉

主
修

臨
　
武
　
縣
　
知
　
縣
　
　
　
費
𢡟
文

江

西

鉛

山

人

纂
修

南
　
京
　
刑
　
科
　
給
　
事
　
中
　
劉
堯
誨

邑

人

國
朝
康
熙
二
十
七
年
戊
辰

主
修

臨
　
武
　
縣
　
知
　
縣
　
　

官

監

張
聲
遠

字

于

野

奉

天

廣

寧

人

同
修

臨
　
武
　
縣
　
儒
　
學
　
訓
導

貢生

謝
佐
晋

湖

北

襄

陽

人

督
梓

桂
陽
州
泗
洲
司
巡
檢
署
臨
武
縣
典
史
姜
　
　

順

天

人

纂
修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姓

氏

二

衡

州

府

𨟯

縣

貢

生

鄒
章
周

中

石

叅
訂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邑
弟
子
員
　
李
開
祥

生

生

陳
才
昇

東

伯

蒐
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邑
弟
子
員
　
王
敷
極

充

敬

校
閲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邑
弟
子
員
　
陳
文
林

公

翰

李
偉
才

不

二

黄
重
大

應

爲

彚
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邑
弟
子
員
　
郭
　
芝

蘭

友

黄
鳳
飛

用

中

邱
尼
生

宗

孔

謄
稿
禮
書
　
石
瑚
鳳

給
辦
義
民
　
王
存
忠

杜
祥
甫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姓

氏

三

臨
武
縣
志
與
修
姓
氏

主
修

署
　
臨
　
武
　
縣
　
知
　
縣
　
候
𥙷
糧
府
　
鄒
景
文

特
授
　
臨
　
武
　
縣
　
知
　
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麥
　
連

同
修

臨
　
武
　
縣
　
儒
　
學
　
教
　
諭
兼
纂
修
事
曹
家
玉

臨
　
武
　
縣
　
儒
　
學
　
訓
　
導
　
　
　
　
夏
　
普

督
梓

臨
　
武
　
縣
　
典
　
史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張
啟
榮

𠫵
訂邑

歲

貢

生
　
雷
尙
白

邑

廪

生
　
盧
道
璨

總
校邑

廪

生
　
王
懷
邦

邑

庠

生
　
羅
宗
㴠

邑

廪

生
　
劉
必
元

邑

廪

生
　
唐
冠
賢

邑

廪

生
　
杜
萬
程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重

修

姓

氏

四

分
校邑

庠

生
鄺
祥
烈

邑

庠

生
李
光
柳

邑

庠

生
孫
煥
鰲

邑

庠

生
周
日
麗

邑

庠

生
陳
殿
球

採
訪邑

庠

生
杜
方
陵

邑

庠

生
劉
玉
清

邑

庠

生
陳
昌
言

邑

監

生
周
承
𠋣

邑

增

生
周
鳳
翥

邑

庠

生
文
　
鴻

邑

舉

人
鄺
大
綱

邑

增

生
李
光
天

邑

庠

生
廖
騰
芳

邑

庠

生
胡
光
𤩹

理
局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姓

氏

五

邑

增

生
曾
毓
精

邑

庠

生
劉
忠
貞

邑

庠

生
劉
廷
模

邑

貢

生
杜
森
榮

邑

庠

生
龍
有
慶

邑

監

生
王
宏
治

邑

庠

生
雷
必
元

邑

貢

生
鄺
兆
嶙

邑

監

生
周
炳
燦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續

修

姓

氏

六

臨
武
縣
志
續
修
姓
氏

主
修

署
　
臨
　
武
　
縣
　
知
　
縣
　
加
同
知
銜
　
吳
洪
恩

同
修

署
　
臨
　
武
　
縣
　
知
　
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張
大
煦

纂
修

特
授
　
臨
　
武
　
縣
　
教
　
諭
　
加
提
舉
銜
　
陳
佑
啟

署
　
臨
　
武
　
縣
　
訓
　
導
　
加
提
舉
銜
　
章
俊
純

督
梓

特
授
　
臨
　
武
　
縣
　
典
　
史
　
加
通
判
銜
　
吳
廷
謀

参
訂邑

詔

舉

孝

亷

方

正

恩

貢

生
　
曾
傳
柷

邑

候

𥙷

教

諭

恩

貢

生
　
陳
汝
齡

邑

候

補

訓

導

歲

貢

生
　
杜
龍
驤

邑
歴
任
訓
導
教
授
保
舉
州
同
銜
舉
人
杜
茂
林

邑

兵

部

聀

方

司

候

𥙷

主

事

舉
人
　
鄺
炳
星

邑

考

授

覺

羅

教

習
舉
人
黄
雲
漢

總
校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續

修

姓

氏

七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舉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人
　
杜
學
□

邑
　
　
訓
　
導
　
加
　
通
　
判
　
銜
　
　
黄
尊
容

邑
　
　
訓
　
導
　
加
　
通
　
判
　
銜
　
　
盧
書
田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羅
玉
書

邑
　
　
訓
　
導
　
加
　
理
　
問
　
銜
　
　
曾
繼
烜

分
校邑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蕭
士
俊

邑
　
　
武
　
生
　
加
　
千
　
總
　
銜
　
　
曹
維
漢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劉
子
丹

邑
　
　
教
　
諭
　
加
　
理
　
問
　
銜
　
　
龍
有
蕙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唐
鼎
昌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何
榮
印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王
會
圖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貢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盧
超
海

邑
　
　
恩
　
貢
　
生
　
　
六
　
品
　
銜
　
曾
繼
焜

邑
　
　
訓
　
導
　
加
　
六
　
品
　
銜
　
　
蔣
大
祁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貢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曾
廣
運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黄
元
愷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續

修

姓

氏

八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唐
則
之

邑
　
　
選
　
　
用
　
　
訓
　
　
導
　
　
　
胡
濟
清

邑
　
　
訓
　
導
　
加
　
六
　
品
　
銜
　
　
鄺
汝
成

邑
　
　
訓
　
導
　
加
　
州
　
同
　
銜
　
　
劉
運
新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陳
煌
耀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劉
鍾
甲

採
訪邑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胡
日
新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廪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唐
仁
濟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黄
雨
霖

邑
　
　
武
　
庠
　
保
　
千
　
縂
　
銜
　
　
鄧
玉
藻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郭
价
臣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雷
鳴
豫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廪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杜
錦
村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廪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鄺
燦
㸃

邑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貢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蔣
春
輝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艾
　
虎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廪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李
崇
寳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續

修

姓

氏

九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廪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黄
喜
烜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陶
　
薫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蔣
日
新

邑
　
　
從
　
九
　
加
　
六
　
品
　
銜
　
　
郭
應
奎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王
作
楫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蘇
慶
陞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廪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黄
錦
囊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邱
文
焯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李
泰
來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邱
樹
成

理
局邑

　
　
主
　
簿
　
加
　
六
　
品
　
銜
　
　
胡
應
剛

邑
　
　
主
　
簿
　
加
　
州
　
同
　
銜
　
　
李
榮
璟

邑
　
　
主
　
簿
　
加
　
理
　
問
　
銜
　
　
杜
杏
林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蔣
翹
新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廪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駱
象
乾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周
三
鍚

邑
　
　
從
　
九
　
加
　
六
　
品
　
銜
　
　
鄺
炳
霄



 

臨
武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續

修

姓

氏

十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陳
　
霽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王
煥
新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廪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唐
樹
勲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邱
煥
斌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賀
世
熙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胡
連
陞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曾
繼
業

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胡
應
榕

邑
　
　
監
　
生
　
保
　
從
　
九
　
銜
　
　
杜
錦
裳

邑
　
　
　
例
　
　
貢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陳
桂
南

邑
　
　
　
例
　
　
貢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石
中
玉

繕
冩邑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　
周
　
規

邑
　
　
選
　
　
用
　
　
訓
　
　
導
　
　
　
杜
世
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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