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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史
稱
桓
帝
好
音
樂
善
琴
笙
飾
芳
林

而
考
濯
龍
之
宮

薛

綜

註

東

京

賦

云

濯

龍

殿

名

芳

林

謂

兩

傍

樹

木

蘭

也

考

成

也

旣

成

而

祭

之

春

秋

考

仲

子

之

宮

是

也

設
華
蓋
以
祠
浮
圖
老
子

浮

圖

今

佛

也

續

漢

志

曰

祀

老

子

於

濯

龍

宮

文

罽

爲

壇

飾

湻

金

銀

器

設

華

蓋

之

坐

用

郊

天

樂

靈
帝
本
紀
曰
光
和
三
年
作
罼
圭
靈
昆
苑

罼

圭

苑

有

二

東

𡁘

圭

苑

周

一

千

五

百

步

中

有

魚

梁

臺

西

罼

圭

苑

周

三

千

三

百

步

並

在

雒

陽

宣

平

門

外

也

五
年
秋
八
月
起
四
百
尺
觀
於
阿
亭
道

中
平
二
年
造
萬
金
堂
於
西
園

三
年
春
復
修
玉
堂
殿
鑄
銅
人
四
黃
鐘
四

其

音

中

黄

鐘

也

子

爲

黃

鐘

及

天
祿
蝦
蟆

天

祿

獸

名

西

京

有

天

祿

閣

宦
者
傳
曰
帝
造
萬
金
堂
於
西
園
引
司
農
金
錢
繒
帛
仞
積

其
中

仞

滿

也

明
年
使
鉤
盾
令
宋
典
繕
修
南
宮
玉
堂
又
使
掖

庭
令
畢
嵐
鑄
銅
人
四
列
於
蒼
龍
元
武
闕

蒼

龍

東

闕

元

武

北

闕

又
鑄

四
鐘
皆
受
二
千
斛
縣
於
玉
堂
及
雲
臺
殿
前
又
鑄
天
祿
蝦

蟆
吐
水
於
平
門
外
橋
東
轉
水
入
宮
又
作
翻
車
渴
烏

翻

車

設

機

車

以

引

水

刻

烏

爲

曲

筒

以

氣

引

水

上

也

施
於
橋
西
用
灑
南
北
郊
路
以
省
百

姓
灑
道
之
費

獻
帝
本
紀
曰
初
平
元
年
春
二
月
丁
亥
遷
都
長
安
董
卓
驅

徙
京
師
百
姓
悉
西
入
關
自
留
屯
𡁘
圭
苑
三
月
己
酉
董
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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焚
雒
陽
宮
廟
及
人
家

董
卓
傳
曰
是
時
雒
中
貴
戚
室
第
相
望
金
帛
財
產
家
家
毁

積
卓
縱
放
兵
士
突
其
廬
舍
淫
畧
婦
女
剽
虜
資
物
謂
之
搜

牢
言

牢

固

者

皆

搜

索

取

之

也

一

日

牢

灑

也

二

字

皆

從

去

聲

今

俗

亦

有

此

言

及
何
后
葬
開
文

陵
靈

帝

陵

卓
悉
取
藏
中
珍
物
又
壞
五
銖
錢
更
鑄
小
錢
悉
取

雒
陽
及
長
安
銅
人
鐘
虡
飛
廉
銅
馬
之
屬
以
充
鑄
焉

鐘

虡

以

銅

爲

之

故

賈

山

上

書

云

懸

石

鑄

鐘

虡

前

書

音

義

曰

虡

鹿

頭

龍

身

神

獸

也

說

文

鐘

鼓

之

跗

以

猛

獸

爲

飾

也

明

帝

永

平

五

年

長

安

迎

取

飛

廉

及

銅

馬

置

上

西

門

外

名

平

樂

館

銅

馬

則

東

門

京

所

作

致

於

金

馬

門

外

者

也

張

璠

紀

曰

太

史

靈

臺

及

永

安

侯

銅

蘭

楯

卓

亦

取

之

百
官
志
曰
雒
陽
城
十
二
門
其
正
南
一
門
曰
平
城
門

漢

官

秩

曰

平

城

門

爲

官

門

不

置

侯

置

屯

司

馬

秩

二

千

石

李

尤

銘

曰

平

城

司

午

厥

位

處

中

古

今

注

曰

建

武

十

四

年

九

月

開

平

城門

北
宫
門
屬
衞
尉
其
餘
上
西
門

應

劭

漢

官

儀

曰

上

西

所

以

不

純

白

者

漢

家

初

成

故

丹

鏤

之

李

尤

銘

曰

上

西

在

季

位

月

維

戌

雍
門

銘

曰

雍

門

處

中

位

月

在

西

廣
陽
門

銘

曰

廣

陽

位

孟

厥

月

在

申

津
門

銘

曰

津

門

自

定

位

季

月

未

小
苑
門
開
陽
門

應

劭

漢

官

儀

曰

開

陽

門

始

成

未

有

名

宿

昔

有

一

柱

來

在

樓

上

琅

邪

開

陽

縣

上

言

縣

南

城

門

一

柱

飛

去

光

武

皇

帝

使

來

識

視

悵

然

遂

堅

縛

之

刻

記

其

年

月

因

以

名

焉

銘

曰

開

陽

在

孟

位

月

惟

已

耗
門

銘

曰

耗

門

値

季

月

位

在

辰

中
東
門

銘

曰

中

東

處

仲

月

位

在

卯

上
東
門

銘

曰

上

東

少

陽

厥

位

在

寅

穀
門

銘

曰

穀

門

北

中

位

光

於

子

夏
門

銘曰

夏

門

値

孟

位

月

在

亥

凡
十
二
門

蔡

質

漢

官

儀

曰

雒

陽

二

十

四

街

街

一

亭

十

二

城

門

門

一

亭

又
曰
宮
掖
門
每
門
司
馬
一
人
南
宮
南
屯
司
馬
主
平
城
門

北
宮
門
蒼
龍
司
馬
主
東
門

按

雒

陽

宮

門

名

爲

蒼

龍

闕

門

元
武
司
馬
主

元
武
門
北
屯
司
馬
主
北
門
北
宮
朱
爵
司
馬
主
南
掖
門

古今

注

曰

永

平

二

年

十

一

月

初

作

北

宮

朱

爵

南

司

馬

門

東
明
司
馬
主
東
門
朔
平
司
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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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北
門
凡
七
門

潘
岳
懷
舊
賦
啟
開
陽
而
朝
邁
濟
淸
洛
以
徑
度

魏

魏
志
文
帝
本
紀
曰
黃
初
元
年
冬
十
二
月
初
營
洛
陽
宫

臣松

之

按

諸

書

記

是

時

帝

居

北

宫

以

建

始

殿

朝

羣

臣

門

曰

承

明

陳

思

王

植

詩

曰

謁

帝

承

明

廬

是

也

至

明

帝

時

始

於

漢

南

宫

崇

德

殿

處

起

太

極

昭

陽

諸

殿

魏

畧

曰

詔

以

漢

火

行

也

火

忌

水

故

洛

去

水

而

加

佳

魏

於

行

次

爲

士

土

水

之

牡

也

水

得

土

而

乃

流

土

得

水

而

柔

故

除

佳

加

水

變

雒

爲

洛

二
年
築
陵
雲
臺

世
說
曰
陵
雲
臺
樓
觀
精
巧
先
稱
平
眾
木
輕
重
然
後
造

構
乃
無
錙
銖
相
負
揭
臺
雖
高
峻
嘗
隨
風
摇
動
而
終
無

傾
倒
之
理
魏
明
帝
登
臺
懼
其
勢
危
別
以
大
材
扶
持
之

樓
卽
頽
壞
論
者
謂
輕
重
力
偏
故
也

洛
陽
宮
殿
簿
曰
陵
雲
臺
上
壁
方
十
三
丈
高
九
尺

疑

當

作

丈

樓
方
四
丈
高
五
丈
棟
去
地
十
三
丈
五
尺
七
寸
五
分
也

三
年
穿
靈
芝
池

五
年
穿
天
淵
池

七
年
春
三
月
築
九
華
臺

明
帝
本
紀
曰
太
和
元
年
夏
四
月
甲
申
初
營
宗
廟

三
年
冬
十
月
改
平
望
觀
曰
聽
訟
觀
　
初
洛
陽
宗
廟
未
成

神
主
在
鄴
廟
十
一
月
廟
成
遣
太
常
韓
曁
持
節
迎
高
皇
帝

太
皇
帝
武
帝
文
帝
神
主
於
鄴
十
二
月
己
丑
至
奉
安
神
主

於
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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靑
龍
三
年
是
時
大
治
洛
陽
宮
起
昭
陽
太
極
殿
築
總
章
觀

百
姓
失
農
時
直
臣
楊
阜
高
堂
隆
等
各
數
切
諫
雖
不
能
聽

常
優
容
之

魏

畧

曰

是

年

起

太

極

諸

殿

築

總

章

觀

高

十

餘

丈

建

翔

鳳

於

其

上

又

於

芳

林

園

中

起

陂

池

楫

櫂

越

歌

又

於

列

殿

之

北

立

八

坊

諸

才

人

以

次

序

處

其

中

通

引

穀

水

過

九

龍

前

爲

玉

井

綺

欄

蟾

蜍

含

受

神

龍

吐

出

使

博

士

馬

均

作

司

南

車

水

轉

百

戲

歲

首

建

巨

獸

魚

龍

曼

延

弄

馬

倒

騎

備

如

漢

西

京

之

制

築

閶

闔

諸

門

闕

外

罘

罳

秋
七
月
洛
陽
崇
華
殿
災
八
月
命
有
司
復
築
崇
華
殿
改
名

九
龍

時

郡

國

有

九

龍

見

故

名

高
堂
隆
傳
曰
靑
龍
中
大
治
殿
舍
西
取
長
安
大
鐘

帝
愈
增
崇
宮
殿
彫
飾
觀
閣
鑿
太
行
之
石
英
采
穀
城
之
文

石
起
景
陽
山
於
芳
林
之
園
建
昭
陽
殿
於
太
極
之
北
鑄
作

黃
龍
鳳
凰
奇
偉
之
獸
飾
金
墉
陵
雲
臺
陵
霄
闕
百
役
繁
興

作
者
萬
數
公
卿
以
下
至
於
學
生
莫
不
展
力
帝
乃
躬
自
掘

土
以
率
之

魏

畧

曰

景

初

元

年

徙

長

安

諸

鐘

虡

駱

駝

銅

人

承

露

盤

盤

折

銅

人

重

不

可

致

留

於

霸

城

大

發

銅

鑄

作

銅

人

二

號

曰

翁

仲

列

坐

於

司

馬

門

外

又

鑄

黃

龍

鳳

凰

各

一

龍

高

四

丈

鳳

高

三

丈

餘

置

內

殿

前

起

土

山

於

芳

林

園

西

北

陬

使

公

卿

羣

僚

皆

負

土

成

山

樹

松

竹

襍

木

善

草

其

上

捕

山

禽

襍

獸

置

其

中

　

漢

晉

春

秋

曰

帝

徙

盤

盤

折

聲

聞

數

十

里

金

狄

或

泣

因

留

於

霸

城

木
紀
曰
景
初
元
年
冬
十
月
乙
卯
營
洛
陽
南
委
粟
山
爲
圜

邱
十
二
月
壬
子
冬
至
始
祀

魏
書
李
業
興
傳
梁
散
騎
常
侍
朱
异
問
業
興
曰
魏
洛
中
委

粟
山
是
南
郊
邪
業
興
曰
委
粟
是
圜
邱
非
南
郊
异
曰
比
聞

郊
邱
異
所
是
用
鄭
義
我
此
中
用
王
義
業
興
曰
然
洛
京
郊

邱
之
處
專
用
鄭
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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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堂
隆
傳
曰
陵
霄
闕
始
構
有
鵲
巢
其
上
帝
以
問
隆
對
曰

詩
云
維
鵲
有
巢
維
鳩
居
之
今
興
起
宮
室
而
鵲
來
巢
此
宮

室
未
成
身
不
得
居
之
之
象
也
天
戒
若
曰
宮
室
未
成
將
有

他
姓
制
御
之
不
可
不
深
慮
於
是
帝
改
容
動
色

宋
書
禮
志
曰
魏
明
帝
天
淵
池
南
設
流
杯
石
構
燕
羣
臣

禮
志
曰
太
康
六
年
蠶
於
西
郊
興
籍
田
對
其
方
也
先
蠶
壇

高
一
丈
方
二
丈
爲
四
出
陛
陛
廣
五
尺
在
皇
后
採
桑
壇
東

南
帷
宮
外
門
之
外
而
東
南
去
帷
宮
十
丈
在
蠶
室
西
南
桑

林
在
其
東

禮
志
曰
漢
儀
季
春
上
巳
官
及
百
姓
皆
禊
於
東
流
水
上
洗

濯
祓
除
去
宿
垢
而
自
魏
以
後
恒
用
三
日
不
以
上
巳
也
晉

中
朝
公
卿
以
下
至
於
庶
人
皆
禊
洛
水
之
側
趙
王
倫
篡
位

三
日
會
天
泉
池
誅
張
林
懷
帝
亦
會
天
泉
池
賦
詩
陸
機
云

天
泉
池
南
石
溝
引
御
溝
水
池
西
積
石
爲
禊
堂
本
水
流
杯

飮
酒
亦
不
言
曲
水

南

齊

書

禮

志

本

作

天

淵

池

晉

晉
書
武
帝
本
紀
曰
泰
始
二
年
秋
七
月
辛
巳
營
太
廟
致
荆

山
之
木
采
華
山
之
石
鑄
銅
柱
十
二
塗
以
黃
金
鏤
以
百
物

綴
以
明
珠

十
年
冬
十
一
月
立
城
東
七
里
澗
石
橋

咸
甯
二
年
秋
九
月
丁
未
起
大
倉
於
城
東
常
平
倉
於
東
西
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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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康
十
年
冬
十
一
月
含
章
殿
鞠
室
火

五
行
志
曰
太
康
五
年
五
月
宣
帝
廟
地
陷
梁
折
八
年
正
月

太
廟
殿
又
陷
改
作
廟
築
基
及
泉
其
年
九
月
遂
更
營
新
廟

遠
致
名
材
雜
以
銅
柱
陳
勰
爲
匠
作
者
六
萬
人
至
十
年
四

月
乃
成
十
一
月
庚
寅
梁
又
折
明
年
帝
崩
而
王
室
遂
亂

宋
書
禮
志
曰
改
築
本
廟
於
宣
陽
門
外
窮
極
壯
麗

晉
書
魏
帝
本
紀
曰
永
興
元
年
夏
六
月
新
作
三
城
門

地
理
志
曰
河
南
郡
漢
置
統
縣
十
二
戸
一
十
一
萬
四
千
四

百
置
尹
洛
陽
置
尉
五
部
三
市
東
西
七
里
南
北
九
里
東
有

建
春
東
陽
淸
明
三
門
南
有
開
陽
平
昌
宣
陽
建
陽
四
門
西

有
廣
陽
西
明
閶
闔
三
門
北
有
大
夏
廣
莫
二
門
司
隸
校
尉

河
南
尹
及
百
官
列
城
內
也

宋
書
禮
志
曰
咸
甯
二
年
起
國
子
學
太
康
五
年
修
作
明
堂

辟
雍
靈
臺後

魏

魏
書
高
祖
本
紀
曰
太
和
十
七
年
秋
九
月
庚
午
幸
洛
陽
周

巡
故
宮
基
址
帝
顧
謂
侍
臣
曰
晉
德
不
修
早
傾
宗
祀
荒
毁

至
此
用
傷
朕
懷
遂
詠
黍
離
之
詩
爲
之
流
涕

十
九
年
秋
八
月
金
墉
宮
成
冬
十
一
月
行
幸
委
粟
山
議
定

圓
邱
甲
申
有
事
於
圓
邱

二
十
年
夏
五
月
丙
戌
初
營
方
澤
於
河
陰
丁
亥
有
事
於
方

澤



 

厯
代
帝
王
宅
京
記
卷
七
　
十
一

朱
氏
槐
廬
校
刊

秋
九
月
丁
亥
將
通
洛
水
入
穀
帝
親
臨
觀

任
城
王
澄
傳
曰
車
駕
還
雒
引
見
王
公
侍
臣
於
淸
徵
堂

高
祖
曰
此
堂
成
來
未
與
王
公
行
宴
樂
之
禮
後
東
閣
廡

堂
粗
復
始
就
故
今
與
諸
賢
欲
無
高
而
不
升
無
小
而
不

入
因
之
流
化
渠
高
祖
曰
此
曲
水
者
亦
有
其
義
取
乾
道

曲
成
萬
物
無
滯
次
之
洗
煩
池
高
祖
曰
此
池
中
亦
有
嘉

魚
澄
曰
此
所
謂
魚
在
在
藻
有
頒
其
首
高
祖
曰
且
取
王

在
靈
沼
於
牣
魚
躍
次
之
觀
德
殿
高
祖
曰
射
以
觀
德
故

遂
命
之
次
之
凝
間
堂
高
祖
曰
此
取
夫
子
閒
居
之
義
不

可
縱
奢
以
忘
儉
自
安
以
忘
危
故
此
堂
後
作
茅
茨
堂
謂

李
沖
曰
此
東
曰
步
元
廡
西
日
遊
凱
廡
此
堂
雖
無
唐
堯

之
君
卿
等
當
無
愧
於
元
凱
沖
對
曰
臣
旣
遭
唐
堯
之
君

不
敢
辭
元
凱
之
譽

郭
祚
傳
曰
高
祖
幸
華
林
園
因
觀
故
景
陽
山
祚
曰
山
以

仁
靜
水
以
智
流
願
陛
下
修
之
高
祖
曰
魏
明
以
奢
失
於

前
朕
何
爲
襲
之
於
後
祚
曰
高
山
仰
止
高
祖
曰
得
非
景

行
之
謂

李
沖
傳
曰
沖
機
敏
有
巧
思
北
京
明
堂
圓
邱
太
廟
及
洛

都
初
基
安
處
郊
兆
新
起
宮
寢
皆
資
於
沖

世
宗
本
紀
曰
景
明
二
年
秋
九
月
丁
酉
發
畿
內
夫
五
萬
五

千
人
築
京
師
三
百
二
十
三
坊
四
旬
而
罷

廣
陽
王
嘉
傳
曰
嘉
爲
司
州
牧
表
請
於
京
四
面
築
坊
三
百



 

厯
代
帝
王
宅
京
記
卷
七
　
十
二

朱
氏
槐
廬
校
刊

二
十
各
周
一
千
二
百
步
乞
發
三
正
復
丁
以
充
茲
役

册

府

元

龜

註

三

正

謂

京

邑

每

坊

置

里

正

三

人

也

雖
有
暫
勞
姦
盜
永
止
詔
從
之

本
紀
又
曰
冬
十
一
月
壬
寅
改
築
圓
邱
於
伊
水
之
陽

三
年
冬
十
一
月
己
卯
詔
曰
京
洛
兵
蕪
歲
踰
十
紀
先
皇
定

鼎
舊
都
維
新
魏
厤
翦
掃
榛
荒
剏
茲
雲
構
鴻
功
茂
績
規
模

長
遠
今
廟
社
乃
建
宮
極
斯
崇
便
當
以
來
月
中
旬
蠲
吉
徙

御
仰
尋
遺
意
感
慶
交
衷
旣
禮
盛
周
宣
斯
干
之
制
事
高
漢

祖
壯
麗
之
儀
可
依
典
故
備
茲
考
吉
以
稱
遐
邇
人
臣
之
望

正
始
元
年
冬
十
一
月
戊
午
詔
曰
古
之
哲
王
剏
業
垂
統
安

民
立
化
莫
不
崇
建
膠
序
開
訓
國
胄
昭
宣
三
禮
崇
明
四
術

使
道
暢
羣
邦
風
流
萬
宇
自
皇
基
徙
構
光
宅
中
區
軍
國
務

殷
未
遑
經
建
靖
言
思
之
有
慙
古
烈
可
敕
有
司
依
漢
魏
舊

章
營
繕
國
學

四
年
夏
六
月
己
丑
朔
詔
日
高
祖
德
格
兩
儀
明
並
日
月
播

文
教
以
懷
遠
人
調
禮
學
以
旌
儁
造
徙
縣
中
區
光
宅
天
邑

總
霜
露
之
所
均
一
姬
卜
於
洛
涘
戎
繕
兼
興
未
遑
儒
教
朕

纂
承
鴻
緖
君
臨
寶
厤
思
模
聖
規
述
遵
先
志
今
天
平
地
甯

方
隅
無
事
可
敕
有
司
準
訪
前
式
置
國
子
立
太
學
樹
小
學

於
四
門

閏
九
月
甲
午
禁
大
司
馬
門
不
得
車
馬
出
入

永
平
二
年
秋
九
月
壬
午
詔
定
諸
門
闥
名

四
年
夏
五
月
己
亥
遷
代
京
銅
龍
置
天
淵
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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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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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　
十
三

朱
氏
槐
廬
校
刊

茹
皓
傳
曰
皓
性
微
工
巧
多
所
興
立
爲
山
於
天
淵
池
西

採
掘
北
邙
及
南
山
佳
石
徙
竹
汝
潁
羅
蒔
其
閒
經
構
樓

館
列
於
上
下
樹
草
栽
木
頗
有
野
致
世
宗
心
悅
之
以
時

臨
幸

延
昌
元
年
夏
四
月
丁
卯
詔
曰
遷
京
嵩
縣
年
將
二
紀
虎
闈

闕
唱
演
之
音
四
門
絶
講
誦
之
業
博
士
端
然
虛
祿
歲
祀
貴

游
之
胄
歎
同
子
衿
靖
言
念
之
有
兼
愧
慨
可
嚴
敕
有
司
國

子
學
孟
冬
使
成
太
學
四
門
明
年
暮
春
全
就

三
年
冬
十
二
月
庚
寅
詔
立
明
堂

禮
志
曰
初
世
宗
永
平
延
昌
中
欲
建
明
堂
而
議
者
或
云

五
室
或
云
九
室
頻
屬
年
飢
遂
寢
熙
平
中
復
議
之
詔
從

五
室
及
元
叉
執
政
遂
改
營
九
室
直
世
亂
不
成
宗
配
之

禮
迄
無
所
設

任
城
王
澄
傳
曰
靈
太
后
銳
於
繕
興
在
京
師
則
起
永
甯

太
上
公
等
佛
寺
外
州
各
造
五
級
浮
圖

源
子
恭
傳
曰
正
光
初
爲
起
部
郞
明
堂
辟
雍
並
未
建
就

子
恭
上
書
曰
臣
聞
辟
臺
望
氣
軌
物
之
德
旣
高
方
堂
布

政
範
世
之
道
斯
遠
是
以
書
契
之
重
理
冠
於
造
化
推
尊

之
美
事
絶
於
生
民
至
如
郊
天
饗
帝
蓋
以
對
越
上
靈
宗

祀
配
天
用
以
酬
膺
下
土
大
孝
莫
之
能
加
嚴
父
以
茲
爲

大
乃
皇
王
之
休
業
有
國
之
盛
典
竊
惟
皇
魏
居
震
統
極

總
宙
馭
宇
革
制
土
中
垂
式
無
外
自
北
徂
南
同
卜
維
於



 

厯
代
帝
王
宅
京
記
卷
七
　
十
四

朱
氏
槐
廬
校
刊

洛
食
定
鼎
遷
民
均
氣
候
於
寒
暑
高
祖
所
以
始
基
世
宗

於
是
恢
構
按
功
成
作
樂
治
定
制
禮
乃
訪
遺
文
修
廢
典

建
明
堂
立
學
校
興
一
代
之
茂
矩
標
千
載
之
英
規
永
平

之
中
始
創
雉
構
基
趾
草
昧
迄
無
成
功
故
尙
書
令
任
城

王
臣
澄
按
故
司
空
臣
沖
所
圖
明
堂
樣
并
連
表
詔
答
兩

京
模
式
奏
求
營
起
緣
期
發
旨
卽
加
葺
繕
侍
中
領
軍
臣

叉
物
動
作
官
宣
贊
授
令
自
茲
厥
後
方
配
兵
人
或
給
一

千
或
與
數
百
進
𨓆
節
縮
曾
無
定
準
欲
望
速
了
理
在
難

克
若
使
專
役
此
功
長
得
營
造
委
成
責
辦
容
有
就
期
但

所
給
之
夫
本
自
寡
少
諸
處
競
借
動
卽
千
計
雖
有
繕
作

之
名
終
無
就
功
之
實
爽
塏
荒
茫
淹
積
年
載
結
架
崇
構

指
就
無
兆
仍
令
肄
胄
之
禮
掩
抑
而
不
進
養
老
之
儀
寂

寥
而
不
返
構
厦
止
於
尺
土
爲
山
頓
於
一
簣
良
可
惜
歟

愚
謂
召
民
經
始
必
有
子
來
之
歌
興
造
勿
亟
將
致
不
日

之
美
況
本
兵
不
多
兼
之
牽
役
廢
此
與
彼
循
環
無
極
便

是
輟
創
禮
之
重
資
不
急
之
費
廢
經
國
之
功
供
寺
館
之

後
求
之
遠
圖
不
亦
闕
矣
今
諸
寺
大
作
稍
以
粗
舉
並
可

徹
減
專
事
經
綜
嚴
勒
工
匠
務
令
克
成
使
祖
宗
有
薦
配

之
期
蒼
生
覩
禮
樂
之
富
書
奏
從
之

劉
芳
傳
曰
芳
表
曰
夫
爲
國
家
者
罔
不
崇
儒
尊
道
學
斆

爲
先
誠
復
政
有
質
文
茲
範
不
易
諒
由
萬
端
資
始
終
務

稟
法
故
也
唐
虞
已
往
典
籍
無
據
隆
周
以
降
任
居
虎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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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
朱
氏
槐
廬
校
刊

周
禮
大
司
樂
云
師
氏
掌
以
媺
詔
王
居
虎
門
之
左
司
王

朝
掌
國
中
之
事
以
教
國
子
弟
蔡
氏
勸
學
篇
云
周
之
師

氏
居
虎
門
左
敷
陳
六
藝
以
教
國
子
今
之
祭
酒
卽
周
師

氏
洛
陽
記
國
子
學
宮
與
天
子
宮
對
太
學
在
開
陽
門
外

按
學
記
云
古
之
王
者
建
國
親
民
教
學
爲
先
鄭
氏
注
云

內
則
設
師
保
以
教
使
國
子
學
焉
外
則
有
太
學
庠
序
之

官
由
斯
而
言
國
學
在
內
太
學
在
外
明
矣
按
如
洛
陽
記

猶
有
仿
像
臣
愚
謂
今
旣
徙
縣
嵩
瀍
皇
居
伊
雒
宮
闕
府

寺
僉
復
故
址
至
於
國
學
豈
可
舛
替
校
量
舊
事
應
在
宮

門
之
左
至
如
太
學
基
所
炳
在
仍
舊
營
構
又
去
太
和
二

十
年
發
敕
立
四
門
博
士
於
四
門
置
學
臣
按
自
周
已
上

學
惟
以
二
或
尙
西
或
尙
東
或
貴
在
國
或
貴
在
郊
爰
曁

周
室
學
蓋
有
六
師
氏
居
內
太
學
在
國
四
小
在
郊
禮
記

云
周
人
養
庶
老
於
虞
庠
虞
庠
在
國
之
西
郊
禮
又
云
天

子
設
四
學
當
入
學
而
太
子
齒
注
云
四
學
周
四
郊
之
虞

庠
也
按
大
戴
保
傅
篇
云
帝
入
東
學
尙
親
而
貴
仁
帝
入

南
學
尙
齒
而
貴
信
帝
入
西
學
尙
賢
而
貴
德
帝
入
北
學

尙
貴
而
尊
爵
帝
入
太
學
承
師
而
問
道
周
之
五
學
於
此

彌
彰
按
鄭
注
學
記
周
則
六
學
所
以
然
者
注
云
內
則
設

師
保
以
教
使
國
子
學
焉
外
則
有
太
學
庠
序
之
官
此
其

證
也
漢
魏
以
降
無
復
四
郊
謹
尋
先
旨
宜
在
四
門
按
王

肅
注
云
天
子
四
郊
有
學
去
王
都
五
十
里
考
之
鄭
氏
不



 

厯
代
帝
王
宅
京
記
卷
七
　
十
六

朱
氏
槐
廬
校
刊

云
遠
近
今
太
學
故
坊
基
址
寬
曠
四
郊
別
置
相
去
遼
闊

檢
督
難
周
計
太
學
坊
并
作
四
門
猶
爲
太
廣
以
臣
愚
量

同
處
無
嫌
且
今
時
制
置
多
循
中
代
未
審
四
學
應
從
古

不
求
集
名
儒
禮
官
議
其
定
所
從
之

隋
書
經
籍
志
曰
遷
雒
已
後
置
道
場
於
南
郊
之
旁
方
二

百
步
正
月
十
月
之
十
五
日
並
有
道
士
歌
人
百
十
六
人

拜
而
祠
焉

厯
代
帝
王
宅
京
記
卷
七
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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