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鳳
臺
縣
志
卷
之
十
四

藝
文
二

元

罪
言
疏

郝

經

竊
聞
天
所

與
而
能
奉
承
是
謂
應
天

與
而
弗
之
應
是
□

天
天
可

乎
故
凡
有
天
下
國
家
者
雖
一
民
尺
土
莫
敢
忽

而
不
治
非
惟
應
天
亦
所
以
奉
天
也
國
家
光
有
天
下
五
十
餘

年
抱
括
緜
長
亘

萬
里
尺
箠
所
及
莫
不
咸
服
惜
乎
綱
紀
未

盡
立
法
度
未
盡
舉
治
道
未
盡
行
天
之
所
與
者
未
盡
應
人
之

所
望
者
未
盡
允
也
比
年
以
來
關
右
河
南
北
之
河
朔
少
見
泎

具
而
河
朔
之
不
治
者
河
東
河
陽
爲
尤
甚
近
歲
河
陽
三
城
亦

在
湔
濯
分
裂
頓

者
獨
河
東
而
已
夫
河
東
表
裏
山
河
形
勝

之
區
控
引
裔
夏
瞰
臨
中
原
古
稱
冀
州
天
府
南
面
以
涖
天
下

而
上
黨
號
稱
天
下
之
脊
故
堯
舜
禹
三
聖
更
帝
迭
王
互
爲
都

邑
以
固
鼎
命
以
臨
諸
侯
爲
至
治
之
極
降
及
叔
世
五
霸
迭
興

晉
獨
爲
諸
侯
盟
主
百
有
餘
年
漢
晉
以
來
自
劉
元
海
而
下
李

唐
後
唐
石
晉
劉
漢
皆
由
此
以
立
國
金
源
氏
亦
以
平
陽
一
道

甲
天
下
故
河
東
者
九
州
之
冠
也
可
使
分
裂
頓

極
於
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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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反
居
九
州
之
下
乎
竊
惟
國
家
封
建
置
度
不
獨
私
强
本
幹
與

親
賢
共
享
示
以
大
公
旣
分
本
國
使
諸
王
世
享
如
殷
周
諸
侯

漢
地
諸
道
各
使
侯
伯
專
制
本
道
如
唐
藩
鎭
又
使
諸
侯
分
食

漢
地
諸
道
侯
伯
各
有
所
屬
則
又
如
漢
之
郡
國
爲
尊

相
繼

强
弱
相
制
與
衆
共
有
進
退
比
次
不
敢
相
踰
條
貫
井
井
如
農

夫
之
畔
分
撥
公
賦
使
爲
私
食
則
亦
一
代
之
新
制
未
爲
失
也

平
陽
一
道

㧞
都
大
王
又
兼
眞
定
河
間
道
內
古
城
等
五
處

以
屬
籍
最
尊
故
分
土
獨
大
戸

特
多
使
如
諸
道
祗
納
十
戸

四
斤
絲
一
戸
包
銀
二
兩
亦
自
不
困
近
歲
公
賦
仍
舊
而
王
賦

皆
使
貢
金
不
用
銀
絹
雜
色
是
以
獨
困
於
諸
道
河
東
士
産
菜

多
於
桑
而
地
宜
麻
專
紡
績
織
布
故
有
大
布
卷
布
板
布
等
自

衣
被
外
折
捐
價
値
貿
易
白
銀
以
供
官
賦
民
淳
樸

吏
質
而
一
道

語
銀
獨
高
天
下
造
爲
器
皿
萬
里
輸
獻
則
亦
不
負
王
府
也
又

必
使
貢
黄
金
始
白
銀
十
折
再
則
十
五
折
復
再
至
二
十
三
十

折
白
銀
二
兩
得
黄
金
一
錢
自
賣
布
至
於
得
白
銀
又
至
於
得

黄
金
則
十
倍
其
費
空
筐
篚
之
紡
績
盡
妻
女
之
釵
釧
猶
未
充

數
榜
掠
械
繫
不
勝
苦
楚
不
敢
逃
命
則
已
極
矣
今
王
府
又
將

一
道
細
分
使
諸

三
子
各
征
其
民
一
道
州
郡
至
分
爲
五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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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頭
項
有
得
一
城
或

村
者
各
差
官
臨
督
雖
又
如
漢
之
分

王
王
子
諸
侯
各
衣
食
官
吏
而
不
足
况
自
貢
金
之
外
又
誅
求

無
藝
平
於
是
轉
徒
逃
散
帝
王
之
都
邑
豪
傑
之
淵
藪
禮
樂
之

風
土
富
豪
之
人
民
荒
空
蕪
没
盡
爲
窮
山
餓
水
而
人
自
相
食

始
見
視
諸
道
爲
尊
乃
今
困

之
最
也
國
家
血
戰

十
年
以

有
此
土
何
獨
加
意
於
陜
右
河
南
及
河
陽
置
河
東
而
不
問
坐

視
其
顚
連
宛
轉
而
不
恤
獨
非
國
家
之
赤
子
乎
是
天

此
中

土
之
冠
而
裂
去
不
受
也
可
乎
哉
願
下
一
明
詔
約
束
王
府
罷

其
貢
金
止
其
細
分
使
如
諸
道

明
幹
通
直
者
爲
之
總
統
俾

持
其
綱
維
一
其
號
令
輕
歛
薄
賦
以
養
民
力
簡
静
不
煩
以
安

民
心
省
官
吏
以
去
冗
食
清
刑
罰
以
布
愛
利
明
賞
罰
以
奠
黜

陟
設
學
校
以
勵
風
俗
敦
節
義
以
立
亷
恥
則
分
裂
者
一
頓

者
舉
九
州
之
冠
可
正
致
治
之
樞
可
以
風
四
方
而
動
天
下
克

受
天
之
所

天
復
萬
萬
無
窮
而

之
也
夫
經
本
澤
人
旅
食

他
方
二
十
餘
年
不
得
一
拜
松
楸
守
先
世
之
敝
廬
故
願
治
之

心
比
之
他
人
爲
尤
急
天
庭
遼
邈
漫
爲
瞻

太
行
山
色
黯
然

凋
瘁
引
領
翹
首
望
之
而
已
居
位
操
勢
有
以
仁
天
下
者
可
無

意
乎
此
非
布
衣
所
當
言
故
援
引
杜
牧
之
例
名
曰
罪
言
千
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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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鈇
鉞
謹
附
使
者
以
聞

宋
兩
先
生
祠
堂
記

郝

經

國
氏
而
並
稱
先
生
何
一
宋
師
儒
祗
程
氏
二
昆
焉
爾
千
載
而

下
聞
而
知
之
純
誠
静
厚
盡
性
知
天
篤
恭

懿
形
履
實
踐
含

章
藴
道
而
立
極
知
幾
乘
化
而
詣
聖
振
霜
風
而
不
槁
納
萬
物

於
一
春
隤
乎
其
順
淵
乎
其
奥
混
涵
汪
洋
不
露
圭
角
得
顔
氏

之
學
學
者
宗
之
明
道
先
生
也
千
載
而
下
聞
而
知
之
高
明
正

大
獨
造
自
得
窮
神
知
化
以
道
自
任
憂
天
下
之
不
行
恥
一
人

之
不
知
舉
世
非
之
而
學
益
粹
霆
碎
電
折
而
志
益
堅
滙
源
委

於
六
經
集
大
成
於
一
易
傳
聖
之
心
續
道
之
統
得
孟
氏
之
學

學
者
宗
之
伊
川
先
生
也
二
老
歸
而
周
盛
兩
生
去
而
漢
雜
五

精
緯
奎
天

文
命
兩
先
生
出
焉
宋
道
所
以
昌
也
初
兩
先
生

師
事
濓
溪
周
子
大
其
學
而
倍
蓰
十
百
之
泛
瀾
委
浸
放
乎
四

海
百
年
以
來
君
相
士
夫
國
庠
鄕
校
莫
不
知
爲
程
氏
之
學
粹

然
一
歸
孔
孟
之
正
所
在
祠
爲
先
師
尊
其
道
也
河
東
自
唐
爲

帝
里

澤
潞
爲
重
五
季
以
來
屢
基
王
業
故
其
土
俗
質
直
尙

義
武
而
少
文
明
道
先
生
令
澤
之
晉
城
爲
保
伍
均
役
法
惠
孤

惸
革
姦
僞
親
鄕
閭
厚
風
化
立
學
校
語
父
老
以
先
王
之
道
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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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秀
俊
而
親
教
道
之
正
其
句
讀
明
其
義
理
指
授
大
學
之
序
使

格
物
致
知
誠
意
正
心
修
身
齊
家
篤
於
治
已
而
不
忘
仕
祿
視

之
以
三
代
治
具
觀
之
以
禮
樂
未
幾
被
儒
服
者

百
人
達
乎

鄰
邑
之
高
平
陵
川
漸
乎
晉
絳
被
乎
太
原
擔
簦
負
笈
而
至
者

日
夕
不
絶
濟
濟
洋
洋
有
齊
魯
之
風
焉
在
邑
三
年
百
姓
愛
之

如
父
母
去
之
日
哭
聲
震
野
金
源
氏
有
國
流
風
遺
俗
日
益
隆

茂
於
是
平
陽
一
府
冠
諸
道
歲
貢
士
甲
天
下
大
儒
軰
出
經
學

尤
盛
雖
爲
决
科

六
經
傳
注
皆
能
成
誦
耕
夫
販
婦
亦
知
愧

謡
諑
道
文
理

經
而
鋤
者
四
野
相
望
雅
而
不
靡
重
而
不
佻

矜
亷
守
介
莫
不
推
其
厚
俗
猶
有
先
王
之
純
焉
㤗
和
中
鶴
鳴

李
先
生
俊
民
得
先
王
之
傳
又
得
邵
氏
皇
極
之
學
廷
試
冠
多

士
退
而
不
仕
教
授
鄕
曲
故
先
生
之
學
復
盛
經
之
先
世
高
曾

而
上
亦
及
先
生
之
門
以
爲
家
學
傳
六
世
至
經
奉
承
緒
餘
弗

敢
失
墜
嗚
呼
紹
興
以
來
先
生
之
道
南
矣
北
方
學
者
惟
是
河

東
知
有
先
生
焉
先
生
之
祠
遍
於
江
淮
獨
不
愸
食
於
立
政
設

教
之
土
耶
學
其
學
而
不
知
其
報
享
焉
豈
事
師
之
道
哉
乃
移

書
澤
守
叚
君
創
祠
於
州
學
以
伊
川
先
生
配
歲
時
釋
菜
尊
爲

先
師
題
曰
宋
兩
先
生
序
其
學
推
本
其
道
使
學
者
知
所
宗
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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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祀
其
澤
而
泳
其
淵
欝
之
久
必
發
之
迅
異
時
先
生
之
遒
未
必

不
復
自
南
而
北
也

重
修
廟
學
記

李
俊
民

郡
之
廟
學
舊
近
市
宋
至
和
乙
未
太
守
呉
中
徙
焉
憫
其
民
之

不
喜
儒
術
境
內
貢
舉
五
六
十
年
無
一
人
登
高
第
者
於
是
聚

徒
養
士
以
東
里
學
規
教
授
習
俗
稍
變
至
元
豐
乙
丑
黄
夷
仲

題
秦
氏
書
齋
澤
州
學
者
如
牛
毛
野
處
又
云
長
平
朱
紫
半
夫

三
十
年
間
何
作
成
之
遽
耶
蓋
不
患
民
之
難
化
患
教
養
之
不

至
爾
金
源
百
年
由
學
校
取
士
化
未
純
而
中
原
亂
貞
祐
甲
戌

春
天
兵
上
太
行
烈
熖
所
焚
蕩
然
一
空
丙
子
髙
鳳
議
重
加
修

葺
幾
完
而
又
燬
惟
大
成
殿
僅
存
爲
殘
民
所
廬
中
外
荒
圯
鞠

爲
園
蔬
矣
逮
我
侯
段
公
之
鎭
是
邦
也

政
之

專
致
力
焉

去
瓦
礫
剪
榛
薉
峻
以
環
堵
廢
者
起
之
缺
者

之
廟
像
之
漫

漶
不
鮮
者
餙
之
志
之
所
嚮
與
古
人
合
昔
文
翁
起
學
於
蜀
招

下
縣
子
弟
以
爲
學
弟
子
除
其
徭
役
不

年
爭
願
入
學
富
人

至
出
錢
以
求
之
蜀
地
大
化
後
令
天
下
郡
國
皆
立
學
自
文
翁

始
我
侯
之
首
善
也
豈
獨
爲
一
郡
一
國
立
學
之
始
歟
安
定
胡

翼
之
在
湖
州
之
學
去
來
者

百
人
各
以
經
傳
相
授
以
仁
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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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禮
樂
爲
業
其
教
學
之
法
最
備
後
詔
州
縣
皆
立
學
建
太
學
於

京
師
有
司
請
下
湖
州
取
先
生
法
爲
太
學
法
我
侯
之
崇
儒
也

豈
獨
爲
一
縣
一
州
教
法
之
始
歟
田
表
聖
知
睦
州
下
車
興
學

表
請
八

國
子
監
印
經
籍
以
給
諸
生
詔
賜
之
還
其

孰
若

我
侯
購
求
多
方

家
所
藏
麾
下
將
佐
及
趨
走
吏
所
得
莫
不

出
之
又
於
東
萊
宋
披
雲
處
獲
三
洞
秘
書
兼
收
並
蓄
幾
萬
餘

卷
上
不
煩
於
官
滕
元
發
知
鄆
州
學
生
食
不
足
民
有
爭
公
田

二
十
年
不
决
者
公
曰
學
無
食
而
以
良
田
飽
頑
民
乎
乃
請
以

爲
學
田
遂
絶
其
訟
孰
若
我
侯
取
附
郭
田
千
畝
以
給
之
漳
源

郭
資
善
曁
從
姪
南
士
人
王
天
與
割
已
業
助
之
下
不
侵
於
民

王
義
方
在
吉
安
也
其
民
梗
悍
不
馴
乃

生
徒
開
陳
經
書
行

釋
奠
禮
人
人
說
服
我
侯
之
來
饗
也
率
僚
屬
具
牲
幣
遠
近
學

者
畢
集
髫
童
執
禮
登
降
跽
立
靡
不
中
節
觀
者
異
之
賢
於
吉

安
遠
矣
常
袞
在
福
建
也
閩
人
未
知
學
不
肯
仕
宦
親
加
講
導

歲
貢
士
與
內
州
等
我
侯
之
敦
諭
舉
子
就
兩
府
試
預

者
百

二
十
有
二
人
朝
廷
命
加
精
進
以
聽
擢
用
時
議
許
之
賢
於
福

建
遠
矣
噫
凡
人
之
於
事
好
之
而
且
有
力
無
不
遂
我
侯
一
舉

兼

賢
犬
夫
之
美
力
而
好
之
者
也
多
難
之
世
好
事
者
鮮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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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爲
人
之
所
不
爲
人
不
以
爲
迂
不
待
請
於
上
毅
然
行
之
人
不

以
爲
專
先
事
而
後
役
其
功
簡
其
效
速
人
不
以
爲
勞
堂
筵
齋

廡
庖
湢
之
次
儲
書
之
室
延
賓
之
位
煥
焉
一
新
制
度
稱
其
宣

人
不
以
爲
侈
旣
成
之
後
束
修
子
衿
鼓
篋
入
學
絃
誦
之
聲
洋

洋
盈
耳
纓
冠
束
衽
卒
出
於
戎
馬
介
胄
之
間
其
亦
太
平
之

歟
我
侯
戻
止
樂
且
飮
酒
三
爵
之
後
有
拊
楹
而
歌
者
曰
學
之

如
以
藏
以
修
學
之
矌
如
以
息
以
逰
愷
悌
博
雅
兹
學
之
化

周
旋
動
容
此
學
之
風
朝
於
是
夕
於
是
揖
讓
乎
其
中
吾
道
不

窮
我
侯
之
功
何
以
報
之
從
祀
學
宫
不
才
閣
筆
硯
久
矣
聞
其

歌
而
説
之
特
書
於
石
以
俟
木
鐸
之
採
焉

㑹
眞
觀
記

道
者
杜
志
元
晉
城
縣
移
風
鄕
招
賢
里
水
北
村
人
也
其
先
本

京
兆
杜
陵
人
後
徙
居
平
陽
十
世
祖
遷
於
晉
城
家
世
業
農
正

大
戊
子
志
元
夢
一
黄
冠
共
談
元
教
曰
當
與
汝
爲
方
外
游
我

今
先
徃
速
來
行
次
忽
覩
仙
官
儀
衛
甚
肅
邀
遮
不
得
前
有
白

衣
老
人
云
放
令
去
係
尹
先
生
下
牒
要
者
人
遂
得
行
見
一
卧

屍
旁
有
人
云
勿
回
顧
回
顧
此
屍
便
是
汝
遂
驚
寤

明
爲
游

騎
所
獲
久
之
執
者
稍
緩
逃
入
山
因
省
夢
中
事
遂

家
簪
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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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十
四
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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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焉
庚
寅
詣
天
壇
禮
全
眞
邱
長
春
門
下
玉
清
觀
虗
静
大
師
杜

德
陽
爲
引
度
天
慶
觀
通
眞
大
師
王
志
省
爲
監
度
丁
酉
遇
尹

清
和

名
志
元
號
通
微
子
以
樂
眞
爲
庵
乞
化
爲
生
一
日
閭

里
舊
親
識
請
於
所
居
故
宅
爲
庵
同
王
志
則
建
混
元
殿
及
雲

堂
爲
朝
眞
之
所
庚
子
赴
終
南
㑹
葬
重
陽
祖
師
復
遇
尹
清
和

於
洞
眞
宋
披
雲
三
師
授
天
師
秘
籙
天
心
正
法
改
樂
眞

爲

㑹
眞
觀
師
所
命
也
己
酉
澤
州
次
官
趙
公
唐
以
杜
氏
之
地
屋

并
司
氏
所
施
地

俱
給
贍
庵
約
百
畝
餘
東
瀕
丹
水
故
曰
丹

西
在
水
之
曲
亦
曰
汭
曲
又
曰
韓
營
左
仙
門
右
小
河
前
龍
門

後
漳
源
其
土
沃
衍
乃
福
地
也
公
紏
所
屬
晉
陽
景
遇
頴
川
陳

瑞
彭
城
劉
福
上
谷
成
元
太
原
王
惠
王
宣
景
用
隴
西
李
琳
宏

農
楊
英
頓
邱
司
直
司
德
政
天
水
上
官
贇
京
兆
叚
義
天
水
尹

慶
清
河
張
義
梁
國
喬
林
喬
仙
天
水
趙
贇
趙
益
劉
聚
南
陽
韓

春
王
明
盧
江
何
元
亨
博
陵
崔
贇
郭
安
劉
順
劉
潤
同
力
經
營

崇
建
事
以
起
人
人
向
道
之
心
良
可
嘉
歎
按
杜
氏
陶
唐
劉
累

之
裔
在
夏
爲
御
龍
氏
在
商
爲
豕
韋
氏
在
周
爲
唐
杜
氏
唐
與

杜
二
國
殷
末
豕
韋
國
於
唐
成
王
滅
唐
遷
之
於
杜
爲
杜
伯
杜

今
之
京
兆
杜
縣
也
因
以
爲
氏
魏
有
杜
畿
嘗
見
一
童
子
謂
之



ZhongYi

鳳
臺
縣
志

卷
之
十
四
藝
文

十

曰
司
命
使
我
召
子
畿
固
請
之
童
子
曰
今
將
爲
君
求
相
代
者

君
其
勿
言
言
卒
不
見
後
二
十
年
乃
言
之
而
卒
唐
有
杜
悰
㓜

時
至
昭
應
縣
與
羣
兒
戲
於
野
有
一
道
士
呼
悰
曰
郎
君
勤
讀

書
勿
與
諸
兒
戲
後
封
邠
國
公
杜
乂
膚
如
凝
脂
眼
如
㸃

王

少
見
之
目
爲
神
仙
中
人
杜
光
庭
謂
門
人
曰
昨
夢
朝
上
帝

以
吾
爲
岷
峨
王
今
青
城
已
創
眞
宫
恐
不
久
於
世
眞
宫
成
别

門
人
而
逝
杜
氏
代
不
乏
人
如
此
其
人
固
異
矣
然
其
所
遇
者

亦
異
㑹
眞
之
夢
不
爲
無
所
遇
蓋
至
道
之
所
感
歟

重
建
梁
甫
廟
記

李
俊
民

按
本
郡
圖
經
梁
甫
神
在
晉
城
縣
東
一
十
五
里
周
圍
九
百
四

十
歩
乾
德
三
年
八
月
初
五
日
建
碑
之
所
云
岱
嶽
是
也
天
地

名
山
之
祭
有
五
禮
秩
視
三
公
東
曰
㤗
山
爲
四
嶽
之
所
宗
書

謂
之
岱
宗
禮
尤
重
於
佗
嶽
漢
五
嶽
皆
有
常
祀
唯
㤗
山
歲
五

祀
餘
一
禱
而
三
祀
所
以
異
者
古
帝
王
以
來
封
禪
之
地
山
上

有
金
匱
玉
策
知
人
壽

修
短
武
帝
探
策
得
十
八
因
倒
讀
八

十
其
後
壽
果
八
十
唐
元
宗
問
賀
知
章
前
世
何
故
秘
玉
牒
知

章
曰
玉
牒
以
通
意
於
天
有
所
祈
者
旨
尚
微
宻
故
外
莫
之
知

許
峻
少
篤
疾
以
㤗
山
主
人
生
死
乃
徃
謁
請
命
遇
道
士
授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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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十
四
藝
文

十
一

方
術
所
著
易
林
今
行
於
世
章

夢
東
嶽
道
士
寄
書
明
日
與

李
士
寧
游
青
城
濯
足
水
中
謂
士
寧
曰
腳
踏
西
溪
流
去
水
士

寧
曰
手
持
東
嶽
寄
來
書

大
驚
不
知
其
所
來
未
幾

果
卒

領
軍
蔣
濟
夢
亡
兒
曰
生
時
卿
相
子
弟
死
在
地
下
爲
㤗
山
五

伯
憔
悴
困
辱
不
可
復
言
今
召
孫
阿
爲
㤗
山
令
願
屬
阿
使
轉

我
得
樂
處
濟
乃
遣
人
推
問
孫
阿
得
之
具
語
其
事
阿
曰
不
知

賢
子
欲
得
何
職
濟
曰
隨
地
下
樂
者
與
之
阿
輙
奉
教
後
月
餘

兒
復
來
夢
語
其
母
曰
已
得
轉
爲
錄
事
矣
管
輅
謂
弟
辰
曰
天

與
我
才
不
與
我
壽
恐
四
十
七
八
間
不
見
女
嫁
兒
娶
婦
矣
若

得
免
此
欲
作
洛
陽
令
使
路
不
拾
遺
枹
鼓
不
鳴
但
恐
至
㤗
山

治
鬼
不
得
治
生
人
正
元
二
年
八
月
爲
少
府
丞
明
年
二
月
卒

年
四
十
八
北
齊
叚
暉
師
事
歐
陽
湯
有
童
子
與
暉
同
志
後
二

年
童
子
辭
歸
請
馬
暉
戲
作
木
馬
童
子
甚
悅
謝
曰
吾
㤗
山
府

君
子
奉
敕
游
學
今
將
歸
損
子
厚
賜
無
以
報
德
子
後
至
常
伯

封
侯
非
報
也
且
以
爲
好
言
訖
乘
馬
騰
虛
而
去
世
之
人
徃
徃

喜
異
莫
不
畏
敬
其
靈
而
事
之
不
知
載
在
祀
典
有
功
德
於
民

者
也
噫
天
下
名
山
諸
侯
不
敢
祭
時
祭
其
在
境
內
者
季
氏
之

祭
且
爲
僭
禮
况
乎
齊
民
乎
蓋
齊
人
將
有
事
於
㤗
山
必
先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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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十
四
藝
文

十
二

事
於
配
林
配
林
從
祀
也
梁
甫
㤗
山
下
之

山
亦
從
祀
與
今

之
廟
乾
德
後
屢
經
兵
火
興
廢
者

矣
管
下
父
老
張
玨
等
又

復
一
新
之
神
有
所
依
焉
進
士
賀
彰
求
紀
其
實
將
以
示
久
遠

故
書

文
昌
帝
君
行
祠
記

張

衍

延
佑
初
天
子
銳
興
文
治
設
茂
科
廣
羅
天
下
賢
俊

基
太
平

之
業
重
惟
人
才
出
處
關
時
運
盛
衰
斯
道
在
天
必
有
宰
而
司

之
者
世
以
蜀
七
曲
文
昌
帝
君
儲
精
炳
靈
式
符
乾
象
實
能
翊

賛
大
猷
緝
熈
景
運
於
是
詔
封
輔
元
開
化
文
昌
司
祿
宏
仁
帝

君
之
號
按
清
河
內
傳
大
帝
自
叙
甚
詳
在
周
爲
張
仲
歴
秦
漢

隋
唐
以
來
隱
顯
不
一
其
出
則
爲
名
儒
賢
相
匡
國
致
治
欲
使

君
臣
父
子
夫
婦
朋
友
各
盡
其
道
寥
寥

千
百
年
間
英
明
剛

大
之
氣
浩
然
獨
存
與
化
樞
相
周
旋
其
功
用
則
形
於
九
十
四

事
善
善
惡
惡
㨗
若
影
響
俾
世
之
人
寡
昧
狂
惑
者
知
所
懲
勸

用
以
扶
持
世
道
隂
隲
下
民
功
德
爲
至
備
也
我
國
家
和
服
百

神
崇
祀
帝
君
內
自
京
師
下
逮
川
蜀
湖
湘
間
莫
不
廟
而
祀
之

顧
惟
大
河
以
東
澤
實
名
郡
靈
風
未
恊
祀
典
尚
缺
因
卽
天
慶

觀
卜
爽
塏
畚
土
樹
址
搆
正
殿
四
楹
規
制
合
度
奠
神
平
居
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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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十
四
藝
文

十
三

鐘
磬
鼎
爼
式
具
祀
儀
用
嚴
郡
守
孝
侯
思
敬
曁
在
官
者
力
贊

成
之
戸
部
司
計
成
憲
實
相
事
焉
以
至
正
丁
未
春
三
月
肇
工

秋
七
月
祠
成
郡
之
賔
僚
大
夫
士
將
識
諸
石
以
言
爲
請
衍
惟

天
理
在
人
心
未
嘗
亡
然
一
念
之
興
善
惡
判
焉
中
和
正
直
尊

德
樂
道
者
爲
君
子
則
神
錫
之
福
隂
賊
險
愎
縱
欲
害
道
者
爲

小
人
則
神
降
之
禍
傳
不
云
乎
皇
天
無
親
惟
德
是
輔
自
羣
盗

發
難
亂
逾
一
紀
斯
道
不
絶
如
綫
士
君
子
果
能
以
名
義
卓
然

自
立
則
神
必
啟
其
衷
而
滌
其
慮
庻
乎
修
省
戒
懼
以
復
天
理

民

倘
或
欺
心
肆
詐
賈
利
邀
福
是
則
名
教
之
罪
人
非
吾
所

願
於
多
士
也
自
今
伊
始
民
其
安
以
嬉
歲
以
穰
邦
家
用
休
神

之
惠
將
無
旣
焉

明
道
先
生
祠
堂
記

賈

魯

至
正
壬
午
之
夏
五
澤
幕
賔
天
黨
武
君
朝
綱
曁
文
學
掾
王
鼎

缺

二

字

曰
澤
山
西
之
名
郡
所

五
縣
晉
城
其
一
也
宋
明
道
程

先
生
嘗
令
是
邑
分
鄕
立
校
民
大
化
之
㤗
定
間
郡
缺

二

字

先
生

祠
於
州
署
之
陽
因
陋
就
簡
逼
於
圜
土
至
正
辛
巳
秋
監
郡
普

顔
帖
木
耳
孟
堅
下
車
拜
謁
愀
然
曰
此
非
所
以
居
先
生
也
余

將
移
湫
隘
之
區
卽
爽
塏
之
地
如
何
僉
以
爲
然
於
是
知
州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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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十
四
藝
文

十
四

公
飛

同
知
張
公
時
舉
州
判
李
公
士
敏
戮
力
同
心
作
新
祠

於
縣
之
舊
廨
九
月
吉
日
具
儀
以
安
先
生
之
像
以
伊
川
先
生

配
享
焉
其
興
建
本
末
幸
爲
記
之
嗚
乎
先
生
生
聖
學
不
傳
之

後
以
興
起
斯
文
爲
己
任
辯
異
端
闢
邪
說
使
聖
人
之
道
煥
然

復
明
於
世
故
伊
川
以
爲
自
孟
子
之
後
一
人
而
已
宋
及
聖
朝

已
從
祀
於
夫
子
廟
廷
是
祠
之
建
蓋
甘
棠
之
遺
意
也
孟
堅
清

勤
政
事
爲
河
東
最
每
公
退
必
帥
寮
吏
講
經
讀
法
澤
之
士
庻

又
卽
所
遷
之
祠
從
有
司
舍
菜
於
其
中
觀
先
生
之
容
誦
先
生

之
書
行
先
生
之
行
異
時
風
移
俗
易
賢
士
軰
出
實
孟
堅
有
以

基
之
是
爲
記

龍
王
感
應
記

劉

貫

龍
於
天
地
間
爲
物
最
神
善
變
化
屈
伸
咫
尺
巨
細
亦
靈
怪
矣

哉
世
之
人
禆
以
王
號
考
諸
傳
記
未
有
錫
典
特
示
尊
崇
之
意

爾
凡
立
廟
肖
像
欽
行
祀
事
以
其
庇
庥
一
方
受
福
居
多
於
水

旱
風
雷
雨
雹
之
災
實
捍
蔽
之
祭
法
曰
法
施
於
民
則
祀
之
能

禦
大
災
捍
大
患
則
祀
之
矧
神
以
龍
稱
助
造
化
司
風
雨
竒
怪

不
測
可
無
祀
乎
朝
爲
盲
風
夕
爲
劇
雨
神
實
司
之
乾
端
坤
倪

軒
豁
呈
露
神
亦
與
焉
今
澤
州
治
之
西
南
約
五
里
許
有
祠
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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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十
四
藝
文

十
五

龍
王
祠
邦
人
常
以
風
雨
不
時
霜
雹
代
作
行
事
祠
下
事
訖
□

應
神
之
有
功
於
氓
常
耿
耿
也
至
至
正
二
十
有
二
年
州
太
守

杜
公
在
官
之
明
年
也
公
諱
九
思
字
有
文
時
値
隂
雨
極
備
稽

之
洪
範
傳
將
有
咎
徵
之
騐
於
是
公
曁
監
郡
公
買
閭
字
彦
德

忽
都
帖
木
兒
字
元
貞
同
知
本
州
事
武
德
舉
字
大
用
判
官
黑

厮
字
元
英
李
有
孚
字
德
彰
朱
綬
字
仲
方
合
謀
於
庭
曰
今
國

家
多
故
調
度
徵
索
舉
出
於
民
倘
神
不
之

俾
饑
饉
薦
臻
凡

司
州
事
者
安
得
辭
其
責
歟
盍
竭
誠
祀
禱
焉
卽
率
州
之
佐
吏

曁
屬
縣
長
吏
以
下
各
齋
袚
吉
蠲
酒
殽
香
燭
以
備
謹
於
是
年

夏
五
月
十
有
二
日
五
皷
作
詣
廟
下
以
供
晨
事
切
以
其
答
在

人
自
譴
旣
而
洋
洋
如
在
來
格
來
享
闔
廟
促
旋
祥
颷
四
吹
隂

雨
解
駮
日
光
穿
漏
而
晴
不
移
時
又
於
是
月
二
十
有
六
日
電

雷
交
作
雹
下
甚
宻
僉
率
執
事
以
祭
如

禮
其
雹
卽
止
又
於

是
年
冬
十
月
十
有
二
日
亦
以
隂
雨
未
解
故
祭
告
如
雹
禮
其

晴
如
初
遵
故
事
也
逮
至
正
二
十
三
年
總
戎
大
尉
中
書
平
章

公
復
以
朱
君
來
守
是
州
公
諱
文
明
字
煥
章
時
夏
四
月
至
五

月
不
雨
禾
盡
槁
遂
曁
上
官
屬
并
州
之
耆
艾
於
是
月
朔
具
祝

文
齋
祓
備
禮
如
前
祭
事
咸
奔
走
祠
下
恪
供
廼
事
除
帽
跣
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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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十
四
藝
文

十
六

深
自
咎
罰
奠
祭
禮

皆
中
儀
式
祈
以
甘
澤
時
㴻
慰
人
心
也

前
此
雨
暘
時
若
五
榖
胥
熟
歲
仍
大
和
惠
有
所
歸
是
歲
將
西

稔
兆
具
見
於
灌
祭
後
其
惠
在
人
寧
不
知
有
所
歸
乎
噫
神
所

依
者
人
人
所
享
者
神
苟
人
心
誠
敬
在
是
神
之
盻
蠁
卽
在
是

天
下
以
祀
典
屋
而
神
者
非
一
所
果
皆
靈
騐
耶
抑
斯
人
不
恭

之
咎
耶
仐
兹
挾
王
爵
而
起
居
羣
龍
之
右
惟
修
事
益
䖍
故
前

後
祀
享
祈
應
如
桴
鼓
影
響
靡
不
㨗
也
宜
澤
居
南
北
之
衝
凡

徵
需
調
用
較
之
他
郡
浩
繁
舉
在
官
者
尤
難
於
平
理
爲
州
若

縣
惟
以
亷
愼
自
持
者
免
公
等
以
亷
愼
自
將
人
各
以
亷
愼
自

勵
故
官
無
矌
職
而
民
無
矌
業
行
以
齒
古
循
吏
無
所
與
遜
事

神
治
民
宜
莫
不
備
至
焉
咸
願
鑱
廟
石
以
著
厥
美
故
欣
然
書

之
以
諗
來
哲
其
辭
曰
山
之
陬
兮
崗
之
阿
作
廟
翼
翼
兮
鬱
虖

嵳
峩
神
之
來
兮
無
常
羅
肴
修
兮
奠
瓊
漿
風
雲
從
生
兮
天
地

一
方
闖
淵
宫
兮
奥
窔
慰
我
民
兮
不
悲
以
笑
澤
之
隈
兮
晉
之

鄙
自
始
逮
今
兮
受
多
福
社
卑
無
苦
濕
兮
高
無
乾
五
榖
穰
穰

兮
功
不
可
攀
祐
我
邦
家
兮
億
萬
斯
世
嗟
余
在
官
兮
敢
忘
祀

事

叚
直
傳

元

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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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十
四
藝
文

十
七

叚
直
字
正
卿
澤
州
晉
城
人
至
元
十
一
年
河
北
河
東
山
東
盗

賊
充
斥
直
聚
其
鄕
黨
族
屬
結
壘
自
保
世
祖
命
大
將
畧
地
晉

城
直
以
其
衆
歸
之
幕
府
承
制
署
直
潞
州
元
帥
府
右
監
軍
其

後
論
功
行
賞
分
土
世
守
命
直
佩
金
符
爲
澤
州
長
官
澤
民
多

避
兵
未
還
者
直
命
籍
其
田
廬
於
親
戚
鄰
人
之
戸
且
約
曰
俟

業
主
至
當
析
而
歸
之
逃
民
聞
之
多
來
還
者
命
歸
其
田
廬
如

約
民
得
安
業
素
無
産
者
則
出
粟
賑
之
爲
他
郡
所
俘
掠
者
出

財
購
之
以
兵
死
而
暴
露
者
收
而

之
未
幾
澤
爲
樂
土
大
修

孔
子
廟
割
田
千
畝
置
書
萬
卷
迎
儒
士
李
俊
民
爲
師
以
招
延

四
方
來
學
者
不
五
六
年
學
之
士
子
以
通
經
被
選
者
百
二
十

有
二
人
在
官
二
十
年
多
有
惠
政
朝
廷
特
命
提
舉
本
州
學
校

事
未
拜
而
卒

張
翥
傳

元

史

張
翥
字
仲
舉
晉
寧
人
其
父
爲
吏
從
征
江
南
調
饒
州
安
仁
縣

典
史
又
爲
杭
州
鈔
庫
副
使
翥
少
時
負
其
才
雋
豪
放
不
羈
好

蹴
踘
喜
音
樂
不
以
家
業
屑
其
意
其
父
以
爲
憂
一
旦
翻
然
改

曰
大
人
勿
憂
今
請
易
業
矣
乃
謝
客
閉
門
讀
書
晝
夜
不
暫
輟

因
受
業
於
李
存
先
生
存
字
安
仁
江
東
大
儒
也
其
學
傳
於
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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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十
四
藝
文

十
八

九
淵
氏
翥
從
之
游
道
德
性
命
之
説
多
所
研
䆒
未
幾
留
杭
又

從
仇
遠
先
生
學
遠
於
詩
最
高
翥
學
之
盡
得
其
音
律
之
奥
於

是
翥
遂
以
詩
文
知
名
一
時
已
而
薄
遊
維
揚
居
久
之
學
者
及

門
甚
衆
至
元
末
同
郡
傳
巖
起
居
中
書
薦
翥
隱

至
正
初
召

爲
國
子
助
教
分
教
上
都
生

退
居
淮
東
㑹
朝
廷
修
遼
金
宋

三
史
起
爲
翰
林
國
史
院
編
修
官
史
成
歴
應
奉
修

遷
太
常

博
士
陞
禮
儀
院
判
官
又
遷
翰
林
歴
直
學
士
侍
講
學
士
乃
以

侍
讀
兼
祭
酒
翥
勤
於
誘
掖
後
進
絶
去
崖
岸
不
徒
以
師
道
自

尊
用
是
學
者
樂
親
炙
之
有
以
經
義
請
問
者
必
歴
舉
衆
說
爲

之
折
衷
論
辯
之
際
雜
以
談
笑
無
不
厭
其
所
得
而
後
已
嘗
中

書
集
議
時
政
衆
論
蜂
起
翥
獨
黙
然
丞
相
搠
思
監
曰
張
先
生

平
日
好
論
事
今
一
語
不
出
何
耶
翥
對
曰
諸
人
之
議
皆
是
也

但
事
勢
有
緩
急
施
行
有
先
後
在
丞
相
所
决
耳
搠
思
監
善
之

明
日
除
集
賢
學
士
俄
以
翰
林
學
士
承
旨
致
仕
階
榮
祿
大
夫

孛
羅
帖
木
兒
之
入
京
師
也
命
翥
草
詔
削
奪
擴
廓
帖
木
兒
官

爵
且
發
兵
討
之
翥
毅
然
不
從
左
右
或
勸
之
翥
曰
吾
臂
可
斷

筆
不
可
操
也
天
子
知
其
意
不
可
奪
乃
命
他
學
士
爲
之
孛
羅

帖
木
兒
雖
知
之
亦
不
以
爲
怨
也
及
孛
羅
帖
木
兒
旣
誅
詔
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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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十
四
藝
文

十
九

以
翥
爲
河
南
行
省
平
章
政
事
仍
翰
林
學
士
承
旨
致
仕
給

俸
終
其
身
二
十
八
年
三
月
卒
年
八
十
二
翥
長
於
詩
其
近
體

長
短
句
尤
工
文
不
如
詩
而
每
以
文
自
負
常
語
人
曰
吾
於
文

已
化
矣
蓋
吾
未
嘗
攝
思
特
任
意
屬
筆
而
已
它
日
翰
林
學
士

沙
刺
班
示
以
所
爲
文
請
易
置

字
苦
思
者
移
時
終
不
就
沙

刺
班
曰
先
生
於
文
豈
猶
未
化
耶
何
思
之
苦
也
翥
因
相
視
大

笑
蓋
翥
平
日
善
諧
謔
出
談
吐
語
輙
令
人
失
笑
一
座
盡
傾
入

其
室
藹
然
春
風
中
也
所
爲
詩
文
甚
多
無
丈
夫
子
及
死
國
遂

亡
以
故
其
遺
藁
不
傳
其
傳
者
有
律
詩
樂
府
僅
三
卷
翥
嘗
集

兵
興
以
來
死
節
死
事
之
人
爲
書
忠
義
錄
識
者
韙
之
翥

澤

人

晉

寧

訛

明

澤
州
始
修
北
城
樓
記

孟
應
春

予
閱
邉
陲
郡
城
嘗
羡
其
壯
矣
歸
視
澤
城
殆
弗
如
也
矧
缺

二

字

內
侵
離
石
殘
破
可
寒
心
焉

議
於
縉
紳
間
語
於
民
牧
空
談

耳
惟
武
進
體

顧
先
生
早
擢
科
甲
出
刺
澤
郡
受
上
官
明
命

以
修
澤
城
費
不
出
於
公
儲
役
不
及
於
細
戸
多
方
措
處
以
佐

財
用
新
修
敵
臺
敵
樓
四
十
六
座
重
修
城
樓
東
西
南
六
座
其

北
城
獨
無
樓
焉
以
矮
房
代
之
蒲
伏
丕
稱
體

先
生
喟
然
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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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十
四
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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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
曰
北
方
元
首
也
其
他
股
肱
也
元
首

於
股
肱
可
乎
遂
創
制

繣
規
度
基
物
土
始
修
北
城
樓
一
座
以
爲
一
郡
主
焉
登
斯
樓

也
盍
觀
其
架
搆
乎
井
幹
雞
棲
襟

左
右
層
巒
遊
極
揖
拱
後

前
或
飄
緲
而
仰
戴
元
昊
或
敦
龎
而
俯
映
隍
池
材
美
而
工
巧

外
華
而
內
堅
其
架
搆
亦
美
矣
夫
盍
觀
其
形
勝
乎
背
負
銅
鞮

面
迎
王
屋
其
裏
兮
據
太
行
之
險
其
表
兮
限
濁
河
之
流
兩
淮

咽
喉
三
晉
門
戸
其
形
勝
亦
偉
矣
夫
盍
觀
其
保
障
乎
九
軌
蜿

蜒
百
室
鱗
次
近
而
三
關

雉
堞
爲
巢
窟
遠
而
四
境
望
樵
麗

以
依
歸
祗
役
於
斯
避
宼
於
斯
其
保
障
亦
頼
矣
夫
盍
觀
其
景

物
乎
四
山
曲
抱
屹
屹
翩
翩
三
水
圜
環
溶
溶
滌
滌
雲
生
碧
落

之
巗
月
吐
青
蓮
之
岫
絡
繹
烟
霞
刻
劃
崷
崪
其
景
物
亦
竒
矣

夫
如
斯
已
乎
曰
未
旣
是
城
也
有
備
焉
則
堅
如
鐵
甕
無
備
焉

則
輕
如
雪
山
當
省
雲
鳥
之
圖

熊
羆
之
士
恩
澤
以
結
其
心

糧
賞
以
充
其
腹
如
尹
鐸
之
所
寛
知
孟
氏
之
所
重
庻
克
守
斯

城
不
負
建
置
者
之
意
矣
是
役
也
民
牧
多
不
暇
焉
體

先
生

獨
暇
乎
蓋
其
德
洪
而
志
遠
才
敏
而
行
方
守
三
尺
而
不
撓
臨

庻
務
而
立
辦
廣
倉
儲
之
積
飢
歲
可
防
較
弓
矢
之
能
重
賞
不

惜
庭
有
久
懸
之
魚
野
無
夜
吠
之
犬
故
有
餘
力
而
暇
爲
之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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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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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一

澤
署
教
張
君
元
善
分
教
李
君
應
期
黄
君
榜
陳
君
邦
期
曁
岸

生
史
天
壽
梁
采
李
時
薦

期
素
揖
予
紀
其
事
予
山
林
衰
叟

愧
乏
才
華
恐
不
足
以
鳴
體

先
生
之
績
之
盛
勉
修
荒
詞
如

命
或
曰
澤
近
乏
科
甲
今
歲
登
第
者
二
人
卽
增
高
元
武
雄
峙

一
方
之
騐
不
知
識
者
以
爲
何
如

澤
州
學
田
記

孟

霦

國
朝
於
海
內
郡
縣
建
學
立
師
儲
才
待
用
承
平
日
久
正
人
文

方
盛
之
時
隆
慶
初
年
南
都
體

顧
公
登
進
士
第
出
守
澤
州

公
於
學
校
有
提
調
之
責
焉
惟
是
青
衿
髦
士
充
滿
泮
林
雖
養

以
廪
饌
而
所
給
有
限
其
間
無
資
産
而
守
簡
編
處
困
窮
而
事

絃
誦
者
多
有
之
公
嘗
周
以
社
倉
之
粟
猶
恐
不
可
常
繼
乃
别

爲
經
久
之
計
采
訪
民
間
有
願
售
田
者
不
彊
以
威
不

其
直

出
貨
以
易
之
白
馬
寺
東
易
秦
好
登
山
塲
一
所
中
有
柿
果
百

株
城
東
無
比
寺
山
塲
一
所
中
有
桑
柘
八
十
餘
株
李
桃
杏
果

五
十
餘
株
城
南
十
里
舖
外
徐
天
福
地
八
畝
城
北
水
河
頭
棗

圍
楊
謐
地
八
畝
四
分
傍
有
廬
舍
二
楹
皆
置
爲
儒
學
之
田
以

其
事
請
於
上
官
上
官
嘉
而
允
之
田
歲
有
租
樹
歲
有
課
悉
令

掌
教
者
司
其
出
納
諸
士
有
衣
食
不
足
者
有
婚
嫁
不
能
成
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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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二

者
有
喪
塟
不
能
舉
者
各
量
其
所
費
而
周
之
可
謂
厚
於
養
士

矣
大
公
所
以
爲
此
者
何
也
非
莘
野
之
禾
不
能
蓄
保

之
德

非
南
陽
之
稼
不
能
養
臥
龍
之
才
蓋
欲
諸
生
憑
借
物
産
專
精

經
術
聯
翩
科
第
以
爲
一
郡
之
光
爲
諸
生
者
以
勵
爾
志

爾

力
以
副
公
之
美
意
豈
徒
感
恩
而
已
哉
自
建
學
迄
今
踰
二
百

年
僅
見
此
舉
前
守
抱
豪
傑
之
才
敷
循
良
之
政
者
屢
有
其
人

而
未
暇
及
乎
此
也
公
才
識
英
明
果
於
集
事
城
塹
之
禦
侮
者

旣
已
脩
築
民
兵
之
防
患
者
旣
已
訓
練
倉
廪
之
賑
饑
者
旣
已

充
積
審
役
均
而
民
力
已
蘇
折
獄
平
而
民
訟
已
簡
乃
以
有
餘

之
力
成
此
作
人
之
盛
事
蓋
出
乎

常
之
外
矣
從
此
繼
守
不

失
不
惟
惠
施
於
今
亦
將
利
及
於
後
公
之
榮
名
寧
有
窮
已
哉

澤
之
師
生
謀
勒
石
以
記
公
德
後
之
覽
者
其
勿
廢
之
云

澤
州
題
名
記

李

瀚

澤
州
在
禹
貢
冀
州
之
域
本
秦
上
黨
郡
高
都
縣
地
也
歴
代
建

置
沿
革
靡
常
至
隋
始
置
澤
州

罷
唐
復
置
焉
或
治
濩
澤
或

治
端
氏
旣
而
移
置
晉
城
卽
今
治
也
國
朝
因
之
以
晉
城
縣
入

焉
直

山
西
布
政
使
司
下
領
陽
城
高
平
沁
水
陵
川
四
縣
土

疆
廣
袤
千
里
有
竒
兵
衛
設
守
宗
藩
分
封
䂓
模
之
壯
居
然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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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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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三

大
郡
也
聖
祖

古
建
官
慮
周
萬
世
其
長
爲
知
州
其
次
爲
同

知
其
次
爲
判
官
又
其
次
爲
吏
目
長
貳
首
領
各
有
攸
司
其
必

得
人
政
斯
舉
矣
是
故
諸
買
告
缺
率
於
賢
科
及
甲
監
選
補
間

有
殊
途
亦
惟
優
等
仕
者
於
兹
必
思
所
以
愼
重
使
王
澤
以
宣

民
生
以
遂
教
立
化
行
庶
幾
爲
稱
自
建
官
來
垂
百
有
六
十
年

矣
徃
過
來
續
無
慮

百
顧
視
事
之
㕔
舊
無
壁
記
而
姓
名
爵

里
未
上
去
而
代
遷
歲
月
莫

將
無
以
尙
論
其
世
而
友
其
人

也
非
缺
典
歟
迨
嘉
靖
丙
戌
今
知
郡
事
朝
邑
王
公
下
車
拳
拳

注
意
政
猶
未
期
民
胥
慶
矣
遂
與
郡
寮
寧
遠
張
君
翀
呉
堡
張

君
澍
景
州
張
君
雲
鵬
恊
謀
咨
詢
耆
老
繙
閱
故
牘
得
其
可
知

一
百
一
人
戒
工
礱
石
刻
置
公
署
仍
虛
左
方
用
竢
繼
者
不

鄙
老
拙
以
記
建
屬
予
惟
題
名
之
設
非
徒
然
也
觀
其
人
之
姓

名
則
其
人
之
賢
否
政
之
得
失
自
不
可
揜
蓋
國
譜
遺
法
百
千

載
公
論
繫
焉
士
歴
官
服
采
人
品
不
齊
上
焉
者
不
恒
有
下
焉

者
無
庸
言
中
人
苟
且
之
政
徃
徃
居
多
此
職
之
所
以
日
曠
而

民
之
所
以
不
䝉
其
澤
也
不
假
箴
䂓
其

弗
知
以
故
官
守
有

題
名
石
焉
吾
郡
前
政
諸
公
風
采
雖
不
可
攀
而
流
風
餘
韻
則

宛
其
未
冺
兹
題
貞
珉
姓
名
復
有
託
矣
夫
公
論
在
人
古
今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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鳳
臺
縣
志

卷
之
十
四
藝
文

二
四

二
政
果
善
歟
民
果
仰
歟
人
將
指
而
稱
之
曰
此
賢
郡
守
也
此

賢
佐
貳
也
此
賢
首
領
也
審
若
斯
爲
榮
不
朽
矣
其
或
不
然
適

足
以
貽
不
磨
之
玷
不
如
湮
晦
不
傳
之
爲
愈
也
可
不
畏
哉
可

不
謹
哉
嗚
呼
索
照
於
鑒
考
轍
於
車
一
從
一
改
舉
吾
嚴
師
固

公
之
所
以
思
而
亦
後
人
之
所
宜
思
也
嗣
今
來
者
知
自
省
焉

逖
聽
風
聲
竭
誠
踵
武
先
進
循
良
罔
俾
尊
美
矣
公
之
遺
愛
曷

有
既
邪
公
名
朝
雍
字
仲
和
故
名
宦
裔
起
丁
卯
鄕
貢
進
士
拜

嚴
州
府
節
推
亷
平
懋
著
歌
頌
遠
聞
被
薦
進
今
官
政
事
風
節

家
法
具
在
他
日
政
成
薦
登
大
用
執
此
往
焉
思
過
半
也
予
謝

政
家
居
不
與
天
下
事
久
矣
然
擊
壤
老
人
有
云
聞
人
之
善
未

嘗
不
喜
而
其
至
情
願
亦
竊
附
一
二
况
是
舉
乎
又
善
之
公
溥

者
也
聞
命
故
不
復
固
辭
著
其
梗
槩
如
此
讀
之
者
或
有
取
焉

則
知
所
以
自
處
矣
謹
記

太
行
山
記

唐

樞

山
自
北
紀
雲
中
發
宗
行
平
定
州
至
上
黨
遼
沁
潞
澤
衍
亘
多

起
彰
懷
衛
三
府
南
受
藩
垣
中
原
自
是
西
奔
爲
中
條
至
雷
首

東
發
爲
燕
山
至
碣
石
左
右
行
皆
其
托
祖
故
曰
太
行
又
以
界

省
故
名
省
曰
山
之
東
山
之
西
太
行
中
原
之
正
脈
兩
腋
如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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鳳
臺
縣
志

卷
之
十
四
藝
文

二
五

蓋
所
以
冐
中
原
而
重
其
力
惟
其
起
張
兩
腋
故
身
不
自
結
而

凝
爲
所
冐
之
中
以
其
行
局
之
宏
非
太
不
足
以
當
之
而
其
伊

止
之
所
乃
所
以
爲
行
之
地
蓋
言
意
也

侯
璡
晉
秩
尙
書
景

㤗

元

年

五

月

由

總

督

兵

部

侍

郞

陞

徐
日
久

閏
正
月
兵
部
尙
書
于
謙
奏
聞
都
督
同
知
宫
聚
駐
軍
水
西
女

王
官
深
有
效
順
中
國
之
心
願
出
軍
馬
殺
賊
聚
不
能
作
興
鼓

舞
乃
聽
從
隨
千
方
朱
暹
歐
觀
等
勒
畢
節
衛
各
處
屯
堡
房
屋

搶
殺
人
財
宜
令
廵
按
貴
州
御
史
及
總
督
左
侍
郞
侯
璡
執
聚

解
京
質
問
明
正
典
刑
從
之
是
時
貴
州
新
添
平
越
清
平
興
隆

等
衛
圍
困
已
久
二
月
右
副
總
兵
田
禮
進
兵
解
新
添
平
越
之

圍
然
道
路
猶
梗
璡
調
署
都
指
揮
鄭
儁
攻
都
盧
等
寨
宣
慰
使

安
隴
富
勦
水
西
賊
皆
敗
之
斬
首
百
四
十
餘
級
溺
死
三
百
餘

徙
水
西
至
貴
州
路
始
通
又
行
雲
南
總
兵
調
兵
烏
撒
㑹
兵
通

畢
節
等
路
調
普
安
州
土
官
隆
本
率
土
兵
援
安
南
衛
指
揮
蕭

能
出
城
夾
攻
擒
賊
首
二
人
斬
首
七
十
餘
級
賊
復
集
築
紫
塘

等
寨
璡
破
之
遂
克
弭
勒
南
窩
等
十
餘
寨
降
阿
䝉
等
五
寨
賊

復
圍
平
越
璡
等
囘
兵
擊
走
之
遂
分
哨
七
盤
坡
羊
腸
河
楊
老

堡
諸
處
以
解
清
平
之
圍
仍
哨
清
平
迤
東
至
重
安
江
與
靖
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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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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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十
四
藝
文

二
六

□
王
□
兵
㑹
自
是
興
隆
抵
鎭
遠
道
路
皆
通
矣
遣
所
鎭
撫
許

讓
奏
節
五
月
陞
副
總
兵
田
禮
都
督
僉
事
參
將
方
瑛
都
督
同

知
璡
有
是
命
并
勅
奬
之

太
原
南
防
事
宜
五

邉

典

則

徐
日
久

嘉
靖
二
十
一
年
七
月
俺
答
阿
不
孩
由
太
原
南
下
欲
犯
平
陽

澤
潞
山
西
撫
按
官
請
發
京
兵
赴
援
上
以
京
兵
未
可
輕
動
下

部
議
部
言
賊
旣
下
平
陽
則
省
城
固
已
解
嚴
各
路
阻
隔
官
兵

亦
隨
至
矣
請
備
行
劉
臬
張
達
將
見
在
主
客
官
兵
摘
發
二
枝

專
守
省
城
以
固
根
本
至
於
賊
入
平
陽
蓋
有
三
路
中
由
靈
石

冷
泉
口
趨
霍
州
以
入
東
由
介
休
張
南
店
趨
沁
州
經
岳
陽
浮

山
以
入
西
由
石
州
趨
隰
吉
石
樓
以
入
□
計
靈
石
天
險
勢
難

至
其
中
郭
家
溝
韓
信
嶺
三
四
百
里
險
甚
分
兵
伺
之
賊
可

圖
也
或
由
澤
潞
衝

太
行
越
入
懷
慶
此
去
臨
清
眞
定
僅

百
里
宜
令
諸
路
守
臣
伏
兵
堵
截
使
賊
不
得
過
太
行
乃
爲
無

虞
蓋
潞
安

城
等
處
與
河
南
武
安
接
境
一
下
武
安
則
地
曠

難
守
河
南
山
東
北
直

一
帶
俱
爲
可
慮
也
或
知
有
備
不
至

又
將
由
隰
州
入
石
州
趨
偏
頭
寧
武
亦
宜
行
劉
臬
張
達
備
之

諸
凡
賞
格
宜
各
行
榜
諭
以
勵
人
心
得
旨
賊
入
平
陽
三
路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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鳳
臺
縣
志

卷
之
十
四
藝
文

二
七

劉
臬
張
達
分
兵
邀
擊
且
嚴
戒
諸
將
遇
靈
石
等
處
險
隘
各
血

戰
立
功
無
復
延
緩
取
罪
賞
格
可
大
書
刻
印
遍
給
軍
中
曉
諭

是
日
我
軍
與
賊
零
騎
遇
於
孝
義
縣
師
同
橋
斬
首
十
三
級
賊

營
北
徙澤

州
重
修
廟
學
記

張

鵬

澤

河
朔
今

冀
南
爲
鉅
郡
其
民
儉
直
而
力
耕
有
堯
舜
遺

風
餘
思
士
亦
劬
於
文
學
無
外
慕
鵷
翥
鴻
漸
先
後
接
武
學
在

城
東
南
隅
宋
至
和
乙
未
知
州
事
呉
中
始
改
兹
地
元
大
德
丙

午
長
官
叚
直
重
建
中
更
兵
燹
僅
存
故
址
洪
武
己
酉
知
州
事

李
祥
再
創
己
未
知
州
事
王
堅
加
餙
焉

星
門
靣
城
墉
僅
去

丈
許
墉
高
而
門
下
纔
及
墉
腹
襟
袍
縮
而
弗
舒
不
稱
偉
觀
東

西
廡
入
大
成
殿
兩
腋
簷
隂
墮
地
亭
午
亦
深
黑
不
辨
木
主
位

次
成
化
癸
卯
知
州
事
陸
偉
雖
嘗
嗣
葺
而
址
仍
其
故
迄
兹
四

十
年
木
蠧
瓦
脫
丹
白
侈
剝
而
又
若
是
隘
滋
無
足
觀
矣
正
德

庚
辰
秋
八
月
丙
子
鵬
按
巡
至
澤
綏
德
馬
君
汝
驥
以
翰
林
庻

吉
士
出
守
兹
郡
政
成
民
和
頌
聲
遐
流
鵬
越
三
日
戊
寅
謁
廟

與
僉
憲
祥
符
谷
君
高
堦
旣
坐
堂
上
鵬
顧
諸
生
曰
惟
兹
廟
學

隘
若
是
地
殆
無
餘
者
與
汝
驥
曰
否
乃
導
鵬
行
堂
後

壤
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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鳳
臺
縣
志

卷
之
十
四
藝
文

二
八

望
視
廟
與
學
居
三
之
一
荆
榛
薈
蔚
鵬
慨
然
久
之
汝
驥
曰
某

亦
有
志
改
作
患
無
財
耳
鵬
居

日
舉
郡
故

而
櫛
剔
之
得

贖
刑
銀
以
兩
計
者
千
三
百
有
竒
汝
驥
乃
悉
心
經
營
百
材
畢

具
分
命
判
官
張
鳳
以
十
一
月
辰
役
工
始
事
伐
石
爲

星
門

東
西
廣
十
有
四
丈
門
之
内

泮
池
池
梁
以
石
過
石
梁
而
上

爲
㦸
門
門
之
内
爲
兩
廡
各
十
五
楹
中
爲
殿
左
右
爲
二
翼
室

以
貯
祭
器
墀
深
十
五
丈
殿
後
爲
儀
門
由
門
而
上
爲
明
倫
堂

左
右
爲
饌
堂
東
西
爲
兩
齋
各
九
楹
墀
深
九
丈
若
厨
若
庫
若

倉
若
吏
廨
咸
以
次
相
附
堂
之
後
爲
講
堂
三
楹
東
西
爲
號
舍

凡
六
十
楹
講
堂
後
建
屋
五
楹
爲
尊
經
閣
經
史
百
子
藏
焉
廟

學
之
東
廣
三
丈
南
爲
宰
牲
房
爲
神
厨
又
自
厨
至
北
四
十
丈

爲
射
圃
西
廣
六
丈
以
近
中
二

爲
路
南
爲
大
門
欲
升
堂
與

閣
者
自
是
路
以
入
路
之
西
其
南
爲
鄕
賢
名
宦
祠
者
二
其
北

爲
教
官
廨
者
四
兹
學
之
制
斯
備
矣
兩
廡
益
十
之
二
殿
墀
益

三
之
二
號
舍
益
十
之
五
廟
若
學
舊
廣
九
丈
殿
舊
五
楹
皆
益

三
之
一
講
堂
若
閣
則
昔
所
未
有
而
今
益
者
越
年
春
三
月
甲

子
日
工
告
成
計
用
夫
三
百
六
十
人
官
程
日
授
廪
無
虛
役
者

彩
餙
靚
麗
文
文
章
章
儵
有
榮
觀
焉
繇
是
青
青
者

來
遊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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鳳
臺
縣
志

卷
之
十
四
藝
文

二
九

歌
呌
忭
躍
舞
各
自
矜

殿
墀
有
檜
一
松
二
栢
二
其
大
蔽
牛

皆

百
年
物
貯
隂
下
庇
廊
廡
諸
生
絃
誦
之
餘
憇
息
樹
下
談

仁
義
說
王
道
陋
青
紫
而
若
汙
抗
賢
哲
以
爲
友
其
趨
而
之
善

也
如
或
驅
之
而
恥
於
爲
惡
也
如
或
禁
之

乎
化
鄒
魯
矣

汝
驥
喜
曰
兹
惟
我
公
作
新
之
功
也
走
諸
生
來
告
願
有
記
鵬

惟
仲
尼
之
道
六
籍
詳
焉
鄒
孟
氏
曰
乃
所
願
則
學
孔
子
諸
生

夙
嘗
有
志
於
是
無
庸
瀆
告
者
然
勞
弗
逮
民
錢
弗
歛
下
不
踰

月
以
舉
兹
鉅
役
鵬
何
力
於
斯
而
馬
守
之
政
斯
亦
可
覩
矣

因
記
之
授
諸
生
持
歸
鐫
諸
石
俾
後
世
君
子
知
兹
役
攸
始

創
建
聖
謨
閣
記

呉

駰

聖
謨
閣
者
藏
我
朝
列
聖
所
頒
諸
書
而
作
也
書
有
五
經
四
書

性
理
大
全
太
祖
高
皇
帝
御
製
大
誥
三
編
太
宗
文
皇
帝
御
製

爲
善
隂
隲
孝
順
事
實
二
書
宣
宗
章
皇
帝
御
製
五
倫
書
凡
若

干
卷
爲
屋
重
四
霤
八
楹
十
六
牖
百
八
十
桷
廣
一
室
高
倍

瓴
甓
圬
墁
丹
堊

稱
是
謂
之
聖
謨
閣
者
取
書
所
謂
聖
有

謨
訓
朱
子
所
謂
惟
聖
之
謨
意
以
是
遵
也
始
於
是
年
七
月
壬

子
畢
於
十
月
辛
未
先
是
學
舍
隘
陋
前
書
置
之
耳
房
中
且
晦

汙

至
漶

正
統
丁
卯
領
教
事
至
嘆
日
古
人
藏
象
魏
拜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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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十
四
藝
文

三
十

經
欽
服
寳
藏
以
知
所
當
重
也
矧
今
朝
廷
所
頒
製
者
乎
尤
在

所
當
重
而
簡
凟
至
此
爰
圖
於
衆
必
欲
搆
一
閣
以
貯
之
然
專

於
簿
書
期
㑹
者
視
以
爲
迂
且
不
急
始
予
命
設
木
厨
內
儲
講

堂
離
位
則
窒
坎
位
則
背
震
兌
位
則
仍
耳
房
之
凟
也
必
不
已

委
俸
庀
材
積
以
歲
月
榱
拾
桷
收
鳩
工
募
傭
以
苟
完
之
再
閱

月
而
竣
事
有
衛
子
荆
之
善
而
無
田
宏
正
之
費
也
時
州
守
倅

衛
將
士
咸
至
酌
而
落
之
捧
其
書
藏
之
上
方
衆
具
是
瞻
喜
曰

斯
閣
之
建
當
學
宫
之
中
浥
以
泮
流
翳
以
松
檜
工
而
不
侈
華

而
有
制
竒
矣
哉
又
諸
書
之
頒
舊
矣
未
有
建
謀
以
蓄
之
如
此

者
可
不
鐫
文
以
紀
其
盛
嗟
乎
予
之
爲
是
豈
務
竒
也
哉
夫
工

而
不
侈
䂓
於
道
也
華
而
有
制
酌
乎
中
也
襲
藏
諸
書
存
乎
敬

也
亦
以
資
之
以
爲
教
使
人
皆
知
經
所
當
尊
達
夫
尊
尊
之
義

則
必
國
而
知
尊
其
上
家
而
知
尊
其
親
㓜
而
知
尊
其
長
賤
而

知
尊
其
貴
隂
有
以
開
其
良
心
入
於
善
域
庶
幾
廸
人

醇
風

化
之
一
助
云
爾
而
日
徒
以
是
爲
竒
觀
非
予
所
敢
知
也
僉
曰

若
然
匪
特
不
爲
文
具
實
作
人
之
具
矣
吾
等
失
對
敢
請
書
諸

石
爲
記澤

州
重
修
廟
學
記

張
養
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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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一

吾
澤
據
太
行
之
勝
南
附
太
行
蓋
三
晉
一
巖
郡
云
士
之
起
□

庠
儀
上
國
者
斌
斌
乎
後
先
相
望
也
州
學
之
建
舊
矣
重
修
於

正
德
十
六
年
歲
久
不
飭
浸
以
敝
郡
守
大
夫
韓
公
甫
受
事
謁

廟
退
卽
學
宫
延
見
師
生
顧
而
嘆
曰
廟

如
此
其
何
以
妥
聖

靈
光
爼
豆
不
治
且
將
圯
此
吾
守
土
者
任
耳
乃
進
文
學
博
士

王
化
李
遇
春
王
崇
簡
謝
試
曁
弟
子
員
孟
養
重
趙
友
益
軰
謀

新
之
値
初
政
倥
偬
未
遑
忽
下
霪
爲
虐
廟
竟
就
圯
大
夫
閔
然

曰
吾
固
虞
其
有
此
亟
請
於
兩
院
藩
臬
重
修
之
俱
報
可
於
是

鳩
材
庀
工
諏
日
興
事
費
取
諸
羡
鍰
而
官
不
匱
民
專
於
顧
役

而
私
不
告
勞
僅
兩
匝
月
廟
成
棟
宇
金
碧
巍
如
焕
如
視
舊
制

尤
爽
塏
閎
麗
云
廟
左
右
兩
廡
則

者
正
之
闕
者
補
之
漫
漶

者
丹
堊
之
後
則
明
倫
堂
齋
房
悉
從
繕
葺
前
則
㦸
門
高
揭
泮

池
廣

朱
垣
之
外
樹
以
松
梧
桃
李
煌
煌
哉
學
宫
改
觀
矣
是

役
也
肇
自
萬
歴
甲
申
九
月
寒
冬
輟
工
者
三
月
餘
至
次
年
乙

酉
莫
春
告
竣
大
夫
屬
予
紀
其
事
予
惟
齊
魯

於
文
學
乃
其

天
性
大
夫
起
東
齊
世
以
三
禮
承
甲
第
文
章
醖
藉
凡
百
可
師

澤
閱
歲
無
日
不
討
多
士
而
訓
廸
之
固
已
身
爲
型
範
口
振

鐸
音
矣
區
區
土
木
之
事
豈
急
欲
勒
石
示
人
哉
蓋
自
國
家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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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二

學
校
儲
材
以
經
術
論
士
士
非
此
塗
無
繇
進
今
褒
衣
裴
履
環

橋
門
而
誦
習
者
卽
所
稱
經
術
士
也
業
已
秀
出
編
民
歩
武
孔

轍
乃
或
剽
獵
口
耳
競
斧
藻
而
趨
㨗
徑
古
三
物
之
訓
謂
何
一

旦
策
名
遘
㑹
拘
拘
冺
冺
罕
所
建

甚
者
舉
平
生
所
誦
習
而

弁
髦
之
餙
秇
營
私
譁
衆
躋
膴
亡
論
聖
門
羞
稱
里
閈
且
姗
誚

焉
儻
士
習
而
若
此
也
敝
將
何
極
寧
獨
學
宮
敝
也
乎
哉
學
宮

敝
而
修
之
大
夫
事
也
大
夫
任
之
矣
修
士
習
以
稱
塞
大
夫
雅

意
吾
庠
士
其
何
辭
之
與
有
故
遊
精
道
德
之
塗
棲
息
仁
義
之

域
勤
思
乎
光
明
宏
濟
之
業
異
日
踐
文
石
履
赤
墀
清
廟
明
堂

爲
梁
爲
棟
使
人
按
籍
而
指
之
曰
此
澤
産
也
此
賢
士
大
夫
興

學
所
造
士
也
豈
直
地
以
人
重
實
惟
賢
大
夫
之
光
大
夫
逡
廵

謝
曰
澤
固
唐
虞
首
善
地
耳
俗
淳
厚
其
君
子
深
思
重
名
節
一

敝
於
五
代
宋
程
伯
淳
尹
兹
土
正
學
倡
教
士
矍
然
顧
化
迄
今

尸
祝
之
夫
古
今
人
豈
相
遠
哉
不
倖
待
罪
守
臣
日
惟
化
民
成

俗
兢
兢
念
無
俾
於
多
士
多
士
本
深
思
務
正
學
犂
然
當
於
世

用
此
自
帝
風
所
貽
眞
儒
教
澤
所
漸
不
佞
與
有
榮
幸
誠
厚
願

焉
胡
敢
居
功
嗟
嗟
眞
長
者
之
言
哉
吾
庠
士
勉
矣
疇
昔
所
自

許
寧
有
待
而
後
興
矧
賢
大
夫
色
笑
以
教
所
以
相
待
又
不
薄



ZhongYi

鳳
臺
縣
志

卷
之
十
四
藝
文

三
三

有
不
暏
廟
思
行
矜

好
修
者
非
吾
徒
也
大
天
名
容
字
可
受

别
號
岱
野
山
東
青
城
人
守
澤
多
善
政
不
具
論
同
知
宋
宗
周

判
官
蕭
守
卿
吏
目
劉
宗
仁
督
功
均
勞
例
得
附
書

重
修
天
井
關
孔
子
廟
記

賀
盛
瑞

夫
議
論
恣
不
經
之
疑
君
子
所
諱
忠
賢
抱
千
古
之
憤
君
子
所

若
夫
存
議
論
於
不
經
弔
忠
賢
於
千
古
又
君
子
所
以
寄
其

德
不
可
以
異
言
也
天
并
關
志
夫
子
廻
車
石
迹
異
甚
矣
夫
石

不
變
其
堅
聖
不
變
其
常
飮
羽
已
誕
矧
車
迹
又
矧
夫
子
耶
然

君
子
存
之
母
亦
以
物
之
異
民
所
疑
聖
之
常
民
所
信
舉
至
異

屬
於
至
常
庻
所
疑
奪
於
所
信
其
亦
善
用
異
矣
雖
然
天
井
實

夫
子
所
不
至
又
何
辨
夫
子
不
至
而
傳
其
迹
至
今
則
君
子
有

隱
意
矣
今
夫
賢
人
竭
忠
於
國
亦
願
一
日
之
知
乃
鳴
犢
舜
華

顧
亦

死
嗟
哉
此
亂
世
多
阨
賢
而
夫
子
絃
歌
寓
悲
也
同
調

之
士
俯
仰
古
今
其
能
忘
情
也
哉
北
瞻
晉
陽
南
顧
河
流
撫
事

感
時
凄
然
在
目
是
至
人
懷
人
所
入
境
而
興
情
徘
徊
而
不
能

還
去
者
也
故
君
子
志
前
事
於
不
經
之
石
迹
蓋
使
臨
河
之
嘆

長
存
兩
賢
之
死
不
朽
亦
弔
古
者
之
極
思
也
嗚
呼
覆
巢
破
卵

則
鳯
凰
不
翔
刳
牲
夭
胎
則
麒
麟
不
臻
是
以
惟
霰
致
警
惓
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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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四

於
詩
人
也
歟
予
故
謂
託

車
者
其
有
深
感
也
夫
其
有
深
思

也
夫
若
曰
其
誕
吾
不
信
也
則
君
子
知
之
矣
歲
久
廟
圯
命
工

重
新
後
之
登
臨
於
斯
者
其
將
覽
其
意
而
賦
焉

四
檜
說

郭
顯
文

敬
愼
堂
前
四
檜
太
守
王
公
手
植
也
公
爲
政
清
約
勤
愼
以
愛

民
爲
本
暇
日
樹
此
以
况
節
也
公
之
遷
不
久
矣
他
日
民
之
覩

之
者
勿
翦
勿
伐
安
知
不
比
於
甘
棠
乎
公
名
朝
雍
字
仲
和
陜

右
朝
邑
人
嘉
靖
己
丑
學
正
郭
顯
文
撰

孟
侍
郞
父
子
贊

任
皥
臣

忠
臣
何
求
孝
子
之
門
孝
子
何
德
資
父
事
君
嗟
彼
袁
粲
今
罕

厥
倫
惟
公
父
子
奕
世
揚
芬

鳳
臺
縣
志
卷
之
十
四
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