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邕
寕
縣
志
卷
四
十
四

埌
西
莫
炳
奎
星
五
編
纂

祠
祀
志

鬼
神
之
說
。
本
屬
杳
茫
。
然
惠
廸
從
逆
。
吉
凶
昭
然
。
經
典
所
載
。
未
盡
誣
也
。
顧
其
爲
德
之
盛
。
朱
子

繹
爲
陰
陽
二
氣
。
綱
維
主
宰
。
實
與
中
和
位
育
相
關
。
君
相
負
爕
理
之
權
。
故
對
越
懷
柔
。
昭
崇
羣
祀
。

焚
柴
埋
瘞
。
其
形
式
也
。
後
世
不
察
。
一
切
皆
聽
命
焉
。
失
之
遠
矣
。
茲
當
舉
世
訾
謷
之
日
。
神
權
已
無

復
存
在
。
然
在
記
曰
。
有
其
舉
之
。
莫
敢
廢
也
。
謹
持
斯
義
。
將
府
志
所
舊
有
者
存
之
。
餘
皆
從
畧
。
至

寺
觀
皆
二
氏
所
虔
奉
。
雖
與
祀
典
無
關
。
然
皆
位
於
風
量
之
區
。
尤
多
古
蹟
。
故
並
紀
焉
。
志
祠
祀
。

邕
甯
縣
志

祠
祀
志

一



邕
甯
縣
志

志

二



壇
廟

附
祠
宇

社
稷
壇
。

在
城
東
一
里
。
明
嘉
靖
二
十
五
年
。
知
府
郭
南
建
。
久
圮
。
淸
雍
正
十
年
。
知
府
張
漢
。
知

縣
陳
旭
改
建
。
府

志

先
農
壇
。

在
東
門
外
楊
梅
嶺
。
淸
雍
正
五
年
。
署
宣
化
縣
知
縣
徐
德
秩
建
。
置
籍
田
四
畝
九
分
。
祭
器

農
具
俱
全
。
府志

民
國
八
年
。
高
審
檢
兩
廳
遷
邕
。
收
取
其
地
及
籍
田
。
並
購
買
左
右
民
業
田
塘
。
建

爲
第
二
模
範
監
獄
。

風
雲
雷
雨
山
川
城
隍
壇
。

在
社
稷
壇
後
。
明
嘉
靖
二
十
五
年
知
府
郭
南
建
。
淸
雍
正
十
年
。
知
府
張
漢

。
知
縣
陳
旭
改
建
。
今
廢
。

厲
壇
。

在
城
北
二
里
。
今
無
攷
。
俱
府

志

按
祀
典
。
經
費
作
正
開
支
。
社
稷
壇
春
秋
二
祭
經
費
。
山
川
風
雲
雷
雨
壇
均
附
。
共
支
銀
一
十
七

両
九
分
五
厘
。
又
雩
祭
支
銀
六
両
。
先
農
壇
支
銀
三
両
九
錢
七
分
有
奇
。
見
財
政
沿
革
利
弊
書
。

關
帝
廟
。

在
南
寧
府
治
西
銀
獅
巷
。
名
曰
武
廟
。
宋
建
。
明
正
德
十
六
年
。
有
司
概
以
淫
祠
毀
之
。
嘉

靖
八
年
。
都
御
史
姚
鏌
。
命
知
府
蔣
山
卿
重
建
。
淸
雍
正
三
年
。
奉
旨
追
封
三
代
公
爵
。
遵
欽
定
封

號
。
設
主
奉
祀
。
今
爲
同
仁
善
堂
辦
事
地
址
。

又
一
廟
。

在
倉
西
門
大
街
。
淸
道
光
十
七
年
。
知
縣
柳
際
淸
倡
捐
重
建
。
今
爲
南
甯
府
中
學
堂
地
址
。

又
一
廟
。

在
城
西
鎭
北
橋
外
卡
房
街
北
頭
。
將
就
傾
圯
。

又
一
廟
。

附
於
縣
治
右
側
舊
文
昌
祠
內
。
今
爲
城
自
治
公
所
。

按
祭
費
。
每
年
支
銀
一
十
六
両
二
錢
六
分
二
厘
。
見
廣
西
財
政
沿
革
利
弊
書
。

邕
甯
縣
志

祠
祀
志

三



府
城
隍
廟
。

在
舊
南
寧
府
治
西
街
。
廟
基
高
聳
。
爲
五
花
嶺
之
一
峯
。
明
洪
武
初
建
。
宏
治
十
五
年
。

知
府
劉
芳
修
。
嘉
靖
二
十
八
年
。
知
府
王
吉
修
。
後
燬
。
淸
康
熙
十
二
年
。
知
府
韓
章
。
通
判
顧
鼎

植
重
修
。
有
碑
記
。
五
十
七
年
。
知
府
黃
之
孝
修
。
郡
紳
李
雲
燦
記
。
府
志
（
附
祀
田
）
一
下
東
鄕
陳
誠
戶
屯

粮
米
二
石
。
計
田
一
十
六
坵
。
塘
一

口
。
坐
落
朝
天
張
村
。
每
年
收
租
榖
七
十
二
斗
。

一
下
東
鄕
朱
子
柏
蔣
義
夏
人
三
戶
。
屯
粮
米
一
十
石
五
斗
。
計
田
八
十
坵
。
坐

落
奇
羅
村
。
每
年
收
榖
租
四
十
三
石
。

一
下
東
鄕
蕭
繼
先
戶
。
屯
粮
米
九
斗
。
計
田
二
十
六
坵
。
坐
落
三
叉
村
。
每
年
收
榖
租
七

石
。
一
上
東
鄕
何
七
戶
。
屯
粮
米
三
石
五
斗
三
升
一
合
九
勺
。
計
田
一
十
六
坵
。
坐
落
站
墟
。
陳
村
凌
暮
淥
井
塘
一
張
。
每
年
收

租
榖
八
石
四
斗
。

又
此
廟
左
側
街
道
。
及
廟
前
各
處
。
尙
有
舖
屋
收
租
。
淸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。
興
辦
學
堂
。
奉
官
廳
諭
。
令
查
抄

廟
產
。
以
爲
中
學
常
年
經
費
。
此
廟
舖
產
。
雖
略
有
抄
撥

。
然
所
抄
猶
未
盡
也
。
至
其
祀
田
。
則
尙
仍
其
舊
云
。

民
國
元
年
。
倒
毀
神
像
。
以
其
廟
爲
縣
自
治
公
所
。
三
年

。
爲
縣
保
衞
團
。
八
年
。
地
方
審
檢
廳
成
立
。
改
爲
審
檢
兩
廳
公
署
。
後
殿
仍
立
蘇
忠
勇
公
成
仁
祠

。
由
金
獅
巷
通
行
。

縣
城
隍
廟
。

在
舊
府
治
西
街
銀
獅
巷
武
廟
之
右
。
宋
時
州
守
劉
初
築
城
屢
圮
。
夢
神
告
以
依
蛇
行
之
迹

築
之
而
成
。
州
民
感
劉
之
德
。
附
祀
於
府
城
隍
廟
。
至
淸
乾
隆
乙
酉
。
知
縣
胡
位
鑄
、
周
世
英
、
萬
廷

莘
。
始
於
府
廟
右
購
地
別
立
。
道
光
二
十
一
年
。
知
府
柳
際
淸
。
率
士
民
重
建
。
規
模
一
新
。
有

碑
記
。
（
柳
際
淸
碑
記
）
稽
諸
載
記
八
蜡
之
祭
。
首
列
水
庸
。
蓋
城
隍
之
祭
古
矣
。
若
蕪
湖
縣
廟
。
建
於
赤
烏
二
年
。
則
爲
建
廟

之
始
。
他
若
北
齊
書
郢
城
。
有
城
隍
祠
。
隋
五
行
志
。
梁
五
陵
王
紀
。
有
祭
城
隍
事
。
逮
唐
。
則
李
陽
冰
、
張
說
、
張

九
齡
、
杜
牧
。
或
說
或
文
。
皆
班
班
可
考
。
南
甯
爲
古
邕
州
地
。
按
宋
史
蘇
緘
傳
。
緘
知
邕
州
。
蠻
人
寇
。
城
陷
。
其
家
三
十
六
人

自
焚
。
後
交
人
謀
寇
桂
州
。
行
數
舍
。
見
大
兵
從
北
來
。
呼
曰
。
蘇
城
隍
領
兵
來
報
怨
。
懼
而
引
歸
。
邕
人
爲
緘
立
祠
。
則
以
人
爲
神

。
尤
爲
靈
異
昭
著
矣
。
宣
化
縣
城
隍
廟
。
在
府
廟
右
。
舊
祀
劉
諱
初
。
以
公
創
築
城
垣
。
有
功
德
於
民
也
。
夫
蘇
公
以
死
勤
事
。
劉

公
以
勞
定
國
。
皆
與
古
祀
典
合
。
則
二
公
以
血
食
斯
土
也
固
宜
。
廟
創
於
乾
隆
丁
酉
。
前
宰
胡
君
位
鑄
、
始
建
數
楹
。
厥
後
周
君
世

英
、
萬
君
廷
莘
。
相
繼
修
茸
。
規
制
未
宏
。
歷
數
十
年
。
而
傾
圯
立
見
矣
。
余
道
光
丙
申
冬
。
來
蒞
茲
邑
。
入
廟
瞻
拜
。
怵
惕
於
心

。
慨
然
爲
修
復
計
。
比
年
來
人
和
歲
豐
。
水
旱
疫
癘
之
不
作
。
獄
訟
盜
賊
之
潛
消
。
皆

神
之
靈
有
以
默
相
之
也
。
爰
捐
廉
以
爲
之

邕
甯
縣
志

祠
祀
志

四



倡
。
並
勸
諸
同
志
。
及
紳
士
商
民
。
醵
金
爲
助
。
鳩
工
庀
材
而
鼎
建
之
。
前
爲
大
門
。
列
戲
臺
。
中
爲
大
廳
。
後
安
神
座
。
最
後
建

高
樓
祀
神

后
。
並
爲
寝
室
。
較
從
前
奉
神

后
於
右
偏
。
則
盡
善
也
。
其
間
碑
文
聯
額
。
凡
夙
有
於
廟
者
。
一
仍
其
舊
。
而
丹
漆

一
新
。
經
始
於
庚
子
之
冬
。
畢
事
於
辛
丑
之
秋
。
工
甫
竣
。
適
余
奉
權
篆
湘
源
之
檄
。
都
人
士
以
余
倡
始
其
事
。
請
序
於
余
。
余
善

其
廟
之
落
成
。
乃
援
筆
而
爲
之
記
。
至
勸
捐
督
工
。
辛
動
勞
勩
。
則
少
尉
胡
君
序
謙
。
爲
功
實
多
。
例
得
附
記
於
未
云
。
（
附
祀
田
）

雷
統
勳
捐
太
平
六
圖
三
冬
潭
黎
村
秋
糧
民
米
一
石
五
斗
。
佃
丁
黃
榮
積
承
種
。
每
年
納
租
四
百
一
十
六
斗
九
升
。

每
斗
二
十
二
両
。

又
楚
民
邊
仁
作
捐
城
外
半
邊
街
屋
一
所
。
曾
高
二
姓
承
租
。
每
年
納
租
銀
一
十
二
両
正
。

旗
纛
廟
。

在
倉
西
門
外
三
里
。
今
圮
。

三
界
廟
。

一
在
鎭
江
門
內
當
陽
街
。
今
爲
第
四
國
民
學
校
。

一
在
倉
西
門
外
三
界
坊
街
。
舊
日
爲
商
界
聚
會
議
事
塲
所
。
面
臨
大
江
。
與
天
妃
宮
近
。
今
爲
第
二

國
民
學
校
。

晏
公
廟
。

在
安
塞
門
街
內
晏
公
廟
街
。
今
爲
巡
警
派
出
所
。

南
嶽
廟
。
又
名
注
生
宮
。

在
倉
西
門
外
油
行
街
東
頭
。
渡
船
口
上
。
今
爲
巡
警
派
出
所
。
其
前
有
地
一

幅
。
民
國
八
年
。
改
爲
菜
場
。

東
嶽
廟
。

在
北
門
內
大
街
。
明
洪
武
十
八
年
建
。
萬
曆
三
十
三
年
。
御
馬
監
沈
永
濟
修
。
有
碑
記
。
淸

乾
隆
七
年
。
知
府
蘇
士
俊
。
率
知
縣
宋
敞
。
捐
貲
重
修
。
並
築
墻
垣
。
增
建
後
屋
。
又
淸
稽
隱
匿
市

地
。
復
其
地
以
資
香
火
。。
（
附
府
志
祀
田
地
基
）
下
東
鄕
召
禮
戶
屯
粮
米
四
石
四
斗
一
升
。
計
田
二
十
一
坵
。
塘
一
口
。
坐
落
朝

天
古
朗
村
。
每
年
收
租
榖
二
十
石
。

一
續
淸
出
磨
房
街
屋
基
地
。
共
二
十
五
間
。
每
年
共
收
租
銀

五
両
九
錢
。

一
大
冲
口
屋
基
地
。
共
一
十
四
間
。
每
年
共
收
租
銀
二
両
四
錢
三

分
。

一
山
貨
行
屋
基
地
。
共
二
十
九
間
。
每
年
共
收
租
銀
六
両
九
錢
五
分
。
民
國
紀
元
後
。
改
爲
軍
械
修
造
廠
。

藥
王
廟
。

在
北
門
大
街
。
東
嶽
廟
左
側
。
民
國
紀
元
後
。
改
爲
軍
械
修
造
廠
。

眞
武
廟
。

在
城
西
北
瓦
子
橋
北
岸
上
。
民
國
三
年
。
改
爲
蠶
業
敎
員
講
習
所
。
六
年
。
改
爲
第
三
師
範

學
校
。

邕
甯
縣
志

祠
祀
志

五



華
光
廟
。

一
在
倉
西
門
外
會
館
街
。
面
臨
大
江
。
今
爲
巡
警
派
出
所
。

一
在
南
門
外
。
兼
祀
關
帝
。
今
圮
。

五
顯
廟
。

在
倉
西
門
外
沙
街
天
甯
寺
右
。
今
改
建
舖
戶
。

火
神
廟
。

在
城
東
門
外
新
街
東
頭
。（
附
祀
田
）
一
東
廂
一
圖
十
冬
李
鳳
鳴
戶
。
糧
米
一
斗
五
升
。
計
田
一
段
。
坐
落
廟
前
魚

窩
。
又
中
井
塘
田
二
坵
。
每
年
收
租
榖
四
石
。

一
東
廂
一
圖
六
冬
顏
可
懷
戶
。
糧
米

一
斗
五
升
二
合
。
計
田
三
坵
。
坐
落
官
塘
村
。
每
年
收
租
榖
二
石
五
斗
。

一
上
鄕
高
日
化
戶
。
屯
糧
米
七
石
。
計
田
二
十
二
坵
。

。
坐
落
朱
籠
那
朱
那
律
三
村
。
每
村
收
租
榖
二
十
石
。

一
下
東
一
圖
十
冬
駱
以
弘
戶
。
粮
米
二
斗
六
升
。
計
田
二
十
六
坵
。
坐
落

東
門
墟
。
每
年

收
租
榖
六
石
。

今
改
爲
蠶
業
學
校
。

北
府
廟
。

在
北
門
外
一
里
白
塔
街
。
今
改
爲
第
七
國
民
學
校
。

龍
母
廟
。

在
安
塞
門
外
。
面
大
江
。
民
國
八
年
。
開
闢
馬
路
。
廟
經
拆
毀
。
於
廟
前
築
一
臨
江
碼
頭
。

石
神
廟
。

在
城
外
鎭
北
橋
。
民
國
七
年
。
改
爲
商
業
學
校
。
旋
改
爲
縣
立
中
學
校
。
現
又
改
爲
第
八
國

民
學
校
。

黑
神
廟
。

在
城
內
東
北
。
久
圮
。
地
基
無
考
。

伏
波
廟
。

在
安
塞
門
外
江
西
岸
。
唐
武
帝
初
建
。
祀
漢
伏
波
將
軍
馬
援
。
今
改
爲
西
岸
國
民
學
校
。

懷
忠
廟
。

在
望
仙
坡
三
公
祠
前
。
宋
知
邕
州
蘇
緘
歿
後
。
交
人
入
寇
。
行
數
舍
。
衆
見
大
兵
北
至
。
呼

曰
。
蘇
皇
城
兵
來
。
咸
懼
退
走
。
州
賴
以
安
。
因
立
廟
祀
之
。
元
祐
間
。
賜
額
懷
忠
。
明
萬
曆
間
。

知
府
林
夢
琦
修
。
蘇
璿
有
記
。
後
廟
圮
。
並
祀
公
於
三
公
祠
。
是
爲
四
公
祠
。
淸
康
熙
四
十
九
年
。

將
舊
址
建
知
府
戴
錦
生
祠
。
今
圮
。
廟
址
無
考
。
（
府
志
）
附
蘇
璿
碑
記
）
邕
州
故
有
懷
忠
公
祠
。
余
先
大
夫
也
。
公

諱
緘
。
宋
熙
甯
間
爲
邕
守
。
會
交
人
不
靖
。
躪
欽
廉
。
入
邕
近
郊

。
勢
張
甚
。
公
部
署
卒
伍
。
日
以
忠
義
拊
循
之
。
而
警
四
五
至
。
治
兵
使
者
。
擁
空
伍
不
相
援
。
公
嘆
曰
。
封
疆
之
臣
。
有
死
無
貳

。
天
之
制
也
。
吾
之
命
已
懸
之
天
矣
。
遂
與
家
訣
。
諸
子
曰
。
臣
忠
死
。
子
孝
死
等
耳
。
公
復
顧
長
子
元
曰
。
若
家
督
也
。
其
守
先

邕
甯
縣
志

祠
祀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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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之
祧
。
復
顧
諸
子
子
明
子
正
曰
。
若
其
與
我
同
死
。
遂
促
子
元
歸
。
無
何
賊
俾
陴
而
上
。
公
舉
家
三
十
六
人
。
俱
白
燔
死
。
邕
人
感

公
義
。
以
死
殉
之
。
無
一
從
賊
者
。
神
宗
聞
之
嘆
悼
。
追
贈
恩
蔭
有
加
。
無
幾
。
交
人
復
亂
。
忽
兵
四
面
集
。
若
霆
若
颺
。
交
人
驚

曰
。
蘇
皇
城
兵
至
矣
。
遂
立
解
去
。
邕
人
立
廟
以
祠
。
賜
額
懷
忠
。
蓋
特
典
也
。
後
祀
就
圮
。
因
附
狄
襄
惠
四
公
之
廟
。
名
曰
五
公

祠
云
。
（
按
後
益
以
王
守
仁
、
莽
吉
圖
。
爲
六
公
祠
。
今
云
五
公
祠
誤
）
。
余
入
粵
西
。
弔
公
遺
魂
。
莫
莫
淒
淒
。
蓋
庶
幾
一
覩
焉
。

至
觀
公
舊
廟
。
蓬
蒿
上
下
。
猿
狖
哀
號
。
未
嘗
不
怳
然
自
哭
也
。
諸
文
學
顧
爲
余
言
。
按
祀
典
有
功
於
民
則
祀
。
以
死
勤
事
則
祀
。

能
禦
大
災
捍
大
患
則
祀
。
狄
襄
惠
諸
功
臣
也
。
法
宜
並
祀
。
懷
忠
公
以
死
勤
事
。
而
且
障
一
方
。
俾
無
阽
於
危
。
忠
而
有
功
者
也
。

法
宜
專
祀
。
余
謀
之
二
千
石
林
公
。
僉
曰
可
。
遂
建
公
專
祠
。
如
諸
文
學
議
。
祠
成
嘆
曰
。
甚
矣
哉
。
忠
義
之
感
人
深
也
。
邕
故
鷙
悍

。
不
習
中
國
之
文
教
。
至
宋
始
用
衣
冠
法
度
。
自
懷
忠
公
忠
誼
所
激
。
士
爭
嚮
焉
。
迄
於
今
雋
者
嫺
於
章
。
木
者
束
於
墨
。
深
箐
峻

谷
。
顛
識
漢
官
威
儀
。
至
道
及
忠
魂
義
魄
。
且
爲
撫
膺
而
思
。
覆
面
而
涕
。
雖
國
家
蒸
蒸
之
範
哉
。
而
忠
義
激
■
。
其
所
摩
者
漸
矣

。
今
封
內
幸
罕
警
。
西
南
諸
醜
。
靡
有
抗
戎
行
者
。
多
士
卽
請
纓
投
筆
。
亡
所
霣
命
。
顧
忠
不
必
裂
肝
。
誼
不
必
伏
鑽
。
要
在
渙
乃

躬
。
一
乃
心
。
不
惕
於
威
。
不
疚
於
內
。
絕
名
去
智
。
而
一
歸
之
天
則
云
耳
。
語
云
。
生
不
足
以
使
之
。
利
何
足
以
動
之
。
死
不
足

以
禁
之
。
害
何
足
以
恐
之
。
夫
死
生
利
害
之
間
。
重
之
爲
千
古
。
輕
之
爲
一
髪
。
此
其
差
數
然
也
。
今
世
之
求
利
也
。
甚
於
求
生
。

而
怖
害
也
。
甚
於
怖
死
。
權
門
利
竇
。
蠅
集
猿
攀
。
一
失
其
意
。
惴
惴
無
人
色
。
彼
卽
老
死
牖
下
哉
。
然
生
理
已
銷
亡
矣
。
爾
多
士

忠
誼
之
鄕
。
豈
願
其
有
此
也
。
顧
余
不
類
。
寘
其
身
於
塵
垢
徽
緾
之
場
。
泯
泯
以
生
。
夢
夢
以
老
。
余
終
無
以
見
先
人
地
下
。
入
先

人
之
祠
。
愧
汗
交
至
。
如
不
欲
生
矣
。
因
薦
以
淸
酤
。
而
重
之
以
亂
。
辭
曰
。
游
崑
崙
兮
蒼
蒼
。
附
靈
犀
兮
湯
湯
。
神
之
來
兮
彷
徨

。
誰
憑
式
兮
螳
螂
。
破
我
斧
兮
缺
斨
。
念
骨
肉
兮
參
商
。
瞻
白
雲
兮
故
鄉
。
目
欲
撫
兮
農
桑
。
耳
暫
聽
兮
滄
浪
。
否
泰
交
兮
復
其
隍

。
蘋
爲
衣
兮
荔
爲
裳
。
桂
爲
殽
兮
水
爲
漿
。
聊
容
與

兮
翱
翔
。
念
此
生
兮
靡
知
長
。
何
以
報
兮
皇
皇
。

太
子
廟
。

一
在
城
北
十
里
銅
鼓
陂
。
按
風
土
記
。
宋
皇
祐
間
司
戶
孔
宗
旦
。
開
銅
鼓
陂
。
利
民
灌
田
。

後
人
感
其
德
。
立
廟
於
陂
水
尾
之
橫
塘
村
以
祀
之
。

一
在
城
內
。
名
孔
中
允
祠
。
皇
祐
間
。
儂
賊
智
高
陷
邕
州
。
司
戶
孔
宗
旦
死
難
。
事
聞
。
贈
太
子
中

允
。
郡
人
立
祠
祀
之
。
祠
久
圮
無
考
。

一
在
城
西
崇
善
寺
右
側
。
淸
光
緒
季
年
。
縣
令
沈
世
培
修
復
銅
鼓
陂
。
因
創
建
此
廟
。
今
並
崇
善
寺

改
建
縣
中
學
校
。

吳
侯
祠
。

在
城
西
北
二
十
里
心
墟
山
麓
。
舊
名
淥
樓
廟
。
宋
皇
祐
中
。
儂
智
高
亂
。
永
寧
守
吳
。
（
失
名
）

邕
甯
縣
志

祠
祀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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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二
子
力
戰
不
克
俱
死
之
。
鄕
人
立
廟
崇
祀
之
。
稱
淥
樓
大
王
。
明
宣
德
九
年
。
知
府
李
日
成
修
之

。
淸
康
熙
間
復
修
。
恐
誤
爲
矯
誣
淫
祠
。
改
正
今
名
。
邑
舉
人
劉
章
撰
記
。
（
府
志
劉
章
吳
侯
碑
記
。
）
自

郡
城
西
北
。
曲
折
二
十
里
許

。
山
麓
有
祠
。
葢
故
宋
永
甯
守
血
食
所
也
。
鄕
人
習
稱
淥
樓
大
王
。
恐
類
矯
誣
淫
祠
。
今
本
其
始
而
改
正
名
號
曰
吳
侯
祠
。
別
貞
邪

也
。
祠
之
刱
。
不
知
其
時
。
明
郡
守
李
華
。
暨
巡
道
。
實
重
建
而
增
拓
之
。
自
是
靈
爽
倍
常
。
歲
時
伏
臘
。
郡
人
過
客
。
往
來
相
望

於
道
。
廡
側
一
徑
。
可
達
泉
谷
。
奠
客
臨
流
。
始
聞
泉
聲
。
潇
瀟
灑
灑
。
兩
岸
松
陰
。
間
以
凄
風
。
問
涼
於
此
。
輒
低
徊
流
連
不

忍
去
。
簫
祠
去
村
遠
二
里
。
□
□
□
□
乙
丑
秋
。
深
夜
火
災
。
堂
半
灰
燼
。
不
克
竟
脩
。
葢
連
歲
祲
也
。
比
年
屢
登
。
章
乃
吿
鄕
人

曰
。
吾
儕
得
甘
食
鮮
衣
。
以
樂
有
年
。
繄
神
是
頼
。
而
祠
廢
不
治
。
是
慢
神
也
。
乃
率
緣
首
五
六
人
。
募
財
鳩
工
。
力
任
其
事
。
甲

戌
落
成
。
徵
記
於
章
曰
。
願
有
述
。
章
竊
念
未
眺
新
制
。
曷
爲
記
。
爰
單
騎
迤
邐
至
祠
。
舍
騎
而
步
。
參
神
像
。
登
堂
四
望
。
前
稼

葱
鬱
。
遙
望
郡
城
。
五
象
山
聯
鑣
羅
列
。
出
沒
隱
現
於
烟
雲
縹
緲
中
。
非
子
厚
所
稱
邇
延
野
綠
。
遠
混
天
碧
者
耶
。
祠
故
連
門
三
座
。

翼
以
兩
廡
。
今
又
築
寢
室
。
棲
侯
與
夫
人
合
像
於
中
。
廟
貌
神
威
。
煥
然
一
新
。
章
乃
顧
而
感
嘆
曰
。
壯
哉
侯
也
。
殆
置
之
死
地
而

後
生
。
不
受
君
卹
而
後
天
卹
者
乎
。
宋
仁
宗
時
。
侯
爲
我
永
寧
守
。
皇
祐
乙
丑
。
廣
源
州
蠻
儂
智
高
宼
城
。
侯
據
城
拒
賊
數
月
。
糗

糧
絕
。
人
民
危
。
援
兵
不
至
。
井
水
飲
竭
。
三
官
嚙
指
血
以
■
。
侯
猶
不
降
。
城
陷
。
遂
圣
節
死
。
越
壬
長
。
天
子
乃
命
狄
武
襄
復

其
地
。
然
則
侯
之
死
於
殉
國
之
忠
。
子
之
死
於
殉
父
之
孝
也
。
夫
侯
當
喪
城
失
地
時
。
舍
生
取
義
。
身
首
不
保
。
寧
復
知
其
百
年
後

。
猶
凜
凜
有
生
氣
。
而
巍
祠
敞
宇
。
以
血
食
千
秋
哉
。
譬
名
材
焉
。
暴
以
虐
日
。
剝
以
嚴
霜
。
搖
蕩
以
震
雷
烈
風
。
試
諸
艱
危
屈
折

之
也
。
然
後
其
脈
液
內
完
。
膚
理
外
堅
。
以
成
其
千
百
年
長
久
。
而
受
造
化
雨
露
之
澤
。
不
然

樗
櫟
匪
材
。
朽
敗
久
矣
。
猶
堪
久

承
天
澤
。
誰
其
信
之
。
不
見
夫
世
官
之
炎
炎
者
乎
。
赫
赫
者
乎
。
鳴
金
輓
牛
。
建
華
堂
。
築
露
池
。
不
數
傳
而
華
堂
傾
矣
。
露
池
平

矣
。
牛
溲
馬
矢
。
沔
塡
其
中
矣
。
侯
祠
世
世
巍
煥
。
歷
千
百
世
而
靈
威
愈
赫
。
非
置
之
死
地
而
後
生
。
不
受
君
卹
而
後
天
卹
者
耶
。

蓋
天
下
事
。
功
名
富
貴
。
萬
種
成
空
。
惟
三
不
朽
耳
。
德
其
一
也
。
侯
之
父
子
。
以
忠
孝
大
德
。
流
芳
千
載
。
吾
儕
若
庸
庸
碌
碌
。

無
尺
寸
品
行
見
於
世
。
嗚
呼
。
卒
然
一
息
不
繼
。
亦
朽
木
耳
。
願
侯
誘
我
士
民
。
惟
耕
讀
是
務
。
惟
孝
友
是
興

。
俾
風
雨
時
。
稼
穡
登
。
迸
我
蟊
賊
。
無
令
爲
害
茲
土
也
。
庶
幾
世
世
肅
恭
。
侯
祠
無
廢
典
乎
。
爰
爲
之
記
。

馬
王
廟
。

在
府
治
西
。
義
學
對
門
。
民
國
八
年
。
改
建
舖
戶
。

四
相
公
廟
。

在
南
門
外
下
郭
街
。
淸
光
緒
季
年
。
改
建
商
埠
拆
毀
。

文
昌
祠
。

一
在
府
學
宮
左
側
。

一
在
倉
西
門
內
直
街
。（
舖
租
附
）
舖
二
間
。

每
年
收
租
銀
五
両
。

邕
甯
縣
志

祠
祀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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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
倉
西
門
內
直
街
文
昌
祠
。
民
國
元
年
。
邑
人
假
爲
城
自
治
公
所
。
三
年
。
改
爲
保
衛
團
局
。
五

年
。
於
祠
後
闢
一
城
門
。
將
祠
拆
毀
。
以
其
地
建
爲
舖
屋
。
闢
爲
新
西
門
街
。
舊
日
之
舖
。
賃
與

商
人
大
盛
號
改
建
新
舖
。
所
有
新
西
街
舖
屋
建
築
之
費
。
俱
由
常
年
義
倉
開
支
。
其
租
欵
。
卽
撥

歸
常
年
義
倉
値
年
收
存
。
其
保
衛
團
局
。
另
以
祠
左
之
關
帝
廟
爲
之
。

神
霄
祠
。

在
南
門
外
下
郭
街
。
今
改
爲
第
三
國
民
學
校
。

六
公
祠
。

在
望
仙
坡
。
舊
名
三
公
亭
。
祀
宋
狄
靑
、
孫
沔
、
余
靖
。
後
懷
忠
廟
圮
。
因
移
祀
蘇
緘
於
內

。
又
益
以
王
守
仁
。
易
名
五
公
祠
。
明
洪
武
宏
治
中
。
歷
有
修
建
。
淸
康
熙
十
八
年
。
鎭
南
將
■
蟒

吉
圖
。
恢
復
南
甯
。
郡
人
思
其
德
。
並
入
祠
奉
祀
。
是
爲
六
公
祠
。
向
無
專
祀
。
每
歲
附
祭
於
府
學

名
宦
祠
。
乾
隆
六
年
。
知
府
蘇
士
俊
。
倡
以
春
秋
仲
月
戊
日
爲
期
。
捐
備
祭
禮
。
以
崇
專
祀
。
撰

文
以
昭
永
久
。
（
祀
田
附
）
一
在
下
東
一
圖
副
一
冬
曾
可
昌
戶
粮
米
五
斗
五
升
計
田
五
十
五
坵
塘
一
口
地
一
塊
坐
落
本
祠
山
脚
每

年
收
租
榖
一
十
二
石

一
北
鄕
四
圖
七
冬
張
啟
猷
戶
粮
米
一
斗
一
升
又
沒
官
米
一
斗
二
升
俱
坐
落
橫
塘
村
每
年

共
收
租
榖
四
石

一
下
南
鄕
李
月
桂
戶
屯
粮
米
七
石
六
升
三
合
八
勺
計
田
四
十
五
坵
坐
落
那
鬱
那
杜
二
村
每
年

收
租
榖
一
十
八
石

一
北
鄕
一
圖
三
冬
鍾
文
節
戶
粮
米
六
斗
計
田
三
十
三
坵
坐
落
橫
塘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二
十
石

民
國
六
年
。
巡

閱
使
陸
榮
廷
。
將
祠
拆
毀
。
改
建
鎮
寧
砲
台
。

陶
使
君
祠
。

在
城
內
。
宋
陶
弼
知
邕
州
。
多
惠
政
。
州
人
德
之
。
立
祠
祀
焉
。
今
圯
。
祠
址
無
考
。

王
文
成
公
祠
。

在
北
門
內
。
卽
敷
文
書
院
。
明
嘉
靖
間
。
新
建
伯
王
守
仁
建
以
講
學
。
後
人
思
之
。
立

像
以
祀
。
刻
其
手
書
平
田
功
於
壁
。
並
置
祀
田
。
互
見
敷
文
書
院
。
（
祀
田
附
）
一
下
東
鄕
朱
定
義
戶
屯
粮
米

三
石
計
田
四
坵
坐
落
那
棍
村
每
年
收
租

榖
一
十
四
石
八
斗

一
下
東
鄕
陳
興
童
戶
屯
粮
米
十
石
計
田
百
二
十
坵
坐
落
奇
羅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西
十
一
石
一
斗

一
永
淳
縣
南
一

六
冬
湯
存
叙
戶
屯
粮
米
九
石
三
斗
七
升
七
合
坐
落
塔
脚
潭
高
村
每
年
和
榖
一
百
八
十
七
石
五
斗
五
升
折
銀
六
十
七
両
九
錢
八
分
一
厘

有
奇
其
銀
除
納
粮
外
解
本
府
同
知
作
春
秋
二
祀
餘
存

銀
備
修
葺

一
塘
三
口
在
祠
後
每
年
收
租
銀
五
両

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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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
公
祠
。

舊
在
崇
善
寺
東
。
明
隆
慶
間
建
。
祀
知
府
郭
應
聘
。
萬
曆
間
。
通
判
戴
士
鼇
修
。
並
置
祀
田

。
邑
紳
蕭
雲
舉
記
。
歲
久
傾
圮
。
淸
康
熙
七
年
。
通
判
顧
鼎
植
重
建
。
後
復
圮
廢
。
六
十
一
年
。
同

知
聞
入
紳
。
改
建
文
成
祠
西
隅
。
（
府
志
附
祀
田
）
北
廂
二
圖
二
冬
郭
公
戶
計
田
一
百
四
十
一
坵
塘
九
口
坐
落
上
楞
那
左
村

每
年
原
收
租
榖
一
百
一
十
五
石
後
祠
廢
田
荒
爲
佃
戶
隱
賣
康
熙
二
十
年
通
判
劉
鴻
淸
理

後
止
收
折
租
銀
一
十
三
両
六
錢
內
除
納
粮
銀
三
両
六
錢

八
分
納
米
一
石
九
斗
六
升
餘
係
同
知
收
備
祭
祀
之
用

胡
林
二
公
祠
。

在
府
學
左
。
明
萬
曆
間
建
。
祀
左
江
道
胡
廷
晏
。
知
府
林
夢
琦
。
祠
久
圮
無
考
。
府

志

報
德
祠
。

在
文
成
祠
右
。
明
萬
曆
間
。
左
江
道
楊
寅
秋
。
綏
交
有
功
。
建
祠
以
祀
。
後
圮
。
淸
康
熙
十

年
。
左
江
道
宋
翔
。
知
府
韓
章
。
通
判
顧
鼎
植
。
知
縣
張
瓊
。
捐
資
修
復
。
並
勒
綏
交
文
於
石
。

府志

民
國
初
。
爲
道
尹
公
署
收
用
。

崇
德
祠
。

在
倉
西
門
外
四
里
。
淸
康
熙
十
四
年
。
左
江
道
張
道
澄
。
德
澤
及
民
。
郡
人
立
祠
祀
之
。

（
祀
田
附
）
北
鄕
二
圖
九
冬
何
君
召
戶
粮
米
九
斗
計
田
三
叚
坐
落
那
臥

村
每
年
租
榖
二
十
四
石

按
祠
久
圮
基
址
無
考
祀
田
亦
久
被
隱
沒

龍
神
廟
。

舊
在
烏
龍
寺
內
。
乾
隆
二
十
八
年
。
左
江
道
壯
德
。
率
府
屬
修
建
。
署
其
門
曰
龍
神
廟
。
有

碑
記
。
俱
府

志

按
祠
後
更
名
曰
烏
龍
古
祠
。
內
二
進
。
祀
地
主
白
夫
人
。
名
曰
白
夫
人
祠
。
光
緒
末
年
。
以
其
地

爲
南
寧
府
中
學
校
。

府
名
宦

鄕
賢

二
祠
。

初
名
宦
鄕
賢
。
附
祀
府
學
兩
廡
。
淸
雍
正
二
年
。
知
府
慕
國
琠
。
捐
建
名
宦
祠
於
府
學

左
廡

下
。
鄕
賢
祠
於
右
廡
下
。
十
年
。
知
府
張
漢
修
。
府志

民
國
四
年
。
知
縣
韋
文
林
重
修
。
復
置
牌

位
。
幷
將
縣
名
宦
鄕
賢
神
牌
。
移
來
合
祀
焉
。
名
宦
姓
名
。
見
職
官
。

鄕
賢
姓
名
見
列
傳
。

邕
甯
縣
志

祠
祀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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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名
宦

鄕
賢

二
祠
。

初
在
縣
學
啓
聖
祠
左
右
。
明
末
圮
廢
。
康
熙
四
十
四
年
。
知
府
孫
調
鼎
。
知
縣
白
洵
。

重
建
於
縣
學
兩
廡
旁
。
府志

忠
孝
祠
。

初
在
府
治
西
街
。
今
名
考

棚
街

淸
雍
正
三
年
。
知
縣
趙
成
章
。
將
修
和
書
院
改
建
。
五
年
知
府
黑

天
池
。
署
知
縣
徐
德
秩
修
。
後
移
建
府
學
名
宦
祠
前
。
今
圮
。
府志

節
義
祠
。

在
忠
孝
祠
右
。
淸
雍
正
三
年
。
知
縣
趙
成
章
。
分
式
南
書
院
舍
宇
之
半
改
建
。
見
杜
琮
改
置
蔚

南
書
院
碑
記

後
更
名
節
孝
祠
。
五
年
。
知
府
黑
天
池
。
署
知
縣
徐
德
柣
修
。
道
光
二
十
一
年
。
知
縣
柳
際
淸
修
。

（
府
志
）
附
柳
際
淸
軍
修
節
孝
祠
碑
記
）
南
郡
城
隍
廟
街
。
有
節
孝
祠
。
原
係
式
南
書
院
。
國
朝
康
熙
五
十
年
。
太
守
沈
公
元
佐
捐
建
。

雍
正
三
年
。

縣
令
趙
君
成
章
。
奉
文
改
爲
節
義
祠

又
更
名
節
孝
祠
。
崇
祀
合
郡
節
婦
。
前
人
此
舉
。
眞
足
發
潛
德
之
幽
光
。
而
有

功
名
教
不
少
矣
。
奈
無
積
貯
。
無
人
管
理
。
邇
來
閒
雜
人
民
。
復
入
混
住
。
殊
非
所
以
妥
神
靈
而
昭
風
化
。
今
下
車
伊
始
。
見
而
惜

之
。
又
祠
左
爲
正
誼
書
院
。
乾
隆
間
縣
令
高
君
廷
樞
。
移
置
南
門
街
。
此
屋
遂
廢
。
迄
今
片
瓦
無
存
。
顧
其
地
前
臨
考
棚
街
。
後
院

袤
延
幾
十
丈
。
若
前
起
舖
面
。
後
建
房
屋
。
每
年
應
得
租
銀
。
可
以
爲
正
誼
書
院
經
費
。
此
亦
必
不
可
緩
之
事
也
。
余
因
與
學
師
鐘

鳴
雝
先
生
。
暨
掌
教
蔚
南
書
院
舉
人
雷
輝
達
。
掌
教
正
誼
書
院
副
榜
李
元
翹
。
會
議
勸
捐
。
時
監
生
梁
榮
開
數
人
。
共
捐
銀
若
干
。

於
是
雷
李
二
山
長
。
督
辦
鳩
工
庀
材
。
擇
吉
修
造
。
事
起
於
已
亥
四
月
。
迄
六
月
而
工
吿
竣
。
其
塗
丹
上
葢
。
舖
砌
下
地
。
至
辛
丑

年
五
月
始
完
。
自
是
節
孝
祠
墉
垣
炳
蔚
。
榱
桷
煥
然
。
其
左
側
書
院
舊
址
。
則
建
舖
面
二
間
。
厨
房
二
間
。
（
）
（
）
（
）
（
）
（
）
（
）

（
）
（
）
（
）
（
）
（
）
（
）
（
）
俟
日
後
有
銀
。
將
其
中
隙
地
。
起
造
房
屋
。
至
祠
内
理
宜
肅
靜
。
惟
頭
門
外
面
。
考
時
暫
租
。
考
後
卽

撤
。
若
祠
左
之
舖
。
可
常
出
租
。
年
中
收
得
兩
處
租
銀
。
除
置
舖
中
器
具
。
修
補
牆
屋
。
及
廟
中
香
燈
廟
丁
工
食
外
。
所
餘
悉
充
正

誼
書
院
。
作
正
副
課
生
童
膏
火
。
府
縣
兩
山
長
。
會
同
紳
士
。
按
月
摧
收
。
照
名
給
發
。
但
兩
處
雖
有
出
息
。
爲
數
無
多
。
將
來
擴

而
充
之
。
俾
經
費
充
■
。
足
以
培
植
人
材
。
上
以
廣
國
家
養
士
作
人
之
化
。
下
不
負
前
哲
捐
建
改
置
之
心
。
是
所
望
於
後
之
涖
斯
篆

者
。
知
甫
甯
府
宣
化
縣

事
潛
山
柳
際
淸
謹
撰

光
緒
間
。
知
縣
李
家
彬
修
。
宣
統
元
年
。
改
爲
縣
敎
育
會
。
將
節
婦
牌
位
。
移
祀

於
後
座
。
今
廢
。

觀
音
閣
。

在
城
東
隅
城
垣
之
上
。
其
卜
爲
城
之
總
水
溝
。
閣
建
於
淸
道
光
間
。
光
緒
十
九
年
重
修
。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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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屋
宇
一
進
。
其
下
建
爲
戲
台
。
民
國
三
年
。
建
暢
園
於
此
。
現
改
爲
菜
塲
。

雷
廟
。

在
城
南
平
南
村
。
建
自
隋
唐
前
。
爲
古
邕
州
舊
蹟
。
府

志

表
忠
祠
。

在
護
國
寺
左
側
。
淸
代
建
。
以
祀
死
難
官
紳
。
其
創
建
年
月
失
攷
。
民
國
六
年
。
改
爲
省
敎

育
會
。

昭
忠
祠
。

在
南
門
內
。
淸
代
建
。
以
祀
文
武
官
紳
殉
難
者
。
創
建
年
月
失
攷
。
縣
令
李
宗
庚
修
葺
。
爲

書
昭
忠
祠
扁
額
。
今
並
其
地
入
正
誼
書
院
。
改
建
縣
自
治
會
會
塲
。

行
宮
廟
。

在
下
石
牌
坊
街
。
昔
因
修
葺
護
國
寺
。
將
神
像
暫
遷
其
中
。
遂
名
曰
行
宮
。
創
建
年
月
失
考

。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。
以
其
地
並
右
側
右
營
守
備
署
。
爲
模
範
兩
等
小
學
。
今
爲
第
五
國
民
學
校
。

曾
公
廟
。

在
東
門
城
內
左
側
。
建
自
宋
皇
祐
間
遷
建
州
城
時
。
曾
爲
江
西
人
。
司
督
築
。
工
旣
竣
。
邑

人
思
曾
功
。
因
立
廟
祀
之
。
民
國
八
年
。
巡
閱
使
陸
榮
廷
。
創
建
今
昭
忠
祠
。
於
舊
左
營
箭
導
地
。

遂
毀
此
廟
。
以
拓
該
祠
基
址
。

中
營
家
祠
。

在
七
星
橋
南
橫
街
東
頭
。
舊
係
武
營
管
業
。
創
建
年
月
無
攷
。
民
國
五
年
。
由
軍
府
變
賣

。
改
建
民
宅
。

左
營
家
祠
。

在

星
橋
南
橫
街
西
頭
。
民
國
紀
元
後
。
亦
由
軍
府
變
賣
。
今
爲
電
燈
局
。

城
守
營
家
廟
。

在
南
門
外
下
郭
街
南
頭
。
淸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。
收
其
地
開
闢
口
岸
。
此
廟
遂
毀
。

右
管
家
廟
。

在
城
南
門
外
下
郭
街
。
神
霄
祠
左
側

龍
王
廟
。

在
當
陽
街
。

鬼
谷
廟
。

在
北
門
內
牛
角
灣
街
北
頭
小
巷
內
。

慶
祝
宮
。

在
城
內
北
門
街
。
光
緒
二
十
三
年
。
署
宣
化
縣
李
天
鈺
重
修
。

邕
甯
縣
志

祠
祀
志

一
二



三
皇
祠
。

在
布
行
街
。
明
洪
武
間
建
。
祀
天
地
人
三
皇
。
宣
統
元
年
。
管
學
將
此
廟
與
五
冬
雷
氏
祠
兌

換
。
街
衆
不
允
。
釀
成
械
鬥
。
死
者
三
人
。
與
下
雷
氏

祠
互
見

今
此
廟
經
已
拍
賣
。
改
建
舖
戶
。

雙
忠
祠
。

在
城
西
橋
板
村
。
明
末
孝
廉
梁
雲
昇
。
糾
集
義
旅
。
爲
保
障
計
。
鄕
井
賴
安
。
明
末
死
節
。

時
有
漂
陽
楊
禹
甸
督
餉
至
邕
。
素
與
雲
昇
善
。
亦
捐
軀
赴
難
。
後
並
顧
靈
茲
土
。
里
人
立
祠
祀
之
。

府志

按
明
紀
事
補
遺
。
載
淸
順
治
七
年
十
一
月
。
永
明
王
發
梧
州
。
二
十
八
日
。
駐
蹕
南
寧
。
八
年
十

二
月
。
淸
帥
線
國
安
。
督
兵
西
上
。
初
十
日
。
永
明
踉
蹌
走
出
。
至
瀨
灘
。
而
南
寧
陷
。
太
僕
寺

少
鄉
丁
元
相
。
戶
部
員
外
郎
楊
禹
甸
死
之
。
觀
此
。
則
楊
禹
甸
死
節
。
似
在
淸
兵
入
城
之
日
。
然

余
聞
故
老
言
。
梁
雲
昇
帥
鄉
兵
護
蹕
。
以
禦
追
師
。
與
淸
兵
抗
戰
。
敗
績
而
死
。
証
之
府
志
廟
立

雙
忠
。
則
楊
禹
甸
殉
節
。
同
在
此
時
。
較
爲
可
信
。
又
考
補
遺
。
永
明
出
走
時
。
國
安
以
精
兵
追

躡
其
後
。
塵
掩
皇
輿
。
扈
蹕
官
員
相
失
。
王
嫂
桂
恭
王
妃
。
亦
不
能
相
顧
而
棄
之
。
以
是
觀
之
。

非
得
此
斷
後
之
師
。
則
永
明
未
易
出
險
也
。
惟
府
志
語
焉
不
詳
。
蓋
在
興
朝
。
而
述
勝
國
之
事
。

諸
多
忌
諱
。
故
多
隱
約
其
辭
。
然
所
云
糾
集
義
旅
。
又
曰
捐
軀
赴
難
。
已
可
概
見
。
總
之
永
明
駐

邕
。
爲
時
多
日
。
吾
縣
遺
民
出
仕
行
朝
。
富
不
乏
人
。
抗
節
者
亦
在
多
有
。
當
不
僅
雲
昇
一
人
也

。
祇
緣
邊
省
文
化
未
興
。
又
恐
觸
犯
忌
諱
。
賈
禍
。
故
書
缺
有
間
。
居
今
日
正
宜
多
方
搜
羅
。
不

可
令
吾
先
民
潛
德
幽
光
。
長
此
泯
沒
。
則
載
筆
之
責
也
。

五
冬
雷
氏
宗
祠
。

在
城
內
石
牌
坊
街
西
向
。
民
國
三
年
建
。
係
舊
日
左
營
守
備
署
。
先
是
該
祠
在
東
城

脚
葫
蘆
塘
。
淸
宣
統
間
。
爲
模
範
小
學
收
用
。
將
城
外
布
行
街
三
皇
廟
。
與
雷
氏
互
易
。
主
其
事
者

一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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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左
江
道
紀
堪
謹
。
給
與
執
照
。
得
自
由
改
築
。
將
履
行
矣
。
適
堪
謹
去
官
。
而
國
適
變
。
街
衆
不

允
。
民
國
元
年
訟
於
官
。
官
根
據
執
照
。
雷
氏
當
然
勝
訴
。
街
衆
愈
不
服
。
雷
氏
以
爲
如
此
頑
抗
。

非
可
理
喻
。
且
其
中
當
有
主
使
者
。
於
某
日
率
其
宗
人
數
十
。
謀
以
武
力
解
决
。
將
予
主
使
者
以
懲

創
。
强
致
執
行
。
不
料
此
輩
預
先
布
置
。
左
袒
一
呼
。
市
人
千
百
群
集
。
遂
釀
成
械
鬥
。
雷
氏
以
寡

不
敵
衆
。
慘
死
者
三
人
。
負
傷
者
亦
衆
。
遂
造
出
此
番
惡
孼
。
一
鬨
而
散
。
主
使
在
逃
。
卒
以
兇
手

無
主
名
。
法
官
無
從
辨
理
。
事
將
擱
矣
。
二
年
。
會
中
央
委
紀
堪
謹
爲
政
務
廳
長
。
雷
氏
乃
據
情
上

控
。
堪
謹
以
民
衆
不
可
抑
。
而
雷
氏
祠
又
不
可
無
着
落
。
乃
雙
方
通
融
辦
理
。
以
舊
守
備
署
。
給
與

雷
氏
。
將
商
民
李
秀
淸
槍
决
。
於
是
懸
案
始
結
。
然
秀
淸
實
非
此
案
兇
手
也
。

按
三
皇
廟
址
。
適
當
市
廛
。
每
年
租
賃
可
得
數
百
金
。
以
之
互
換
。
雷
氏
當
然
承
認
。
惟
街
衆
以

爲
地
方
公
衆
之
廟
。
並
非
官
產
。
此
樁
權
利
。
雷
姓
■
能
獨
享
。
持
此
理
由
。
且
益
以
神
權
之
說

。
煽
動
大
衆
。
發
生
此
惡
劇
也
。

甘
夫
人
節
烈
祠
。

在
北
門
大
樹
脚
街
。
淸
光
緒
間
旌
表
。
其
子
江
西
贛
甯
兵
備
道
唐
椿
森
奉
敕
創
建
。

義
勇
祠
。

在
潭
洛
村
。
淸
咸
豐
間
。
匪
首
雷
長
鰲
。
率
大
股
攻
楞
福
村
。
團
總
馬
英
乾
。
督
團
練
與
戰

於
岜
鞍
山
。
亡
於
陣
。
練
丁
死
者
四
十
六
人
。
事
後
閤
團
建
義
勇
祠
祀
之
。
同
治
六
年
。
楊
縣
令
改

爲
昭
忠
祠
。
左
江
道
吳
德
徵
爲
書
有
勇
知
方
額
云
。

義
忠
祠
。

在
八
塘
墟
。
淸
同
治
間
。
赭
寇
流
入
賓
州
。
將
上
犯
郡
城
。
其
黨
賴
裕
新
者
尤
慘
暴
。
所
過

俱
遭
屠
洗
。
該
團
團
練
慨
憤
。
先
據
險
要
之
。
鏖
戰
於
崑
崙
關
數
晝
夜
。
斃
賊
無
算
。
敵
退
。
團
練

亡
者
亦
數
十
人
。
事
後
。
鄕
人
立
祠
祀
之
。
屋
宇
三
座
南
向
。
今
改
爲
崑
崙
初
級
小
學
校
。

以
上
四
廟
。
均
係
新
調
查
所
得
。
以
其
在
社
會
上
。
有
密
切
關
係
。
故
錄
之
。
餘
皆
畧
。

邕
甯
縣
志

祠
祀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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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武
烈
祠
。

在
北
門
城
內
大
街
。
淸
光
緒
二
十
八
年
。
蒙
山
馬
盛
治
。
自
邊
防
統
領
。
署
左
江
鎭
總
兵

。
剿
匪
於
隆
安
馬
鞍
山
。
陣
亡
。
事
聞
。
奉
勅
賜
■
武
烈
。
死
綏
地
方
。
得
建
專
祠
。
後
舊
部
陸
榮

廷
。
陞
任
廣
西
提
督
。
捐
貲
購
舊
囘
春
閣
地
建
祠
。
宣
統
三
年
落
成
。
奉
主
入
祠
。
屋
宇
三
進
兩
廊
。

新
昭
忠
祠
。

在
城
東
門
內
。
民
國
八
年
。
兩
廣
巡
閱
使
陸
榮
廷
。
籌
捐
所
部
。
得
四
萬
餘
金
。
以
舊
方
營

箭
導
。
及
曾
公
祠
等
地
創
建
。
祀
蘇
元
春
、
馬
武
烈
。
及
淸
末
民
國
之
交
死
事
諸
人
。
屋
宇
兩
大
座

。
兩
廊
。
外
爲
戲
台
。
內
爲
客
廳
。
頗
宏
濶
壯
麗
。

寺

觀
附
菴
堂

天
甯
寺
。

在
倉
西
門
外
沙
街
。
唐
建
。
名
龍
興
。
明
洪
武
間
易
今
名
。
淸
康
熙
甲
午
。
知
府
沈
元
佐
捐

修
後
殿
。
雍
正
五
年
。
僧
祖
慧
募
修
。
寺
後
有
諸
天
閣
。
其
基
爲
五
花
嶺
之
一
峯
。（

府
志
）
（
附
祀
田
）
一

西
鄕
三
圖
二
冬
葉
敷

菙
戶
粮
米
一
石
一
斗
九
升
五
合
五
勺
計
田
二
十
三
坵
坐
落
橫
塘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一
十
六
石
一

上
南
二
圖
九
冬
蘇
歌
佑
戶
粮
米
一
石
計
田
一
百
一
十
九
坵
坐
落
潭
蒙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二
十
七
石
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。
改
建
南

寧
總
商
會
。

護
國
寺
。

在
城
內
府
治
東
大
街
。
明
萬
曆
間
建
爲
關
帝
廟
。
將
圮
。
淸
康
熙
三
十
一
年
。
左
鎮
總
兵
唐

光
堯
。
左
江
道
吳
中
正
。
捐
貲
重
修
。
恢
擴
前
模
。
奉
關
帝
於
正
殿
。
後
建
大
悲
閣
。
以
供
大
士
像

。
易
名
護
國
。
並
置
祀
田
。
（
府
志
）
（
唐
光
堯
重
修
護
國
寺
碑
記
）
皇
上
修
明
禮
教
。
和
洽
神
人
。
凡
直
省
郡
縣
。
昔
聖
先

賢
。
有
一
功
一
事
。
足
以
祐
福
蒼
生
。
振
勵
風
教
者
。
咸
詔
所
在
有
司
。
察
其
壇
祠
名
蹟
。

次
第
修
舉
。
恪
虔
俎
豆
。
嗚
呼
。
此
盛
世
宗
祀
之
典
也
。
邕
城
南
街
。
舊
有
關
夫
子
廟
。
■
自
有
明
萬
曆
年
間
。
繼
而
里
人
掦
困
作
者

。
又
建
危
樓
一
座
。
宏
傑
偉
麗
。
亦
稱
大
觀
。
惜
其
位
置
規
模
。
差
不
中
度
。
迄
今
久
曆
年
所
。
祀
守
非
人
。
螭
盤
虬
棟
。
盡
爲
蠧

朽
。
堯
等
濫
守
此
邦
。
賴
夫
子
之
靈
。
而
上
抒
九
重
之
顧
。
數
歲
以
來
。
民
用
和
睦
。
中
外
輯
甯
。
苟
於
是
廟
而
聽
其
兀
奡
以
圮
。

不
幾
慢
神
貺
而
玩
天
子
之
令
乎
。
於
是
不
揣
固
陋
。
倡
率
合
標
將
弁
兵
丁
人
等
。
共
捐
俸
資
。
謀
復
新
之
。
時
因
舊
址
狹
隘
。
叧
購

邕
甯
縣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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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基
數
十
餘
丈
。
東
抵
街
。
西
抵
巷
。
鐘
樓
界
其
南
。
濠
塹
界
其
北
。
經
營
旣
定
。
百
工
效
能
。
屬
釋
氏
開
公
董
其
役
焉
。
開
公
古

閩
汀
杭
人
。
雲
門
湛
禪
師
五
世
孫
。
爲
峒
宗
三
十
二
世
也
。
公
篤
行
精
修
。
（
）
（
）
（
）
（
）
故
以
是
役
（
）
之
。
經
始
於
辛
未

之
春
。
落
成
於
壬
申
之
夏
。
前
爲
大
殿
一
座
。
宅
夫
子
也
。
後
爲
大
悲
閣
一
座
。
崇
大
士
也
。
左
右
靜
室
各
三
間
。
苾
芻
棲
息
之
所

也
。
外
而
兩
廡
。
外
而
山
門
。
又
外
而
垣
墻
。
一
楹
一
堵
。
纖
悉
畢
具
。
庶
幾
無
侈
前
人
。
無
廢
後
觀
矣
。
工
竣
。
又
倡
四
營
將
領

。
續
捐
俸
資
五
十
両
。
買
團
黃
團
蒙
村
田
租
一
百
一
十
餘
石
。
爲
祀
神
瞻
僧
費
。
自
此
寺
有
恒
產
。
而
僧
有
常
住
。
尙
虞
薌
炬
之
不

繼
哉
。
噫
。
襄
此
舉
也
。
一
則
體
大
子
之
命
。
一
則
答
神
貺
之
靈
。
次
之
。
邕
州
介
在
天
末
。
與
雕
題
漆
齒
。
往
來
錯
雜
。
民
風
汚
染
。

政
教
罕
通
。
籍
夫
子
赫
濯
其
間
。
俾
瞻
仰
者
三
軍
起
忠
義
之
思
。
九
醜
消
跳
梁
之
胆
。
則
此
舉
誠
爲
義
所
不
可
廢
。
勢
所
不
容
已
者
也

。
至
於
大
悲
一
閣
。
向
以
夫
子
之
廟
。
耑
祀
血
食
。
主
持
香
燼
。
恒
不
得
人
。
故
鍾
鼓
時
衰
。
廟
貌
日
替
。
今
奉
佛
有
閣
。
飯
僧
有
田

。
耆
禪
尊
宿
。
皆
可
依
歸
。
而
吾
夫
子
之
靈
。
自
可
恒
妥
而
恒
侑
矣
。
矧
夫
大
士
救
世
以
慈
。
與
吾
夫
子
匡
時
以
義
。
均
於
王
度
有

裨
。
亦
不
妨
統
名
之
曰
護
國
寺
。
若
謂
踵
事
增
華
。
而
黷
祀
邀
福
。
則
吾
豈
敢
哉
。
（
附
祀
田
）
下
南
四
圖
一
冬
凌
雲
宇
戶
粮
米
四
石

八
斗
計
田
三
百
坵
塘
二
口
坐
落
團
黃
墰

蒙
二
村
每
年
收
租
穀
一
百
一
十
二
石
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。
以
該
寺
設
立
高
小
兩
等
小
學
校
。
民
國
初
。
改
設
廣

西
陸
軍
測
量
局
。
神
像
俱
毀
。
民
十
以
後
。
改
建
爲
廣
西
敎
育
廳
公
署
。
今
又
改
建
爲
廣
西
博
物
館
。

烏
龍
寺
。
在
倉
西
門
內
。
相
傳
宋
皇
祐
間
築
城
屢
崩
。
知
邕
州
劉
初
夜
夢
神
授
以
蛇
行
築
之
。
乃
可
成

。
明
晨
見
大
烏
蛇
如
龍
狀
。
繞
行
於
地
。
遂
依
跡
築
城
。
果
不
崩
。
因
建
寺
祀
之
。
淸
康
熙
間
。
左
江

鎭
總
兵
郭
義
修
。
有
碑
記
。
（
府
志
附
祀
田
）
一
上
東
鄉
朱
書
童
戶
屯
粮
米
二
石
三
斗
五
升
四
合
計
田
五
十
二
坵
坐
落
皂
角
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一
十
七
石
一
上
東
鄕
王
仲
八
戶
屯
粮
米
七
石
六
升
三
合
八
勺
計
田
四
十
一

坵
坐
落
站
墟
陳
村
每
年
收
租
穀
一
十
八
石

一
上
東
鄕
王
仲
八
戶
屯
粮
米
六
石
二
斗
計
田
八
十
二
坵
坐
落
淥
旻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一
十

八
石

一
西
鄕
鄧
招
孫
戶
屯
粮
米
七
石
四
斗
三
升
四
合
有
奇
計
田
三
百
三
坵
坐
落
石
埠
砅
■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三
十
四
石

一
北
鄕
村

應
魁
戶
屯
粮
米
七
石
五
斗
一
合
計
田
六
十
七
坵
坐
落
皂
角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二
十
四
石
一
西
鄕
孫
思
敬
戶
屯
粮
米
三
石
二
斗
六
合
九

勺
計
田
一
百
二
十
坵
坐
落
石
埠
淥
開
淥
黃
三
村
每
年
收
租
銀
七
両
一
上
東
鄕
烏
龍
禪
戶
屯
粮
米
九
石
二
斗
八
升
八
合
有
奇
計
田
三

百
二
十
三
坵
塘
七
口
坐
落
朝
天
塘
李
彩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五
十
石

一
下
東
鄕
歐
如
茂
戶
屯
粮
米
四
石
計
田
三
十
五
坵
塘
四
口
坐
落
那

朱
茶
蔞
二
村
每
年
收
租
穀
九
石

一
下
東
一
圖
副
一
冬
烏
龍
禪
戶
粮
米
一
石
計
田
三
十
七
坵
坐
落
潭
貢
村
每
年
收
租
穀
一
十
三
石

一

下
東
一
圖
副
一
冬
烏
龍
禪
戶
粮
米
六
斗
計
田
二
十

九
坵
塘
二
口
坐
落
潭
板
新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一
十
石

該
寺
與
關
帝
廟
白
夫
人
祠
。
一
排
相
連
。
前
臨
街
道
。
後
達

城
基
。
內
則
門
巷
相
通
。
重
簷
複
室
。
棟
宇
宏
廠
。
爲
邕
城
諸
寺
廟
之
冠
。
寺
產
可
調
查
而
得
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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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
一
千
一
百
一
十
五
坵
。
塘
一
十
三
張
。
舖
屋
八
十
四
間
。
其
遞
年
施
主
捐
送
尤
夥
。
尙
難
盡
悉

。
每
年
租
項
。
皆
由
住
持
僧
管
理
。
所
入
旣
厚
。
衣
租
食
稅
。
擬
如
封
君
。
歲
時
佳
節
。
乾
兒
候
問

俗
例
凡
人
家
小
孩
命
帶
和
尙
關
者
、
須

認
僧
人
爲
父
、
則
易
養
、
謂
之
拜
契
、

設
筵
餽
贈
。
備
極
豪
侈
。
游
僧
過
從
。
酒
肉
徵
逐
。
欵
待
優
渥
。
更

無
論
矣
。
其
養
尊
處
優
。
阿
彌
陀
佛
。
曷
嘗
留
意
。
詎
知
乘
除
之
數
。
苦
樂
相
循
。
會
中
朝
厲
行
興

學
。
奉
文
到
郡
。
郡
人
集
議
籌
款
。
苦
無
從
出
。
於
是
議
决
將
寺
產
勒
繳
。
充
作
辦
學
經
費
。
惟
查

抄
寺
產
。
未
有
明
令
。
官
府
未
敢
過
爲
主
張
。
然
諸
君
熱
心
興
學
。
無
論
如
何
。
毅
然
執
行
。
初
以

査
抄
之
案
。
事
出
非
常
。
諒
非
旦
夕
間
可
了
。
乃
一
致
堅
决
。
卒
能
於
最
短
期
間
集
事
。
誠
非
初
念

所
及
料
也
。
當
此
事
動
議
時
。
僧
人
知
事
不
妙
。
不
惜
重
金
運
動
權
要
。
力
謀
抵
抗
。
又
與
滬
上
及

日
本
寺
僧
。
聲
氣
相
通
。
予
以
援
助
。
然
卒
無
効
。
徒
呼
負
負
而
已
。
案
當
日
祇
査
抄
舖

屋
田
產
尙
未
議
及

此
光
緒
三
十

一
年
事
也
。
是
年
冬
。
即
以
該
寺
開
師
範
傳
習
所
。
逾
年
。
乃
修
建
該
寺
。
成
立
南
寕
府
中
學
堂
。

民
國
六
年
。
改
爲
廣
西
省
立
第
一
中
學
。
十
六
年
。
遷
於
南
門
外
高
廟
坡
。
校
址
爲
廣
西
銀
行
收
買
。

崇
善
寺
。

在
城
西
四
里
。
明
嘉
靖
二
十
九
年
。
改
爲
西
郭
書
院
。
後
廢
。
仍
爲
寺
。
（
府
志
）
（
附
祀
田
）
上
東

一
圖
六
冬
徐
勒
戶
粮
米

三
斗
二
升
計
田
四
十
三
坵
坐
落
那

婁
周
淥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一
十
五
石

今
改
建
縣
中
學
校
。

紫
竹
林
有
三
。

一
在
城
內
護
國
寺
左
側
。
創
建
年
月
未
詳
。
內
十
八
羅
漢
像
。
皆
黑
金
鑄
成
。
民
國
初

。
倒
毀
神
像
。
俱
散
失
。
其
梵
宇
皆
歸
倂
護
國
寺
。
爲
敎
育
廳
公
署
收
用
。
現
開
闢
馬
路
。
被
割
讓
。

一
在
北
門
大
街
敷
文
書
院
右
側
。
淸
光
緒
間
建
。
民
國
三
年
。
歸
倂
敷
文
書
院
。
爲
道
尹
公
署
收
用

。
現
爲
女
三
中
學
校
收
用
。

邕
甯
縣
志

祠
祀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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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八

一
在
城
西
上
郭
街
。
舊
三
皇
廟
右
側
。
淸
光
緒
間
建
。
今
存
。

寶
林
寺
。

在
城
東
八
里
埌
邊
村
。

舊
名
太

平
村

宋
皇
祐
間
建
。
明
成
化
七
年
繼
修
。
崇
禎
癸
未
。
邑
舉
人
李

遇
陽
。
暨
曾
紹
軾
重
修
。
並
建
樓
於
後
。
淸
康
熙
癸
未
。
紹
軾
子
憲
程
。
遇
陽
孫
文
魁
。
復
修
。
兼

置
祀
田
。
邑
紳
許
必
可
撰
記
。（
府
志
）
許
必
可
重
修
寶
林
寺
碑
記
）
吾
邕
上
南
之
寶
林
寺
。
此
古
剎
也
。
向
者
李
先
生
諱

遇
陽
。
值
大
比
之
期
。
過
而
禱
之
。
許
以
掇
第
。
誓
爲
修
造
。
並
欲
建
觀
音
閣
於
其
後
。

果
爾
鄕
薦
如
願
。
彼
時
鳩
工
庀
材
。
興
作
方
殷
。
未
竟
其
事
。
而
滄
桑
變
起
。
更
值
鼎
革
。
不
惟
寶
像
未
及
莊
嚴
。
抑
且
樓
閣
半
被

拆
毀
。
將
曩
時
敬
神
之
爐
烟
。
禮
佛
之
蒲
團
。
仍
復
消
沈
於
荒
烟
蔓
草
間
。
爰
有
會
首
曾
君
諱
紹
軾
君
。
爲
之
徧
吿
衆
信
。
協
力
捐

助
而
後
成
。
其
規
模
漸
以
臻
於
大
觀
。
今
尤
幸
令
嗣
憲
程
。
肯
堂
肯
構
。
繼
先
志
而
光
大
之
。
而
山
門
整
飭
矣
。
佛
像
輝
煌
矣
。
更

塡
前
後
地
基
。
改
砌
大
石
脚
。
以
圖
擴
充
。
而
樓
閣
備
舉
矣
。
將
向
之
所
未
有
者
。
今
爲
之
加
增
。
向
所
毀
壤
者
。
今
爲
之
重
葺
。

向
之
所
未
及
丹
雘
者
。
今
爲
之
華
麗
。
且
爲
寺
門
長
遠
之
計
。
而
李
君
遇
陽
之
孫
文
魁
。
暨
憲
程
二
信
士
。
同
舍
貲
財

買
置
常
住

田
塘
。
供
佛
齋
僧
。
又
置
舖
房
。
以
爲
上
供
香
燈
之
資
。
俾
得
悠
久
於
日
後
。
其
功
德
豈
不
偉
哉
。
因
以
烏
龍
寺
目
度
和
尙
。
兼
雲

■
上
人
。
住
持
其
中
。
以
爲
護
法
。
此
眞
佛
法
之
靈
。
故
爾
機
緣
之
巧
也
。
如
此
者
固
能
使
其
先
君
無
罣
礙
之
遺
。
而
衆
信
均
受
淸

甯
之
福
。
克
昌
厥
後
。
蓋
有
以
卜
之
矣
。
特
述
其
始
末
。
爰
鐫
諸
石
。
以
備
稽
考
云
。
（
附
祀
田
）
一
下
東
一
圖
副
一
冬
曾
可
昌
戶
粮

米
五
斗
計
田
三
十
二
坵
坐
落
大
鄧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二
十
石

一
下
東
一
圖
副
一
冬
曾
可
昌
戶
粮
米
一
石
八
升
計
田
一
百
四
十
坵
坐
落

淥
晚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二
十
四
石

一
下
東
鄕
秦
王
仁
戶
屯
粮
米
二
十
九
斗
計
田
三
十
八
坵
坐
落
那
平
那
舅
二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一
十
二

石
又
寺
後
塘

二
張
自
種

該
寺
三
進
。
每
進
三
大
間
。
另
後
樓
一
座
。
淸
咸
豐
間
俱
燬
。
同
治
十
二
年
。
里
人
捐
資

修
復
正
座
。
今
存
。
現
爲
該
村
辦
團
公
所
。
寺
前
並
左
右
有
偏
桃
樹
三
株
。
大
逾
四
人
圍
。
高
六
七

丈
。
老
幹
虬
枝
。
尙
產
果
纍
纍
。
盤
鬱
蒼
秀
。
蓋
數
百
年
物
也
。
近
日
有
借
口
辦
學
。
欲
貨
此
樹
。

以
充
學
款
。
將
施
斧
斤
矣
。
旋
以
衆
情
未
協
。
不
果
。
夫
故
鄕
喬
木
。
動
繫
懷
思
。
詩
曰
。
維
桑
與

梓
。
必
恭
敬
止
。
况
此
數
百
年
物
耶
。
苟
有
愛
鄕
觀
念
。
婆
娑
其
下
。
能
毋
慨
然
。

靑
山
寺
。

在
城
東
二
十
里
。
靑
山
。
明
萬
曆
間
。
縣
蕭
文
端
公
建
。
並
於
寺
左
建
浮
圖
一
座
。
九
級
。

高
十
餘
丈
。
未
知
何
時
觸
電
。
坍
頂
上
二
級
。
今
七
級
。
參
府

志

該
寺
倚
巖
面
江
。
雄
奇
詭
麗
。
復
有

邕
甯
縣
志

祠
祀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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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松
喬
木
。
古
榕
怪
石
。
淸
幽
絕
俗
。
實
爲
全
縣
名
勝
之
區
。
詳
見

山
川

明
季
後
。
所
有
山
房
精
舍
。
古

木
森
林
俱
燬
。
惟
寺
與
塔
存
。
光
緒
初
。
古
閩
張
令
秉
銓
。
倡
率
郡
人
捐
資
重
修
。
民
國
二
年
。
郡

人
集
股
。
在
寺
間
設
立
林
塲
。
名
曰
崇
實
公
司
。
於
山
前
後
左
右
。
徧
植
松
杉
數
十
萬
株
。
惜
管
理

乏
人
。
成
績
鮮
著
。
尤
可
惜
者
。
是
山
奇
石
幽
磴
。
光
怪
陸
離
。
歷
來
不
知
保
護
。
一
任
近
處
石
匠

。
據
爲
營
業
。
剷
削
殆
盡
。
大
爲
遺
憾
。

羅
山
寺
。

在
城
北
二
十
里
羅
山
。
相
傳
晋
葛
洪
修
煉
於
此
。
明
嘉
靖
八
年
。
副
總
兵
張
祐
。
建
亭
其
上

。
名
曰
仙
迹
。
府志

該
寺
與
靑
山
寺
。
同
爲
縣
內
名
勝
。
吾
鄕
先
輩
蕭
文
端
公
遺
集
。
取
名
靑
羅
。
寓

意
於
此
。
今
則
古
寺
荒
凉
。
頽
垣
敗
棟
。
仙
人
黃
鶴
。
杳
難
尋
矣
。

宏
仁
寺
。

在
安
塞
門
外
。
江
之
西
岸
。
即
九
蓮
菴
。
明
萬
曆
間
郡
紳
蕭
雲
舉
建
。
淸
康
熙
二
十
九
年
。
左

江
鎭
總
兵
唐
光
堯
等
捐
修
。
俱
有
碑
記
。（
府
志
）
（
祀
田
附
）
下
南
四
圖
一
冬
凌
雲
宇
戶
粮
米
四
石
八
斗
計
田
三

百
坵
塘
二
口
坐
落

圖
黃
潭
蒙
二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一
百
一
十
二
石

該
寺

爲
縣
內
八
景
之
一

。
所
謂
宏
仁
晚
鍾
是
也
。
每
當
夕
陽
西
下
。
皓
月
方
升
。
江
船
夜
泊
。
餘
響
悠
揚

。
令
人
悠
然
遐
想
不
盡
。
今
改
爲
江
西
岸
兩
等
小
學
校
。
無
復
有
此
矣
。

堡
平
寺
。

在
城
南
五
里
平
南
村
。
創
建
時
代
未
詳
。
明
嘉
靖
二
十
九
年
。
知
府
王
貞
吉
改
建
中
郭
書
院

。
郡
人
潘
槐
撰
記
。
旋
廢
仍
爲
寺
。
府志

今
改
爲
村
師
範
學
校
。

錦
露
寺
。

在
城
西
八
里
中
堯
村
。
明
正
德
間
建
。
天
啓
間
重
修
。
淸
乾
隆
十
四
年
。
道
光
二
十
二
年
俱

重
修
。
府志

明
秀
寺
。

在
城
北
五
里
橫
塘
村
。
剏
自
宋
朝
。
舊
名
聖
堂
廟
。
明
正
統
甲
子
。
本
府
副
都
綱
茂
靜
倡
修

邕
甯
縣
志

祠
祀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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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並
植
松
三
十
六
株
。
今
改
爲
明
秀
寺
。
（
府
志
）
祀
田
附
）
皂
角
村
租
榖
共
一
十
八
石
九
斗
正
田
大
小
共
四
十
一
坵

北
湖
租
穀
五
石
正
田
大
小
共
一
十
坵
蘇
盧
村
租
榖
四
石
正
田
大
小
七
坵
納

銀
一
両
八
錢
零
八
厘
納

實
米
四
斗
一
升
二
合
正

佛
聖
寺
。

在
城
西
南
八
十
里
。
胡
村
叚
西
。
淸
咸
豐
間
重
修
。
府
志
屋
宇
三
間
二
座
。
拜
亭
二
座
。
右
爲

廂
房
。
前
爲
戲
台
。
今
爲
國
民
學
校
。

飛
龍
塔
。

在
墰
洛
村
那
更
嶺
南
向
。
淸
道
光
十
六
年
建
。
高
六
仞
。
樓
三
層
。
左
右
有
廊
。
前
建
大
門

。
後

以
墻
垣
。
門
前
石
辟
邪
二
。
高
六
尺
餘
。
雕
鏤
最
精
。
塔
第
一
層
祀
神
農
孔
聖
。
二
層
祀
文

昌
關
聖
。
三
層
祀
奎
宿
。
光
緒
四
年
。
塔
稍
崩
頽
。
十
四
年
。
改
爲
閣
。
今
尙
巍
峨
。

三
淸
觀
。

在
城
東
半
里
。
宋
建
。
初
在
北
門
內
牛
角
灣
右
。
明
嘉
靖
十
五
年
。
知
府
郭
南
改
建
今
地
。

以
舊
址
爲
縣
署
。
府志

該
觀
在
東
門
碼
頭
濠
畔
。
距
城
不
至
半
里
。
淸
咸
豐
九
年
夏
間
。
赭
寇
攻
城
。

於
觀
前
暗
掘
地
道
。
守
者
覺
之
。
知
賊
大
部
駐
觀
內
。
乃
發
巨
炮
轟
擊
。
炮
彈
直
穿
觀
前
門
橫
額
上

。
洞
墻
而
入
。
賊
驚
遁
。
事
後
。
人
咸
以
保
城
之
功
。
在
一
砲
之
力
。
觀
前
炮
迹
。
令
勿
葺
。
俾
留

紀
念
。
民
國
初
。
以
觀
改
爲
國
民
學
校
。
將
頭
門
改
建
。
砲
迹
始
滅
。
詳
見

兵
事

梓
潼
觀
。

在
城
北
。
又
名
文
昌
廟
。
民
國
初
。
學
界
靑
年
倒
燬
神
像
。
雷
厲
風
行
。
市
人
遷
徙
神
像
於

此
秘
匿
。
偵
查
不
及
。
得
免
。
人
咸
謂
爲
偶
像
桃
源
。
未
幾
市
人
因
捐
資
改
建
。
將
觀
擴
張
。
頗
宏

敞
。
易
名
爲
文
武
帝
廟
。

聖
觀
。

在
揚
美
段
北
隅
炮
象
嶺
。
屋
宇
三
間
五
座
。
兩
廊
東
西
向
。
創
建
年
月
無
攷
。
明
正
德
間
重
修

。
淸
康
熙
至
光
緒
。
均
有
重
修
。
每
年
三
月
三
日
。
村
民
迎
神
賽
會
。
祈
禱
逐
疫
。
參
府

志

邕
甯
縣
志

祠
祀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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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
仙
觀
。

在
南
門
外
一
里
。
淸
光
緒
間
建
。
祀
廖
三
寶
。
三
寶
爲
淸
乾
隆
時
人
。
世
居
下
郭
街
。
事
母

孝
。
相
傳
學
道
仙
去
。
至
今
百
餘
年
。
其
宅
已
毁
。
尙
餘
半
堵
泥
墻
。
時
城
內
馬
草
街
。
有
新
娶
婦

。
不
知
何
故
。
於
洞
房
夜
自
刎
。
未
殊
。
因
取
此
墻
泥
敷
之
而
甦
。
於
是
鬨
傳
靈
異
。
遠
近
爭
來
祈

禱
者
。
自
辰
至
酉
。
絡
繹
不
絕
。
時
褚
縣
令
興
周
。
恐
因
此
滋
釀
事
端
。
出
示
嚴
禁
。
不
能
遏
止
。

適
邊
防
提
督
蘇
公
元
春
。
行
部
到
郡
。
公
素
佞
佛
。
聞
之
。
因
倡
率
勸
捐
建
觀

遂
拓
石
。
建
成
二

大
座
。
每
座
三
楹
。
規
模
宏
敞
。
其
神
龕
雕

絕
精
緻
。
此
光
緒
十
四
年
間
事
也
。
民
國
初
。
因
毀

神
像
。
以
觀
改
建
共
和
戲
院
。
旋
賃
與
織
布
工
廠
。
現
改
爲
保
愛
善
堂
。

玄
天
閣
。

在
城
西
一
里
。
其
西
扁
曰
嶺
表
通
衢
。
其
南
扁
曰
元
天
寶
閣
。
旁
有
樓
。
題
曰
寶
月
樓
。
又

鞏
閣
樓
。
在
倉
西
門
外
上
沙
街
。
府志

玄
天
閣
。
即
鞏
閣
樓
。
因
樓
跨
街
。
故
名
鞏
閣
。
非
有
二
也
。

現
開
闢
馬
路
。
概
被
拆
毀
。
其
右
側
房
間
。
改
爲
仁
愛
贈
醫
善
堂
。
（
附
舊
祀
田
）
一
西
鄕
二
圖
十
冬
孫
應
蘭

戶
粮
米
六
斗
計
田
二
十
六
坵
坐
落
橫
塘

嶺
崗
二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八
石

一
北
鄕
二
圖
二
冬
陳
邦
叔
戶
粮
米
五
升
五
合
計
田
三
坵
坐
落
橫
塘
村
細
村
每

年
收
租
穀
二
石

一
下
東
鄕
王
納
言
戶
屯
粮
米
一
石
五
斗
計
田
七
十
三
坵
坐
落
新
丁
村
每
年
收
租
穀
十
石

三
元
閣
。

在
鎭
江
門
外
。
下
有
碼
頭
。
今
並
毀
。
改
爲
馬
路
。

萬
壽
宮
。

有
二
。
俱
在
倉
西
門
外
。
其
在
鹽
行
街
者
。
爲
江
西
人
臨
江
會
館
。
在
沙
街
者
。
名
仁
壽
宮
。

天
妃
宮
。

在
倉
西
門
沙
街
。
向
爲
敷
文
書
院
產
業
。
今
改
歸
縣
自
治
會
公
產
。

魁
星
樓
。

在
府
學
左
。
淸
乾
隆
元
年
建
。
今
改
建
南
甯
圖
書
館
。

迎
春
樓
。

在
城
東
新
街
火
神
廟
左
側
。
創
建
年
月
未
詳
。
今
毀
。

白
衣
菴
。

在
城
四
五
里
。
明
萬
歷
間
建
。
淸
康
熙
四
年
。
左
江
鎮
總
六
全
卽
修
。
有
碑
記
。

府志

今
改
爲

邕
甯
縣
志

祠
祀
志

二
一



縣
立
高
小
學
校
。
（
祀
田
附
）
下
南
一
圖
副
一
冬
蕭
實
戶
粮
米
七
斗
七
合
三
勺
計

田
六
十
二
坵
塘
一
口
坐
落
那
賴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三
十
七
石

西
竺
菴
。

在
城
外
西
平
橋
。
淸
康
熙
十
一
年
。
郡
人
公
修
。
有
碑
記
。
府志

今
改
普
濟
留
醫
院
。
（
附
舊
祀

田
）
（
一
）

北
鄕
蔡
司
受
戶
屯
粮
米
一
石
計
田
二
十
三
坵
坐
落
蘇
盧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八
石
四
斗

（
一
）
新
寧
州
如
禾
四
圖
四
冬
甲
戶
粮
米
六
升
六

合
三
勺
計
田
一
十
五
坵
坐
落
瀨
潭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六
合
塘
一
口
租
銀
四
錢
又
田
五
坵
收
租
榖
一
石

（
一
）
新
甯
州
本
冬
粮
米
九
升
計

田
一
段
坐
落
瀨
潭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
七
石
又
含
馬
田
三
坵
租
榖
三
石

準
提
菴
。

在
城
西
七
里
。
明
建
。
淸
康
熙
四
十
七
年
。
郡
人
徐
世
昌
捐
修
。
（
祀
田
附
）
北
鄕
一
圖
三
冬
何
茂

昌
戶
粮
米
二
斗
八
升
計
田
四
坵

塘
三
張
坐
落
菴
前
每
年
收

租
榖
五
石
租
銀
二
両
四
錢

地
藏
菴
。

在
城
西
五
里
。
淸
康
熙
五
十
三
年
。
士
民
施
宗
典
等
捐
修
。
（
塘
地
附
）
北
廂
三
圖
三
冬
廖
捷
貞
戶
粮

米
一
斗
二
升
計
塘
一
口
地
三
段
坐
落
菴

前
每
年
收

租
銀
七
両

地
靈
菴
。

在
城
東
南
八
里
。
（
上
俱
府
志
）
（
祀
田
附
）
康
熙
五
十
年
知
府
戴
錦
捐
置
南
廂
一
圖
十
冬
李
萬
象
戶
粮
米
七
斗
二
合

計
田
二
十
六
坵
坐
落
大
王
墳
村
每
年
收
租
穀
一
十
五
石
雍
正
十
二
年
知
縣
陳
旭
捐
置
西
鄕
一
圖

九
斗
凌
茂
戶
粮
米

一
斗
係
地
自
耕

按
該
菴
。
府
志
載
在
城
東
南
八
里
。
未
言
其
處
。
因
菴
久
毀
無
攷
。
淸
光
緒
初
。
比
丘
尼
募
捐
。

改
建
於
城
南
三
里
凌
鐵
村
。
光
緒
末
復
燬
。
此
菴
遂
廢
。
其
祀
田
歸
水
月
菴
比
丘
尼
管
理
。
後
尼

歿
。
佃
者
遂
抗
不
交
租
。
某
尼
議
以
田
轉
送
贈
香
津
私
立
小
學
校
。
佃
者
抗
納
如
故
。
雖
交
涉
無

効
。

水
月
菴
。

在
南
門
外
下
廓
街
。
府志

淸
初
建
。
光
緒
間
修
。

海
會
堂
。

在
東
門
外
新
街
。
府志

創
建
年
月
未
詳
。
現
改
爲
華
明
贈
醫
善
堂
。

邕
甯
縣
志

祠
祀
志

二
二



斗
姥
宮
。

在
西
城
外
上
廓
街
。
淸
光
緒
間
建
。
爲
比
丘
尼
焚
修
之
所
。
陳
設
雅
潔
。
非
他
菴
所
能
及
。

該
尼
未
悉
其
所
自
來
。
素
爲
慈
善
團
體
所
信
用
。
或
云
係
某
土
司
女
。
許
字
非
人
。
憤
而
祝
髮
。
是

否
未
詳
。
然
其
人
頗
聰
明
。
饒
姿
色
。
兼
通
詞
翰
。
善
應
對
。
恒
出
入
權
要
之
門
。
博
得
一
般
裙
■

輩
喜
悅
。
以
故
每
月
蒞
菴
設
齋
施
舍
者
。
環
佩
聲
不
絕
。
久
之
。
受
人
請
託
。
通
關
節
。
凡
劇
大
重

案
。
得
其
說
進
於
鄭
袖
。
無
不
立
解
。
但
其
事
秘
。
世
人
莫
悉
其
玄
妙
。
惟
有
所
募
捐
。
雖
千
金
。

咄
嗟
立
辦
。
其
才
實
有
足
稱
者
。
斯
尼
中
之
矯
矯
者
歟
。
今
改
爲
縣
中
學
寄
宿
舍
。

淥
天
菴
。

在
城
南
六
十
里
。
屋
宇
二
間
。
面
八
尺
江
。
向
東
北
。
內
祀
玄
帝
三
界
大
士
。
淸
康
熙
二
年

。
村
人
莫
自
宣
創
建
。
乾
隆
四
十
七
年
。
莫
大
德
大
經
等
募
捐
重
修
。
每
年
二
月
十
九
。
三
月
三
日

。
祭
祀
。
行
儺
逐
疫
。
（
祀
田
附
）
一
太
平
一
圖
六
冬
莫
全
冀
戶
粮
米
三
斗
七
升
二

一
下
南
四
圖
四
冬
雷
俊
忠
戶
糧
米
二
斗
計
田
二
十
四
坵
塘

合
計
田
二
十
九
坵
坐
落
瀨
沙
村
自
耕

一
張
坐
落
那
甲
村
每
年
收
租
榖
五
石

觀
音
堂
。

在
馬
草
街
府
治
前
。
淸
乾
隆
七
年
。
知
府
蘇
士
俊
卜
地
於
堂
右
捐
建
門
面
廳
屋
後
房
共
九
間

。
給
僧
僦
客
寓
取
租
。
爲
修
焚
資
。
參
府

志

今
爲
女
子
高
小
學
校
。

三
官
堂
。

一
在
鎭
江
門
外
。

一
在
北
門
茶
亭
。
明
崇
禎
間
建
。
淸
順
治
十
年
。
知
府
葛
天
驊
修
。
康
熙
四
十
五
年
左
江
鎭
標
中

營
遊
擊
邵
三
異
等
捐
修
。
有
碑
記
。

按
鎭
江
門
外
三
官
堂
。
在
注
生
宮
碼
頭
左
旁
。
爲
接
官
迎
候
之
所
。
名
曰
接
官
亭
。
屋
宇
三
楹
。

民
國
初
拍
賣
。
改
建
鋪
屋
。
北
門
外
茶
亭
三
官
堂
。
淸
光
緒
間
改
建
。
爲
存
宁
火
藥
局
。
民
國
八

年
二
月
。
火
藥
無
故
爆
發
。
燬
焉
。
今
無
存
者
。

千
佛
堂
。

在
城
東
一
里
。
明
嘉
靖
二
十
九
年
。
改
爲
東
廓
書
院
。
今
廢
。
府

志

邕
甯
縣
志

祠
祀
志

二
三



邕

甯

縣

志

祠
祀
志

二
四

邕
甯
縣
志
卷
四
十
四
終



民

國

二

十

六

年

十

二

月

出

版

編

著

者

邕

寧

縣

修

志

委

員

會

承

印

者

南

寧

大

成

印

書

館

發

行

者

邕

寧

縣

修

志

委

員

會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