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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一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詩
文
志

文

徳
化
縣

濂
溪
先
生

像
記

朱
熹

先
生
世
家
道
州
營
道
縣
濂
溪
之
上
姓
周
氏
名
惇
實
字

茂
叔
後
避
英
宗
舊
名
改
惇
頥
用
舅
氏
龍
圖
閣
學
士
鄭
公

向
奏
授
洪
州
分

縣
主
簿
縣
有
獄
久
不
决
先
生
至
一

訊
立
辨
衆
口
交
稱
之
部
使
者
薦
以
爲
南
安
軍
司
理

軍
移
郴
及
桂
陽
令
用
薦
者
改
大
理
寺
丞
知
洪
州
南
昌

縣
事
簽
書
合
州
判
官
事
通
判
處
州
事
改
永
州
權
發
遣

郡
州
事
熙

用
趙
清
獻
公
吕
正
獻
公
州
薦
爲
廣
南

路
轉
運
判
官
改
提
㸃
刑
獄
公
事
未
幾
而
病
遂
得
南
康

軍
以
歸
趙
公
再
尹
成
都
復
奏
起
先
生
朝
命
及
門
而
先

生
卒
矣
熙

六
年
六
月
七
日
也
年
五
十
有
七
塟
江
州

徳
化
縣
清
泉
社
先
生
愽
學
力
行
聞
道
甚
早
遇
事
剛
果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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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二

古
人
風
爲
政
精
宻
務
盡
道
理
嘗
作
太
極
圖
易
說
易
通

十
篇
在
南
安
時
年
少
不
爲
守
所
知
洛
人
程
公
珦
攝

通
守
事
視
其
氣
貌
非
常
人
與
語
知
其
爲
學
知
道
也
因

與
爲
犮
且
使
二
子
徃
受
學
焉
及
爲
郎
故
事
當
舉
代
每

一
遷
授
輙
以
先
生
名
聞
在
郴
時
郡
守
李
公

平
知
其

賢
與
之
語
而
嘆
曰
吾
欲
讀
書
何
如
先
生
曰
公
老
無
及

矣
某
也
請
得
爲
公
言
之
於
是

平
日
聴
先
生
語
二
年

果
有
得
而
程
公
二
子
即
所
謂
河
南
二
先
生
者
也
南
安

獄
有
囚
法
不
當
死
轉
運
使
王
逵
欲
深
治
之
吏
無
敢
與

相
可
否
者
先
生
獨
力
争
之
不
聴
則
置
手
板
歸
取
告
身

委
之
而
去
曰
如
此
尚
可
仕
乎
殺
人
以
媚
人
吾
不
爲
也

逵
亦
感
悟
囚
得
不
死
在
郴
桂
陽
皆
有
治
蹟
來
南
昌
縣

人
迎
喜
曰
是
能
辯
分

之
獄
者
吾
属
得
所
訴
矣
於
是

更
相
教
諭
莫
違
教
命
盖
不
惟
以
抵
罪
爲
憂
實
以
汙
善

政
爲
耻
也
在
合
州
事
不
經
先
生
手
吏
不
敢
决
民
不
肯

從
蜀
之
賢
人
君
子
皆
喜
稱
之
趙
公
時
爲
使
者
人
或
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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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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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先
生
趙
公
臨
之
甚
威
而
先
生
䖏
之
超
然
然
趙
公
疑
終

不
釋
及
守
䖏
先
生
適
坐
州
事
趙
公
熟
視
其
所
爲
乃
寤

執
其
手
曰
幾
失
君
矣
今
日
乃
知
周
茂
叔
也
於
邵
州
新

學
校
以
教
其
人
及
使
嶺
表
不
憚
出
入
之
勤
瘴
毒
之
侵

雖
荒
崖
絶
島
人
跡
所
不
至
必
緩
視
徐
按
務
以
洗

澤

物
爲
巳
任
設
施
措
置
未
及
盡
其
所
爲
而
病
以

矣
自

少
信
古
好
義
以
名
節
自
砥
礪
奉
已
甚
約
俸
禄
盡
以
周

宗
族
奉
賔
犮
家
或
無
百
錢
之
儲
李

平
卒
子
㓜
護
其

䘮

葬
之
又
徃
來
經
紀
於
其
家
始
終
不
懈
及
分
司
而

妻
子

粥
或
不
給
而
亦
曠
然
不
以
爲
意
也
襟
懐
飄

灑
雅
有
高
趣
尤
樂
佳
山
水
遇
適
意
䖏
或
徜
徉
終
日
廬

山
之
麓
有
溪
焉
發
源
於
蓮
花
峰
下
潔
清
紺
寒
下
合
於

湓
江
先
生
擢
纓
而
樂
之
因
寓
以
濂
溪
之
號
而
築
書
堂

於
其
上
豫
章
黄
太
史
庭
堅
詩
而
序
之
曰
茂
叔
人
品
甚

高
胷
中
灑
落
如
光
風
霽
月
知
徳
者
亦
深
有
取
於
其
言
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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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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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濂
溪
先
生
墓
祠
堂
記

童
潮

宋
濂
溪
周
茂
叔
先
生
墓
在
郡
城
南
清
泉
鄉
栗

嶺
之

下
迄
今
五
百
餘
年
所
謂
濂
溪
書
院
則
在
其
北
相

五

六
里
許
春
秋
釋
菜
之
事
多
行
於
書
院
而
墓
則
罕
謁
焉

潮
蒞
郡
展
禮
於
書
院
因
至
墓
所
林
木
覆
蔽
榛

叢
生

不
能
别
視
乃
命
役
人
剪
薙
以
入
而
墓
塜
纍
然
始
見
按

年
表
宋
熙

辛
亥
先
生
聞
母
仙
居
縣
太
君
鄭
氏
墓
爲

水
所
嚙
乞
知
南
康
改
葬
廬
阜
清
泉
社
三
起
山
次
年
壬

子
上
南
康
印
綬
就
廬
阜
書
堂
定
室

之
又
次
年
癸
丑

先
生
不
禄
就
葬
仙
居
太
君
墓
左
配
陸
氏
縉
雲
縣
君
繼

配
蒲
氏
徳
清
縣
君
墓
皆
在
是
於
乎
先
生
之
碧
既
化
於

斯
神
豈
逺
乎
曷
不
於
此
祀
之
於
是
庀
材
命
工
創
祠
堂

一
所
於
墓
前
堂
凡
三
間
尸
先
生
像
於
中
扁
曰
宋
元
公

濂
溪
周
先
生
祠
中
又
别
建
愛
蓮
室
三
間
室
前

二
池

植
蓮
於
内
本
其
所
愛
也
前
祠
門
一
所
扁
曰
濂
溪
先
生

墓
外
又
置
民
田
地
山
塘
四
十
七
畝
一
分
零
給
付
本
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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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江
府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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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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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道
紀
司
都
紀
蔡
玄
微
掌
領
之
收
其
所
入
以
爲
祀
事
之

需
此
皆
出
於
公
帑
之
羡
者
毫
髪
不
漁
於
民
也

年
春

秋
祭
祀
皆
行
於
中
祭
畢
墠
土
於
墓
而
歸
潮
惟
先
生
本

道
州
人
而
簿
分

知
南
昌
又
知
南
康
軍
皆
我
一
方
之

地
而
又
沒
於
此
焉
則
此
地
亦
爲
先
生
之
闕
里
也
先
生

發
伊
洛
之
源
上
繼
洙
泗
千
載
不
傳
之
絶
學
而
太
極
之

圖
易
通
之
書
直
與
六
經
相
表
裏
其
功
之
大
自
孔
子
以

來
未
之
有
也
先
生
已
從
祀
孔
子
廟
庭
矣
兹
墳
墓
所
在

之
地
學
先
生
學
而
禄
於
斯
者
可
忘
其
功
而
不
爲
立
祭

田
祭
所
以
報
其
本
乎
禮
鄉
先
生
沒
尚
祭
於
社
先
生
沒

於
此
地
而
祭
於
此
地
豈
曰
過
乎
誌
有
朱
子
祠
堂
記

像
記
載
先
生
事
實
甚
詳
末
學
敢
贅
言
以
蹈
潘
氏
銘
墓

之
譏

取
建
堂
置
田
年
月
記
於
石
上
使
後
有
所
考
云

濂
溪
先
生
祭
田
記

陳
哲
知

府

祭
以
崇
徳
報
功
匪
細
事
也
祭
或
無
田
牲
殺
所
湏
籩
豆

篚
實
之
供
奚
自
乎
出
出
無
常
所
則
趋
苟
簡
事
文
具
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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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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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或
有
時
而
廢
矣
夫
自
秦
漢
而
下
士
不
知
道
先
生
起
自

舂
陵
始
倡
鳴
之
其
有
功
徳
於
民
生
甚
大

從
祀
廟
庭

為
天
下
通
祀
然
九
江
實
過
化
之
地
且
體
魄
斯
藏
如
闕

里
考
亭
然
者
其
可
廢
祀
事
趨
苟
簡
乎
哉
此
先
守
童
君

潮
祭
田
所
由
置
也
顧
惟
田
止
二
十
畆
地
如
之
所
入
無

幾
予
恐
祀
事
或
趨
乎
苟
簡
謀
諸
同
寅
二
守
陳
君
塏
通

府
李
君
文
推
府
蔡
君
昂
相
與
更
置

田
十
畆
以
相
之

庻
乎
可
以
無
慮
矣
或
曰
昔
闕
里
有

賜
田
考
亭
有
祀

田
皆
勒
其
田
形
界
至
於
石
以
為
久
逺
計
所
以
重
祀
事

重
斯
道
也
兹
堅
珉
在
庭
鐫
者
俟
命
可
無
一
言
以
記
之

予
曰
然
遂
書
此
以
付
從
事
其
田
若
地
之
形
勢
四
至
并

守
廟
者
姓
名
則
列
諸
下
方
云

重
建
守
備
㕔
記

傅
榮
教

授

九
江
禹
貢
荆
揚
二
州
之
界
彭
蠡
以
東
為
揚
州
以
西
為

荆
州
晋
割
二
州
之
地
置
州
曰
江
州
元
因
為
江
州
路
至

正
十
九
年
陳
犮
諒
僣
據
居
民
屠
戮
殆
盡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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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江
府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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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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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太
祖
高
皇
帝
遣
天
兵
樸
㓕
之
居
民
以
安
舊
制
府

江
西

衛

南
都
使
府
衛
各
有
所
統
而
不
得
專
者
良
有
意
也

民
享
太
平
百
有
餘
年

皇
上
居
安
防
危
以
九
江
乃
荆
楊
喉
襟
南
接
滇
蜀
北
抵
京

師
上
流

會
之
要
地
不
可
不
設
官
以
鎮
之
因
推
選
武

臣
一
員
守
備
焉
而
翁

汝
玉
以
京
衛
指
揮
使
來
膺
是

任

勅
書
特
下
汝
玉
竭
忠
盡
力
罔
敢
怠
遑
政
成
三
年

陞
授
署
都
指
揮
僉
事
所
居
舊
有
㕔
隘
陋
且
居
東
向
非

崇
奉

玉
音
之
所
因
遷
南
向
創
正
㕔
九
楹
翼
左
右
廊

者
各
三
後
為
思
政
堂
而
翼
以
廊
者
如
㕔
事
左
右
之
制

進
十
歩
為
儀
門
又
十
歩
為
前
門
又
進
三
十
歩
立
坊
牌

扁
曰
鎮
靖
甃
石
為
中
道
周
圍
以
垣
宏
敞
壮
麗
煥
然
一

新
事
竣
請
記
於
予
予
惟
保
障

以
智
勇
為
先
亦
以
貪

墨
為
耻
世
禄
之
官
明
於
此
而
暗
於
彼
者
多
矣
翁
君
汝

玉
沉
酣
韜
畧
渉
獵
經
史
立
身
行
已
惟
以
清
白
自
勵
豈

可
以

常
世
禄
者
觀
之
哉
公
署
之
修
特
為
一
方
觀
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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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江
府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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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十
六

八

誠
有
弗
獲
巳
者
且
其
費
出
自
已
俸
分
毫
無
取
於
下
願

有
所
助
者
僅
二
十
之
一
嗚
呼
汝
玉
其
賢
矣
哉
然
而
四

境
無
虞
軍
民
安
妥
上
以
副

一
人
之
命
下
以
紓
千
里
之
憂
此
汝
玉
方
進
而
未
艾
者
不

容
贅

新
遷
九
江
鈔

記

王
汝
賔
行

人

新
遷
者
盖
其
舊
之
不
可
仍
有
不
容
巳
而
圖
以
新
之

也
遷
得
其
地
而
新
得
其
人
夫
豈
偶
然
之
故
哉
九
江
鈔

前
此
未
聞
也
昉
於
景
泰

年
以
國
用
不

舟
梲

以
充
之
四
方
商
舟
駢
集
其
地
而

之
地
實
當
合
流
會

派
之
衝
夫
放
船

無
□
□
□

則
有
禁
船
之
自
西
而

下
者
收
入
小
江
之
口
最
便
惟
北
上
而
候
納
者
漫
無
依

泊
一
遇
驟
風
㠶
檣
相
擊
立
見
傾
流
徃
徃
怨
聲
動
地
而

之
厲
商
如
此
予
自
儒
生
時
嘗

為
計
當
其
事
者
每

以
成
規
憚
於
改
作
嘉
靖
改
元
辛
巳
予
叨
官
於
朝
明
年

壬
午
春
主
地
部
事
李
君
經
有
督

之
行
始
得
悉
以
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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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江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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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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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諾
之
若
未
信
然
越
三
月
夏
予
亦
奉
命
便
省
偕
李
君
飲

端
溪
署
時
暴
風
偶
作
予
逆
知
有
壊
舟
事
少
傾
吏
報
如

料
李
君
始
知
予
言
不
謬
而
遷
意
决
矣
會
廵
按
御
史
程

君
啓
充
分
廵
僉
憲
王
君
崇
慶
兵
備
副
憲
周
君
廣
繼
以

謝
君
迪
遇
當
一
時
議
合
符
節
同
徃
相
基
得
今
址
於
龍

開
河
西
海
天
隄
北
事
定
李
君
陳
利
害
并
計
所
需
走
白

司
徒
孫
公
謂
今
所
遷

居
腹
心
船
收
兩
腋
自
北
上
而

候
納
者
泊
於
龍
開
河
獲
免
衝
激
之
患
司
徒
公
然
之
具

奏
請
得
允
遂
移
文
以
行
之
李
君
亟
以
冬
十
一
月
興
簣
築

逺
近
稱
便
者
如
出
一
口
基
始
半
而
以
期
滿
行
矣
又
明

年
代
者
員
外
郎
張
君
居
仁
劄
專
督
之
值
歉
船
不
及

多
方
䖏
分
日
考
月
計
而
厥
功
成
焉

前
臨
江
涯
以
木

石
交
構
扞
水
㕔
堂
高
廣
率
加
舊
前
堂
深
五

許
後
少

遜
堂
之
前
有
二
大
門
逺
堂
基
如
深
旁
有
小
房

楹
以

䖏
皁
庫
門
外
立
二
坊
相
向
移
鈔

坊
於
中
設
鼓
樓
於

左
右
甚
聳
觀
望
基
高
地
七
尺
横
四
十
倍
於
高
直
倍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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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江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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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十
六

十

横
者
半
周
圍
以
窑
石
為
墻
約
四
百
餘
武
高
近

此

規
制
之
大
㮣
也
至
於
所
費
則
取
其
羡
餘
夫
役
則
出
自

五
縣
董
之
者
則
檢
校
蘭
棟
廼
若
提
調
前
有
太
守
王
君

念
後
有
方
君
仕
若
同
知
范
曰

通
判
安
曰
節
推
官
余

曰
世
盛
恊
力
賛
相
此

之
所
以
成
也
予
嘗
因
其
事
而

重
感
焉
前
有
欲
遷
者
方
卜
築
而
水
弗
果
至
是
水
不
及

岸
者
二
年
乏
大
木
為
梁
棟
求
弗
獲
怱
有
合
抱
之
楠
順

流
而
下
江
人
楫
舟
得
之

年

口
一
帶
俱
衝
塌
民
居

傾
側

路
漸
以
不
通
即
此

者
無
徃
而
非
遷
就
作
新

之
機
也
則

之
興
廢
豈
偶
然
哉
工
将
畢
張
君
以
甲
申

春
正
月
丁
夘
遷
聴
政
商
民
得
於
創
見
者
皆
喜
逺
害
而

就
安
懽
呼
滿
道
亦
足
以
見
一
時
之
盛
事
今
君
行
矣
踵

之
者
若
能
因
此

而
推
以
新
之
則
今
日
之
遷
豈
直
快

斯
民
耳
目
而
已
哉
張
君
以
功
成
當
有
紀
以
属
予
予
喜

天
人
之
恊
相
且
幸
予
言
之
有
托
也
乃
不
辭
遂
書
以
為

記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十
一

復

樓
序

劉
孟
都

御

史

憲
副
何
公
為
兵
備
九
江
之
明
年
徳
施
威
振
商
民
大
恱

乃
作
危
樓
於
公
署
之
左
而
以
復

名
時
一
登
焉
且
自

為
文
記
之
又
從
而
詩
之
鉅
公
名
賢
咸
賦
詩
其
上
公
将

刻
之
辱
以
示
予
予
曰
公
之
作
斯
樓
也
将
以
寓
忠
愛
之

思
焉
爾
而
豈
徒
為
遊
觀
設
哉
昔
晋

亮
建
樓
兹
地
日

與
殷
浩
陶
侃
温
嶠
諸
名
賢
聮
袂
同
登
恊
志
運
籌
以
成

江
左
靖
難
之
功
今
公
繼
秉
節
而
來
覧
廢
址
之
猶
存
悵

前
樓
之
莫
購
鳩
工
興
復
公
烏
得
無
情
哉
且
在
正
徳
間

寜
藩
搆
變
江
城
被
攻
今

完
固
而
公
安
不
忘
危
保
障

之
心
未
嘗
釋
也
於
是
畢
力
營
構
而
致
志
焉
想
公
一
登

斯
樓
四
瞻
雲
表
見
山
郭
之

見
則
指
而
思
曰
此
某
郡

某
邑
吾
民
之
居
也
於
今
其
有
康
乎
俯
瞷
江
流
見
風
㠶

之
逺
徃
則
指
而
思
曰
此
舳
艫
㗸
尾
吾
民
之
商
而
遊
也

於
今
其
有
裕
乎
則
又
思
曰
凢
前
乎
吾
鎮
節
于
此
與
今

吾
之
所
設
施
其
亦
有
便
不
便
於
商
民
者
乎
小
者
立
决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十
二

大
者
䟽

請
而
為
之
罷
行
焉
盖
如
是
者
於
今
二
年
矣

刀
斗
不
施
教
化
大
行
下
足
以
慰
三
省
徯
蘇
之
望
上
足

以
紓

九
重
南
顧
之
憂
公
之
譽
望
於
是
乎
顯
矣
則
斯

樓
也
公
固
作
之
以
寓
忠
愛
之
思
而
厥
功
之
成
不
在
兹

哉
以
今
視
古
将
無
同
哉
名
以
復

宜
詩
以
張
大
之
也

亦
宜
公
揚
州
人
名
棐
字
輔
之
起
家
名
進
士
為
閩
之
浦

城
令
超
拜
監
察
御
史
以
功
遷
太
僕
少

改
今
官
不
少

折
節
于
人
而
所
至
有
㢘
能
聲
此
予
之
所
稔
知
也
公
欲

得
予
序
遂
序
以
歸
之

豋
斯
樓
者
知
樓
成
之
自
後
之

繼
公
者
尚
葺
斯
樓
無

也

遊
東
林
記

姜
輅
本

府

同

知

嘉
靖
丁
亥
歲
孟
冬
月
大
中
丞
梁
公
大
廵
朱
公
並
委
輅

暫
署
南
昌
事
是
月
十
七
日
啓
行
太
守
馮
公
大
行
王
公

小
餞
於
南
城
樓
遂
别
焉
未
幾
東
林
宛
在
目
矣
山
路
逶

迤
樹
木
蕭
瑟
馬
踏
殘
黄
印
地
有
聲
但
留

楓
葉
遥
望

如
火
樹
然
就
近
秪
見
其
老
態
難
同
二
月
花
之
嬌
媚
耳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十
三

獨
蒼
松
翠
竹
挺
秀
於
風
霜
中
還
可
羡
也
轉
眼
不
覺
到

虎
溪
案
背
俱
山
前
後
如

泉
流

遶
潺
湲
不
絶
響
兩

坊
牌
髙
聳
於
錦
樹
叢
中
一
曰
虎
溪
一
曰
西
江
第
一
山

群
芳
掩
映
金
碧
煒
煌
騷
人
創
見
之

當
仰
天
大

舞

蹈
而
不
自
知
况
元
亮
諸
公
何
怪
三

耶
東
林
行
童
持

香
來
迓
老
僧
拄
杖
引
至
一
亭
亭
下
有
橋
橋
下
一
洞
勺

水
暗
流
蝙
蝠
輕
飛
出
入
洞
口
畧
不
避
人
扁
曰
長
舌
溪

驚
問
曰
婦
有
長
舌
僧
家
寂
靜
亦
為
之
耶
僧
曰
因
溪
聲

不
㫁
名
之
耳
婦
言
傷
煩
溪
聲
不
㫁
美
惡
不
嫌
同
詞
又

引
至
井
亭
井
深
三
尺
許
淫
雨
不
盈
久
旱
不
涸
一
泓
清

澈
照
人
靣
目
如
鏡
又
邀
坐
於
方
丈
名
公
佳
句
崢
嶸
四

壁
起
而
誦
之
惟
恐
不
盡
人
與
景
會
景
與
詩
會
撫
掌
曰

信
哉
西
江
第
一
山
也
既
而
語
僧
曰
東
林
始
於
慧
逺
僧

荅
以
逺
公
有
墓
塔
在
寺
西
時
乗
興
歩
至
小
兒
烈
隨
行

萬
樹
中
一
祠
祠
中
藏
墓
纍
石
為
之
堅
確
如
錚
錚
之
鐡

語
僧
曰
慧
逺
見
重
於
後
何
修
得
此
正
以
所
接
談
者
元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十
四

亮
耳
彭
澤
千
載
人
重
元
亮
則
慧
之
名
因
而
不
朽
昌

之
於
太
顛
東
坡
之
於
佛
印
皆
是
也
嗚
呼
擇
交
豈
苟
也

哉
已
而
日
色
冉
冉

山
命
僕
夫
扶
轎
自
叢
林
中
出
撥

蘿
衝
霧
遂
還
宿
於
東
林
僧
房
小
憇
四
山
靜
峭
忽
起
落

木
之
風
颼
颼
振
谷
若
有
可
駭
少
頃
鍾
磬
齊
鳴
群
僧
禮

佛
喃
喃
朗
誦
之
聲
徹
於

所

園
遏
雲
之
調
亦
不

過
此
啓
户
出
視
碧
天
如
洗
星
辰
森
列
半
月
高
懸
於
喬

松
之
上
星
月
之
光
宫
殿
之
色
上
下
照
耀
貪
看
之
久
寒

氣
逼
人
奚
童
速
請
還

突
然
深
山
之
穴
猛
虎
一
聲
山

谷
動
揺
群
伏
驚
駭
語
左
右
曰
此
真
虎
溪
矣
遂
閉
户
就

枕
次
早
速
装
命
駕
上
下
山
岅
亦
勞
矣

然
昨
者
之
遊

亦
樂
矣
遇
詩
景
則
樂
遇
王
事
則
勞
君
子
素
其
位
而
行

可
也
遂
作
遊
東
林
記

徳
安
縣

義
門
記

胡
旦

易
曰
立
天
之
道
曰
隂
與
陽
立
地
之
道
曰
柔
與
剛
立
人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十
五

之
道
曰
仁
與
義
隂
陽
運
化
天
之
全
功
也
剛
柔
成
形
地

之
全
徳
也
仁
義
修
身
人
之
全
行
也
是
以
古
聖
王
則
乎

天
法
乎
地
理
乎
人
堯
舜
率
天
下
以
仁
湯
武
率
天
下
以

義
義
也
者
仁
之
基
行
之
本
所
以
教
九
族
恊
萬
邦
厚
人

倫
美
風
俗
者
也
昔
周
徳
方
盛
文
王
化
行

睢
樂
而
不

淫
螽
斯
欲
而
不
妬
子
孫
衆
多
流
於
歌
咏
故
其
詩
曰
螽

斯
羽
詵
詵

宜
爾
子
孫
振
振

内
崇
親
戚
外
樹
聲
教

聲
教
所
被
從
家
至
國
故
其
詩
曰
刑
于
寡
妻
至
于
兄
弟

以
御
于
家
邦
成
王
之
時
管
蔡
失
道
周
公
攝
政
大
義
行

誅
自
是
宗
親
恩
漸
衰
缺
召

公
傷
其
不
恊
作
詩
紏
合

故
其
詩
曰
棠
棣
之
華
鄂
不
韡
韡
凢
今
之
人
莫
如
兄
弟

逮
至
幽
王
不
親
九
族
好
讒
信
佞
骨
肉
相
怨
父
兄
致
刺

而
作
詩
焉
故
其
詩
曰
騂
騂
角
弓
翩
其
反
矣
兄
弟
㛰
姻

無
胥
逺
矣
平
王
東
遷
澤
不
下
降
棄
其
九
族
詩
人
刺
之

故
其
詩
曰
緜
緜
葛
藟
在
河
之
滸
終
逺
兄
弟
謂
他
人
父

謂
他
人
父
亦
莫
我
顧
周

既
亡
戰
國
飈
駭
秦
廢
諸
子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十
六

漢
滅
親
王
魏
則
聚
鄴
以
終
亡
晋
則
分
藩
以
致
敗
南
北

不
競
隋
唐
失
綱
骨
肉
參
商
宗
族
魚
肉
朝
不
自
理
政
奚

有
經
廣
明
以
來
中
原
板
蕩
而
江
表
無
事
人
民
安
樂
廬

山
崔
嵬
號
為
南
障
彭
蠡
浸
其
左
九
江
注
其
右
豫
章
都

其
南
潯
陽
宅
其
北
山
髙
水
澄
秀
甲
他
郡
土
沃
人
阜
名

聞
四
方

崇
豈
弟
之
風
門
尚
敦
睦
之
義
其
籍
甚
者
惟

陳
宗
乎
按
陳
氏
家
譜
陳
宜
都
王
叔
明
之
後
五
世
孫
兼

唐
玄
宗
時
舉
進
士
為
右

闕
仍
留
翰
林
院
贈
秘
書
少

監
生
京
進
士
及
第
徳
宗
朝
官
至
給
事
秘
書
少
監
集
賢

院
學
士
無
子
以
從
子
褒
為
嗣
官
至

官
令
生
壦
為
高

安
縣
縣
丞
其
孫
伯
宣

居
廬
山
註
司
馬
遷
史
記
行
于

世
詔
徴
不
起
就
拜
著
作
佐
郎
孫
旺
徙
居
徳
安
縣
太
平

鄉
常
樂
里
自
是
而
家
益
昌
族
益
盛
矣
仲
子
崇
以
治
家

之
道
必
從
孝
弟
始
乃
撰
家
法

示
将
來
至
衮
為
江
州

叅
軍
偽
唐
李
昇
旌
表
其
門
開
寳
末
江
南
平
太
平
興
國

七
年
張
齊
賢
為
江
州
轉
運
奏
言
陳
氏
積
世
義
門
全
家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十
七

孝
行
在
李
煜
時
尚
蒙
蠲
免
今
歸
聖
朝
豈
合
徴
收
宜
免
本

户
沿
徴
雜
配
庻
彰
徳
化
詔
可
淳
化

殿
中
丞
康
戬
理
江

州
事
又
奏
陳
氏
一
宗
骨
肉
千
口
近
年
乏
食
饑
貧
難
濟
請
每

年
春
首
貸
米
二
千
斛
以
贍
之
俟
豊
年
還
官
從
之
至
道
中

陳
氏
上
家
法
二
篇
送
史
舘
繕
冩
賜
王
公
各
一
本
使
知
孝
義

之
風
焉
開
寳
之
末
計
口
七
百
四
十
咸
平
三
年
增
至
一
千
四

百
七
十
八
口
青
顯
祖
也
伉
二
世
長
也
崇
三
世
長
也
讓
四

世
長
也
衮
五
次
長
也
昉
六
次
長
也
鴻
七
次
長
也
逵
八
次

長
也
竟
九
次
長
也
肱
十
次
長
也
今
龍
十
一
次
長
也
今
旭
十

二
次
長
也
春
秋
傳
曰
五
世
其
昌
並
干
正
鄉
八
世
之
後
莫

與
之
京
自
旺
至
青
五
世
矣
至
衮
八
世
矣
讓
衮
昉
皆
兄
弟

共
爲
一
世
衮
立
義
門
昉
主
家
事
三
十
五
年
最
盛
由
鴻
以
下

又
昆
弟
也
若
崇
為
長
史
勛
為
蒲
圻
令
玟
為
徳
安
令
禮
為

吉
王
府
司
馬
衮
為
司
士
叅
軍
昉
試
奉
禮

恭
為
洪
州
掌

書
院
記
宻
知
舞
陽
縣
事
賞
爲
渭
州
軍
士
推
官
皆
衣
冠

之
榮
者
也
若
珪
儔
為
節
度
押
衙
玦
為
都
知
兵
馬
使
讓
為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十
八

衙
前
兵
馬
使
繆
渥
藹
為
節
度

管
郜
為
感
義
都
軍
頭

輝
為
討
擊
副
使
謙
為
舘
鐸
使
凉
為
教
練
使
皆
吏
職
之

崇
者
若
鄑
為
三
史
用
為
三
禮
昭
昱
琛
卓
為
三
傳
遜
儼

度
漸
績
誘
永
陬
延
年
並
舉
進
士
喬
省

誥
策
碧
岳
位

諗
延
之
並
作
詞
人
皆
文
學
之
英
才
者
也
斯
乃
五
世
而

昌
八
世
而
大
非
獨
田
完
之
在
齊
實
乃
陳
氏
之
於
今
世

天
地
一
氣
也
萬
民
一
性
也
政
教
一
體
也
若
清
若
濁
者

為
善
為
惡
者
好
仁
好
義
者
固
有
不
同
予
觀
陳
氏
之
宗

清
而
純
善
而和

義
而
正
才
者
不
矜

者
不
衒
清
純
者
也

富
則
不
驕
貧
則
不
怨
善
和
者
也
有
勇
不
犯
有
剛
不
折

義
正
者
也
吾
以
為
士
民
之
家
未
有
若
陳
宗
者
其
謂
熟

堯
舜
之
道
循
湯
武
之
法
受
文
王
之
化
承
召
公
之
詩
歟

不
然
何
其
義
之
若
是
哉
天
兵
之
討
江
州
也
陳
氏
昆
弟

七
人
在
圍
中
及
城
破
軍
民
殺
傷
殆
盡
七
人
異
䖏
同
歸

一
無
所
傷
義
感
也
至
道
以
來
仍
歲
饑
旱
陳
氏
舉
宗
啜

粥
雜
以
藻
菜
怡
然
相
存
義
之
至
也
若
其
天
無
災
害
時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十
九

無
厲
疫
歲
有
豊
穰
之
利
政
有
富
歲
之
教
豈
惟
壽
考
之

福
亦
将
千
億
是
保
丁
酉
歲
夏
予
以
尚
書
兵
部
郎
掌
綸

誥
持
史
筆
坐
命
詞
不
當
連
貶
嶺
表
己
亥
歲
會
赦
東
歸

辛
丑
春
過
潯
陽
豋
廬
阜
因
訪
名
家
得
詣
陳
氏
覧
世
譜

閱
家
法
詢
事
實
籍
口
属
具
知
其
状
因
為
之
銘
庻
乎
傳

之
四
方
留
是
來
葉
葉
者

其
詞
曰

舜
有
盛
徳
其
後
必
昌
瞱
瞱
陳
宗
義
風
克
揚
家
法
定
式

義
門
表
徳
如
何
在
上
不
為
世
則
古
人
有
言
理
家
如
官

若
官
尚
義
其
俗
必
安
義
則
非
利
利
則
非
義
義
利
二
途

人
思
共
致
尚
義
則
崇
尚
利
則
窮
伊
惟
陳
宗
世
襲
義
風

僣
昇
為
煜
猶
能
敦
朂
逮
我
聖
宋
恩
惠
駢
属
聖
宋
萬
年

子
孫
億
千
徳
澤
滂
流
陳
宗
緜
緜

陳
氏
書
堂
記

徐
鍇

古
之
學
者
家
有
塾
黨
有
庠
術
有
序
國
有
學
此
繫
乎
人

者
也
聖
王
之
䖏
士
也
就
閑
讌
孟
母
之
訓
子
也
擇
隣
居

玄
豹
隱
南
山
而
成
文
章
田
連
適
東
海
而
移
情
性
此
繫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二
十

乎
地
者
也
然
則
稽
合
同
異
别
是
與
非
者
地
不
如
人
陶

均
氣
質
漸
潤
心
靈
者
人
不
若
地
學
者
察
此
可
以
有
意

於
居
矣
潯
陽
廬
山
之
陽
有
陳
氏
之
書
樓
其
先
盖
有
陳

宜
都
叔
明
之
後
曰
兼
為
秘
書
少
監
生
京
給
事
中
以
從

子
褒
為
嗣
至

官
令
生
瓘
至
高
安
縣
丞
其
孫
避
難
於

泉
州
之
仙
遊
生
伯
宣
註
史
記
今
行
於
世
昔
馬
緫
嘗
左

遷
泉
州
與
之
善
犮
緫
移
南
康
伯
宣
因
來
居
廬
山
遂
治

籍
於
徳
安
之
太
平
鄉
常
樂
里
合
族
同
䖏
迨
今
千
人
室

無

財
厨
無
異
㸑
長
㓜
男
女
以
属
會
食
日
出
從
事
不

畜
僕
夫

馬
大
順
中
崇
為
江
州
長
史
乾
寜
中
崇
弟
勛

為
蒲
圻
令
次
第
玟
本
縣
令
能
嗣
其
業
如
是
百

年
勛

從
子
衮
本
州
曹
掾
我
唐
烈
祖
中
興
之
際
詔
復
除
而
表

揭
之
旌
其
義
也
衮
以
為
族
既
庻
矣
居
既
睦
矣
當
禮
樂

以
固
之
詩
書
以
文
之
遂
於
居
之
左
二
十
里
曰
東
佳
因

勝
㩀
竒
是
卜
是
築
為
書
樓
堂
廡
數
十
間
聚
書

千
卷

田
二
十
頃
以
為
游
學
之
資
子
弟
之
秀
者
弱
冠
以
上
皆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二
十
一

就
學
焉
自
龍
紀
以
降
崇
之
子
蛻
從
子
渤
族
子
乗
登
進

士
第
近
有
蔚
文
尤
出
焉
曰
遜
曰
範
皆
隨
計
矣
四
方
游

學
者
自
是
宦
成
而
名
立
盖
有
之
於
戯
文
如
麻
菽
求
焉

斯
至
道
如
江
海
酌
焉
滿
腹
學
如
不
及
仁
逺
乎
哉
昔
北

海
有
邴
鄭
之
風
離
騷
有
江
山
之
助
者
皆
古
也
門
生
前

進
士
章
谷
嘗
所
肄
業
筆
而
見
告
思
為
之
碣
會
陳
氏
之

令
子
曰
恭
自
南
昌
掾
入
仕
至
都
下
因
來
告
别
援
翰
以

授
之
時
太
歳
己
巳
十
一
月
九
日
記

瑞
昌
縣

重
修
學
記

吕
光

元

人

士
大
夫
言
政
必
及
化
故
以
黨
庠
術
序
為
急
務
而
習
俗

日
躋
於
渾
厚
士
大
夫
言
政
不
及
化
故
以
黨
庠
術
序
為

迂
闊
而
習
俗
日
淪
於
鍥
薄

身
衞
道
用
道
變
俗
必
有

所
繋
矣
九
江
號
古
今
重
鎮
俗
素
淳
美
自
大
元
混
一
區

宇
以
來
多
選
賢
牧
守
撫
臨
之
若
尊
崇
學
校
表
章
儒
先

損
齋
陳
公
尤
拳
拳
焉
公

下
車
祗
謁
先
聖
先
師
廟
庭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二
十
二

俯
仰
顧
瞻
首
崇
禮
殿
正
兖
沂
郕
鄒
四
國
公
配
饗
位
而

凡
祭
祀
之
冠
珮
豆
籩
爵
坫
罍
勺
無
不
新
設
學
之
講
堂

齋
舍
廡
門
無
不
重
整
泮
宫
視
昔
巳
相
萬
矣
濂
溪
景
星

兩
書
院
改
築
一
大
新
之
美
哉
輪
奐
羽
翼
宫
墻
邦
人
聚

觀
詫
為
盛
舉
公
曰
未
也
帥
五
邑
尹
競
起
其
學
瑞
邑
會

魯
鄉
展
侯
成
平
子
為
大
夫
懼
墜
教
基
爰
咨
爰
度
士
争

輸
力
益
以
學
廪
廟
廬
齋
閤
堂
庭
堦
户
下
逮
庖
湢
不
日

革
去
荒
陋
甃
築
垣
墉
周
遭
又
萬
尺
有
竒
學
復
壮
麗
如

新
成
焉
此
一
役
也
逹
魯
花
赤
亦
剌
馬
丹
簿
領
張
君
演

實
勸
相
以
集
厥
功
蘇
君
廣
繼
至
承
簿
領
慨
乗
時
趣
凢

役
事
噫
長
属
用
心
亦
勞
甚
矣
公
又
曰
未
也
廬
山
竒
秀

甲
天
下
高
士

民
所
棲
先
賢
徃
哲
所
樂
流
風
餘
澤
沒

世
難
忘
乃
增
陶
淵
明
祠
復
狄
梁
公
廟
崇
周
濂
溪
墓
修

司
馬
温
公
祀
葺
陳
了
翁
故
廬
瑞
邑

徧
小
元
次
山
不

鄙
辱
居
交
隣
有
詩
至
于
今
瀼
叟
溪
翁
咏
嘆
不
離
口
蘇

文
忠
公
亦
於
此
乎
舘
行
李
徘
徊
幾
不
忍
去
亭
山
紀
行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二
十
三

揮
灑
㸃
畫
墨
尚
浮
於
琅
玕
露
葉
間
東
西
行
者
寳
為
千

古
竒
事
公
復
構
堂
合
祠
兩
公
於
蒼
城
墩
之
上
凢
古
今

諸
賢
轍
跡
所
重
顯
設
張
皇
不
遺
餘
力
而
躊
躇
感

自

有
得
於
山
川
磅
礴
之
外
此
時
此
意
豈
迫
切
於
簿
書
期

會
者
所
能
勉
强
哉
嗚
呼
夫
子
之
廟
徧
于
州
邑
夫
子
之

道
載
在
六
經
國
家
生
民
命
脉
皆
懸
於
此
公
來
為
邦
獨

主
張
是
不
惟
夫
子
之
道
頼
以
宣
明
凢
後
之
讀
夫
子
書

為
夫
子
徒
者
皆
知
崇
正
以
具
民
瞻
夫
豈
言
政
而
不
言

化
哉
綱
常
立
而
仁
遜
興
嚚
頑
消
而
獄
訟
簡
叢
英
旅
俊

弛
役
蠲
征
蹈
徳
詠
仁
拜
手
稽
首
而
誦
之
曰
黨
庠
術
序

之
教
宛
然
古
風
復
見
今
日

皇
上
大
恩
所
淪
洽
也
先
聖
深
仁
所
流
演
也
賢
太
子
聳
善

扶
誼
之
功
所
陶
煦
也
不
知
将
何
以
報
哉
予

不
敏
幸

奉
教
條
周
旋
其
間
可
由
之
而
不
知
知
之
而
無
傳
耶
用

集
衆
美
治
金
伐
石
使
後
之
士
大
夫
之
所
取
法
云
公
名

元
凱
字
時
舉
太
常
少

知
鳯
翔
府
贈
太
保
陳
公
希
亮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二
十
四

七
世
孫
也
學
尚
鄒
魯
心
持
謙
抑
名
士
多
宗
之
稱
損
齋

先
生
今
以
教
化
政
事
為
二
千
石
最
會
且
召
矣
人
士
常

不
得

其
澤
又
豈
瀼
學
所
能
專
其
美
哉

湖
口
縣

游
石
鍾
山
録

周
必
大

乾
道
丁
亥
十
月
十
七
日
予
泛
舟
至
湖
口
縣
縣
港
僅
能

容
舟
水
稍
落
則
不
可
泊
岸
過
上
鍾
石
之
崇
壽
院
有
澄

軒
下
臨
鍾
石
而
為
張
巽
縣
尉
所
占
約
寺
僧
訪
之
山
久

榛
蕪
張
自
云
近
稍
芟
治
巖
洞
間
多
熙
豊
崇
觀
以
來
士

大
夫
題
字
其
中
一
石
高
四
尺
扣
之
控
控
然
東
坡
所

者
此
也
江
水
西
來
而
濁
湖
水
南
來
而
清
合
流
僅
五
十

里
方
混
無
為
子
楊
次
公
一
聮
云
濁
浪
自
分
清
浪
影
真

山
從
作
假
山
看
語
殊
中
的
盖
山
前

石
絶
竒
巧
而
不

宏
壮
全

假
山
耳
張
生
餉
㓠
刴
酒
不
能
飲
命
車
登
嶽

廟
巋
然
山
之
上
前
列
五
老
峯
殿
宇

層
殆
百
間
高
處

可
望
淮
南
五
祖
二
祖
山
次
至
下
鍾
石
廣
福
院
山
路
梗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二
十
五

塞
扳
縁
而
上
亦
有
一
石
闊
丈
餘
可
扣
撃
他
石
否
然
則

李
渤
所
謂
南
聲
北
音
亦
未
為
無
根
向
者
齊
山
衆
石
中

獨
一
石
聲
如
磬
不
知
其
理
果
何
如
僧
荅
云
相
傳
水
中

有
鍾
與
此
磬
石
相
應
東
坡
辯
之
詳
矣
聞
水
涯
尚
有
一

響
石
而
線
路
臨
深
潭
蔓
草
蔽
之
予
歩
徃
幾
墜
不
測
當

作
齒
鐫
銘
以
為
戒
也
山
排
地
稍
平
䖏
前
臨
江
湖
靣
對

廬
阜
左
映
井
邑
右
帶
淘
河
洲
若
創
一
亭
當
為
湖
口
絶

景
江
行
望
上
下
鍾
石
皆
截
嵲

十
丈
及
游
其
間
則
有

岩
穴
亦
有
幽

䖏
上
石
尤
巧

彭
澤
縣

讀
書
岩
亭
記

王
徳
淵
元

學

士

夫
古
跡
之
傳
世
因
大
賢
而
得
名
奕
世
之
後
廢
興
顯
晦

之
不
可
必
幸
與
不
幸
係
焉
幸
者
如
謝
公
之
墩
值
荆
公

而
名
愈
彰
不
幸
者
如
李
靖
家
廟
鞠
為
楊
氏
馬
廐
遂
泯

㓕
矣
彭
澤
縣
尉
廨
後
之
讀
書
岩
其
亦
幸
矣
乎
始
者
前

宋
時
眉
人
石
振
字
興
宗
作
尉
於
此
携
其
三
子
就
岩
讀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二
十
六

書
黄
太
史
訪
興
宗
遂
為
親
書
三
字
曰
讀
書
岩
當
時
名

賢
士
大
夫
題
詠
旁
午
珠
璧
交
映
自
宋
迄
今
兵
火
不

知
其
幾
遂
使
絃
誦
之
地
委
於
榛
莾
之
墟
今
縣
尉
和
公

仲
寛
來
蒞
兹
境
入
居
廨
舍
按
圖
經

勝
跡
剔
刷
苔
蘚

芟
刈
蕪
塞
復
舊
觀
而
一
新
之
又
構
六
角
亭
于
岩
之
前

志
復
古
也
仲
寛
廣
平
儒
者
用
孝
㢘
舉
起
踐
仕
途
退
公

之
暇
挈
其
子
遊
憇
岩
亭
口
吟
手
披
不
知
老
之
将
至
云

耳
時
年
七
十
四
矣
其
與
興
宗
石
君
異
世
同
符
氣

感

召
夫
豈
偶
然
也
哉
予
適
奉
使
弭
節
龍
興
仲
寛
逹
書
請

文
其
新
建
之

予

思
惟
上
行
下
效
風
行
草
偃
和
尉

父
子
既
已
朝
夕
讀
書
而
不
敢
犯
法
人
倫
明
而
盗
賊
息

矣
終
之
犬
足
生

訟
庭
多
草
緑
林
無
警
赤
捧
不
施
者

岩
亭
之
功
為
不
細
矣
予
又
聞
古
有
大
人
先
生
亦
有
讀

書
岩
仲
寛
知
之
乎
以
雲
霄
為
亭
以
星
月
為
燭
以
彭
蠡

為
硯
池
以
匡
廬
為
几
格
卷
其
帙
則
為
閉
藏
之
冬
舒
其

帙
則
為

生
之
春
不
敢
高
誦
恐
驚
天
下
之
耳
不
敢
多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二
十
七

傳
恐
駭
天
下
之
目
大
小

殊
其
言
似
誇
無
是
事
而
有

是
理
果
若
是
宜
其
不
然
君
其
問
諸
子
虚
不
識
可
得
一

首
肯
否
恭
承
來
命
作
文
已
竟
又
附
之
以
銘
曰

彭
澤

尉
司
于
江
之
湄
于
山
之
隈
維
石
岩
岩
讀
書
有
龕
魯
直

字
鑱
前
有
興
宗
後
有
和
公
臭
味
則
同
韜
刃
捲
旌
盗
賊

清
寜
文
化
大
行
後
來
者
誰
修
葺
為
宜
勿
荒
勿
嬉
江
山

變
遷
亭

䇄
然
芳
名
永
傳

馬
當
山
記

解
縉

馬
當
山
在
小
孤
下
三
十
餘
里

江
西
彭
澤
縣
連
岡
趾

頂
皆
石
蜿
蜒
騰
躍
自
北
而
南
至
江
西
止
山
之
北
崖
俯

臨
湍
水
不
測
之
淵
魚
鳥
結
巢
栖
息
其
間
以
萬

人
迹

罕
至
亦
莫
得
而
害
焉
故
凢
舟
上
下
衆
呵
叱
之
不
為
動

廻
翔
俯
瞰
磔
磔
然
有
聲
甚
自
樂
也
余
以
讀
載
記
感
王

勃
禱
祠
下
事

謂
神
之
靈
且
好
文
也
廿
年
間
徃
來
經

此
常
欲
一
造
其
上
而
不
果
永
樂
五
年
丁
亥
二
月
余
自

詞
垣
出
臨
桂
藩
将
妻
子
歸
江
西
十
六
日
道
出
祠
下
時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二
十
八

雨

霽
湍
瀬
甚
急
舟
人
極
其
力
操
舟
乃
得
至
山
麓
小

徑
從
東
委
曲
而
上
巨
石
森
列
古
木
蒼
然
有
石
状
與
虎

無
異
進
拜
祠
下
望
像
盖
唐
人
衣
冠
而
宋
石
刻
巳
稱
水

官
廟
不
知
其
何
以
云
也
唐
宋

碣
無
一
存
者
石
上
題

字
一
多
漫
㓕
可
見
者
唐
太
和
中
某
及
宋
皇
祐
六
年
奉

勅
禱
雨
者
某
官
而
巳
廟
祝
姓
萬
謂
言
舊
有
半
山
亭
馬

跡
亭
石
上
宛
然
云
昔
神
人
之
遺
余
亦
徘
徊
久
之
乃
登

舟
從
余
游
者
男
山
呼
婁
金

本
府
舊
志
前
序

童
潮
本

府

知

府

孟
子
論
諸
侯
封
國
之
制
曰
不
百
里
不
足
以
守
宗
廟
之

典
籍
是
以
典
籍
為
首
事
也
三
代
之
後
如

如
宋
皆
不

足
徴
克
存
之
者
惟
魯
而
已
如
春
秋
之
季
僖
桓
之
宫
猶

有
禮
書
御
書

魏
之
藏
故
當
時
以
儒
書
秉
禮
之
邦
稱

之
孔
子
論
政
俗
則
曰
魯
一
變
至
於
道
論
禮
樂
則
曰
吾

舍
魯
何
適
矣
於
是
取
魯
史
筆
之
削
之
立
為
百
王
不
易

之
大
法
向
使
魯
無
所
藏
則
聖
人
亦
無
從
而
案
之
也
秦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二
十
九

焚
㓕
詩
書
而
圖
籍
亦
藏
於
府
中
漢
之
所
以
得
王
天

下
者
實
是
之
頼
而
不
專
於
馬
上
也
九
江
本
呉
楚
二
國

之
地
秦
改
為
郡
漢
封
黥
布
為
九
江
王
而
名
始
著
地

百
里
古
諸
侯
之
大
國
也
附
庸
之
邑
有
五
擅
廬
阜
之
髙

挾
番
湖
之
險
匯
江
漢
之
深
山
川
之
秀
實
甲
於
他
郡
是

以
人
物
之
生
其
地
者
陸
績
之
孝
六
歲
而
稱
陶
潜
之
節

千
載
以
仰
陳
競
之
義
十
八
世
而
同
居
寓
其
地
者
豪
邁

如
李
謫
仙
放

如
史
北
海
固
間
世
人
也
而
道
䘮
千
載

覺
我
後
人
則
又
有
如
宋
之
周
夫
子
焉
至
若
仕
其
地
者

漢
灌
嬰
宋
均
晋
陶
侃

亮
唐
狄
仁
傑
白
居
易
宋
吕
誨

岳
飛
余
崇
龜
魏
了
翁
之
軰
皆
章
章
在
人
耳
目
者
典
籍

具
存
生
者
其
秀
之
孕
寓
者
其
秀
之
感
仕
者
其
秀
之
合

也
惜
乎
元
政
不
綱
李
忠
文
公
攴
一
木
以
扶
大
厦
之
顛

而
不
克
後
遂
為
偽
漢
陳
犮
諒
所
據
虐
熖
赭
山
毒
流
赤

水
甚
於
祖
龍
之
時
正
詩
所
謂
周
遺

民
靡
有
孑
遺
也

尚
何
典
籍
誌
記
之
足
守
哉
我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三
十

太
祖
髙
皇
帝
破
犮
諒
定
九
江
在
辛
丑
之
歲
于
兹
盖
百
二

十
餘
年
矣
生
理
漸
復
人
文
漸
興
将
有
如
昔
之
時
而
無

與
為
景
仰
者
於
是
因
政
之
睱
命
儒
官
搜
集
五
縣
誌
於

殘
失
之
遺
而
手
自
挍
集
刻
梓
以
示
於
世
傳
疑
傳
信

生
於
斯
寓
於
斯
仕
於
斯
者
各
夷
考
其
實
而
師
法
之
以

無
負
是
地
山
川
之
秀
則
所
謂
一
變
而
至
道
者
不
有
於

斯
籍
乎
於
乎
攷
據
不
精
遺
陋
或
甚
自
愧
學
識
之
䟽
也

然
百
年
墜
典
一
朝
舉
焉
亦
難
矣
後
之
繼
筆
者
取
以
為

傳
案
未
必
無
一
助
恊
成
是
事
同
寅
楊
公
琰
呉
公
經
也

又

楊
守
阯
翰

林

學

士

治
有
務
不
知
務
曰
盲
盲
則
民
欺
不
能
務
曰
懦
懦
則
民

侮
知
之
能
之
而
不
肯
務
曰
怠
怠
則
民
玩
盲
非
學
不
明

懦
非
勇
不
立
怠
非
誠
不
勵
世
之
為
治
者
民
欺
焉
侮
焉

玩
焉
曰
民
之
梗
果
梗
乎
抑
盲
乎
懦
乎
怠
乎
學
明
於
中

勇
行
於
外
誠
守
於
久
而
致
治
之
職
盡
矣
吾
於
九
江
太

守
童
侯
之
為
治
而
論
及
此
太
守
古
諸
侯
之
職
即
漢
宣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三
十
一

帝
所
謂
與
我
共
理
天
下
之
二
千
石
也
我

國
家
尤
重

其
選
選
於
内
必
下
大
夫
之
賢
也
選
於
外
必
州
牧
守
之

尤
也
侯
以
名
進
士
先
守
直

祁
州
以
能
績
聞
當
宁
遷

今
職
於
九
江
将
踰
六
年
矣
九
江
江
右
要
衝
之
地
以
土

則
瘠
以
民
則
寡
以
政
則
繁
以
俗
則
敝
侯
為
之
一
二
年

之
後
野
無
不
毛
之
地
市
無
無
告
之
人
庭
無
不
直
之
獄

城
隍
高
之
深
之
壇
社
崇
之
飭
之
祀
事
豊
之
潔
之
治
署

新
之
拓
之
學
校
興
之
復
之
人
材
作
之
起
之
衢
道
修
之

平
之
輿
梁
成
之
固
之
材
需
公
羡
力
役
時
暇
土
不
知
其

瘠
民
不
知
其
寡
政
不
知
其
繁
俗
不
知
其
敝
也
六
年
猶

三
年
也
三
年
猶
一
二
年
也
謂
九
江
之
民
不
欺
不
侮
不

玩
非
也
欲
欺
欲
侮
欲
玩
之
而
不
得
也
侯
之
學
有
以
明

其
務
而
勇
有
以
行
之
誠
有
以
久
之
也
今
年
述
職
京
師

謂
予
曰
九
江
入
我
國
朝
版
籍
殆
百
二
十
餘
年
郡
之
典

籍
誌
記
無
一
之
足
徴
詎
非
缺
典
乎
吾
分
符
其
地
搜
拾

殘
餘
之
中
得
誌
一
集
卷
凡
十
四
目
凡
十
條
凡
七
十
子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三
十
二

我
鄉
之
文
宗
也
曷
為
我
序
之
予
曰
誌
即
史
也
史
者
記

事
之
書
侯
之
心
盖
欲
記
古
人
所
務
之
事
考
今
日
所
務

之
事
也
於
乎
以
侯
之
心
推
之
而
但
可
守
九
江
一
郡
矣

乎

舊
志
後
序

陸
紳
奉

新

教

諭

誌
未
史
有
史
之
法
也
修
誌
在
眼
亦
在
手
眼
翳
孔
墨
荀

孟
同
道
矣
手
曲
丁
儀
丁
廙
無
傳
矣
手
無
曲
易
不
乞
米

如
陳
壽
而
已
眼
無
翳
難
不
有
大
學
問
大
識
見
窺
入
司

馬
班
范
之
涯
涘
執
鞭
素
臣
而
親
聆
素
王
謦
咳
之
音
於

絶
筆
之
下
者
未
有
不
為
人
所
議
也
予
犮
九
江
太
守
童

侯
命
一
府
五
邑
儒
官
繤
修
五
邑
之
誌
為
郡
誌
既
成
卷

矣
遣
使
聘
紳
校
正
以
刻
于
梓
首
以
前
二
者
弊
為
言
而

曰
毋
使
人
議
以
災
我
木
予

曰
彼
亦
要
有
如
是
之
眼

與
手
以
議
人
人
乃
比
戈
否
而
喋
喋
之
言
如
寳
燕
石
鄭

腊
而
哂
賈
胡
之
龎
全
何
較
之
為
於
是
即
於
府
内
空
宇

擇
吉

凡
提
綱
挈
目
十
日
而
草
創
又
十
日
而
草
成
其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
三
十
三

卷
目
有
十
首
之
以
郡
土
誌
誌
為
郡
而
修
也
郡
土
之
外

山
川
為
大
故
山
川
次
之
次
宦
蹟
以
有
郡
土
始
著
宦
蹟

也
次
人
物
以
有
山
川
始
鍾
人
物
也
宫
室
宦
蹟
之
所
出

故
次
之
兵
衞
人
物
之
所
扞
也
故
次
之
古
跡
陵
墓
存
其

迹
不
使
忘
耳
寺
觀
仙
釋
備
其
教
不
使
遺
耳
詩
者
八
誌

之
葩
蕚
也
以
得
性
情
之
正
者
為
美
文
者
八
誌
之
根
源

也
以

名
教
之
重
者
為
先
如
是
而
書
之
去
之
如
是
而

詳
之
畧
之
信
以
傳
信
疑
以
傳
疑
甲
戌
己
丑
夏
五
郭
公

任
其
然
也
不
敢
一
字
美
不
敢
一
字
刺
大
眼
目
大
手
叚

之
人
决
天
機
於
驪
黄
牝
壮
之
外
者
自
有
公
論
紳
敢

執
以
為
是
而
大
言
以
誇
諸
人
乎
預
是
事
者
庠
士
高
賛

何
銘
黄
宗
黄
春
四
人
也
太
守
公
序
於
前
矣
紳
不
揣
復

識
此
於
卷
後
者
後
經
終
義
之
遺
意
例
見

凡
皆
太
守

公
之
教
也

九
江
府
志
卷
之
十
六
終



ZhongYi

九
江
府
志
後
序

一

九
江
府
志
後
序

古
者
列
國
必
有
史
官
掌
記
時
政
後
世
郡
邑

非
封
國
之
比
然
得
專
祀
社
稷
山
川
之
神
儼
然

古
諸
侯
也
豈
可
無
紀
述
邪
廣
陵
篤
齋
何
公
以

南
京
太
僕
寺
少

改
江
西
按
察
司
副
使
奉

勅
飭
兵
九
江
公
餘
稽
古
嘗
以
舊
志
遺
謬
為
缺
典

郡
守
東
侯
漢
曰
此
某
責
也
方
欲
舉
行
而
有
南

昌
之
調
兹
馮
侯
曾
繼
郡
慨
然
以
此
為
為
政
之

所
先
廼
請
千
公
遣
聘
幣
至
鏡
山
属
予
秉
筆
終

其
事
焉
予
何
人
斯
而
敢
當
此
辭
至
再
公
手
教

益
堅
於
是
幡
然
曰
匡
廬
在
念
久
矣
兹
顧
沮
邪

遂
乘
舟
下
石
門
越
浮
梁
至
番
之
芝
山
驛
風
雨

交
作
意
又
索
然
頃
之
篤
齋
公
舟
適
至
遂
挈
以

徃
豈
非

合
有
此
行
邪
經
都
昌
舍
舟
而
輿
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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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江
府
志
後
序

二

二
百
里
抵
九
江
城
所
謂
匡
山
彭
蠡
鹿
洞
濂
溪

諸
名
勝
皆
獲
親
歷
平
生
幽
抱
愜
矣
慰
矣

心

語
不
知
何
以
副
公
所
委
之
萬
一
邪
明
日
馮
侯

與
郡
貳
姜
君
輅
節
推
張
君
得
麟
設
宴
開
局
文

士
畢
集
郷
宦
則
行
人
王
君
汝
賔
郷
舉
則
栁
子

邦
傑
陳
子
守
仁
何
子
貫
陳
子
必
升
陳
子
守
信

庠
彦
則
劉
徽
黄
獻
歐
陽
國
光
王
用
余
文
獻
又

延
莆
田

士
葉
綸
共
分
硯
席
對
讀
則
儒
士
羅

緯
於
凢
訛
者
正
之
遺
者

之
略
者
詳
之
不
經

者
刪
去
之
而
又
條
具
而
例
合
之
邑
分
而
郡
緫

之
故
予
得
因
群
力
以
為
力
取
衆
長
以
為
長
兩

踰
月
而
告
成
焉
謹
序
于
末
曰
自
昔
方
輿
有
圖

有
志
所
以
資
政
治
也
非
但
備
遺
忘
廣
見
聞
而

巳
盖
計
田
賦
而
知
公
歛
之
厚
薄
因
物
産
而
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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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江
府
志
後
序

三

民
生
之
豊
儉
察
宦
蹟
而
知
吏
治
之
得
失
論
人

物
而
知
士
習
之
浮
正
俗
尚
之
澆
淳
至
若
興
學

校
以
明
禮
義
表
忠
節
以
勸
風
化
嚴
祀
典
以
敬

鬼
神
與
夫
據
形
勝
飭
兵
防
以
備
四
方
之
警
舉

可
按
圖
而
知
然
則
志
之
繫
於
治
體
不
亦
重
且

大
哉

然
斯
志
也
非
篤
齋
公
力
主
之
馮
侯
克

成
之
姜
張
二
君
輔
翼
之
一
時
清
才
逺
識
徳
侔

而
道
合
言

而
氣
同
則
予
以
病
夫
退
叟
亦
惡

得
掛
名
圖
牒
與
青
雲
諸
君
子
分
尺
寸
之
功
於

千
里
之
外
也
哉

嘉
靖
六
年
丁
亥
仲
冬
長
至
日
鏡
山
居
士
李
汛

謹
序

九
江
府
志
後
序
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