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縣
邕
縣
志
卷
三

埌
西
莫
炳
奎
星
五
編
纂

地
理
志
三

山

川

下 

形

勢 

關

隘

山

川

下

縣
之
水
。
以
鬱
江
爲
經
。
而
其
上
源
爲
左
右
二
江
。

鬱
江
。
（
元
和
郡
縣
圖
志
）
邕
州
宣
化
縣
。
有
鬱
江
水
。
經
縣
南
、
去
縣
二
十
步
。
（
舊
唐
書
地
理
志

）
宣
化
鬱
林
江
。
古
駱
越
水
也
。
（
新
唐
書
地
理
志
）
宣
化
鬱
水
。
自
蠻
境
七
源
州
流
出
。
（
太
平
寰

宇
記
）
鬱
江
在
府
西
。
按
邕
州

帥
■
也

源
從
左
右
江
入
鬱
水
。
流
百
里
。
入
府
城
三
百
四
十
里
。
流
入
巒
。

今
永

淳
縣

橫

貴

龔
今
平

南
縣

梧
封
今
廣
東

封
川
縣
康
今
廣
東

德
慶
州

端
今
高

要
縣

廣
等
一
十
八
州
。
入
於
南
海
。
（
文
獻
通
考
）
宣
化
有

鬱

水

。
案
輿
地
廣
記

九
域
志
同

（
明
一
統
志
）
宣
化
大
江
。
即
古
鬱
水
也
。
（
續
通
考
）
在
南
寧
府
城
西
南
。
左

右
二
江
合
流
。
（
明
史
地
理
志
）
宣
化
城
西
南
有
大
江
。
即
鬱
江
。
下
流
爲
潯
州
之
左
江
。
（
讀
史

方
輿
紀
要
）
大
江
在
府
城
西
南
。
即
鬱
江
也
。
有
左
右
二
江
流
入
焉
。
兩
江
俱
東
北
流
。
至
合
江

鎭
。
合
爲
一
江
。
又
東
至
府
城
。
合
於
鬱
江
。
經
府
南
。
亦
謂
之
大
江
。
（
註
）
府
境
又
有
左
右
二
江

、
故
言
大
江
以
别
之
、

東

經
潯
州
府
城
。
合
於
右
江
。

案

此

爲

黔

江

也

志
云
。
左
江
一
名
南
江
。
以
在
廣
西
南
境
也
。
一
名
鬱
江
。

邕
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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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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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舊
爲
鬱
林
郡
也
。
（
名
勝
志
）
南
寧
故
屬
左
江
。

案
屬
左
江

道
也
、

然
當
郡
亦
自
有
左
右
二
江

案
謂
麗
江

西
洋
江
也

之

號
。
（
水
道
提
綱
）
鬱
江
亦
曰
左
江
。
又
曰
南
江
。

上
源
有
二
。
曰
西
洋
江
。
曰
麗
江
。
至
南
寧
府

之
西
。
合
江
鎭
。
會
而
爲
鬱
江
。
鬱
江
自
合
江
鎭
東
南
流
。
至
仙
降
山
北
麓
。
折
而
北
。
又
東
南

。
經
南
寧
府
城
。
又
東
北
經
道
入
山
南
麓
。
又
東
北
至
永
淳
縣
。
經
橫
州
貴
縣
。
至
潯
州
府
治
。

桂
平
縣
。
而
黔
江
自
西
來
會
。
總
曰
潯
江
。

案
明
於
南
寧
置
左
江
道
、
柳
州
置
右
江
道
、
故
官
書
稱
鬱
江
爲
左

江
、
黔
江
爲
右
江
、
省
會
舊
在
桂
林
、
此
從
桂
林
言
之
、
亦
從
道

所
轄
而
名
之
也
、
又
金
通
志
高
輯
三
江
考
、
鬱
江
曰
左
江
左
江
道
治
、
舊
在
南
寧
、
故
麗
江
爲
左
中
之
左
、
西
洋
江
爲
左
中

之
右
、
此
從
南
寧
言
之
也
、
黔
江
曰
右
江
、
右
江
道
治
、
舊
在
柳
州
、
故
柳
城
以
北
之
融
江
、
爲
右
中
之
右
、
宜
山
以
東
之
龍

江
、
爲
右
中
之
左
、

此
從
柳
州
言
之
也
、

左
江

亦
名
龍
州
河
。
（
元
和
郡
縣
圖
志
）
宣
化
左
溪
注
鬱
江
。（

通
鑑
）
唐
穆
宗
長
慶
三
年
七
月
。
黃

洞
蠻
寇
邕
州
。
破
左
江
鎭
。
（
讀
史
方
輿
紀
要
）
唐
時
廣
桂
容
三
道
、
共
發
兵
三
千
人
戍
邕
州
左
右
二
江
、
三
年
一
代

、
其
後
戌
軍
廢
、
左
右
江
守
兵
單
薄
、
咸
通
二
年
、
南
詔
乘
虛
入
寇
、
遂
陷
邕
州
、
左

右
江
蓋
南
蠻
入
寇
之
道
、
案
此
、
爲
左
右
二
江
、
見
史

籍
之
始
、
本
通
鑑
懿
宗
咸
通
二
年
事
、
而
顧
氏
引
之
者
也
、[

宋
史
地
理
志]

龍
州
思
明
等
州
。
屬
左
江
道
。
案
漢

書
、

邑
有
蠻
夷
曰
道
、
此
宋
置
以
管
左
右
兩
江
羈
糜
州
峒

者
、
與
明
淸
兩
朝
之
左
江
道
不
同
、
右
江
道
倣
此
、
隸
邕
州
都
督
府
。
（
太
平
寰
宇
記
）
左
龍

十
三
州
屬
左
江
道
、
（
太
平
寰
宇
記
）
邕
州
左

水
源
從
籠
州
。
案
卽
今

龍
州
、

中
流
出
六
百
里
入
鬱
江
。
（
方
輿
勝
覽
）
邕
州
左
出
廣
源
州
。
至
合
江
鎭
。
與
右

江
會
爲
一
水
。
流
入
橫
州
（
元
史
地
理
志
）
左
江
出
廣
源
州
界
。
至
合
江
鎭
。與
右
江
水
合
爲
一
流
。
號

鬱
江
。
（
明
史
地
理
志
）
憑
祥
州
西
北
有
麗
江
。
自
交
趾
廣
源
州
流
入
龍
州
。
南
有
龍
江
。（

續
通
考
）
龍

州
有
龍
江
、

卽
麗
江
也
。
下
源
爲
南
寧
府
之
左
江
。
崇
善
南
有
府
前
江
。
即
麗
江
。
左
州
南
有
麗
江
。
新
寧
州

城
南
有
麗
江
。
一
名
定
祿
江
。
又
名
文
字
水
。

（
明
統
志
）
文
字
水
、

東
北
入
宣
化
界
、

宣
化
鬱
江
上
源
有
二
。
一
爲
麗
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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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府
城
西
南
曰
左
江
。
合
流
處
謂
之
合
江
鎭
。
（
謝
通
志
）
龍
州
廳
龍
江
二
源
。
一
自
安
南
高
平
鎭
牧

馬
。
入
廳
境
西
北
水
口
關
。
歷
上
下
凍
州
。
行
百
五
十
里
。
至
廳
治
前
。
一
自
安
南
諒
山
鎭
之
七
源
州
。

流
入
府
境
西
南
平
而
關
。
歷
憑
祥
州
。
行
百
五
十
里
。
至
廳
治
前
。
匯
流
而
東
。
至
江
口
塘
。
有
寧
明

州
水
。
案
卽

明
江

自
東
南
來
會
。
逕
上
龍
司
。
入
崇
善
縣
界
。
注
麗
江
。
（
水
道
提
綱
）
麗
江
亦
曰
左
江

。
有
南
北
二
源
。
北
源
卽
龍
潭
水
。
出
歸
順
州
。
逕
交
趾
高
平
府
界
地
。
四
十
餘
里
。
東
南
流
。

經
下
雷
州
。
安
平
州
。
太
平
州
。
至
太
平
府
西
境
。
與
南
源
麗
江
合
案
齊
氏
以
今
邏
水
、

爲
麗
江
北
源
也
、

南
源
麗
江
。

又
有
二
源
。
一
出
交
趾
廣
源
州
。
東
流
入
上
下
凍
州
西
境
。
逕
龍
州
南
境
。
曰
龍
江
。
有
憑
祥
水

西
南
自
鎭
南
關
東
北
流
來
會
。
即
龍
江
西
南
源
也
。
又
東
經
江
口
塘
。
案
此
爲
明
江

入
麗
江
處
、
至
太
平
府
城

西
境
。
與
北
源
自
太
平
州
來
者
合
。
又
東
北
曲
曲
逕
馱
盧
墟
。
新
甯
州
東
北
流
。
曰
左
江
。
入
宣

化
界
。
逕
合
江
鎭
。
與
右
江
會
。

右

江

亦
名
百
色
河
。
（
元
和
郡
縣
圖
志
）
宣
化
右
溪
注
鬱
江
。
（
宋
史
地
理
志
）
田
州
，
思
恩
州
等
州

。
屬
右
江
道
。
隸
邕
州
都
督
府
。
（
太
平
寰
宇
記
）
田
州
思
恩
等

十
七
州
、
州
屬
右
江
道
、

（
太
平
寰
宇
記
）
邕
州
右
水
。
出
府
西
北

田
州
。
流
入
鬱
江
。
（
明
史
地
理
志
）
宣
化
鬱
江
上
源
有
二
。
一
爲
右
江
。
經
府
城
西
南
。
會
流
處

謂
之
合
江
鎭
。
（
大
清
一
統
志
）
西
洋
江
。
在
雲
南
廣
南
府
城
南
八
十
里
。
源
出
板
郎
、
速
部
、
木

王
三
山
。
三
流
相
合
。
東
流
經
富
州
西
北
。
又
東
南
入
廣
西
田
州
界
。
注
於
右
江
。
（
水
道
提
綱
）

西
洋
江
。
源
出
廣
南
府
寶
寧
縣
西
北
六
十
里
者
兔
塘
之
西
南
山
。
逕
廣
南
府
城
。
又
東
南
逕
剝
隘

。
又
東
入
廣
西
界
。
又
東
北
流
逕
泗
城
、
鎭
安
、
二
府
。
又
東
北
逕
剝
色
埠
。
案
今
百

色
縣
也

又

東

南

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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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
議
州
、
田
州
、
歸
德
州
。
隆
安
縣
。
西
洋
江
至
此
曰
右
江
。
以
在
麗
江
之
北
也
。
又
東
南
至
南

寧
府
治
。
宣
化
縣
西
境
之
合
江
鎭
。
東
南
曰
沙
塘
。
西
與
麗
江
合
。
右
江
自
廣
南
者
兔
塘
。
至
合

江
鎭
。
曲
折
行
干
餘
里
。
案
（
明
史
地
理
志
）
顧
氏
方
輿
紀
要
（
黃
氏
今
水
經
）
齊
氏
水
道
■
綱
（
以

右
江
爲
南
盤
江
、
（
方
輿
勝
覽
）
、
以
石
江
爲
■
牁
江
、
今
不
從
、

左
江
自
魚
影
灘
入
境
。
東
北
流
至
下
楞
墟
。
有
楞
溪
東
流
注
之
。
又
繞
揚
美
墟
一
匝
。
屈
折
東
南
流
。
行

六
十
里
。
至
三
江
口
。
與
石
江
合
。

魚
影
灘

縣
西
七
十
五
里
。
與
扶
南
那
襟
塘
接
界
。
灘
水
狹
淺
。
冬
春
之
交
。
舟
行
往
往
失
事
。
盜

賊
亦
於
此
行
刦
。
以
水
淺
可
揭
而
過
。
两
岸
有
上
楞
劉
凌
諸
村
。
易
於
聚
散
故
也
。

定
滸
塘

光
緒
間
地
陷
成
井
。
可
飲
千
家
。
又
岜
更
隴
傘
二
石
井
不
涸
。
亦
不
溢
。

楞
溪

縣
西
八
十
里
。
源
有
二
。
右
出
三
帽
、
緣
裳
、
白
面
、
諸
山
。
左
出
同
正
官
山
。
至
增
朗
柯

而
合
。
至
高
嶺
平
而
伏
。
伏
處
聲
若
雷
轟
。
復
從
高
嶺
下
里
許
。
盆
湧
而
出
。
至
下
楞
墟
。
北
注

左
江
。
土
人
謂
伏
流
曰
楞
也
。
盛
漲
時
。
江
水
到
灌
而
入
。
三
十
里
內
田
畝
。
爲
之
淹
沒
。

龍
潭

在
揚
美
墟
側
。
深
不
可
測
。
爲
鱗
潛
藪
。
臨
淵
羡
賞
。
則
羣
魚
逐
隊
而
出
。

蓮
花
水

在
揚
美
墟
側
。
山
有
異
香
。
製
香
豉
資
之
。
他
水
不
及
。

金
沙
灘

在
揚
美
墟
下
流
。
有
香
爐
灣
、
南
風
灣
、
大
鼓
灣
。
諺
云
。
左
江
灣
。
右
江
灘
。
各
言
其

多
也
。

右
江
自
隆
安
曲
流
塘
入
境
。
挾
武
緣
江
。
南
流
江
。
經
中
渡
墟
。
得
晚
蓼
小
石
二
小
水
。

武
緣
江

縣
西
北
陸
路
一
百
五
十
里
。
東
源
出
濵
州
馬
嶺
。
經
上
林
、
思
隴
驛
。
至
武
緣
東
。
韋
朗

六
塘
。
與
緣
黎
江
合
。
名
東
江
。
至
武
緣
縣
西
。
又
與
西
江
合
。
始
名
南
流
江
。
至
縣
西
北
玎
璃

村
。
邕
隆
之
界
。
江
爲
中
分
。
至
曲
流
塘
。
入
右
江
。
鹽
艘
往
來
。
終
歲
不
絕
。
水
漲
時
。
小
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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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可
達
武
緣
城
下
。
古
名
駱
越
水
。
渭
龍
水
。
武
緣
水
。
（
文
獻
通
考
）
宣
化
有
駱
越
水
。
（
元
豐

九
域
志
）
武
緣
有
武
緣
水
。
（
太
平
寰
宇
記
）
渭
龍
水
在
府
西
。
案
宋
邕
州

帥
府
也

百
五
十
里
。
水
源
出
澄
州

案
今
上

林
縣
、
止
戈
縣
案
止
戈
唐
縣
、
宋
廢
、
元
明
以
後
、
爲
止
戈

鄕
、
今
爲
武
鳴
鄕
縣
北
區
、
在
大
明
山
西
麓
、

南
入
右
江
。
又
小
武
源
水
。
案
源
當

作
緣
、

在
府
東
一
百

九
十
六
里
。
案
今
名
思
隴
江
、
武

緣
江
之
東
源
也
、

（
大
淸
一
統
志
）
南
流
江
。
武
緣
縣
東
南
三
十
里
。
出
上
林
縣
大
明

山
南
。
至
宣
化
縣
界
。
入
大
江
。
（
古
今
圖
書
集
成
）
南
流
江
。
武
緣
縣
南
。
出
大
明
山
。
流
出
宣

化
大
江
。
案
武
緣
一
江
、
自
明
代
以
來
、
譌
混
滋
多
、
遂
有
何
濾
可
攄
可
濾
諸
名
、
（
南
寧
府
志
）
云
、
何
濾
江
、
在
城
西
一

百
二
十
里
、
發
源
大
明
山
、
歷
武
緣
，
至
隆
安
曲
流
村
、
入
大
江
、
（
金
鉷
通
志
）
引
其
文
、
而
譌
爲
可
攄
、
不
知

縣
西
故
有
可
利
江
也
、
何
濾
、
可
攄
、
皆
可
利
一
音
之
轉
、
是
譌
可
利
爲
何
瀘
、
可
攄
、
更
誤
以
可
利
江
、
爲
武
緣
江
也
、
）

方
輿
紀
要
）
云
可
攄
水
、
南
寧
府
西
九
十
里
、
源
出
思
恩
府
境
大
明
山
、
流
經
武
緣
縣
界
、
至
隆
安
縣
曲
流
村
、
合
鬱
江
、
又

云
、
可
瀘
江
、
隆
安
縣
東
南
七
十
里
、
與
武
緣
縣
接
界
、
流
入
宣
化
縣
界
、
合
大
江
、
可
通
舟
楫
、
其
誤
以
可
利
江
爲
武
緣
江

、
與
府
志
同
、
於
是
何
瀘
、
可
攄
、
更
譌
爲
可
濾
矣
、
（
大
淸
一
統
志
）
云
可
瀘
江
、
在
南
寧
府
西
、
自
思
恩
府
武
緣
縣
隆
安
縣

、
東
九
十
里
、
又
南
經
宣
化
縣
西
北
、
入
右
江
、
（
寰
宇
記
）
有
渭
龍
水
、
在
府
西
一
百
五
十
里
、
源
出
澄
州
止
戈
縣
、
南
入
右

江
卽
此
、
其
誤
與
方
輿
紀
要
同
、
顧
氏
以
寰
宇
記
有
可
邏
水
、
漫
以
可
濾
求
合
於
何
濾
可
攄
、
不
知
寰
干
記
有
可
邏
、
而
無
可

瀘
也
、
考
寰
宇
記
可
邏
水
、
在
府
東
八
十
七
里
、
源
出
封
陵
大
山
、
南
流
入
鬱
、
爲
今
縣
東
之
大
冲
江
、
可
邏
與
渭
龍
、
寰
宇

記
分
爲
二
水
、
一
東
一
西
、
相
去
三
百
里
、
至
爲
明
晰
、
未
審
統
志
何
以
混
而
爲
一
、
今
但
以
駱
越
水
、
渭
龍
水
、
武
緣
水
、

南
流
江
、
爲
武
緣
江
、
定
何
濾
江
、
可
攄
江
、
爲
可

利
江
、
可
邏
水
爲
大
冲
江
、
作
可
邏
、
不
作
可
濾
、

晚
蓼
水

縣
西
北
百
一
里
。
出
香
山
。
至
廖
村
入
江
。

小
石
水

縣
西
北
百
十
里
。
出
南
鞭
山
崩
山
村
。
入
江
。

又
東
南
經
那
龍
墟
洲
曰
龍
洲
。
曰
上
林
。
有
上
林
溪
注
之
。

龍

洲

縣
西
北
百
里
。
長
二
里
許
。
土
稱
上
腴
。

上

林

溪

縣
西
北
九
十
里
。
出
白
山
。
至
上
林
村
入
江
。
有
洲
橫
亙
焉
。
竝
岸
巍
然
而
高
聳
者
。
龍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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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塔
也
。

三
潮
井

在
三
潮
山
畔
。
井
水
。
日
三
潮
。
可
灌
出
數
十
畝
。
冬
雖
不
溢
。
然
三
潮
不
爽
也
。

又
經
金
陵
墟
大
灘
。
張
溪
注
之
。
行
七
十
里
。
至
三
江
口
。
卽
合
江
鎭
。
左
江
匯
焉
。
始
稱
鬱
江
。

金
陵
大
灘

縣
西
北
八
十
五
里
。
亂
礁
錯
列
。
怒
瀾
鬥
石
。
舟
楫
不
戒
。
輒
至
漂
壞
。

張
溪

縣
西
七
十
里
。
出
金
銀
嶺
。

鬱
江
東
北
流
。
至
白
沙
塘
。
屈
而
南
。
經
鷄
籠
山
麓
。
受
王
宮
白
沙
二
小
水
。

王
宮
水

縣
西
五
十
里
。
出
綠
開
山
。

白
沙
水

縣
西
五
十
里
。
出
銀
甕
山
。

又
經
儒
禮
渡
。
屈
而
東
南
。
經
老
口
渡
。
有
彭
溪
西
南
來
注
之
。

彭
溪

縣
西
六
十
六
里
。
出
麒
麟
山
。
經
安
平
墟
。
抵
儒
禮
渡
。
入
大
江
。
（
水
道
提
綱
）
鬱
江
。
經
白

沙
塘
之
西
。
合
江
鎭
之
東
。
原
作
西

今
訂
正
受
西
來
一
小
水
。

又
經
柴
子
渡
。
折
而
東
。
抵
大
岸
村
。
納
鐃
鈸
溪
。
古
思
水
。

鐃
鈸
溪
（
方
輿
紀
要
）
府
西
二
十
里
。
有
鐃
鈸
山
。
下
有
龍
潭
。
流
入
大
江
。
（
採
訪
）
縣
西
三
十
五

里
。
出
大
黃
山
。
過
潭
丁
村
。
窪
陷
爲
潭
。
名
龍
潭
。
其
深
無
藝
。
常
有
巨
魚
。
鼓
浪
而
出
。
竝

鐃
鈸
山
麓
。
至
大
岸
村
。
入
江
。

古
思
水

縣
西
三
十
里
。
一
出
古
思
山
。
一
出
椅
子
嶺
。
合
於
北
槐
村
。
至
虎
頭
嶺
。
入
大
江
。

（
水
道
提
綱
）
鬱
江
至
仙
降
山
。
折
而
北
。
仙
降
山
。
疑
即
今
虎
頭
嶺
。
以
嶺
東
有
盧
仙
嶺
故
也
。

又
自
托
洲
。
折
而
北
。
經
靈
灣
。
納
靈
犀
水
。

靈
犀
水
（
名
勝
志
）
在
鬱
江
上
游
。
時
有
靈
犀
出
其
間
（
採
訪
）
縣
西
三
十
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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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至
石
步
墟
。
折
而
東
。
得
石
步
二
小
水
。

石
步
水

縣
西
三
十
里
。
出
大
鑿
山
。
又
鍾
毓
水
。
出
聖
嶺
。

又
東
羅
明
水
。
可
利
江
。
星
盈
江
。
各
自
北
來
注
之
。

羅
明
水

縣
西
二
十
二
里
。
出
燈
山
之
麓
。
至
羅
明
村
。
入
江
。
有
沙
洲
。

可
利
江 

縣
西
十
五
里
。
出
感
項
嶺
西
。
經
可
利
林
。
至
陳
村
。
入
大
江
。
案
（
謝
通
志
）
宣
化
縣
可
濾
水

、
金
通
志
作
可
攄
、
府
志
作

何
濾
、
皆
疑
其
誤
、
實
卽
可
利
江
也
，
可
攄
何
瀘
、
可
利
之
轉
音
、
與
可

濾
江
無
涉
、
且
與
譌
武
緣
江
爲
可
濾
江
者
、
更
無
涉
、
說
見
上
武
緣
江
、

星
盈
江
（
府
志
）
縣
西
十
里
。
出
高
峯
隘
。
經
寧
村
，
陳
村
。
入
大
江
。
（
採
訪
）
東
漾
爲
北
湖
。

北
湖
（
府
志
）
縣
北
十
里
。
水
自
銅
鼔
陂
。
匯
而
爲
湖
。
下
流
爲
龍
溪
。

案
（
水
道
提
綱
）
云
、
鬱
江
自
仙

降
山
、
折
而
北
、
又
折
而
東
、

有
飛
來
山
水
、
自
北
東
南
流
、
合
二
水
來
注
之
（
其
小
注
云
）
一
都
龍
山
水
、
自
東
來
會
、
一
若
竹
山
水
、
西
合
二
澗
、
自
東
北

來
會
、
又
云
、
又
東
受
東
北
來
一
水
、
（
註
云
）
卽
南
寧
府
北
境
、
所
謂
邕
溪
也
、
西
南
流
、
又
湖
水
自
東
來
會
、
又
西
南
入
鬱

江
、
湖
水
當
卽
今
北
湖
、
齊
氏
所
謂
邕
溪
、
實
卽
今
龍
溪
、
其

都
籠
山
水
、
欲
幽
水
、
意
指
可
利
江
、
星
盈
江
、
今
存
以
俟
考

又
至
上
堯
林
。
折
而
東
南
流
。
納
九
曲
水
龍
溪
。

九
曲
水

縣
西
八
里
。
源
出
搓
路
江
。
經
松
柏
村
。
名
松
溪
。
行
二
十
里
。
至
羅
往
村
。
注
大
江
。

龍
溪
（
方
輿
紀
要
）
出
銅
鼓
陂
。
承
北
湖
諸
水
。
夾
府
治
上
游
。
入
大
江
。
（
採
訪
）
今
名
大
冲
口
。

與
邕
溪
夾
縣
城
入
江
。

又
迤
東
北
。
經
江
西
岸
。
繞
縣
城
西
南
。
名
大
江
。
又
得
邕
江
之
稱
。
至
古
城
南
邕
溪
。
引
南
湖
水
注
之
。

大
江
（
府
志
）
在
城
西
南
。
左
右
兩
江
。
至
合
江
鎭
，
合
流
爲
一
江
。
過
邕
。
流
入
橫
州
。
爲
八
景

之
一
。
題
曰
邕
江
春
泛
。
（
古
今
圖
書
集
成
）
鬱
江
春
泛
江
。
繞
城
之
西
南
。
闤
闠
鱗
集
於
沙
市
。

每
至
春
來
。
皆
成
浮
家
泛
宅
。
覩
帆
檣
之
叢
雜
。
望
烟
樹
之
迷
離
。
小
艇
溯
洄
。
渺
若
一
葉
。
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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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畫
圖
。

邕
溪

出
縣
北
高
峯
嶺
東
南
麓
。
東
南
流
。
經
馬
退
山
。
至
高
井
二
塘
。
名
茆
橋
江
。
挾
沙
江
水
。

南
流
至
白
石
咀
。
又
挾
南
湖
水
。
曲
折
西
南
流
。
經
馬
馳
坪
。
至
通
濟
崩
橋
。
入
竹
簰
冲
。
注
於
鬱

（
古
今
圖
書
集
成
）
在
宣
化
縣
北
十
里
。
流
經
四
方
嶺
。
馬
退
山
。
夾
古
邕
前
。
流
入
大
流
。
案
（

方
輿

紀
耍
）
邕
溪
在
府
南
十
里
、
源
出
欽
州
、
北
流
經
故
邕
州
治
入
江
、
唐
以
此
名
州
、
郡
志
云
、
溪
源
出
府
北
四
方
嶺

、
南
入
江
、
似
誤
、
是
又
以
今
良
鳳
江
爲
邕
溪
、
宜
其
以
邕
州
故
城
、
在
江
南
也
、
郡
志
所
載
邕
溪
、
實
未
誤
、

（
元
和

郡
縣
圖
志
）
邕
州
。
漢
鬱
林
郡
領
方
縣
地
也
。
晋
於
此
置
晋
興
郡
。
武
德
四
年
。
於
此
案
今
古
城
口
也

、
卽
晋
興
郡
城
。

置
南
晋
州
。
貞
觀
六
年
。
改
爲
邕
州
。
因
州
南

案
原
作
西
南

、
今
不
從
、

邕
溪
水
爲
名
。
宣
化
縣
郭
下
鬱
江
水
。

經
縣
南
。
去
縣
二
十
步
。
案
據
此
、
則
邕
州
故
城
、
在
鬱
江
北
岸
明
甚
、
南
寧
府
志
、
以
鬱
江
南
岸
亭
子
雷
廟
、
爲
古

邕
州
舊
蹟
、
金
通
志
、
以
皋
祐
中
邕
城
始
移
江
北
、
（
方
輿
紀
要
）
以
唐
時
州
城
未
徙
、
江
在

城
北
、
俱
誤
、
說
見
古

蹟
、
及
下
南
湖
條
、

（
元
豐
九
域
志
）
宣
化
有
邕
水
。
案
輿
地
廣
記
文

獻
通
考
亦
云
，

（
名
勝
志
）
邕
水
流
經
馬
退
山
。
夾

古
邕
州
前
。
案
邕
城
左
爲
邕
溪
南
湖
水
、

南
爲
龍
溪
、
故
云
夾
也
、

入
大
江
。
韻
書
邕
字
從
川
從
邑
。
以
四
方
俱
水
也
。
（
說
文

解
字
）
邕
四
方
有
水
。
自
邕
案
與

壅
通
城
池
者
。
案
（
廣
韻
）
城
池

、
當
作
成
池
、

從
川
從
邕
。
讀
若
雝
。

案
桂
馥
說
文
義
證
云

、
王
莽
傳
、
邕
河
水

不
流
、
通
作
雍
、
周
禮
叙
官
雍
氏
、
注
云
、
雍
謂
隄
防
止
水
者
也
、
地
理
志
、
右
扶
風
雍
縣
、
應
劭
云
、
四
面
積
高
曰
雍
、
歸

藏
上
有
高
台
、
下
有
雝
池
、
淮
南
時
則
訓
補
决
竇
、
塞
蹊
徑
、
遏
溝
瀆
、
止
流
水
、
雝
豁
谷
、
巴
陵
有
■
湖
、
趙
東
■
詩
序
云

、
■
河
者
、
沅
湘
之
餘
波
、
夏
潦
奔
注
、
則
泆
爲
此
湖
、
是
■
雍

同
爲
邕
字
、
皆
取
隄
防
之
義
、
邕
城
有
隄
、
是
卽
南
湖
隄
也
、

南
湖

在
古
城
東
南
三
里
。
方
言
曰
埌
。
又
曰
浪
。
義
如
滄
浪
之
浪
。
湖
有
隄
。
俗
稱
埌
塍
。
湖
之

两
岸
民
居
。
有
埌
邊
麻
村
津
頭
數
村
。
埌
之
分
支
處
。
稱
小
埌
。
對
於
大
埌
而
別
其
稱
也
。
湖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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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邕
溪
通
。
（
水
道
提
綱
）
鬱
江
經
南
寧
府
城
東
南
。
有
南
湖
水
自
城
南
來
會
。
又
東
南
有
馬
跑
泉

。
東
北
自
高
井
嶺
西
南
分
流
注
之
。
高
井
在
府
東
北
境
。
有
水
西
南
流
。
數
十
里
。
爲
馬
跑
泉
。

又
南
注
鬱
江
。
案
高
井
馬
跑
泉

、
卽
邕
溪
也
、
（
唐
書
地
理
志
）
鬱
水
自
蠻
境
流
出
。
州
民
苦
之
。
唐
景
雲
中
。
司
馬

呂
仁
。
引
渠
分
流
。
以
殺
水
勢
。
自
是
無
漂
溺
之
害
。
乃
夾
水
而
居
。

案
渠
水
非

鬱
水
也
、
（
太
平
寰
宇
記
）

邕
州
邊
鬱
江
。
百
姓
先
居
一
岸
。
每
年
秋
夏
。
江
水
泛
溢
。
郭
邑
沉
溺
。
景
雲
年
中
。
司
馬
呂
仁
高

案
唐
志
、
及
輿
地
廣

記
、
高
字
疑
誤
、

於
南
岸
。
案
潮
之
東
南
嶺
、

非
鬱
江
南
岸
、

引
開
小
水
。
若
有
泛
溢
。
分
流
而
過
。
案
隄
障
之

分
流
也
、
不

沒

人

家
。
令
百
姓
兩
岸
分
居
。
案
今
城
南
古
城
口
、
爲
唐
邕
州
故
城
、
其
東
南
爲
邕
溪
南
湖
、
鬱
水
漲
時
、
溪
水
倒
灌
入
湖

、
故
設
隄
爲
渠
、
渠
爲
今
南
湖
、
是
卽
唐
邕
州
司
馬
呂
仁
所
築
也
、
湖
繞
古
城
、
邕
字
本
義

適
合
、
寰
宇
記
、
以
今
八
尺
江
爲
邕
水
、
一
統
志
、
以
今
良
鳳
江

爲
邕
江
、
考
此
二
水
、
去
古
城
遠
甚
、
安
得
謂
之
自
邕
成
池
乎
、

五
花
洲
（
府
志
）
在
城
東
北
湖
中
。
宋
聶
安
撫
築
亭
於
江
。
案
亭
近
大
江
、
當
非
城

北
銅
鼓
陂
之
北
湖
矣
、

額
曰
。
南
州
壯
觀
。

又
有
繁
陰
亭
、
梅
亭
、
愛
蓮
亭
、
熙
春
台
諸
勝
。
安
撫
使
顏
敏
德
、
於
湖
上
作
亭
曰
繡
衣
。
廳
曰

機
宜
。
今
廢
。
舊
爲
八
景
之
一
。
題
曰
花
洲
夜
月
。
案
府
志
別
以
顏
敏
德
所
作
湖
亭
、
爲
縣

北
十
里
北
湖
村
非
、
今
併
爲
一
條
、
（

古

今

圖

書

集

成
）
五
花
洲
在
城
北
。
湖
內
水
中
可
居
地
。
又
洲
在
城
東
二
里
。
一
帶
皆
水
澤
陂
田
。
郡
紳
李
天

倫
建
別
業
其
上
。
翠
竹
蒼
梧
。
鬱
葱
環
繞
。
亭
曰
繁
陰
。
航
曰
盟
鷗
。
與
蕭
文
端
公
懸
圃
日
涉
園

相
望
。
每
至
月
夕
。
千
溪
輝
映
。
四
顧
茫
然
。
（
輿
地
紀
勝
）
梯
雲
閣
。
在
府
治
子
城
東
北
隅
。
踰

街
而
過
五
花
洲
。
案
五
花
洲
、
在
城
東
北
之
湖
中
可
居
地
甚
明
、
子
城
、
東
門
月
城
也
、
踰
街
、
東
門
新
街
也

、
足
証
洲
在
城
東
、
而
不
在
心
墟
鄕
之
北
湖
矣
、
圖
書
集
成
、
及
輿
地
紀
勝
之
說
爲
確
、

（
採
訪
）

城
東
高
廟
坡
。
爲
蕭
文
端
公
懸
圃
舊
址
。
居
民
稱
曰
花
園
地
。
李
氏
別
業
近
焉
。
今
東
門
外
南
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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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左
右
一
帶
陂
池
。
皆
五
花
洲
故
蹟
也
。
明
季
兵
燹
後
。
廢
爲
民
業
矣
。

案
城
內
人
和
坊
濠
池
、
舊
稱

洲
汛
、
至
今
猶
然
、
則
花
洲

一
地
、
謊
人
人
殊
、
究
以

何
者
爲
是
、
尚
待
確
查
、

龍
尾
塘
（
府
志
）
在
城
東
二
里
迎
春
亭
。

白
龍
塘
（
又
）
在
城
北
一
里
。
望
仙
坡
下
。
宋
狄
靑
駐
師
坡
上
。
見
塘
中
白
羊
如
龍
。
故
名
。

柳
塘
（
又
）
在
城
北
八
里
。
內
有
龍
窟
。
（
採
設
）
今
北
湖
村
北
。

五
花
井
（
府
。
）
在
府
治
五
花
館
下
。

雙
井

在
南
寧
衞
內
。

甘
泉
井

在
府
治
北
味
甘
。
宋
州
守
陶
弼
築
亭
於
其
側
曰
思
泉
。
高
井
在
城
東
北
二
十
五
里
。
水
由

石
出
。
淸
冽
不
竭
。
案
府
志
分
爲
二
、
實
一
井

也
、
在
今
高
井
二
塘
、

沙
井

在
迎
恩
門
左
。
水
淸
湛
。
味
甘
涼
。
邕
泉
之
最
上
者
。
右
亦
有
泉
。
不
及
此
。

木

井

在

城

東

三

里

。
案
近
城
之
井
、
以
此
爲
佳
、
淸
暑
解
毒
、
甚
益
衞
生
、
異
方
之
人
、
若
常
飲
此
水
、
自
無
水
土
不
服

之
患
、
在
昔
淸
季
、
法
越
之
變
、
廣
西
巡
撫
徐
延
旭
、
督
帥
關
外
、
常
取
攜
此
水
、
運
往
駐
所
、
以

供
飲
料
、
其

效
可
知
、

馬

跑

泉
在
城
東
十
里
。
相
傳
宋
狄
靑
南
征
。
駐
師
馬
渴
。
跑
地
泉
湧
。
因
名
（
採
訪
）
今
名
馬
馳
坪

又
經
亭
子
墟
。
東
南
流
。
至
豹
子
塘
。
如
和
水
西
南
來
注
之
。

如
和
水 

（
太
平
寰
宇
記
）
在
府
西
南
案
宋
邕
州

帥
府
也

五
十
里
案
指
發

源
處
言

源
出
如
和
縣
。
並
架
爲
陂
。
（
名
勝
志
）

源
出
如
和
鄉
。
入
鬱
（
府
志
）
扈
江
案
卽
如

和
之
省

一
名
良
鳳
江
。
在
城
南
六
里
。
出
太
平
鄉
。
入
大
江
。

（
採
訪
）
別
名
烏
水
江
。
案
（
水
道
提
綱
）
云
鬱
江
經
南
寧
府
城
南
、
受
南
湖
水
、
又
東
有
一
水
、
自
西
南
合
四
溪
來
注
之

、
最
南
二
源
、
出
廣
東
界
界
山
、
北
流
合
而
東
、
北
合
東
來
一
水
、
正
北
流
、
又
合
西
來
一
水

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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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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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又
東
流
、
北
合
西
北
來
吳
村
水
、
又
東
北
數
十
里
、
入
鬱
江
、
■
混
如
和
八
尺
二
水
爲
一
也
又
（
一
統
志
）

府
志
邕
江
、
在
城
西
南
六
十
里
、
源
出
如
和
山
、
北
流
入
大
江
、
又
名
如
和
水
、
蓋
誤
以
如
和
水
爲
邕
溪
也

又
經
縷
紗
娘
灘
。

縷
紗
娘
灘

在
縣
東
南
滕
屋
村
。
近
灘
有
浮
水
坡
。
江
水
盛
泛
時
不
沒
。

案
是
灘
上
下
里
許
、
產
■
魚

味
甚
佳
、
爲
縣
內
有
名
特
■

又
屈
東
北
。
經
思
賢
塘
。
迤
東
南
。
經
靑
山
。
山
有
龍
湫
注
之
。

龍
湫

亦
名
龍
涎
井
。
在
靑
山
寺
左
上
數
武
。
明
嘉
靖
間
。
兵
備
徐
浦
。
與
御
史
董
傳
策
遊
此
。
鐫

曰
董
泉
。
鑿
石
爲
龍
頭
接
之
。
泉
自
口
出
。
作
池
以
承
之
。
池
溢
則
下
流
。
漑
畦
圃
。
四
時
不
竭
。

舊
爲
祈
雨
處
。
乾
隆
間
郡
守
蘇
士
俊
。
度
址
於
泉
旁
。
築
亭
顏
曰
靈
涎
沛
澤
。
爲
記
鑱
石
。

又
經
瓦
窰
塘
。
良
慶
墟
。
屈
東
北
經
冷
水
塘
。
至
剪
刀
墟
。
歸
仁
江
北
來
注
之
。

歸
仁
江

即
三
塘
江
。
源
出
武
緣
縣
南
九
龍
村
。
入
境
。
過
歸
仁
驛
前
。
南
流
。
至
蓉
茉
村
。
又
名

蓉
茉
江
。
有
龍
潭
與
蓉
茉
江
同
流
。
潭
直
通
三
升
米
洲
。

又
東
南
經
湴
灘
塘
。

■

灘

縣
南
六
十
里
。
冬
季
水
涸
礁
露
。
灘
側
僅
有
龍
門
■
一
道
可
通
。

又
流
經
八
塘
尺
。
寨
上
村
。
八
尺
江
匯
縣
南
遷
隆
、
三
官
、
那
馬
、
蒲
津
、
各
鄕
之
水
來
注
之
。

八
尺
江
（
一
統
志
）
在
縣
東
南
六
十
里
。
源
出
廣
東
欽
州
。
北
流
入
鬱
江
。
（
府
志
）
發
源
自
欽
州
界

案
府
志
、
作
發
源
自

。
变
趾
、
歷
欽
州
誤
、
（
今
水
經
）
左
江
經
南
寧
府
城
西
合
江
鎭
。
與
龍
江
合
。
是
爲
大
江
。
大
江
又
東

。
八
尺
江
注
之
。
源
出
廣
東
■
州
界
。
至
南
寧
府
城
東
南
六
十
里
。
爲
人
尺
江
。
入
於
鬱
江
。

安
（
太
平
寰
宇
記
）
邕
水
任
府
西
六
十
里
、
北
流
入
■
江
■
出
欽
州
安
水
縣
、
貞
觀
六
年
、
改
南
晋
州
爲
邕
州
、
以
南
邕
■
水
爲

名
、
蓋
又
誤
以
八
尺
江
爲
邕
水
也
、
去
邕
州
古
城
六
十
里
矣
、
考
宋
志
、
欽
州
有
安
■
縣
、
今
爲
欽
縣
治
、
安
水
殆
安
■
之
■
、

（
採
訪
）
有
三
源
。
正
源
日
南
洲
江
。
出
縣
南
三
官
鎭
之
煉
嶺
北
麓
。
東
北
流
至
板
回
村
。
受
蒲
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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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。
至
南
洲
墟
南
甘
水
。
自
■
黑
山
來
注
之
。
又
東
北
十
里
。
至
康
樂
村
。
玉
成
溪
。
匯
三
官
嶺

北
諸
水
注
之
。
至
此
又
名
滑
石
江
。
又
十
里
。
至
八
百
村
。
受
八
百
水
。
又
經
南
疇
村
。
得
段
蓬

水
。
又
北
十
五
里
淰
滴
灘
。
灘
高
二
尺
許
。
冬
季
褰
裳
可
涉
。
又
東
北
二
十
里
。
至
南
來
村
。
南

綠
溪
。
自
南
麗
山
來
注
之
。
又
四
里
。
至
公
安
墟
西
。
與
西
源
山
子
峒
江
合
。
水
始
大
。
以
卜
始

名
八
尺
江
。
又
西
北
流
。
五
里
。
至
南
盆
村
。
得
三
合
水
。
又
十
里
。
經
墰
排
村
。
得
雙
藤
江
。

又
二
里
。
至
三
江
口
渡
。
與
西
北
源
平
江
合
。
波
瀾
更
壯
。
又
北
二
十
里
。
爲
瀨
伏
灘
、
下
有
深

灣
。
最
便
椗
泊
。
又
十
五
里
。
至
那
直
渡
。
又
東
北
十
七
里
。
塘
報
渡
。
皆
往
來
通
津
。
得
淰
添

水
。
出
定
止
嶺
。
又
二
十
五
里
。
入
吳
村
鄕
境
。
爲
穹
窿
灘
、
南
架
定
止
兩
山
所
束
而
改
。
又
六

里
。
爲
獨
石
潭
。
又
北
流
十
五
里
。
入
那
馬
鄕
。
至
談
禪
村
。
有
瀨
西
江
注
之
。
又
東
北
八
里
。

有
龍
潭
水
。
是
屆
良
利
墟
。
又
二
十
二
里
。
爲
那
示
渡
。
是
屆
淸
良
墟
。
舊
爲
欽
廉
孔
道
。
光
緒

中
。
以
寇
亂
而
廢
。
又
六
里
。
礑
■
水
注
之
、
又
六
里
。
是
屆
那
馬
墟
。
有
上
埠
灘
。
流
始
緩
。

又
東
二
十
里
。
花
谷
溪
。
自
平
花
谷
來
南
來
注
之
。
又
十
里
。
入
蒲
津
鄕
。
五
里
。
出
將
軍
山
。

下
有
將
軍
灘
。
又
五
里
。
至
新
丁
村
南
。
迎
利
江
北
流
來
會
。
又
十
三
里
。
經
那
連
墟
、
是
界
靈

山
。
鹽
艘
麕
聚
處
也
。
有
細
江
口
。
受
州
同
江
瀦
爲
白
石
潭
。
又
經
九
畹
渡
。
又
七
里
。
靈
泉
注

之
。
又
八
里
。
經
梁
村
東
北
。
水
勢
漸
緩
。
經
高
石
保
安
二
渡
。
又
七
里
。
至
八
尺
塘
。
寨
上

村
南
。
注
於
鬱
。
源
流
凡
三
百
六
十
里
。
爲
縣
南
一
大
水
。
異
時
運
船
。
僅
由
江
口
至
瀨
伏
灘

而
止
。
近
年
宏
濟
公
司
商
人
。
集
資
開
鑿
。
更
可
上
溯
至
公
安
墟
。
欽
廉
魚
鹽
。
咸
出
於
此
。

附
開
鑿
邕
欽
水
陸
運
道
說
畧
、
縣
城
至
八
尺
江
口
六
十
里
、
江
口
至
那
連
墟
二
十
二
里
、
那
連
至
那
馬
墟
七
十
里
、
那
■
墟
至

淸
良
墟
十
九
里
、
淸
良
墟
至
良
利
墟
十
六
里
、
良
利
墟
至
獨
石
潭
二
十
二
里
、
獨
石
潭
至
穹
窿
灘
六
里
、
窮
窿
灘
至
塘
報
墟

、
二
十
六
里
、
塘
報
墟
、
至
那
直
渡
十
七
里
、
那
直
渡
、
至
瀨
伏
灘
七
里
、
瀨
伏
灘
、
至
三
江
口
二
十
三
里
、
三
江
口
、
至
公

安
墟
二
十
里
、
公
安
墟
、
至
淰
滴
灘
十
九
里
、
淰
滴
灘
、
至
天
等
江
五
里
、
天
等
江
、
至
那
稠
村
十
三
里
、
那
稠
村
、
至
南
洲

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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墟
十
里
、
邕
城
至
南
洲
水
程
、
都
凡
三
百
五
十
九
里
、
自
八
尺
江
口
、
至
瀨
伏
灘
、
向
有
船
隻
來
往
、
畧
加
疏
濬
、
通
行
無
阻

、
其
自
瀨
伏
至
南
洲
九
十
里
、
則
大
加
開
鑾
、
應
開
之
灘
十
六
處
、
魚
梁
九
度
、
石
橋
四
處
、
自
南
洲
墟
已
上
水
勢
已
殺
、
萬

難
通
舟
、
由
南
洲
至
那
悟
墟
、
陸
道
二
十
五
里
、
則
修
築
車
路
以
接
之
、
更
由
那
悟

墟
、
至
廣
東
欽
縣
貴
台
墟
、
闢
悟
江
、
水
程
十
里
、
經
大
寺
黄
屋
屯
、
以
達
欽
廉
、

山
子
峒
江

又
名
平
花
江
。
出
上
思
縣
東
二
十
里
之
蕾
西
山
。
經
蓬
樓
墟
。
有
那
禁
水
。
自
北
來
入

之
。
至
淰
曠
村
。
有
水
自
上
龍
隘
東
南
來
注
之
。
又
東
北
經
壇
隨
村
。
行
四
十
里
。
入
縣
境
。
有

平
花
灘
。
高
數
十
丈
。
聲
聞
數
十
里
。
巨
石
障
之
。
下
爲
深
潭
。
經
朝
江
墟
。
屈
曲
北
行
。
至
南

來
村
。
與
南
洲
江
合
。
始
名
八
尺
江
。
行
八
十
里
。

三
合
江

縣
南
百
四
十
里
。
上
源
曰
公
渡
江
。

雙
藤
江

縣
南
百
三
十
五
里
。
發
源
高
頭
山
。
會
山
子
峒
諸
水
。
行
二
十
餘
里
。
注
八
尺
江
。

平
江

縣
西
南
百
三
十
五
里
。
又
名
馱
白
江
。
出
上
思
縣
東
北
七
十
里
之
東
香
山
。
圖
書
集
成
所
云

馱
桃
溪
即
此
。
經
竅
悟
古
桃
兩
堡
。
入
縣
西
南
境
。
至
百
排
村
。
受
蒙
灣
水
。
始
名
平
江
。
蒙
灣

水
亦
出
上
思
縣
。
又
經
平
江
墟
。
那
濛
墟
。
五
十
里
至
三
江
口
渡
。
入
八
尺
江
。

瀨

西

江

縣
南
百
里
。
上
源
曰
鴛
鴦
泉
。
鴛
鴦
泉
者
。
二
泉
相
麗
也
。
出
咘
表
村
。
下
涕
合
那
悌
江

。
那
泯
江
。
又
名
夾
江
口
。
注
於
八
尺
江
。

龍

潭

水

縣
南
七
十
五
里
。
出
墰
白
嶺
下
。
水
從
地
湧
、
作
碧
綠
色
。
深
不
可
測
。
廣
可
二
頃
餘
。

傍
岸
怪
石
錯
列
。
野
蘭
千
本
。
香
氣
撲
人
。
岸
高
處
爲
龍
隱
巖
。
旱
則
雩
焉
。
其
下
流
又
有
小
潭

三
十
五
。
名
馬
脚
潭
。
深
亦
無
底
。
至
良
利
故
墟
。
入
八
尺
江
。

礑
■
水

縣
南
六
十
里
。
出
木
棉
麓
。
附
近
又
有
雪
川
、
天
龍
潭
、
潭
抄
水
、
那
潦
水
。
那
■
灘
。

潭
僚
水
、
南
溪
、
那
■
灘
。
水
勢
悍
激
。
逆
流
而
爲
天
龍
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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迎

利

江

又
名
那
翁
江
、
那
噩
江
。
黃
橄
江
（
府
志
）
那
噩
江
。
城
南
六
十
里
。
源
出
茶
山
。
北
流
至

那
噩
村
。
入
八
尺
江
。
（
古
今
圖
書
集
成
）
黃
橄
江
。
在
廣
東
靈
山
縣
西
一
百
六
十
里
。
源
出
上
甯

都
。
北
流
經
宣
化
縣
。
入
八
尺
江
。
（
靈
山
縣
志
）
黃
橄
江
。
一
名
那
翁
江
。
自
上
寧
都
匿
時
山
。

西
北
流
至
那
翁
村
。
合
百
合
江
。
及
宣
化
滑
江
。
案
卽
下
洞
墟
水
北
流
至
團
城
。
與
新
墟
江
合
。
長
年
可

通
舟
楫
。
又
經
上
寧
都
之
那
岳
村
。
案
卽
那
噩
村

與
八
尺
江
合
。
經
宣
化
那
連
墟
。
受
那
憑
江
。
至
寨

上
村
。
入
大
江
。
（
採
訪
）
中
源
曰
洞
墟
水
。
出
縣
南
火
樓
嶺
。
合
羅
浮
水
。
九
平
水
。
入
靈
山
縣

那
蒙
墟
。
東
北
得
上
坦
水
。
至
迎
利
墟
北
。
那
翁
村
南
。
合
黃
橄
江
。
始
名
迎
利
江
。
近
年
開
鑿

運
船
。
由
八
尺
江
上
溯
至
此
。
又
北
流
至
那
羌
村
。
與
東
源
會
。
東
源
曰
那
噩
江
。
一
名
新
墟
江

。
出
茶
山
北
麓
。
北
流
。
合
靈
山
縣
下
寧
都
諸
水
。
至
新
墟
。
會
迎
利
江
。
入
蒲
津
鄕
境
。
與
西

源
會
。
西
源
曰
思
陵
江
。
出
縣
南
羅
浮
嶺
北
。
經
太
安
墟
。
思
靈
橋
。
至
平
流
村
。
南
入
迎
利
江

。
又
北
流
入
八
尺
江
。

州

同

江

上
流
名
那
憑
江
。
出
靈
山
。
在
縣
東
南
五
十
五
里
。
至
州
同
村
。
名
州
同
江
。
縣
界
分
焉

。
〔
靈
山
縣
志
〕
那
憑
江
。
出
靈
山
縣
中
寧
都
峽
門
。
西
北
行
二
十
餘
里
。
會
獅
子
江
。
行
四
十
里

。
入
八
尺
江
。

靈
泉
〔
府
志
〕
在
城
東
南
四
十
里
。
水
從
石
罅
出
。
中
有
碧
草
遊
魚
。
其
光
可
鑑
。
泉
畔
有
巖
。
崆

峒
如
樓
閣
。
注
八
尺
江
〔
採
訪
〕
又
名
淸
水
泉
。
蔣
村
里
許
。
產
嘉
魚
。
里
人
雷
潤
夫
詩
。
泉
穿
巖

罅
出
。
魚
蹴
浪
花
流
。
蓋
紀
實
也
。
去
泉
數
十
武
。
有
一
泉
。
而
水
色
特
紅
。

又
東
南
至
蒲
廟
墟
。
屈
東
北
。
經
蓑
衣
塘
。
又
屈
東
江
。
經
釣
魚
塘
。
迤
東
北
經
砧
板
墟
。
又
東
至
太
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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塘
。
江
口
村
太
冲
江
自
北
合
。
縣
東
四
塘
五
塘
兩
鄉
諸
水
來
注
之
。

太
冲
江
（
府
志
）
縣
東
九
十
里
。
原
作
六
十
里

、
今
訂
正
、
流
入
大
江
。
（
方
輿
紀
要
）
合
遠
近
諸
山
澤
水
。
下
流
入

鬱
江
。
（
一
統
志
）
寶
蓋
諸
山
材
多
出
於
此
。
（
太
平
寰
宇
記
）
可
邏
水
在
府
東
。
案
宋
邕
州
都

督
府
也
下
同
八
十
七

里
。
源
出
封
陵
大
山
。
案
今
名

了
■
山

南
流
入
鬱
江
。
（
採
訪
）
源
出
白
鑿
山
。
名
西
江
。
別
源
出
崑
崙
山

。
名
東
江
。
分
挾
思
玉
山
。
了
■
山
諸
水
。
南
行
三
十
里
。
會
於
八
塘
驛
。
名
沙
江
。
經
舊
寨
村

。
山
心
驛
。
是
曰
長
山
之
谷
。
驛
路
出
此
。
最
爲
逼
仄
。
東
折
入
篁
竹
墟
。
受
六
帖
溪
。
又
南
經

粟
村
、
張
村
、
出
劍
田
山
口
。
瀦
爲
龍
塘
。
南
流
至
下
靑
村
。
大
教
江
。
挾
馬
嶺
上
良
上
黃
韋
村

諸
溪
來
注
焉
。
經
沙
平
墟
。
納
雙
統
溪
。
至
細
江
口
。
納
瓦
窰
溪
。
至
合
水
墟
。
西
雲
江
注
焉
。

又
流
經
合
江
村
。
龍
頭
江
注
焉
。
又
經
寶
蓋
村
朝
川
江
。
挾
荷
丹
水
注
焉
。
又
流
經
石
燕
山
麓
。

始
名
太
冲
江
。
入
谷
中
。
至
江
口
村
。
注
鬱
江
。
長
百
三
十
里
。
爲
縣
東
一
大
水
。
其
支
幹
各
流

。
近
山
谷
者
。
陂
堰
相
望
。
自
沙
平
墟
以
下
。
則
有
舟
楫
之
利
。

案
方
輿
紀
要
、
一
統
志
、
誤
可
邏
水
爲

可
濾
江
、
渭
龍
水
、
說
見
上
武
緣
江
、

六
帖
溪

縣
束
百
二
十
里
。
源
出
高
鶴
山
。
至
篁
竹
墟
。
注
太
冲
江
。

龍
塘

縣
東
百
一
里
。
乾
隆
間
。
村
人
堙
谷
瀦
水
爲
池
。
長
至
三
里
。
湖
光
山
色
。
頓
開
隹
勝
。
縣

東
水
利
。
此
爲
巨
擘
。

大
敎
江

縣
東
白
一
里
。
源
有
四
。
一
馬
嶺
溪
。
又
名
七
塘
江
。
出
南
杏
山
。
一
上
良
溪
。
出
白
頭

山
。
至
大
陸
村
。
合
爲
太
平
溪
。
一
上
黃
溪
。
一
韋
林
村
。
分
出
蒼
帽
山
。
至
石
嶺
而
合
。
稍
南

。
至
下
良
村
。
與
太
平
溪
合
。
名
大
敎
江
。
至
下
靑
村
。
注
太
冲
江
。

雙
統
溪

縣
東
百
里
。
出
公
馬
山
。
經
林
村
六
塘
驛
。
至
沙
平
墟
。
注
太
冲
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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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
窰
溪

縣
東
百
里
。
出
投
軍
葛
峯
各
山
。
至
細
江
口
。
注
太
冲
江
。

西
雲
江
（
太
平
寰
宇
記
）
都
轄
水
。
案
都
轄
水
、
流
經
站
墟
、
卽
宋
金
城
驛
、
宋
武

官
有
都
轄
、
當
有
都
轄
駐
此
、
而
水
以
名
焉
、

在
府
東
六
十
里
案
今
爲

八
十
里

南

流
入
可
邏
水
。
（
採
訪
）
源
出
武
鳴
縣
東
南
銀
屏
山
麓
。
合
白
鑿
山
以
西
諸
水
。
名
三
江
。
流
六
十

里
。
入
縣
境
。
至
尖
山
。
伏
流
。
出
石
穴
中
。
下
注
深
潭
。
高
至
一
丈
。
徑
五
尺
。
江
曲
曲
流
經

五
塘
站
墟
。
舊
有
西
雲
橋
義
渡
。
今
廢
。
至
合
江
墟
。
注
太
冲
江
。

龍
頭
江

縣
東
七
十
里
。
源
出
邕
武
界
上
之
六
鵝
山
。
至
龍
頭
村
。
出
谷
口
。
至
合
江
村
。
注
太
冲

江
。

朝
川
江
（
太
平
寰
宇
記
）
如
離
水
。
案
今
朝
川
江
、
一
帶
村
落
、
其
鐘
鼎
欵

識
、
俱
曰
如
離
里
、
與
寰
宇
記
合
、

在
府
東
四
十
五
里
。
南
流
入
可

邏
水
。
（
採
訪
）
正
源
出
武
緣
縣
南
董
煙
山
。
行
二
十
里
。
合
縣
東
北
三
岑
山
諸
水
。
至
那
筆
村
。

出
谷
口
。
經
四
塘
朝
天
驛
。
至
滕
村
。
合
荷
丹
水
。

荷
丹
水

縣
東
五
十
里
。
源
出
縣
東
北
麓
。
凡
山
。
〔
府
志
〕
明
代
有
荷
丹
橋
。
荷
丹
舖
。
今
廢
。
至

滕
村
。
入
朝
川
江
。
流
經
寶
蓋
村
。
注
太
冲
江
。

又
東
納
靑
龍
江

靑
龍
江

源
出
廣
東
靈
山
縣
。
名
峯
堆
江
。
入
境
。
名
長
旗
江
。
北
流
至
良
珍
村
。
受
團
潢
水
。
至

那
舖
。
受
屯
陵
水
。
至
洞
江
村
。
北
注
大
江
。
〔
靈
山
縣
志
〕
峯
堆
江
。
自
縣
北
下
寧
都
堆
宅
山
。

發
源
北
行
二
十
餘
里
。
會
宣
化
那
里
江
。
又
十
餘
里
。
會
中
寧
都
諸
小
水
。
及
宣
化
斑
峯
團
諸
小

水
。
又
三
十
里
。
至
長
塘
墟
西
。
原
作
北
、

今
訂
正
、
入
鬱
江
。

又
東
經
東
瓜
塘
、
長
塘
、
們
頭
塘
、
又
東
南
至
伶
俐
墟
。
伶
俐
水
北
來
注
之
。

邕
寧
縣
志

地
理
三

一
六



伶
俐
江
（
太
平
寰
宇
記
）
大
武
緣
水
。
在
府
東
一
百
八
十
三
里
。
案
指
發
源

處
言
、

源
出
賓
州
界
。
原
作
濱
州
、

今
訂
正
、

流
入
鬱
江
。
（
府
志
）
在
城
東
。
自
崑
崙
山
。
案
崑
崙
山
北
十
五

里
之
那
古
山
也
、

流
入
大
江
。
金
城
諸
山
。
案
舊
爲
金
城

巡
檢
司
轄
、

竹
木
。
皆
由
此
出
。
（
賓
州
志
）
社
留
江
。
州
南
八
十
里
。
有
四
源
。
一
出
那
古
山
分
水
江
。
案
亦

稱
分

水
峽
、
東
爲
伶
俐
江
、
寰
宇
記
所
謂
大
武
緣
水
也
、
西
爲
思

隴
江
、
卽
今
武
緣
江
東
源
、
寰
宇
記
所
謂
小
武
緣
水
也
、

一
出
風
門
隘
。
一
出
尋
淥
山
。
一
出
大
媽
山
。
俱

至
龍
塘
廟
面
等
村
。
合
流
經
沙
平
墟
。
過
鶴
脛
村
。
入
宣
化
伶
俐
墟
。
合
大
江
。
（
水
道
提
綱
）
鬱

江
經
南
寧
府
城
。
又
東
北
流
。
有
伶
俐
水
。
東
北
自
崐
崙
關
案
關
之

北
也

南
流
注
之
。
（
採
訪
）
縣
東
百

二
十
里
。

案
一
統
志
、
府
志
、
方
輿

紀
要
、
作
八
十
里
誤
、

自
賓
陽
縣
流
入
。
案
諸
書
言
源
出
崑
崙
關
、
經

永
橫
、
與
鬱
江
合
者
俱
誤
、
歲
出
松
杉
百
萬
株
。
水

漲
時
。
小
舟
可
至
三
灘
村
。
竹
筏
終
歲
暢
行
。
源
流
一
百
二
十
里
。
案
水
道
提
綱
、
誤
以
太
冲
伶
俐
二
江

爲
一
水
、
其
文
曰
、
伶
俐
水
、
東
北

自
崑
崙
關
西
南
流
、
合
二
水
、
而
東
南
來
注
大
江
、
伶
俐
水
二
源
、
出
崑
崙
關
南
、
一
西
南
流
、
一
東
南
流
、
而
合
西
南
流
三

十
餘
里
、
有
石
燕
山
、
水
自
東
北
來
會
、
又
西
南
數
十
里
、
有
巨
洲
、
又
南
有
水
、
東
自
都
石
山
來
會
、
又
有
一
水
、
自
西
來

會
焉
、
又
南
流
有
一
水
、
北
目
墨
山
、
及
高
峯
嶺
、
二
溪
合
而
南
流
、
又
西
北
有
獨
秀
山
水
一
澗
、
合
而
東
南
流
、
皆
會
而
東

流
注
之
、
又
東
南
流
入
鬱
江
、
齊
氏
所
謂
都
石
山
、
獨
秀
山
、
意
卽
尖
山
、
墨
嶺
卽
大
墨
嶺
、
高
峯
疑
卽
葛
峯
之
譌
、
其
分
注

各
水
方
位
、
次

序
俱
■
駁
、

又
東
那
車
江
注
之
。

那
車
江

縣
東
百
三
十
里
。
源
出
賓
邕
界
上
三
狀
嶺
。
經
水
東
赤
城
各
村
。
至
那
車
村
。
入
大
江
。

又
東
北
右
界
水
淳
。
左
界
烏
浪
村
。
至
道
庄
塘
。
入
永
淳
縣
境
。
鬱
江
自
合
江
鎭
、
至
此

、
凡
二
百
四
十
里
、

經
橫
縣
。
元
和
志

曰
蠻
江
。
名
勝
志
曰
月
江
。
至
貴
縣
。
方
輿
紀
要
日
南
江
。
至
桂
平
縣
治
。
黔
江
會
焉
。
自
合
江
鎭
至
此
、

凡
五
百
六
十
里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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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經
平
南
縣
。
元
和
志
曰
龔
志
。
至
藤
縣
。
曰
藤
江
。
九
域
志
曰
鐔
江
。
亦
曰
鐔
津
。
至
蒼
梧
縣
治
灕
水

會
焉
。
自
黔
鬱
會
流
至
此

、
凡
四
百
里
、

明
史
曰
大
江
。
方
輿
紀
要
曰
瀰
江
劍
江
。
蒼
梧
志
曰
梧
江
。
亦
曰
鴛
江
。
自
蒼
梧

以
下
。
名
西
江
。
達
廣
東
。
以
入
於
海
。
自
蒼
梧
至
海
、
又
九
百
里
、
自
合

江
鎭
至
海
、
凡
二
千
一
百
里
、

其
發
源
縣
內
。
入
扶
南
縣
以
注
左
江

者
曰
玉
屏
溪
。
入
隆
安
縣
以
注
右
江
者
曰
甘
溪
。
入
永
淳
縣
以
注
鬱
江
者
曰
羅
律
江
。
入
廣
東
欽
縣
以
注

南
海
者
曰
如
洪
江
。
欽
江
別
源
也
。

甕
埠
江

又
名
玉
屏
溪
，
在
縣
西
七
十
五
里
。
源
出
吳
村
鄉
。
經
馱
這
玉
屏
等
村
。
至
龍
頭
墟
。
入

扶
南
縣
。
注
左
江
。
〔
金
通
志
〕
在
新
寧
州
五
十
里
。

甘
溪

在
縣
西
一
百
三
十
里
甘
村
。
源
有
三
。
入
隆
安
縣
為
橋
峻
溪
。
至
梅
龜
山
。
注
右
江
。
〔
謝

通
志
〕
左
源
曰
馱
辣
溪
。
在
隆
安
東
一
百
里
。
發
源
宣
化
縣
。
逆
繞
上
會
馱
懷
村
。
紆
迥
曲
折
。

爲
思
龍
六
圖
之
水
利
。
右
源
馱
塞
溪
。
在
隆
安
東
南
八
十
里
。
發
源
宣
化
更
層
嶺
。
經
黎
李
村
。

中
源
曰
甘
溪
。
即
鎭
南
溪
。
在
隆
安
東
一
百
里
。
發
源
宣
化
甘
村
諸
嶺
。
經
滕
村
。
繞
馱
懷
村
。

〔
隆
安
縣
志
〕
流
入
梅
龜
灘
頭
。

羅
律
江

縣
東
南
一
百
二
十
里
。
出
劉
墟
鄉
尖
山
。
東
流
入
永
淳
縣
。
會
秋
風
江
。
至
淳
安
墟
。
注

大
江
〔
一
統
志
〕
秋
風
江
。
在
永
淳
縣
西
南
三
十
里
。
〔
方
輿
紀
要
〕
秋
風
江
。
一
名
馬
卯
江
。
有
二

源
。
一
出
靈
山
縣
界
。
一
出
宣
化
縣
界
。
案
卽
羅
律
江
合
流
入
鬱
江
。
〔
水
道
提
綱
〕
秋
風
江
。
出
八
尺
寨

尖
山
。
原
尖
作
大
、
今
訂
正
、
舊
爲
八
尺
寨
巡
檢
司
所
轄
、
两
源
合
東
北
流
。
過
迎
恩
橋
。
又
東
合
西
一
水
。
又
東
北
經
林
公
嶺

。
有
水
自
南
來
會
。
又
東
北
入
鬱
江
。
〔
靈
山
縣
志
〕
出
下
殳
都
棠
梨
新
塘
諸
山
。
合
流
至
盤
龍
墟

。
北
行
折
東
。
會
永
淳
諸
水
。
行
百
二
十
里
。
入
鬱
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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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洪
江

縣
南
百
五
十
里
。
有
三
源
。
正
源
如
洪
江
。
出
花
甲
山
南
麓
道
。
匯
師
嶺
教
王
山
諸
水
又
。
行

三
十
里
。
至
鴉
黃
墟
。
納
南
敏
溪
水
始
大
。
鄕
人
莫
運
佳
。
近
闢
運
鹽
艘
。
可
至
墟
下
。
南

流
二
十
五
里
。
至
達
利
村
六
峒
江
。
挾
古
沙
溪
注
之
。
又
東
南
流
。
至
蘭
東
隘
。
入
廣
東
欹
縣
境

。
至
新
舖
。
受
大
洞
溪
。
又
南
至
那
峯
汎
。
案
卽
崎

岭
墟
、

會
東
源
南
鐘
江
。
又
數
里
。
有
水
車
江
。
（
一
統

志
）
水

■
江
、
在
欽
州
北
一
百
里
、
出
靈
山
縣
狼
濟
山
、
西
南

流
入
州
界
、
經
小
董
村
、
名
小
董
江
、
合
漁
■
江
、

東
來
匯
之
。
又
二
十
里
。
至
小
董
墟
。
又
四
十
里
。

至
漁
洪
舊
關
。

案
亦
名
黃

屋
團
、

與
西
源
大
寺
江
合
。
入
海
口
。
又
南
三
十
里
。
至
龍
門
鎭
。
與
欽
江
會

。
入
南
海
。
（
元
和
郡
縣
圖
志
）
內
亭
縣
。
今
欽
縣
小

董

墟

、

東
南
至
州
唐
欽
州
治
、
欽
江
縣

、
今
欽
州
陸
屋
埠
、

一
百
里
。
因
內
亭

水
爲
名
。
案
水
卽
今
如

洪
江
也
、

（
文
獻
通
考
）
欽
州
安
遠
縣
。
案
今
欽

縣
治
、

有
如
洪
江
。
輿
地
廣
記
、
九

域
志
並
同
、

（
方
輿
紀
要
）

魚
洪
江
。
在
欽
州
西
二
十
里
。
出
西
北
安
京
山
之
陽
。
（
一
統
志
）
如
洪
江
。
府
志

謂
廉

州
府

謂
之
漁
洪

江
。
在
州
西
南

謂

飲

州

二

十

里

。
案
指

其
流

亦
曰
東
江
。
（
古
今
圖
書
集
成
）
東
江
、
在
欽
州
城

西
二
十
里
、
水
路
往
小
董
等
處
、

源
出
靈
山
縣
古

竇
山
。
合
大
寺
江
。

案
亦
謂
之

西
江
也
、

又
南
合
欽
江
。
出
龍
門
入
海
。

南
敏
溪

縣
南
百
五
十
里
。
出
賀
陽
山
北
麓
。
匯
福
海
山
諸
水
。
至
鴉
黃
墟
。
入
如
洪
江
。
有
橋
。

六

峒

江

縣
南
百
六
十
里
。
一
名
響
水
江
。
出
畫
樓
山
。
西
南
流
。
至
松
木
橋
。
得
石
屋
水
。
有
響

水
難
。
泉
聲
淙
淙
然
。
納
南
疊
達
溪
諸
水
。
至
那
曉
墟
。
水
始
大
。
鄕
人
班
步
雲
。
議
開
河
運
。

直
達
墟
下
。
以
陂
隄
相
望
。
不
果
。
東
南
有
南
橘
水
。
三
官
堡
舊
署
在
焉
。
至
大
滿
村
。
受
古
沙

溪
。
經
達
利
村
。
入
如
洪
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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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沙
溪

源
出
火
樓
嶺
。
合
獅
子
水
。
經
龍
水
、
桂
葉
水
。
出
山
客
峽
。
至
山
貝
墟
。
入
六
峒
江
。

大
洞
溪

源
出
縣
南
緣
屑
山
。
胡
盧
坳
。

南
鐘
江

縣
南
百
六
十
里
。
上
源
曰
岳
江
。
出
岳
山
北
麓
。
自
靈
山
縣
那
香
墟
入
境
。
至
那
潭
村
。

受
茶
山
水
。
經
南
鍾
墟
。
水
始
暢
。
鄕
人
馬
冠
元
。
創
開
運
道
。
鹽
艘
直
達
墟
下
。
至
堡
上
村
。

有
堡
溪
。
挾
賀
陽
、
雪
嶺
、
那
艾
、
諸
水
入
之
。
經
上
汶
村
。
汶
溪
自
岳
山
、
銅
魚
山
、
東
來
注

之
。
又
經
埠
頭
村
。
公
榮
墟
。
南
受
銅
魚
水
。
西
南
流
入
欽
縣
之
長
灘
。
又
南
至
那
峯
汛
。
入
如

洪
江
。

大
寺
江

別
源
在
縣
南
者
曰
馬
峒
江
。
黎
峒
江
。
馬
峒
江
。
出
綠
屑
山
。
合
古
羅
、
李
女
、
一
小
水
。

至
佛
子
店
。
與
黎
峒
江
會
。
黎
峒
江
。
出
三
官
嶺
。
至
大
悟
村
南
。
悟
心
水
自
煉
心
嶺
來
注
之
。

二
江
旣
合
。
匯
煉
心
嶺
以
西
諸
水
。
南
入
欽
縣
。
至
貴
台
墟
。
注
大
寺
江
。
又
東
南
至
魚
洪
舊
關

。
入
如
洪
江
。
〔
一
統
志
〕
大
寺
江
。
一
名
團
良
江
。
在
欽
州
西
北
六
十
里
。
源
出
上
思
■
手
嶺
。

（
古
今
圖
書
第
成
一
團
良
江
發
源
廣
西
■
羊

嶺
、
流
經
永
樂
鄕
、
合
漁
洪
江
、
入
於
海
、
又
名
江
西
。
（
古
今
圖
書
集
成
）
西
江
、
在
欽
縣
城

西
五
十
里
、
住
大
寺
那
郎
經
此
、

東
南
流
入
漁
洪
江
。

形

勢

睠
茲
邕
部
。
實
爲
舊
藩
。
接
服
嶺
之
要
衝
。
連
駱
越
之
奧
壤
。
唐
崔
遠
授
李
■
邕

州
節
度
使
勅
、

控
兩
江
之
獷
俗
。
居
數
道
之

游
民
。
唐
咸
通
三
年
分
嶺

南
東
西
道
勅
、

邕
管
內
制
廣
源
。
外
控
交
趾
。
宋
史
杜
杞
傳
、
嶺

南
邊
事
奏
議
、

邊
之
郡
九
。
而
邕
管
爲
最
重
。
邕
所
管
幅
員
數
千
里
。
而
左
右
兩
江
爲
最
重
。
自
邕
之
西
北
有
牂
牁
羅
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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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自
杞
而
南
。
有
安
南
諸
國
。
皆
其
所
當
備
者
。
然
邕
之
戍
兵
。
不
滿
千
人
。
所
恃
以
為
藩
籬
者
。
左
右

兩
江
谿
峒
。
共
八
十
餘
處
。
兵
無
慮
十
萬
。
首
領
世
襲
。
人
自
爲
戰
。
如
古
諸
侯
民
兵
之
制
。
其
去
邕
管

近
者
三
百
里
。
遠
者
千
里
。
所
恃
以
維
持
撫
治
之
者
。
其
爲
提
舉
盜
賊
都
巡
檢
四
員
。
各
以
戍
兵
百
餘
。

爲
豁
峒
綱
領
。
其
責
任
可
謂
不
輕
矣
。
可
不
遴
選
其
人
。
謹
護
其
土
。
以
爲
遠
方
久
遠
之
計
哉
。
宋
張
栻
靜

江
府
奏
議

淳
熙
二
年
。
張
栻
上
言
。
邕
管
左
右
江
峒
丁
十
餘
萬
。
每
恃
以
爲
藩
蔽
。
其
邕
州
提
舉
巡
檢
官
。
宜
精
其

選
。
以
撫
峒
丁
。
欲
制
大
理
。
當
自
邕
管
始
云
宋
史
大
理

國
傳
、

咸
通
三
年
。
分
嶺
南
爲
東
西
道
。
廣
州
爲
東
道
。
邕
州
爲
西
道
。
又
爲
都
督
府
。
唐
大

詔
令

嶺
南
東
西
二
部
。

四
十
五
州
。
惟
有
桂
邕
號
爲
大
府
。
皇
祐
丁
寶
臣

新
城
記
、

雲
南
頭
楚
分
尾
。
杜
光
復
風

土
歌
、

度
嶺
而
西
。
爲
州
二
十
有
五
。

而
邕
州
道
里
延
袤
。
與
蠻
錯
居
。
有
永
平
、
按
今
寧
明

縣
地
、

橫
山
、
按
今
恩
隆

縣
地
、

二
寨
。
永
平
通
交
趾
。
達
於
海
外
。

橫
山
通
自
杞
羅
甸
諸
蠻
。
控
連
巴
蜀
。
所
蒞
最
廣
。
宋
李
大
異
書
橫

山
買
馬
圖
、

嶺
南
地
爲
五
筦
。
而
桂
、
邕
、
容
、
三
筦
。
地
屬
嶺
南
西
道
。
在
於
本
朝
。
割
容
以
西
之
地
屬
廣
東
。
而

廣
西
實
全
得
桂
邕
二
筦
。
及
容
管
之
少
半
。
邕
即
今
南
甯
府
。
其
地
控
制
兩
江
。
實
爲
安
南
咽
喉
之
地
。

國
初
。
因
前
代
之
舊
。
設
諸
十
州
縣
。
用
其
土
人
爲
守
長
。
佐
貳
幕
職
。
則
用
流
官
。
惟
太
平
府
全
用
流

官
。
而
其
屬
州
。
仍
其
舊
俗
。
凡
此
羈
縻
州
郡
面
內
。
歲
久
首
領
世
襲
。
人
自
爲
戰
。
如
古
諸
侯
氏
兵

制
。
遇
有
征
發
。
亦
賴
其
用
。
但
今
控
制
之
戍
。
僅
有
南
寧
馴
象
二
衞
。
大
平
一
所
。
似
乎
單
弱
。
請
如
之

張
栻
所
言
。
及
今
無
事
時
。
於
此
地
屯
兵
。
以
爲
重
鎭
。
遴
選
守
將
。
謹
護
其
土
。
以
爲
久
遠
之
計
。
用

以
銷
變
於
未
然
。
大
學
衍

義
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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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寧
控
遏
兩
江
。
坐
躡
交
趾
。
桂
筦
保
障
。
其
在
是
乎
。
明
桂
■
廣

■
圖
序
、

南
寧
古
邕
州
之
地
。
西
通
雲
南
。
南
控
交
趾
。
近
阨
両
江
谿
峒
之
間
。
嘗
考
圖
經
。
右
江
出
雲
南
俄
利
州

左
江
出
交
趾
廣
源
州
。
而
會
於
郡
之
合
江
鎭
。
入
鬱
江
。
以
達
於
海
。
兩
江
之
包
絡
。
地
方
數
千
里
。
大

者
爲
府
。
次
爲
州
。
次
爲
縣
。
其
最
小
者
爲
長
官
司
。
時
平
則
南
寧
通
其
驛
道
。
一
不
幸
稍
有
警
動
。
駐

節
轉
饟
。
亦
必
於
南
寧
焉
。
有
事
故
欲
經
畧
两
江
。
必
自
南
寧
始
。
唐
以
邕
州
開
都
督
府
。
列
於
五
筦
。

元
和
後
廢
之
。
兼
領
於
容
管
。
而
有
黃
少
卿
之
叛
。
議
者
始
追
咎
失
策
。
宋
初
經
制
未
備
。
一
旦
儂
智
高
窃

發
。
破
州
城
。
沿
江
東
下
。
嶺
外
幾
不
可
守
。
及
智
高
平
後
。
乃
分
析
其
地
。
以
漸
制
之
。
而
邕
州
太
守

。
特
兼
經
畧
安
撫
之
號
。
兩
江
無
事
者
垂
百
年
。
前
之
利
害
可
覩
也
。
往
者
予
承
乏
廣
西
臬
司
。
督
理
學

政
。
凡
符
牒
下
兩
江
者
。
率
閱
月
乃
達
。
幸
而
不
沉
沒
拆
壞
。
能
以
時
覆
報
者
。
十
有
二
三
。
蓋
視
南
寧

如
在
荒
服
。
視
兩
江
谿
峒
。
不
啻
化
外
。
地
旣
遠
。
則
禁
令
之
所
及
者
多
疏
。
萌
芽
容
養
。
至
於
苞
枿
桀

張
。
乃
駭
而
圖
之
。
亦
其
勢
使
然
也
。
今
夫
古
之
部
置
方
州
。
皆
因
山
川
形
便
。
與
其
道
里
遠
近
所
宜

。
故
或
因
建
瓴
之
勢
。
以
臨
制
上
游
。
或
順
臂
指
之
義
。
以
控
運
四
外
。
要
歸
於
建
威
銷
萌
、
以
久
治
安

而
已
。
若
悉
割
兩
江
。
東
包
廉
欽
。
潯
鬱
以
北
。
盡
乎
宜
柳
之
境
。
屬
之
南
寧
。
使
自
爲
牧
鎭
。
此
所
謂

臂
指
之
義
也
。
則
兩
江
谿
峒
。
可
以
馴
服
。
兩
江
旣
治
。
雖
以
南
畧
交
趾
可
也
。
或
曰
。
如
此
則
何
以
爲

廣
西
哉
。
曰
。
夫
桂
林
故
衡
湘
地
也
。
天
文
分
野
。
上
屬
翼
軫
。
九
疑
蒼
梧
之
山
。
形
勢
曼
衍
。
首
起
衡

嶽
。
腹
蟠
八
桂
。
而
尾
達
乎
蒼
梧
。
湘
漓
二
水
。
分
繞
其
下
。
桂
林
據
其
上
游
。
若
高
屋
然
。
此
所
謂
建

瓴
之
勢
也
。
衡
永
邵
道
郴
柱
諸
那
。
綴
附
廣
西
。
并
故
所
轄
桂
昭
梧
三
郡
統
之
。
其
封
略
爲
不
小
矣
。
今
荆

湖
地
埋
闊
遠
。
行
部
使
者
。
病
於
不
能
徧
歷
。
或
議
欲
析
而
二
之
。
而
衡
湘
間
數
部
。
歲
調
兵
食
。
以
給

廣
西
。
蓋
猶
屬
之
也
。
若
舉
而
移
之
。
經
制
一
定
。
爲
嶺
外
安
危
計
久
遠
。
宜
無
出
於
此
者
。
明
張
岳
南
寧

府
志
序 

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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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岳
序
文
魏
濬
西
事
珥
引
之
顧
氏

方
輿
紀
要
又
引
之
皆
那
以
删
節

南
寧
爲
粵
西
雄
郡
。
雖
叢
錯
三
十
六
峒
。
顧
其
地
廣
幾
千
里
。
而
永
平
橫
山
。
尤
稱
要
害
。

昔
唐
宋
建
牙
置
帥
。
以
與
桂
州
埒
。
蓋
視
諸
郡
獨
遼
曠
。
可
容
數
萬
人
云
。
自
猺
蠻
不
靖
。
仗
兵

力
於
狼
。
用
致
諸
狼
稍
驕
。
難
盡
束
以
法
。
守
邕
者
在
深
察
其
情
之
向
背
。
而
低
昂
伸
縮
。
恩
與
威
兼
焉

南
寧
故
稱
邕
管
。
牂
牁
峙
其
西
北
。
交
趾
距
其
西
南
。
三
十
六
峒
錯
壤
而
居
。
延
袤
幾
千
里
。
橫
山
永
平

。
尤
稱
要
害
。
歷
唐
及
宋
。
建
牙
置
帥
。
與
桂
州
等
。
又
夷
曠
可
宿
數
萬
師
。
凡
征
思
田
。
及
經
畧
安
南

。
舉
唐
及
弭
節
茲
土
。
其
後
猺
蠻
不
靖
。
往
往
仗
狼
兵
。
急
則
藉
爲
前
驅
。
緩
則
檄
爲
守
禦
。
諸
猺
乃
稍

稍
驕
恣
。
不
可
盡
繩
以
法
。
議
邕
事
者
。
謂
宜
開
重
鎭
以
復
邕
州
督
府
之
舊
云
。

外
控
蠻
荒
。
南
服
有
事
。
以
爲
襟
喉
重
地
。
唐
置
邕
管
於
此
。
以
爲
廣
南
唇

唐
咸
通
九
年
，
南
詔
陷
安
南
、
明
年
轉
陷
邕
州
，
四
年
、
南
詔
復

陷
安
南
、
遂
進
逼
邕
州
、
明
年
、
圍
州
城
、
蓋
州
與
安
南
接
境
、

盪
滅
之
後
。
恒
以
重
兵
戍
守
。
元
亦
置
重
鎭
于
此
。
以
鎭
壓
安

、
明
用
兵
田
州
。
及
經
畧
安
南
。
皆
建
節
於
此
。
蓋
地
居
衝
要
。

宣
化
縣
志
外
控
廣
源
。
內
接
溪
峒
。
前
標
銅
柱
。

案
明
代
永
平
橫

山
二
寨
、
已
不

屬
南
寧
、

芳
說
誤
、

。
邕
庶
幾
其
永
奠
乎
。
明
楊
芳
南
寧

府
圖
說
、

史
明
廣
西

士
司
傳

內
撫
谿
峒
。
志
云
、
府
境
有
三
十

六
峒
、
錯
壤
而
居
、

齒
之
勢
。

宋
儂
智
高
倡
亂
。
邕
州
不
守
。
而
西
路
遂
爲

魚
肉
。
宋
皇
佑
四
年
、
儂
智
高
陷
邕
州
、
遂
陷
橫
貴

藤
梧
康
端
壟
八
州
、
又
陷
昭
州
、
及
賓
州
、

南
。

元
至
十
六
年
、
邕
州
路
兼
左
右
江
谿
峒
鎭
撫
司

、
元
貞
初
、
以
靜
江
都
元
師
府
、
分
司
邕
州
、

勢
所
必
爭
也
。
方
輿

紀
要

案
銅
柱
不
在
縣

境
、
舊
志
■
、
想
文
淵
昔
日
雄
風
。
北
鎖
崑
崙
。
見
武
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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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年
偉
伐
。
圖
書
集
成

引
舊
縣
志

前
羅
象
嶺
。
背
枕
泰
靑
。
溪
流
分
派
。
江
水
朝
宗
。
商
賈
輻
湊
。
舢
鱸
相
望
。
府
志

附
丹
徒
陳
慶
林
廣
南
置
省
議

兩
粤
以
南
、
接
虔
越
裳
、
東
踰
海
峽
、
囊
括
瓊
島
、
自
古
爲
日
南
交
趾
珠
厓
儋
耳
諸
郡
地
、
幅
■
廣
漠
、
可
二
千
里
、
苗
猺
雜
處
、

林
箐
幽
邐
、
横
斷
山
脉
、
自
滇
南
分
支
爲
雪
山
、
循
緬
越
東
行
、
歷
太
平
、
上
思
等
府
廳
、
至
桂
粤
交
界
、
起
爲
勾
漏
之
山
、
磅
礡

鬱
積
、
亙
乎
中
央
，
爲
漢
蕃
天
限
、
峯
嶺
峻
峭
、
谿
峒
阻
深
、
形
勢
險
固
、
攻
守
相
維
、
固
大
南
一
雄
■
也
、
麗
江
之
水
、
自
越
南

東
出
、
挾
龍
明
崇
善
之
水
、
滙
篇
鬱
江
、
柬
合
于
■
、
叉
西
江
流
域
之
上
游
也
、
而
今
之
廣
西
南
寜
府
、
實
當
其
衝
、
自
是
西
顧
、

則
龍
州
一
廳
、
逼
鄰
邊
界
，
爲
中
法
商
塲
、
鐵
道
交
通
、
門
戶
舜
闢
、
雖
有
鎮
南
之
關
、
而
其
險
已
失
、
固
未
足
以
爲
雄
也
、
度
嶺

南
下
、
則
東
京
海
灣
、
面
屏
欽
廉
之
前
、
半
島
西
抱
、
曰
■
港
、
吾
北
海
關
通
問
塲
在
焉
、
翹
酋
西
望
、
則
海
■
西
貢
，
僅
隔
一
排

、
固
航
行
之
所
至
捷
也
、
迴
帆
柬
指
、
則
雷
■
海
峽
，
扼
峙
中
途
，
凉
山
壖
地
，
又
吾
瓊
海
關
通
商
塲
之
所
也
，
攬
其
大
勢
，
在
無

事
可
通
柬
西
之
郵
、
萬
一
兵
興
、
則
中
國
拇
軍
、
可
從
■
樹
厥
權
於
南
海
之
南
、
以
崇
游
■
，
抑
又
歐
亞
成
敗
利
鈍
之
所
係
也
，
東

則
湛
（
湛
川
）
湛
（
■
州
）
兩
島
並
峙
，
吳
川
之
南
，
（
屬
高
州
府
）
水
石
環
列
、
形
勢
大
然
、
此
廣
州
海
灣
所
繇
成
也
，
中
樞
■
鑰
，
百
人

入
室
，
租
借
約
成
、
光
赭
二
十
五
年
、
許
法
國
■
借
此
灣
，
泊
船
屯
煤
、
訂
期
■
十
九
年
，
百
年
長
棄
，
追
維
往
事
，
能
不
痛
心
、

何
况
法
人
據
此
，
志
不
在
小
，
卑
战
一
隅
，
而
所
包
甚
跃
，
攬
其
大
勢
，
则
■
川
半
島
，
實
爲
白
腋
、
伸
■
南
出
、
則
瓊
崖
兩
州
、

易
收
諸
掌
、
西
岡
北
海
、
而
欽
廉
諸
屬
、
尤
瀕
于
厄
、
然
則
洵
若
是
，
血
粵
桂
以
南
，
海
南
以
西
、
不
混
于
越
耶
，
倘
敢
進
窺
高
州

、
北
圖
兩
粤
，
則
肇
羅
梧
鬱
，
隨
在
堪
■
．
一
旦
何
失
、
將
恐
西
江
警
祭
之
權
、
固
不
止
一
英
人
能
操
，
而
別
有
打
問
題
、
起
世
人

之
研
究
也
、
烏
虖
、
不
亦
危
哉
、
予
為
是
懼
、
乃
博
粽
圖
籍
，

詳
考
万
域
，
知
其
地
勢
，
實
負
山
面
海
、
水
陸
变
通
，
洵
南
服
之

屏
藩
、
而
邊
疆
之
要
地
也
，
允
■
別
爲
區
畫
，
分
置
行
省
，
爲
南
部
樹
援
，
而
興
兩
粤
成
鼎
足
之
勢
，
則
苞
■
磐
石
、
既
安
且
固
、

内
治
外
交
，
益
有
裨
補
、
豈
惟
國
家
幸
福
，
抑
亦
兩
粤
之
庥
也
，
誤
條
叙
其
■
則
下
、
曰
、
一
宜
析
粤
省
西
南
地
、
與
桂
省
南
部
地

、
別
建
省
曰
廣
南
、
設
巡
撫
藩
學
皋
以
下
官
治
埋
之
，
佐
兩
者
行
政
所
不
及
，
而
防
患
於
未
然
，
凡
爲
府
（
七
）
曰
南
寧
，
太
平
，
鬱

林
、
高
州
、
雷
州
、
廉
州
、
琼
州
，
商
隸
州
、
（
三
）
曰
欽
、
厓
，
儋
聽
，
（
二
）
曰
上
思
，
龍
州
，
都
十
二
屬
，
爲
一
行
政
區
域
、
其

省
成
名
南
粵
、
或
曰
南
海
、
均
隨
時
酌
定
、
是
爲
區
畫
、
一
宜
以
南
寧
府
爲
撫
藩
學
臬
駐
任
地
，
稱
省
城
，
陞
龍
州
為
直
隸
廳
、
駐
陸

路
提
督
一
員
、
以
坐
鎭
之
，
裁
去
巡
道
，
別
設
交
涉
使
一
員
，
管
■
龍
州
關
通
商
諸
事
宜
，
又
陞
琼
州
水
師
總
兵
，
爲
水
師
提
督
，
、

以
重
海
防
、
凡
雷
州
東
，
廣
州
灣
西
、
東
京
灣
，
兩
海
灣
，
海
上
兵
權
，
均
委
任
之
，
陞
鬱
林
州
爲
府
、
改
廉
欽
道
爲
鬱
廉
欽
道
，

移
駐
北
海
關
、
兼
督
商
務
、
陞
■
州
爲
直
隸
州
、
析
瓊
之
臨
高
、
崖
之
昌
化
二
縣
屬
之
、
改
琼
崖
道
、
爲
琼
崖
儋
道
、
仍
駐
琼
山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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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海
關
事
宜
是
謂
官
制
此
分
省
大
畧
也
、
或
曰
廣
東
西
兩
省
、
壤
■
相
錯
、
水
道
交
通
、
形
勢
比
附
、
不
可
分
離
、
被
都
人
士

、
方
亟
亟
謀
聯
合
、
冀
利
害
損
益
之
與
共
、
而
臻
爲
上
治
、
今
若
更
析
置
、
將
得
母
削
弱
、
而
勢
力
益
渙
散
乎
、
不
特
此
也
、
邇
來

省
界
曰
重
、
人
自
爲
國
、
■
域
之
見
、
不
期
而
同
、
萬
一
分
省
後
、
自
矜
獨
立
、
不
謀
翕
合
、
豈
非
利
未
見
、
而
害
■
陳
、
其
於
雜

縏
之
初
衷
、
或
刺
謬
歟
、
則
謹
答
之
曰
、
是
誠
不
然
、
省
界
之
說
、
凡
稍
明
事
理
者
、
都
能
闢
之
、
今
可
毋
辯
、
第
亦
思
轄
地
愈
廣
、

則
政
刑
愈
難
于
修
舉
、
而
風
俗
小
益
敗
壞
、
而
不
可
救
、
何
况
兩
省
之
地
、
本
犬
牙
交
銷
、
漢
猺
雜
居
、
山
水
廻
互
、
险
阻
艱
深
、

其
在
無
事
、
尤
妨
治
理
、
不
可
補
救
、
今
也
外
患
內
寇
、
風
發
雲
擾
、
海
疆
邊
防
、
隨
在
恐
怖
、
十
餘
年
來
、
東
西
二
省
、
外
交
內

政
、
煩
長
吏
之
憂
勞
者
何
可
勝
數
、
而
頃
且
防
城
■
警
、
鎭
南
失
守
、
披
猖
之
勢
、
日
益
滋
蔓
、
萬
一
兩
省
伏
莽
同
時
響
應
、
則

欽
廉
南
寧
必
危
、
南
寧
失
、
而
彼
黨
可
乘
勢
東
下
牂
柯
、
（
即
潯
江
）
以
取
梧
州
、
北
渡
崑
崙
關
、
兼
由
桂
江
上
朔
、
以
攻
桂
林
、

則
湘
中
之
地
危
、
而
洪
楊
之
燄
復
張
矣
、
豈
不
懼
哉
、
且
也
防
城
、
鎭
南
、
俱
中
越
交
界
、
而
龍
州
一
關
、
尤
中
法
之
通
商
塲
也
、

在
內
亂
誠
無
甚
慮
、
若
因
次
內
亂
血
滋
生
外
交
、
或
以
空
言
恫
喝
、
廹
■
賠
償
損
失
、
或
以
兵
權
實
力
、
借
防
勦
爲
名
、
侵
我
邊
■

如
是
則
寇
虜
交
訌
、
邊
釁
益
啓
甲
申
往
事
、
寧
不
聞
乎
、
何
况
西
江
問
題
、
即
緣
內
宼
而
起
、
若
我
不
自
勦
、
我
不
自
治
、
將

英
可
奪
我
警
察
權
于
西
江
者
、
法
獨
不
可
以
侵
我
防
勦
權
于
防
城
鎭
南
乎
、
均
霑
利
益
、
既
有
明
文
、
示
威
運
動
、
何
妨
踵
起
、
嗟

乎
嗟
乎
我
天
南
百
萬
衆
、
不
將
東
西
交
廹
、
蹂
躪
無
窮
、
形
驅
勢
廹
、
悉
數
而
流
爲
盜
■
乎
、
爲
預
備
立
憲
計
、
爲
地
方
自
治
計

、
則
廣
南
分
省
、
實
不
容
緩
、
雖
然
、
駐
巡
撫
于
南
寧
、
亦
有
說
乎
、
曰
、
南
寧
東
連
梧
鬱
、
西
接
太
平
、
背
負
崑
崙
、
宋
狄
靑
破

儂
智
高
處
面
屏
茅
嶺
中
貫
鬱
江
、
水
陸
四
達
、
秉
鉞
于
此
、
頗
足
以
收
居
中
馭
外
之
效
、
前
督
臣
岑
春
煊
、
與
■
撫
林
紹
年
、

會
議
改
建
省
治
于
此
、
良
以
桂
林
僻
居
東
北
、
道
■
難
通
、
本
難
綰
絡
全
省
、
在
昔
南
北
有
事
、
扼
險
而
守
、
誠
非
無
故
、
而
今
則

時
事
不
同
、
形
勢
悉
異
改
南
寧
爲
省
會
、
正
所
以
屏
藩
南
服
、
而
筦
折
樞
橋
也
、
惜
事
經
中
梗
、
因
循
迄
今
、
余
爲
此
說
、
固
欲

以
伸
■
議
、
而
更
求
完
密
耳
、
蓋
彼
僅
移
駐
、
此
則
分
省
、
彼
偏
于
桂
、
此
兼
籌
粵
、
是
遵
彼
之
說
、
桂
林
猶
不
無
空
虛
、
若
分
省

事
成
、
則
南
北
益
形
鞏
固
、
寧
非
于
廣
西
一
隅
、
確
有
裨
益
者
耶
、
然
則
雷
瓊
獨
不
可
駐
之
重
鎭
歟
、
曰
瓊
崖
孤
懸
海
外
、
瘴
濕
多

颶
、
萬
無
可
開
省
會
之
理
、
然
西
隣
强
敵
、
覬
覦
■
深
、
不
設
之
防
、
寧
能
無
患
、
前
駐
總
兵
、
名
位
卑
淺
、
誠
不
足
示
威
望
、
故

必
改
設
水
師
提
督
一
員
以
重
防
務
、
並
增
修
戰
備
、
編
一
艦
隊
、
往
來
南
海
、
專
事
巡
邏
、
如
此
、
則
雷
琼
以
西
、
似
可
有
恃
無

恐
、
而
珠
江
流
域
、
亦
得
資
其
護
衛
、
是
巡
撫
雖
駐
南
寧
、
而
水
陸
不
已
聯
成
一
氣
耶
、
要
之
廣
南
分
省
匪
容
稍
緩
、
分
之
則
中

法
交
涉
、
其
西
在
龍
州
者
、
僅
及
于
廣
南
範
圍
而
止
、
而
不
侵
入
廣
西
、
其
東
在
廣
州
灣
者
、
亦
僅
及
于
廣
南
範
圍
而
止
、
而
不
侵

入
廣
東
此
名
爲
分
析
、
而
實
庽
保
全
兩
廣
之
策
于
其
中
者
也
、
况
廣
東
之
地
、
本
南
北
狹
、
而
東
西
長
、
在
瓊
崖
一
島
、
旣
零
丁
於

海
南
、
而
高
廉
欽
■
州
、
又
斜
插
鬱
林
之
南
、
與
安
南
相
遙
■
、
策
應
不
靈
、
統
治
匪
易
、
此
與
桂
林
一
隅
、
懸
挈
廣
西
全
省
、
其

阳
碍
情
形
、
有
以
異
乎
、
無
以
異
也
、
惟
分
之
、
則
東
西
兩
省
、
界
限
秩
然
、
華
離
悉
去
、
而
廣
南
之
地
、
亦
得
因
其
形
勝
、
獨
立

于
前
、
豈
非
犄
角
之
勞
成
而
繋
維
之
道
周
歟
、
其
于
措
施
、
不
益
便
哉
、
夫
方
夏
割
禹
續
昭
、
經
界
正
斯
治
術
顯
、

廣
南
之
必
分
省
、
蓋
亦
欲
正
方
夏
而
隆
治
績
耳
、
大
夫
君
子
、
邦
人
諸
友
、
其
亦
有
念
于
斯
乎
、
予
拭
目
竢
之
矣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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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隘

崑
崙
關
（
明
史
地
理
志
）
宣
化
縣
東
。
有
崑
崙
關
。
（
方
輿
紀
要
）
縣
東
北
百
六
十
里
。

原
作
百
里
、

今
訂
正
、

巉
巖
聳

拔
。
高
出
羣
山
。
古
設
關
山
巓
。
以
扼
蠻
峒
。
關
上
有
臺
。
宋
皇
祐
四
年
。
狄
靑
討
儂
智
高
。
勒
兵
賓

州
。
別
將
陳
曙
。
擅
引
兵
擊
賊
。
潰
於
崑
崙
關
。
靑
討
之
。
旋
引
軍
次
崑
崙
關
。
元
夜
於
軍
中
會
飲
。

引
兵
先
度
關
。
大
敗
賊
兵
。
又
熙
甯
七
年
。
交
趾
分
三
道
入
寇
。
一
自
廣
府
。
一
自
欽
州
。
一
自
崐
崙

關
。
連
陷
欽
廉
二
州
。
又
陷
邕
州
。
蓋
關
爲
縣
境
之
要
衝
也
。
志
云
。
關
扼
賓
邕
之
險
。
旁
多
歧
嶺
。

與
諸
峒
通
。
據
關
而
守
。
間
道
所
當
慮
也
。
（
府
志
）
清
左
江
鎮
標
前
營
。
撥
兵
戍
守
。
道
光
二
十
六
年
。
知

縣
柳
際
淸
。
重
建
樓
三
楹
。
祀
狄
武
襄
公
。
前
建
亭
一
座
。
（
採
訪
）
關
城
。
明
永
曆
二
年
。
副
總
兵
朱
桓
，

趙
康
璘
等
、
同
修
。
咸
豐
十
年
六
月
。
翼
王
石
達
開
。
引
兵
囘
廣
西
。
其
將
賴
裕
新
。
自
賓
州
上
林
渡

關
。
將
攻
郡
城
。
裕
新
最
慘
虐
。
鄕
民
憤
。
因
設
伏
敗
之
。（

靑
阮
元
伙
靑
間
道
渡
兵
崑
崙
考
）
宋
史
伙
靑
、
余
靖
、

廣
源
州
蠻
等
傳
、
載
靑
■
儂
智
高
事
甚
詳
、
李
燾
長
編

、
會
鞏
襍
錄
所
載
、
亦
爲
得
實
、
惟
沈
括
夢
溪
筆
談
一
叚
、
爲
世
人
所
口
灸
者
、
佘
昔
嘗
疑
之
、

今
親
至
邕
州
、
知
其
侈
也
、
筆
談

言
智
高
守
崑
崙
關
、
按
上
年
十
二
月
、
鈐
轄
陳
曙
、
戰
敗
于
金
城
、
在
關
之
南
、
曙
兵
弱
而
少
、
若
智
高
固
守
關
、
曙
必
不
能
至
金
城

、
惟
智
高
狃
於
金
城
之
勝
、
所
以
更
不
分
賊
在
此
爲
守
備
、
故
會
鞏
雜
錄
、
載
靑
之
言
曰
、
賊
不
知
守
此
無
能
爲
也
、
筆
談
又
言

、
靑
值
上
元
、
大
張
燈
燭
飲
晏
、
燕
飲
三
夜
、
二
鼓
、
靑
稱
疾
潛
出
、
至
曉
、
座
客
未
敢
退
、
忽
報
是
夜
三
敱
、
已
奪
崑
崙
關
矣
、

此
亦
謬
也
、
余
今
由
賓
州
九
十
里
、
至
關
頂
四
十
里
、
漸
落
平
地
、
爲
金
城
寨
、
由
金
城
至
南
寧
府
、
卽
邕
城
、
尚
有
六
十
里
、

而
歸
仁
鋪
、
距
城
北
僅
二
十
里
、
若
武
襄
十
六
夜
二
皷
出
賓
州
、
豈
三
皷
卽
能
到
關
、
賓
州
又
何
以
曉
卽
得
報
、
今
以
道
里
及
時
日

推
之
、
必
是
十
六
日
暮
、
課
已
報
關
無
守
備
、
武
襄
遂
夜
冒
風
雨
而
出
、
卽
使
騎
遠
、
亦
須
五
鼓
到
關
方
夜
出
時
、
必
留
密
令
、

令
步
兵
十
七
曉
發
、
非
奪
關
後
通
報
也
、
步
約
十
七
日
午
後
可
到
關
、
夜
可
到
金
城
、
十
八
日
曉
行
、
午
前
後
可
到
歸
仁
、
所
以
一

戰
卽
暮
也
、
狄
靑
傳
、
亦
陮
言
整
軍
騎
、
一
晝
夜
絕
崑
崙
關
、
出
歸
仁
鋪
耳
、
所
言
飭
者
自
是
指
在
後
之
大
軍
而
言
、
固
未
言
張
鐙

爲
三
徹
夜
之
燕
飲
也
、
武
襄
至
賓
、
卽
斬
失
律
者
三
十
二
人
、
而
陳
曙
之
敗
、
余
靖
實
迫
之
、
武
襄
不
能
罪
同
列
、
而
斬
其
次
、
所

■
桂
人
哀
之
而
立
廟
、
王
明
清
揮
塵
後
錄
、
有
蘇
東
坡
謂
陳
崇
儀
死
非
其
最
之
語
、
夫
斬
將
士
至
三
十
二
人
之
多
、
雖
曰
明
罰
、
然

旋
爲
三
徹
夜
鐙
燭
之
燕
飲
、
鞏
無
是
情
、
籍
偽
示
賊
以
暇
、
恐
賊
諜
未
聞
、
而
軍
心
先
惰
、
故
示
具
五
日
糧
、
元
宵
犒
兵
或
有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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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三
夜
鐙
宴
、
■
客
待
曉
、
武
襄
未
必
如
此
沈
括
所
談
非
盡
實
矣
、
余
觀
崑
昆
崙
不
甚
險
、
惟
山
谿
廻
複
數
十
里
、
宜
防
伏

兵
、
諜
者
非
祇
■
備
開
與
否
、
尤
以
諜
與
否
爲
急
、
若
有
備
、
伏
遂
不
進
乎
、
余
思
武
襄
必
有
佯
攻
正
遒
、
潛
兵
越
行
間
道
之
計
、

今
按
州
西
南
行
、
由
武
緣
本
有
路
可
達
南
寧
城
、
特
多
百
里
耳
、
又
按
余
靖
平
蠻
京
觀
碑
及
平
蠻
三
將
題
名
碑
、
皆
言
正
月
己

未
、
青
至
歸
仁
鋪
、
賊
舉
眾
出
墟
拒
戰
、
大
敗
之
、
宋
史
仁
宗
紀
、
則
以
爲
戊
午
日
、
當
以
碑
爲
得
實
、
宋
史
皇
祐
五
年
正
月
壬
寅

朔
、
己
未
、
正
是
元
宵
後
三
日
、
乃
正
月
十
八
日
也
、
余
靖
碑
誌
、
又
言
追
奔
十
五
里
是
也
、
宋
史
狄
靑
傳
、
言
追
奔
五
十
里
亦

誤
也
、
由
歸
仁
至
城
、
僅
二
十
里
、
此
碑
之
所
以
勝
於
史
也
、
（
宋
陶
弼
崑
崙
關
詩
）
關
路
下
崑
崙
、
蠻
封
迤
逦
分
，
春
光
偏
著
■

、
雨
意
不
離
雲
、
俗
異
君
修
德
、
時
平
將
用
文
、
臨
溪
照
緣
水
老
■
雪
紛
紛
、
（
元
陳
孚
過
邕
州
崑
崙
關
詩
）
昨
日
過
大
林
關
、
酸

烟
■
霧
山
復
山
、
今
日
過
崑
崙
關
、
寒
泉
怒
瀉
聲
潺
潺
、
道
傍
榕
葉
密
如
織
、
千
柯
萬
葉
嚴
崖
間
、
怪
藤
倒
懸
一
百
尺
、
霜
雪
不
剝

皮
堅
頑
勢
如
蛇
螭
夭
矯
下
絕
壑
駐
馬
側
視
不
敢
攀
、
老
■
忽
何
來

眼
閃
電
光
尾
灣
灣
山
童
驚
顫
發
卓
竪
、
勸
我
急
勒
金
鞍

還
、
因
思
狄
天
使
、
貔
貅
夜
度
摧
狂
蠻
、
上
元
燈
火
杏
杳
處
、
至
今
野
燒
痕
爛
斑
、
我
雖
一
書
生
，
袖
有
靑
絲
綸
、
誓
將
報
天
子
、

■
避
路
路
險
艱
、
邕
州
南
征
士
、
三
萬
鐵
甲
未
解
寒
恫
瘝
我
身
七
尺
不
能
勇
、
金
符
正
爾
羞
蒼
顏
、
鐵
鞭
揮
出
關
去
、
孔
雀
飛
下
滄

江
灣
、
（
江
西
儒
學
提
舉
山
陰
楊
維
楨
狄
武
襄
吟
）
資
州
海
月
光
■
團
、
劍
花
火
樹
燒
爛
斑
、
將
軍
如
內
客
未
散
、
捷
書
已
奪
崑
崙
關

、
當
時
諫
官
疑
武
士
、
豈
知
辦
賊
遽
如
此
、
於
乎
銅
而
將
軍
今
豈
無
、
世
無
丞
相
龐
公
甘
老
死
（
明
大
學
士
茶
陵
李
東
場
崑
崙
關
樂

府
）
崑
崙
關
頭
戰
骨
枯
、
龍
衣
染
血
紅
糢
糊
、
軍
中
喧
言
老
儂
死
、
不
是
彼
儂
焉
有
此
、
將
軍
貴
實
不
尚
功
、
世
上
焉
有
將
軍
忠
、
君

不
見
漢
王
一
赦
軍
中
守
、
武
將
紛
紛
皆
藉
口
、
（
國
子
祭
酒
景
陵
魯
鐸
崑
崙
關
詩
）
路
上
崑
崙
上
、
中
林
不
見
天

巢
卑
幽
爲
護
、

樹
老
怪
■
■
、
空
翠
疑
成
滴
、
陰
崖
飛
近
邊
、
前
驅
知
不
遠
、
築
隔
蒼
烟
、
（
提
學
僉
事
吳
縣
袁
■
慶
崑
崙
關
寄
馬
侍
御
君
卿
詩
）

崑
崙
關
外
卽
邕
州
、
遷
客
那
堪
此
地
遊
、
九
折
坂
盤
疑
棧
道
、
萬
里
山
險
抱
江
流
、
時
平
不
見
十
戈
、
警
身
病
仍
聞
瘴
癘
愁
、
五
嶺

古
來
無
雁
到
、
思
君
何
處
慰
離
愁
、
（
布
政
使
上
元
謝
少
南
崑
崙
關
二
十
韻
）
仄
足
崑
崙
上
、
巋
然
虎
豹
雄
、
峯
凌
萬
石
出
、
關
闢

雨
崖
通
、
先
旭
燕
霞
■
、
遲
昏
■
靄
紅
、
地
高
南
逼
斗
、
山
遠
北
連
空
、
絕
壁
含
■
古
、
飛
巖
拂
草
豐
泉
■
千
尺
底
、
樹
色
百
盤
中
、

嶺
並
驚
■
跕
、
林
皆
掛
狖
■
、
縈
紆
囘
烏
靈
、
■
鑿
啓
鴻
濛
、
崚
阪
防
旋
馬
、
淳
■
忽
起
虹
、
未
能
尋
隱
穴
、
徒
詫
秘
仙
宮
、
越
駱
■

重
險
、
交
邕
挹
下
風
、
蒼
梧
虞
帝
轍
、
銅
柱
漢
家
功
、
瓴
建
無
■
■
、
梯
懸
失
仰
攻
、
威
儀
探
組
練
、
氣
象
表
羆
態
、
殘
壘
傳
儂
寇

、
潛
師
■
狄
公
、
時
平
談
往
事
、
世
久
罷
屯
戎
、
商
旋
宵
無
■
、
樵
蘇
歲
月
終
、
海
夸
從
入
篚
、
巢
鳥
不
傷
弓
、
裔
徼
藩
垣
壯
、
中

華
界
限
崇
、
聖
朝
要
服
化
、
吾
愧
播
文
同
（
陳
瑾
崖
■
■
步
陶
使
君
韻
昔
日
關
山
路
、
百
盤
鳥
道
中
、
暮
鳶
翻
廢
堞
、
秋
隼
下
高
風

、
裹
甲
憐
宵
渡
、
封
丸
計
日
通
、
邦
人
思
惠
政
、
猶
自
說
商
翁
（
淸
劉
元
淸
崑
崙
觀
狄
■
襄
戰
處
詩
）
粵
之
西
兮
有
崑
崙
、
峋
嶙

■
拔
勢
獨
蹲
、
一
山
兩
踞
賓
邕
界
、
不
減
泰
行
與
劍
門
、
憶
昔
廣
源
州
蠻
寇
、
嶺
南
疆
域
盡
蹂
躪
踪
問
誰
秉
鉞
專
武
襄
合
兵
孫

余
從
、
維
■
恰
值
上
元
節
、
飲
將
厭
厭
夜
不
輟
、
怱
報
三
鼓
破
崑
崙
、
軍
機
不
測
稱
神
哲
、
迄
今
五
百
有
■
年
、
人
往
■
存
勳
可
傳

、
登
山
跳
望
覓
■
處
、
漠
然
徒
見
草
芊
芊
，
（
鎭
安
知
府
武
進
趙
翼
崑
崙
關
詩
一
■
酒
軍
門
正
滿
■
、
嚴
關
夜
半
已
潛
驅
、
千
秋
■

曲
自
（
註
今
各
土
司
皆
公
從
征
將
校
之
後
也
）
皆
番
落
、
一
片
山
川
倘
陣
圖
、
何
必
梁
公
爲
遠
祖
、
不
妨
季
布
是
黔
奴
、
經
過
想
見
英
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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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
、
古
木
靈
風
叫
鷓
鴣
、
（
阮
元
題
崑
崙
關
策
騎
圖
）
巡
過
龍
賓
「
自
註
龍
州
、
賓
州
也
、
龍
州
、
卽
今
之
柳
州
柳
城
縣
、
」
又
入
邕
、

「
自
註
州
名
、
今
南
寧
府
城
、
秦
桂
林
郡
、
唐
書
地
理
志
邕
州
本
南
晋
州
、
一
書
將
秋
色
代
初
冬
、
一
關
路
阻
分
雄
鎭
、
■
面
陰
森

盡
古
松
、
頗
有
雲
山
宜
策
騎
、
久
無
夜
宴
似
征
儂
、
時
平
正
恐
軍
心
惰
、
注
目
西
南
十
萬
峯
、
「
自
註
邕
州
西
■
卽
廣
東
欽
州
之
西

北
西
有
十
萬
大
山
接
交
阯
界
」
（
又
自
賓
州
至
邕
州
過
崑
崙
關
觀
狄
武
襄
進
兵
處
詩
）
皇
祐
三
年
冬
、
武
■
入
西
粵
、
蕃
禁
合
士
兵

、
師
集
歷
三
月
、
文
臣
不
相
牽
、
宦
官
不
相
軋
、
三
十
二
罪
人
、
毅
然
縛
而
殺
、
曙
敗
靖
廹
之
、
有
廟
祀
鈴
轄
、
一
戰
大
功
城
、
軍

制
明
賞
罰
、
我
今
來
賓
州
、
武
襄
所
頓
歇
、
豈
爲
宴
上
元
、
必
待
諜
而
發
、
我
來
崑
崙
關
、
武
襄
所
夜
奪
、
諜
知
賊
無
備
靖
沔
未

及
察
、
若
其
備
伏
巖
、
此
险
難
直
達
、
間
道
在
關
西
、
佯
攻
且
潛
越
、
我
來
歸
仁
驛
、
武
襄
所
撻
伐
、
山
平
蕃
騎
便
、
左
右
易
馳
突

、
賊
氣
出
標
牌
、
軍
聲
動
刀
鉞
、
、
「
自
註
此
戰
以
馬
上
刀
斧
、
破
步
賊
之
標
牌
、
」
我
來
邕
州
城
、
武
襄
之
所
拔
、
詰
朝
整
旅
人
、
智

高
已
夜
脫
、
武
襄
料
賊
明
、
騎
蹴
使
步
蹶
、
「
自
■
武
襄
在
汴
、
已
請
蕃
落
數
百
騎
、
早
定
以
騎
蹴
賊
之
策
、
」
武
襄
偵
賊
眞
、
夜
出

决
倉
猝
、
武
襄
得
地
早
、
過
險
勢
莫
遏
、
武
襄
防
患
慎
、
不
遽
窮
其
窟
、
載
績
載
史
書
、
雖
會
識
顚
末
、
若
非
見
地
形
、
游
談
誤
沉
括
、

大
夾
嶺
（
府
志
）
明
大
夾
舖
。
（
宋
史
蘇
緘
傳
）
宋
神
宗
熙
寧
九
年
。
交
趾
圍
邕
州
。
大
將
張
守
節
。
自
■

州
來
救
。
逗
留
不
進
。
提
點
刑
獄
宋
球
督
之
。
守
節
皇
恐
。
遽
移
屯
大
夾
嶺
。
囘
保
崑
崙
關
。
猝
遇
賊

。
不
及
陣
。
舉
軍
覆
焉
。
〔
採
訪
〕
在
縣
東
北
一
百
一
十
里
。
今
名
七
塘
驛
。
驛
跨
馬
嶺
上
。
北
經
茶
店

口
。
山
心
驛
。
至
崑
崙
關
。
凡
五
十
里
。
皆
夾
谷
也
。
嶺
南
有
火
夾
村
。
大
營
村
。

金
城
寨
〔
明
史
地
理
志
〕
宣
化
縣
東
有
金
城
寨
。
〔
清
統
志
〕
縣
東
八
十
里
。
本
宋
金
城
驛
。
皇
祐
四
年
。

廣
南
西
路
將
陳
曙
。
擊
儂
智
高
於
邕
州
。
敗
於
金
城
繹
。
即
此
。
明
洪
武
四
年
。
改
爲
寨
。
置
巡
司
。

〔
採
訪
〕
宣
統
三
年
廢
。

關
山
堡
〔
方
輿
紀
要
〕
縣
東
北
八
十
里
案
、
當
十
作
一
百
二
十
里
、
防
賓
州
淥
里
之
寇
。
〔
府
志
〕
在
上
東
鄕
四
圖
。
明
置

防
守
目
兵
三
十
人
。
今
廢
。
（
採
訪
）
今
爲
舊
寨
村
。
在
山
心
驛
北
。

歸
仁
舖
（
方
輿
紀
要
）
府
東
三
十
里
。
狄
靑
討
儂
智
高
。
陳
於
歸
仁
舖
。
賊
兵
大
敗
。
智
高
遁
去
。
築
京

觀
於
舖
側
即
此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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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座
堡
（
方
輿
紀
要
、
縣
東
北
三
十
里
。
防
賓
州
武
緣
諸
山
蠻
寇
。
（
府
志
）
在
下
東
鄕
一
圖
。
明
置
防
守

目
兵
五
十
人
。
今
廢
。
（
採
訪
）
在
歸
仁
驛
北
二
里
。

伶
俐
堡
（
方
輿
紀
要
）
距
永
淳
石
洲
堡-

五
里
。
綠
境
堡
二
十
五
里
。
（
採
訪
）
在
縣
東
一
百
三
十
里
。
鬱

江
北
岸
。
今
爲
伶
俐
墟
。

天
窩
堡
（
方
輿
紀
要
）
在
伶
俐
堡
西
二
十
里
。
明
代
俱
設
兵
防
守
。
而
工
食
則
取
給
於
永
淳
。
蓋
永
淳
上

游
之
衛
也
。
（
採
訪
）
今
爲
天
窩
村
。
縣
東
一
百
一
十
里
。
鬱
江
南
岸
。

淥
泊
坳
縣
東
一
百
里
。
索
靈
坳
。
縣
東
一
百
二
十
里
。
楞
基
坳
。
縣
東
一
百
三
十
里
。
高
百
丈
。
谷
口

長
五
里
至
八
里
。

那
懷
汛
縣
東
一
百
三
十
五
里
。
接
靈
山
界
。
舊
置
戍
焉
。
康
熙
間
。
左
江
鎭
郭
義
。
以
兵
應
吳
三
桂
。

屯
踞
此
山
抗
官
軍
。
〔
靈
山
縣
志
〕
那
懷
山
。
在
那
樓
墟
東
十
二
里
。
爲
靈
永
宣
三
邑
之
界
。
國
初
建
大

營
屯
兵
防
守
。
遺
址
尚
存
。

都
稜
鎭
〔
唐
書
〕
武
緣
縣
西
有
都
稜
鎭
。
〔
元
和
郡
縣
圖
志
〕
在
武
緣
縣
。
案
此
唐
武
緣
縣
也

、
■
沿
革
古
蹟
、

西
水
路
一
百

里
。
〔
採
訪
〕
今
爲
蒲
廟
圩
。

八
尺
寨
（
明
史
地
理
志
）
宣
化
縣
。
南
六
十
里
。
有
八
尺
寨
。
以
近
入
尺
江
爲
名
。
明
初
置
巡
檢
司
。
今

因
之
。
地
最
險
要
。
設
官
兵
駐
防
。
（
採
訪
）
宣
統
三
年
廢
。

三
十
六
曲

在
縣
南
五
十
里
。
山
勢
曲
折
之
數
三
十
六
故
名
。
有
峽
長
十
里
許
。
踞
蒲
津
、
那
馬
、
亭
子

、
吳
村
、
四
鄕
之
界
。

鳳
凰
巢
縣
南
五
十
里
。
有
峽
谷
。
光
緒
二
十
九
年
。
總
兵
黃
忠
立
殲
寇
處
。

團
羅
堡
（
方
輿
紀
要
）
府
南
九
十
里
。
（
府
志
）
在
太
平
鄕
一
圖
。
界
連
廣
東
靈
山
縣
。
明
設
鄕
兵
三
十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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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防
守
。
今
廢
。
（
採
訪
）
故
址
今
三
官
鄕
圃
羅
村
。

那
漏
堡
（
方
輿
紀
要
）
團
羅
堡
。
又
南
二
十
里
。
有
那
漏
堡
。
防
廣
東
靈
山
欽
州
之
寇
。
（
府
志
）
在
太
平

鄕
五
圖
。
界
連
廣
東
欽
州
。
明
設
鄕
兵
三
十
人
防
守
。
今
廢
。

三
官
堡
（
方
輿
紀
要
）
三
官
堡
。
在
府
南
那
悟
村
。
嘉
靖
三
十
年
置
。
（
府
志
）
縣
南
二
百
二
十
里
。
界
連

廣
東
欽
州
。
山
嶺
錯
雜
。
頗
稱
要
害
。
（
採
訪
）
舊
有
土
舍
劉
氏
。
雍
正
七
年
裁
革
。
改
設
巡
檢
司
。
駐

大
塘
墟
。
兼
那
曉
汎
。
官
兵
駐
防
。
光
緒
末
。
提
督
龍
濟
光
設
炮
台
於
那
悟
墟
。
扼
欽
靈
流
賊
之
路
。

遷
隆
寨
（
明
史
地
理
志
）
宣
化
縣
西
。
有
遷
隆
寨
。
（
淸
統
志
）
縣
西
南
九
十
里
、
案
統
志
以
遷
隆
爲
宋

故
寨
誤
、
說
見
下
、（
採
訪

）
舊
有
巡
司
駐
蘇
墟
。
宣
統
三
年
廢
。

左
江
鎭
（
九
域
志
）
宣
化
有
左
江
鎭
。
（
採
訪
）
縣
西
七
十
里
。
今
爲
揚
美
墟
。
（
通
鑑
）
唐
穆
宗
長
慶
三
千

秋
。
黃
峒
蠻
今
扶
南
縣

以
西
、

破
左
江
鎭
。
胡
三
省
曰
、
宣
化
西

有
左
江
右
江
二
鎭
。

合
江
鎭
（
九
域
志
）
宣
化
有
合
江
鎭
。
（
方
輿
紀
要
）
府
西
五
十
里
。
左
右
兩
江
合
流
處
。
宋
狄
靑
敗
儂
智

高
於
歸
仁
舖
。
智
高
自
合
江
口
。
遁
入
大
理
即
此
。
（
採
訪
）
今
名
三
江
口
。
有
礮
臺
。

右
江
鎭
（
九
域
志
）
宣
化
有
右
江
鎭
。
（
採
訪
）
縣
西
七
十
里
。
今
名
那
龍
墟
。
（
淸
統
志
）
舊
爲
那
龍
寨
。

有
巡
司
。
雍
正
七
年
省
。
併
入
那
南
寨
管
轄
。

那
南
寨
（
明
史
地
理
志
）
宣
化
縣
西
有
那
南
寨
。
（
淸
統
志
）
縣
西
六
十
里
。
舊
設
巡
司
。
（
謝
通
志
）
乾
隆

三
十
一
年
。
省
墰
落
巡
檢
司
。
（
謝
通
志
）
縣
西
北
一
百
一
十
里
。
乾
隆
四
十
七
年
設
巡
檢
。

淥
開
堡
（
方
輿
紀
要
）
縣
西
北
四
十
里
。
在
西
鄕
四
圖
。
明
設
鄕
兵
五
十
人
防
守
。
今
廢
。
又
西
有
木
棉

堡
。
及
渠
宋
堡
。
一
作
三

河
堡

防
羅
陽
縣
白
沙
、
那
昏
、
長
沙
、
諸
寇
。
（
採
訪
）
今
潭
落
鄕
村
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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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
步
鎭
（
九
域
志
）
宣
化
有
石
步
鎭
。
案
原
作
魚
步

、
今
訂
正
、

（
採
訪
）
縣
西
三
十
里
。
今
爲
石
步
墟
。
步
或

、

作
埠

隴
墟
隘

縣
北
九
十
里
。
光
緒
三
十
年
。
官
軍
殲
流
寇
於
此
。

甘
洞
隘

縣
北
六
十
八
里
。
光
緒
二
十
九
年
。
官
軍
殲
流
寇
此
於
。
（
武
緣
志
）
在
武
緣
縣
南
六
十
里
。

高
峯
隘

（
府
志
）
縣
北
六
十
里
（
粵
西
叢
載
）
明
嘉
靖
三
十
三
年
八
月
。
八
寨
賊
越
南
寧
城
。
刧
庫
。
殺
守

卒
四
人
。
官
軍
追
逐
過
高
峯
隘
。
至
武
緣
葛
墟
。
散
入
八
寨
。
十
二
月
。
賊
復
入
南
寧
城
。
欲
刦
府
庫
。

指
揮
李
光
、
射
殺
賊
。
賊
潰
走
入
寨
。
四
十
年
八
月
。
賊
復
越
城
。
刦
宜
化
縣
庫
。
殺
軍
欵
二
十
一
人

。
官
軍
追
捕
至
關
山
堡
。
高
峯
隘
膺
墟
。
今
武

鳴
地

諸
路
。
入
八
寨
。
事
聞
。
撫
按
降
調
官
軍
罪
罰
有
差
。

（
古
今
圖
書
集
成
）
舊
爲
鋪
站
。
武
緣
縣
撥
兵
十
四
名
防
守
（
謝
通
志
）
西
至
甘
峒
隘
二
十
里
。
（
武
緣
縣

圖
經
）
東
至
葛
墟
隘
十
五
里
。
（
採
訪
）
嘉
慶
十
六
年
。
武
緣
知
縣
宋
慶
。
和
州
同
張
堡
。
開
鑿
大
路
。

行
旅
便
之
。
見
宋
慶
和
碑
記
。
（
靑
黎
簡
高
峯
隘
詩
）
高
峯
雙
壁
路
、
一
線
裊
懸
空
、
馬
竭
嘶
雲
表
、
人
來
出
石
中
、
田
靑
四

月
雨
、
「
武
緣
四
月
始
種
與
他
處
異
」
天
黑
八
蠻
風
、
莫
自
悲
行
役
、
春
天
攪
斷
蓬
、
（
縣

布
衣
唐
毓
驩
過
高
峯
隘
聽
泉
口
號
）
山
外
運
山
又
一
山
、
山
連
山
斷
白
雲
環
、
山
山
都
有
流
泉
響
、
知
是
泉
流
出
石
■
、
（
又
高
峯

隘
阻
雨
詩
）
疾
雨
阻
人
行
、
欲
晴
仍
未
晴
、
乍
■
雲
影
散
、
因
放
石
泉
鳴
、
山
烏
倦
於
語
、
野
花
醉
已
酲
、
振
衣
危
磴
上
、
四
矚
客
心

驚
、
（
又
過
高
峯
隘
口
占
）
山
峯
處
處
奇
、
山
水
潺
潺
響
、
山
樹
鬱
葱
葱
、
山

風
吹
莽
莽
、
山
花
白
間
紅
、
山
鳥
來
還
住
、
山
路
任
崎
嶇
、
山
行
胡
不
敢
、

馬
蟒
隘

縣
東
北
八
十
里
。
通
武
鳴
葛
墟
。
（
武
緣
縣
志
）
皆
崇
山
峻
嶺
。
層
巒
疊
嶂
。
上
連
賓
州
、
上
林

、
之
思
隴
驛
。
爲
崐
崙
關
鎖
鑰
。
下
接
宣
化
之
下
東
鄉
。
橫
亘
數
百
里
。
人
跡
罕
至
。
奸
宄
往
往
盤
踞

其
間
。
案
邕
武
界
上
、
阨
塞
以
十
數
、
皆
跨
封
陵
山
脊
、
直
縣
東
北
西
北
兩
方
、
明
代
兵
巡
道
駐
南
寧
、
兼
葛
墟
兵
備
、

■
東
制
入
寨
、
北
控
九
司
、
置
兵
列
戍
、
此
爲
襟
喉
、
光
緒
之
季
、
流
寇
亦
■
跡
是
間
、
屢
煩
兵
力
而
後
定
云
、

三
岑
坳

縣
東
北
九
十
里
。
通
武
鳴
綠
轎
隘
。
光
緒
二
十
九
年
。
官
軍
殲
流
寇
於
此
。
（
古
今
圖
書
集
成
）

綠
轎
隘
。
在
武
緣
縣
南
四
十
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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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方
輿
紀
要
誤
載
橫
山
寨
原
文

橫
山
寨
。
府
東
指
南
寧
府
、

卽
今
縣
東
、
橫
山
上
。
唐
嘗
置
橫
山
縣
。
宋
置
寨
。
皇
祐
元
年
。
廣
源
州
蠻
儂
智
高

。
據
安
德
州
。
沿
鬱
江
東
下
。
攻
邕
州
橫
山
寨
。
殺
守
將
。
尋
陷
邕
州
。
紹
興
三
年
。
詔
市
馬
於

橫
山
砦
。
置
博
馬
場
。
以
經
畧
安
撫
司
總
其
事
。
開
慶
二
年
。
蒙
古
兀
良
哈
台
。
自
交
趾
西
北
。

破
橫
山
。
進
陷
賓
州
。
象
州
。
趨
靜
江
。
蓋
鎖
鑰
重
地
也
。

案
太
平
寰
宇
記
一
橫
山
。
卽
橫

山

在
府
西
四
百
里
。
邕
州
帥

府
也
、
其
山
橫
截
江
河
故
名
。
一
統
志
。
橫
山
在

田
州
東
南
十
里
。
宋
紹
興
三
年
。
置
買
馬
市
於
橫
山
寨
。
今
田
州
平
馬
塘
是
。
即
恩
隆
綫
平
馬
市

也
。
而
顧
氏
方
輿
紀
要
。
列
諸
縣
東
。
大
誤
。
考
唐
書
地
理
志
。
邕
筦
橫
山
縣
有
二
。
邕
州
朗
寧

郡
橫
山
縣
。
以
武
德
間
。
折
宣
化
置
。
乾
元
後
省
。
田
州
橫
山
郡
橫
山
縣
。
以
開
元
中
置
。
貞
元

後
省
。
而
隷
郡
，
各
自
不
同
。
宋
於
田
州
置
橫
山
寨
。
獨
沿
唐
舊
名
。
與
邕
之
橫
山
舊
縣
無
涉
。

顧
氏
混
而
一
之
。
宜
其
誤
巳
。
又
嶺
外
代
答
。
中
國
通
道
南
蠻
。
必
由
邕
州
橫
山
寨
。
自
橫
山
一

程
。
至
古
天
縣
。
今
百

色
縣

一
程
至
歸
樂
州
。
今
凌
雲
縣
、

歸
樂
墟
、

一
程
至
唐
興
州
。
今
凌
雲
縣

唐
興
塘
、

一
程
至
唯
殿
州
。

今
作
汪
甸
、
卽
凌
雲

汪
甸
塘
、
有
稅
局
、
一
程
至
七
源
州
。
當
在
今
凌
雲
百

樂
墟
附
近
、

一
程
至
泗
城
州
。
卽
古
泗
城
州
、
在

今
凌
雲
縣
西
、

一
程
至
古
那
洞
。

一
程
至
龍
安
州
。
今
西
隆

舊
州
、

一
程
至
鳳
村
山
渡
江
。
紅
水
江

也
、

一
程
至
上
展
。
一
程
至
博
文
嶺
。
一
程
至

羅
扶
。
疑
今
貴
州

羅

斛

、

一
程
自
■
之
境
曰
磨
巨
。
又
三
程
至
自
杞
國
。
今
貴
州
普

定
縣
、

則
自
今
恩
隆
、
歷
百
色
、

凌
雲
、
西
隆
、
以
入
貴
州
之
道
也
。
若
欲
至
特
磨
道
。
今
■
南
廣

南
府
、

亦
自
橫
山
寨
。
一
程
至
上
安
縣
。

一
程
至
安
德
州
。
一
程
至
羅
博
州
。
一
程
至
陽
縣
。
一
程
至
隘
岸
。

疑
卽
今

剝
隘

一
程
至
西
寧
州
。
一

邕
寧
縣
志

地
理
三

三
二



程
至
富
州
。
今
雲
南
土

富
州
、

一
程
至
羅
拱
縣
。
一
程
至
歷
水
鋪
。
一
程
至
特
磨
道
。
則
自
今
恩
隆
、
恩
陽

剝
隘
。
入
雲
南
之
路
也
。
總
上
橫
山
寨
所
通
。
自
杞
特
磨
。
其
地
可
攷
。
而
所
經
皆
在
今
田
南
道

之
域
。
若
寨
果
在
縣
東
。
如
顧
氏
所
云
。
其
通
南
蠻
自
縣
東
起
。
須
先
歴
邕
州
而
後
可
。
有
是
理

乎
。
惟
范
成
大
論
馬
政
。
自
橫
山
寨
至
邕
州
七
程
。
自
邕
州
至
經
略
司
。

案
今

桂
林

又
十
八
程
。
李
心
傳

朝
野
雜

記
、
亦
云
橫
山
寨
、
至

靜
江
府
二
十
餘
程
、

其
言
道
里
。
最
為
確
切
。
正
與
今
由
恩
隆
歴
縣
境
。
達
桂
林
之
道
里
脗
合
。
則

橫
山
寨
爲
今
恩
隆
平
馬
市
。
夫
復
何
疑
。
且
也
宋
於
邕
州
設
建
武
軍
節
度
。
以
知
州
領
之
。
管
左

右
江
覊
縻
州
峒
四
十
餘
。
而
分
置
五
寨
。

宋
史
地
志
、
九
域
志
、
皆
作
五
寨

、
而
嶺
外
代
答
、
多
湖
潤
一
寨
。

以
臨
之
。
各
寨
俱
有
都
監

巡
檢
。
鈐
束
戍
兵
峒
丁
。
所
以
制
交
趾
而
控
大
理
。
其
隷
左
江
道
者
四
。
曰
太
平
寨
、
曰
古
萬
寨

、
曰
永
平
寨
、
曰
遷
降
寨
。
隸
右
江
道
者
一
。
曰
橫
山
寨
。
據
明
史
廣
西
土
司
傳
所
載
。
宋
代
諸

縻
州
之
分
屬
五
寨
者
。
太
平
寨
。
有
太
平
、

今
土

州

思
同
、
今
同

正
縣

萬
承
、
今
州
擬

設
縣

都
結
、
結
倫
。
並
今
鎭

結

縣

城

恩

、
今
崇

善
縣

龍
州
。
今縣

養
利
。
今縣

諸
州
。
古
萬
寨
。
有
崇
善
縣
。

古
崇
善
縣
、
在
今

縣
西
北
六
十
里
、

左
州
。
今

左

縣

、

江
州

。

今

崇

善

縣

、

永
平
寨
。
有
思
明
。
今
寧
明
明

江
各
縣

上
石
西
。

今
明
江

縣

、

下
石
西
。
憑
祥
。
今縣

恩
陵
。
今
恩
樂

縣

、

諸
州
。

遷
隆
寨
。
有
羅
白
。
今
崇
善

縣
、

羅
陽
。
永
康
。

並
今
同

正
縣
、

諸
州
。
而
橫
山
寨
所
屬
尤
廣
。
凡
田
州
。

今
恩

隆
恩

陽

等

縣

、
泗
城
州
。
今
凌
雲
西
隆

西
林
各
縣
、

鎭
安
軍
民
安
撫
司
。

今
天
保
奉

議
等
縣
、

向
武
州
。
都
康
州
。
並
今
向

都
縣
、

上
映
州
。
今
思

林
縣

皆
是
。
其
地
無
在
縣
境
者
。
太
平
寨
。
在
今
崇
善
縣
治
。

今
域
志
邕
州
太
平
寨
，
在
州
西
五
百

里
，
一
統
志
、
卽
今
太
平
府
治
、

永
平
寨

。
在
今
寧
明
。
明
江
。
两
縣
境
。

宋
史
趙
卨
傅
、
卨
征
夜
趾
、
復
還

寨
、
交
人
來
拒
、
乃
於
永
平
寨
北

永
平
、
元
史
鎭
南
王
脫
歡
、
征
占
城
、
次
永
平

二
里
、
築
萬
戶
府
、
爲
守
■
、
明
史
地
理
志
、
思
明

邕
寧
縣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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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府
、
有
永
平
寨
巡
檢
司
、
廣
西
土
司
傳
、
永
樂
三
年
、
思
明
土
司
官
黃
廣
成
、
奏
安
南
侵
奪
其
永
平
寨
地
、
請
遣

使
諭
還
、
從
之
、
又
明
史
地
志
、
思
明
府
、
有
永
平
寨
、
而
方
輿
紀
要
、
亦
言
永
平
在
南
寧
府
西
十
程
、

淸
統
志
云
、
古
萬
寨
、
在
新
寧
州
北
、
宋
置
五
寨
之
一
、
明
統
志
、
左

江
自
交
趾
流
五
百
八
十
里
、
至
古
萬
寨
、
下
流
九
十
里
、
至
合
江
鎭
、

爲
宋
故
寨
。
無
論
遷
隆
與
遷
龍
字
義
各
別
。
但
遷

龍
巡
司
。
在
宋
爲
如
和
縣
治
。
已
併
入
宣
化
矣
。
遷
隆
寨
。
旣
屬
左
江
道
。
準
漢
書
地
有
蠻
夷
曰

道
之
例
。
宣
化
境
內
。
不
應
縣
道
並
設
。
則
遷
隆
寨
。
即
今
遷
隆
土
峒
耳
。
然
則
各
寨
之
不
在
縣

境
。
正
不
僅
橫
山
爲
然
也
。

古
萬
寨
。
今

爲
崇
善
縣
之
馱
盧
。

至
遷
隆
一
寨
。
據
淸

一
統
志
。
以
縣
西
南
舊
遷
龍
寨
巡
司
。

今
遷
龍

鄕
、

邕
寧
縣
志
卷
三
終 邕

寧
縣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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