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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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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例

全
圖

卷
一建

置
沿

革

城

池

官

署

倉

庫

刑

獄

官

宇
公

所

附

義

局

卷
二疆

域
星

野

道

里

坊

鄕

鎭

保
市

街

巷

附

郵

鋪

橋

梁

坊

表

卷
三山

川
山

江

湖

河

港

閘

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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夕

附

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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賦
戸

口
保

甲

附

沙

田

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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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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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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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
制
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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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
義

學

附

卷
六武

備
軍

制

城

守

水

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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汛

馬

路

關

寨

形

勢

江

防

訓

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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祀
壇

壝

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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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八祥

異

卷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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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風
俗
四

民

婦

女

通

尙

歲

時

農

占

諺

語

方

言

卷
十物

產

卷
十
一

職
官
一

卷
十
二

職
官
二
祿

秩

附

卷
十
三

選
舉
一

卷
十
四

選
舉
二
封

贈

襲

蔭

附

卷
十
五

名
宦

卷
十
六

人
物
一
鄕

賢

忠

義

孝

弟

卷
十
七

人
物
二
儒

林

文

苑

政

績

卷
十
八

人
物
三
行

誼

隱

逸

耆

舊

藝

術

僑

寓

卷
十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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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
一
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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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二
十

列
女
二
節

婦

貞

女

孝

婦

孝

女

烈

婦

烈

女

貞

壽

卷
二
十
一

方
外
釋

道

卷
二
十
二

古
蹟
園

墅

附

卷
二
十
三

冢
墓
義

冢

附

卷
二
十
四

寺
觀
寺

觀

院

殿

閣

卷
二
十
五

藝
文
一
疏

議

書

卷
二
十
六

藝
文
二
序

記

雜

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三
賦

詩

卷
二
十
八

藝
文
四
詩

卷
二
十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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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江
陰
縣
志
卷
首

舊
序施

志
序
宋

紹

熙

五

年

邑

有

志

自

此

始

簽

判

俞
巨
源

大
江
自
京
口
委
折
而
南
浩
溔
澎
湃
勢
益

越
數
百
里
聚
爲

澄
江
之
區
其
山
川
甚
秀
其
生
齒
甚
繁
其
風
物
甚
雅
而
名
公

賢
士
大
夫
落
落
繼
出
如
騎
星
辰
通
德
之
門
奐
焉
相
接
也
自

縣
升
軍
額
不
惟
其
地
望
更
重
而
其
去
行
在
所
不
信
宿
亦
獲

附
畿
甸
五
等
侯
之
列
故
守
將
爲
時
高
選
雖
在
江
一
隅
商
舶

輻
至
然
夙
號
淸
簡
少
事
有
枚
數
當
今
樂
州
者
必
屈
指
焉
郡

各
有
志
澄
江
獨
未
之
作
也
吳
興
施
公
太
博
知
軍
事
慨
然
以

爲
缺
典
首
命
郡
博
士
鄭
君
邑
大
夫
徐
君
相
與
蒐
獵
以
編
爲

書
庶
幾
來
者
有
考
鄭
君
於
是
質
之
古
驗
之
今
採
其
土
地
所

有
記
聞
所
傳
科
條
所
當
登
載
者
分
爲
三
十
二
門
計
一
十
卷

其
文
直
其
事
核
其
目
井
井
也
書
成
而
施
公
以
請
祠
去
巨
源

嘗
以
幕
僚
攝
承
泮
宮
諸
生
僉
以
鋟
木
爲
鄭
君
請
因
贊
其
成

且
巨
源
嘗
爲
施
公
屬
載
其
作
書
之
自
及
識
其
日
月
敬
不
敢

辭
然
鄭
君
爲
是
書
也
亦
勤
矣
先
賢
讀
詩
之
綠
竹
猗
猗
知
衞

地
淇
澳
之
產
在
其
板
屋
知
秦
野
西
戎
之
居
隻
字
片
辭
坐
致

千
里
古
人
發
興
於
詠
歌
且
爾
况
紀
事
之
書
乎
鄭
君
誠
有
倣

乎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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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
序

二

主
修
知軍

施

邁

纂
修
敎授

鄭
應
申
知縣

徐

綱

顏
志
序
紹

定

三

年

敎

授

郭
庭
堅

江
陰
舊
志
前
廣
文
鄭
應
申
所
編
時
紹
熙
甲
寅
歲
也
間
有
考

之
未
詳
畧
而
弗
備
者
况
厯
三
紀
之
餘
時
異
事
殊
洊
有
增
益

盍
廣
前
聞
庶
免
疎
缺
顏
侯
奏
院
一
寓
目
而
深
有
志
焉
庭
堅

以
文
學

承
侯
命
偕
前
國
學
進
士
蔣
汝
通
纂
修
之
迺
審
訂

是
非
搜
訪
遺

因
其
編
目
隨
類
附
入
眎
前
志
爲
稍
詳
若
曰

全
備
則
非
庭
堅
敢
知
也

主
修
知軍

顏
耆
仲

纂
修
敎授

郭
庭
堅
進士

蔣
汝
通

重
刋
顏
志
題
識
元

至

元

二

十

三

年

敎

授

朱
子
昌

江
陰
舊
有
郡
志
遺
闕
泯
漫
至
元
丙
戍
分
敎
於
兹
重
加
校
正

命
工
鋟
梓
始
爲
全
書
蓋
存
古
也

主
修
敎授

朱
子
昌

重
刋
顏
志
序
明

洪

武

九

年

知

縣

饒
元
德

予
觀
宋
江
陰
志
作
於
紹
定
實
起
自
太
平
興
國
以
來
三
百
年

事
畧
可
尋
覽
大
要
所
詳
載
者
三
江
防
民
政
學
事
也
其
於
營

屯
之
設
置
攻
守
之
備
具
七
百
里
江
面
厯
厯
掌
握
中
無
尺
地

非
其
所
經
理
民
間
閘
堰
之
起
築
租
課
之
耗
益
二
百
里
郊
圻

物
物
在
胸
臆
下
無
一
夫
非
其
所
料
理
以
至
學
校
之
事
皆
然

眞
可
見
古
人
爲
政
之
用
心
矣
皇
明
龍
集
丙
辰
春
朝
廷
注
意



ZhongYi

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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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於
天
下
典
故
大
加
訪
求
用
深
考
究
以
備
觀
覽
惜
乎
本
境
兵

燹
焚
蕩
之
餘
架
閣
無
文
㕔
壁
無
記
於
是
招
集
遺
老
延
致
儒

流
胥
會
於
學
宮
搜
葺
散
亡
掇
拾
殘
斷
舊
書
前
後
續
編
總
一

十
三
卷
求
之
數
家
晚
得
張
彥
翔
所
藏
本
讐
校
始
克
稍
完
謄

錄
鋟
刻
猶
慮
中
間
魯
魚
亥
豕
訛
舛
尙
多
哲
匠
藻
鑑
儻
改
而

正
諸
不
亦
宜
乎

主
修
知縣

饒
元
德

纂
修
庠生

張
彥
翔

賀
志
序
洪

武

二

十

四

年

縣

丞

賀
子
徽

按
舊
志
江
陰
爲
揚
州
之
域
斗
牛
之
墟
自
梁
唐
宋
元
而
其
間

或
爲
郡
爲
州
爲
軍
爲
縣
陞
降
不
同
而
風
土
未
嘗
異
也
昔
吳

公
子
札
讓
國
來
耕
號
延
陵
季
子
楚
封
黃
歇
爲
春
申
君
我
朝

混
一
以
來
則
改
爲
連
洋
州
又
封
都
督
吳
公
爲
江
陰
侯
未
幾

復
改
江
陰
縣
洪
武
二
十
四
年
春
予
來
貳
令
到
任
兩
月
獨
員

署
事
自
卯
而
出
終
酉
而
退
屈
力
殫
慮
思
圖
補
報
何
暇
覽
是

邑
山
川
之
形
勝
論
當
時
人
品
之
賢
否
一
日
有
耆
士
謁
予
而

言
曰
江
陰
厯
代
事
蹟
備
載
舊
志
降
自
前
元
迄
於
今
猶
有
所

缺
言
之
若
有
意
於
續
志
焉
吁
予
倥
偬
中
何
能
與
翰
墨
相
接

而
談
及
斯
文
哉
然
是
邑
居
江
之
南
海
之
北
山
明
水
秀
人
傑

地
靈
藹
然
文
物
之
區
蔚
然
詩
書
之
藪
蜚
英
翰
苑
馳
名
縉
紳

皆
表
表
令
聞
所
謂
江
陰
續
志
奚
可
不
贊
襄
之
遂
命
邑
庠
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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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四

士
賀
賢
校
正
此
書
俾
鋟
諸
梓
以
永
其
傳
儻
後
之
人
展
斯
集

而
知
江
陰
之
源
委
觀
民
情
而
知
政
敎
之
得
失
是
有
補
於
將

來
者
也

主
修
縣丞

賀
子
徽

纂
修
訓導

賀

賢

陳
志
序
永

樂

十

六

年

訓

導

陳

贄

江
陰
志
自
宋
紹
熙
甲
寅
歲
郡
守
施
公
邁
命
教
授
鄭
應
申
編

集
成
書
至
紹
定
庚
寅
郡
守
顏
公
耆
仲
命
學
錄
郭
庭
堅
偕
進

士
蔣
汝
通
纂
修
之
其
視
前
爲
詳
元
至
元
丙
戌
敎
授
朱
子
昌

慮
其
遺
闕
重
加
校
正
命
工
鋟
梓
以
永
其
傳
國
朝
洪
武
辛
未

二
尹
賀
公
子
徽
命
訓
士
賀
賢
編
續
志
畧
而
不
詳
永
樂
戊
戌

秋
奉
旨
纂
修
志
書
與
邑
之
文
士
許
用
升
輩
乃
審
其
是
非
採

其
遺
逸
修
之
然
其
間
損
益
自
媿
學
識
荒
疎
於
古
今
事
蹟
恐

未
詳
載
尙
冀
後
之
君
子
慨
其
闕
畧
而
增
飾
之
斯
具
美
矣

主
修
訓導

陳

贄

纂
修
庠生

許
用
升

顏
志
序
逸
天

順

中

主
修
進士

顏

瑄

羅
志
序
逸
宏

治

七

年

主
修

羅

輔

黃
志
序
宏

治

十

一

年

邑

人

高

賓

江
陰
縣
志
一
十
四
卷
總
若
干
萬
言
故
監
察
御
史
蘭
谿
黃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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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五

傅
令
是
邑
時
所
作
也
宏
綱
巨
領
羅
絡
無
遺
細
目
苛
條
搜
剔

罔
漏
可
謂
盡
心
焉
爾
矣
去
今
二
十
六
年
厯
三
四
賢
令
佐
未

有
能
板
之
者
乃
今
大
令
古
磁
王
侯
泮
視
篆
之
始
首
謀
及
之

而
適
奉
明
旨
遍
徵
於
天
下
郡
邑
侯
若
有
先
知
焉
者
亦
此
志

之
奇
遇
也
刻
旣
成
侯
乃
以
敘
命
賓
賓
何
言
哉
夫
郡
邑
之
必

有
志
也
所
以
物
土
方
存
故
實
觀
治
忽
寓
警
勉
也
何
以
言
之

昔
者
先
王
疆
理
宇
內
大
邦
小
邑
棊
布
星
羅
知
夫
風
以
方
殊

俗
以
習
異
不
能
相
一
也
於
是
設
官
分
職
俾
均
其
政
於
天
下

使
夫
風
之
澆
者
於
是
而
同
其
湻
俗
之
陋
者
於
是
而
同
其
雅

然
職
有
修
否
政
有
疎
密
而
功
化
之
效
亦
因
之
有
淺
深
矣
故

必
志
以
志
之
以
僃
一
方
之
故
實
使
後
之
君
子
於
是
而
有
考

焉
則
夫
警
勉
之
意
亦
行
乎
其
間
矣
江
陰
以
宇
宙
彈
丸
之
地

遠
自
商
周
之
際
己
爲
泰
伯
至
德
之
鄕
又
數
百
年
而
爲
季
子

遜
耕
之
國
自
是
以
來
雖
經
厯
代
判
合
無
常
而
土
物
人
文
日

進
嘉
美
故
前
人
謂
人
秀
而
文
良
有
以
也
迨
我
皇
明
啟
運
奄

有
萬
方
太
祖
高
皇
帝
定
鼎
金
陵
而
江
陰
實
維
南
服
近
郊
首

被
皇
仁
之
地
况
承
列
聖
熙
洽
之
化
百
五
十
餘
年
於
此
是
以

土
俗
人
風
益
躋
湻
美
人
皆
以
奮
爭
爲
恥
忍
讓
爲
賢
雖
或
其

間
不
能
無
少
低
昂
亦
以
時
政
有
激
失
其
常
性
焉
爾
蓋
嘗
因

志
求
之
君
子
之
宦
遊
於
此
若
干
人
矣
而
我
士
庶
或
則
神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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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首
舊
序

六

之
父
母
之
在
而
戴
之
去
而
思
之
追
以
餞
之
碑
以
頌
之
及
其

歿
也
俎
豆
而
尸
祝
之
者
有
焉
或
則
讐
敵
以
疾
之
鴞
梟
以
惡

之
令
而
抗
之
呼
而
逃
之
羣
而
噪
之
聚
而
訟
之
及
其
行
也
扼

吭
而
哇
之
者
有
焉
夫
由
前
言
之
孝
弟
之
道
也
由
後
言
之
亂

賊
之
風
也
是
豈
斯
土
斯
人
之
性
朝
陵
暮
谷
遷
變
無
常
爲
醉

爲
狂
是
非
無
準
如
此
哉
其
必
有
取
之
矣
且
極
敝
大
壞
未
有

甚
於
今
數
年
者
而
我
王
侯
之
來
曾
未
數
月
人
己
欣
欣
動
色

相
賀
孝
弟
之
心
油
然
而
生
矣
豈
又
一
江
陰
也
邪
孔
子
曰
上

好
禮
則
民
莫
敢
不
敬
上
好
義
則
民
莫
敢
不
服
上
好
信
則
民

莫
敢
不
用
情
又
曰
苟
子
之
不
欲
雖
賞
之
不
竊
則
夫
風
俗
美

惡
斷
係
一
人
而
國
家
所
以
法
古
建
官
授
事
責
成
之
意
亦
斷

乎
其
可
識
矣
惟
昔
黃
公
之
來
適
承
其
敝
而
深
有
慨
焉
是
以

洗
垢
吹
毛
盡
發
其
隱
嚴
辭
正
色
直
抵
其
罪
蓋
惟
其
憂
之
也

深
故
其
言
之
也
切
其
愛
之
也
篤
故
其
誨
之
也
詳
甚
知
其
非

得
己
也
志
自
宋
紹
定
後
無
續
之
者
國
初
賀
丞
子
徽
嘗
一
續

之
而
失
之
淺
天
順
中
邑
人
顏
瑄
氏
又
嘗
一
續
而
失
之
駁
且

復
半
爲
襲
美
於
人
於
是
黃
始
大
刋
其
舊
而
極
其
辯
焉
或
曰

黃
則
辯
矣
然
攻
或
過
激
求
或
過
深
頌
或
過
譽
取
或
過
隘
亦

盡
予
之
乎
賓
曰
雖
然
亦
有
說
焉
孔
子
作
春
秋
以
寓
王
法
而

曰
吾
志
在
春
秋
江
陰
之
志
固
亦
黃
公
之
寓
志
爾
豈
獨
爲
江



ZhongYi

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七

陰
發
哉
讀
者
不
可
不
知
是
爲
序

主
修
知縣

黃

傅

纂
修
貢生

方

謨
進士

張

簡
庠生

蘇

巒

庠生

顧

康

續
志
序
正

德

十

五

年

邑

人

方

謨

侍
御
蘭
谿
黃
公
傅
先
宏
治
癸
丑
令
江
陰
慨
邑
中
文
獻
莫
徵

以
志
殘
缺
謂
事
無
所
稽
民
無
所
勸
乃
徧
索
宋
紹
熙
創
志
紹

定
續
志
國
朝
洪
武
續
修
永
樂
重
修
志
天
順
顏
志
宏
治
羅
志

彚
而
繹
之
得
肯
綮
揭
綱
領
者
十
累
條
目
者
八
十
有
九
集
諸

生
蘇
巒
顧
康
張
簡
及
謨
給
事
蒐
討
曰
制
治
曰
人
物
屬
謨
曰

疆
土
曰
風
俗
屬
簡
曰
名
宦
曰
宦
達
屬
康
曰
雜
傳
曰
異
端
曰

物
產
屬
巒
曰
括
志
而
疆
土
中
如
分
野
星
占
則
公
自
專
之
又

兼
總
各
所
屬
焉
次
第
爲
卷
者
凡
一
十
有
四
題
曰
江
陰
縣
志

書
成
迄
今
塵
封
者
二
十
三
年
矣
我
新
令
上
黨
王
公
泮
來
甫

閱
月
孚
憲
舊
章
適
徵
志
之
命
申
自
我
天
皇
而
奉
行
督
莅
者

則
巡
撫
少
司
徒
李
都
憲
遂
以
筆
研
屬
謨
收
諸
生
蔣
舜
文
花

實
相
之
起
自
黃
公
絕
筆
之
年
宏
治
戊
午
止
今
正
德
庚
辰
俾

嗣
采
編
用
開
後
始
謨
悚
慄
承
之
遡
惟
先
志
僃
諸
家
史
體
而

成
謨
親
在
弟
子
之
列
曷
敢
自
用
以
別
開
戶
牖
哉
綱
領
條
目

大
小
悉
如
其
故
間
小
有
出
入
者
存
道
德
存
名
節
存
隱
逸
待

其
人
也
去
將
官
去
特
奏
去
顯
宦
去
方
技
無
是
名
也
進
歲
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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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八

於
諸
科
之
前
與
進
士
鄕
舉
隨
比
其
類
也
謹
錄
制
誥
敕
命
之

詞
而
封
贈
系
之
昭
恩
典
也
入
貲
項
下
標
題
某
職
分
註
某
名

籌
他
日
書
者
尙
多
也
職
官
年
表
罷
蒐
討
之
詳
表
近
年
官
也

大
事
記
止
書
大
事
殺
記
字
以
避
嫌
春
秋
綱
目
不
敢
擬
也
虛

雜
辯
之
篇
有
辯
則
各
註
於
本
目
之
下
也
帙
非
如
先
志
之
繁

約
之
而
爲
卷
九
也
所
謂
續
志
者
如
此
而
己
也
若
夫
梓
而
行

之
使
黃
公
一
家
之
文
章
一
代
之
令
典
不
至
泯
其
光
精
又
使

一
邑
之
風
土
物
情
禮
樂
政
敎
之
美
惡
污
隆
得
失
首
自
商
周

中
及
秦
漢
晉
齊
梁
隋
唐
宋
而
終
之
入
我
國
朝
凡
數
千
百
年

人
莫
知
所
之
者
於
是
乎
有
可
稽
與
可
勸
者
在
而
我
王
公
力

任
之
功
則
非
謨
所
能
模
述
其
偉
云

主
修
知縣

王

泮

纂
修
貢生

方

謨
庠生

蔣
舜
文
庠生

花

實

趙
志
序
嘉

靖

二

十

七

年

郡

人

唐
順
之

有
家
者
隨
其
家
之
所
有
而
籍
記
之
其
常
也
凡
其
田
畮
租
甔

錢
貫
絲
縷
䜴
合
醬
罌
僮
指
之
數
此
纖
勤
治
生
者
之
所
詳
而

游
閒
華
飾
者
之
所
畧
也
凡
其
池
館
花
樹
狗
馬
圖
畫
古
物
珍

器
之
數
此
游
閒
華
飾
者
之
所
詳
而
纖
勤
治
生
者
之
所
畧
也

二
者
則
更
相
笑
矣
而
家
之
所
以
爲
家
者
則
固
在
此
而
不
在

彼
也
歟
郡
國
州
邑
之
有
志
自
古
而
已
然
亦
所
謂
隨
其
郡
國

州
邑
之
所
有
而
籍
記
之
其
常
也
禹
貢
周
職
方
豈
非
志
國
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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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九

之
所
權
輿
也
哉
然
自
後
世
觀
之
則
見
其
有
瑣
細
而
俚
俗
者

矣
夫
其
田
賦
高
下
之
異
等
墳
壚
黎
赤
之
異
壤
九
鎭
九
澤
之

異
名
而
五
戎
八
蠻
之
異
服
其
列
而
載
之
可
也
至
於
篠
簜
箘

簵
淮
蠙
江
龜
海
錯
之
纖
細
則
類
於
草
木
蟲
魚
之
書
而
多
男

少
女
多
女
少
男
之
紀
則
近
於
閭
井
邨
俗
之
談
古
人
何
若
是

之

也
蓋
苟
有
切
於
利
器
用
而
阜
民
生
辨
陰
陽
而
蕃
孳

息
則
固
不
得
以
其
穢
雜
而
畧
之
而
况
其
大
且
重
者
乎
其
所

載
而
詳
者
固
然
則
其
所
以
不
載
者
亦
可
知
矣
後
之
所
謂
地

志
者
則
異
是
矣
其
敘
山
川
也
旣
無
關
於
險
夷
瀦
洩
之
用
而

其
載
風
俗
也
亦
無
與
於
觀
民
省
方
之
實
至
於
壤
則
賦
額
民

數
一
切
不
紀
而
仙
佛
之
廬
臺
榭
之
廢
址
達
官
貴
人
之
墟
墓

詞
人
流
連
光
景
之
作
滿
紙
而
是
嗚
呼
此
何
異
於
家
之
籍
專

記
圖
畫
狗
馬
玩
具
爲
糚
綴
而
租
甔
錢
貫
所
以
需
衣
食
之
急

者
漫
不
足
徵
也
其
亦
何
取
於
爲
家
也
歟
知
家
之
有
籍
本
以

治
生
而
非
以
觀
美
國
邑
之
有
志
本
以
經
世
而
不
以
博
物
則

得
之
矣
竊
聞
國
朝
集
諸
儒
臣
修
一
統
志
時
兩
人
相
誚
其
一

人
欲
載
科
目
之
數
則
曰
此
非
進
士
錄
也
其
一
人
欲
載
戶
口

田
賦
之
數
則
曰
此
非
黃
白
冊
也
科
目
則
別
有
錄
矣
不
載
宜

也
戶
口
田
畝
固
天
下
之
大
命
而
經
國
者
所
必
稽
也
且
若
彼

之
說
則
禹
貢
周
職
方
其
亦
黃
白
冊
也
哉
彼
固
以
是
爲

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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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十

俚
俗
焉
而
不
載
也
江
陰
於
常
州
爲
屬
邑
而
枕
江
之
衝
爲
蘇

常
諸
郡
北
門
以
故
視
他
邑
獨
重
舊
雖
有
志
而
宜
書
不
書
不

宜
書
而
書
大
率
如
所
論
諸
志
之
弊
無
足
徵
者
至
今
令
餘
姚

趙
君
始
更
修
之
趙
君
爲
政
潔
已
愛
民
才
敏
而
慮
周
凡
志
中

所
載
田
賦
徭
役
戶
口
食
貨
謠
俗
水
利
防
江
治
盜
之
源
委
本

末
節
錯
絲
棼
蓋
皆
君
之
所
嘗
蚤
夜
盡
心
焉
者
其
於
浮
文
羨

費
則
盡
屏
去
不
事
譬
如
辛
苦
起
家
之
人
斥
絶
耳
目
之
玩
而

畢
力
於
家
人
生
事
之
間
一
錢
粟
之
盈
縮
一
臧
獲
之
奸
良
與

夫
鐍
鑰
門
戶
之
守
雖
其
錙
銖
隱
賾
而
聰
明
智
算
舉
無
遺
者

於
是
一
切
以
其
精
神
思
慮
之
所
及
而
登
之
於
籍
至
其
纂
緝

成
編
則
以
屬
之
學
士
張
先
生
先
生
以
其
國
史
之
餘
才
而
推

之
以
成
一
邑
之
史
故
其
所
載
繁
簡
刪
存
能
得
趙
君
所
用
心

而
著
之
以
爲
後
來
治
邑
者
之
所
據
準
又
如
計
然
任
公
之
徒

精
於
治
生
而
太
史
公
萃
之
爲
傳
凡
其
仰
俯
拾
取
廢
居
棄
與

之
法
與
夫
巵
茜
荻
漆
之
細
莫
不
具
載
能
得
諸
人
所
用
心
而

著
之
以
爲
治
生
家
者
所
必
資
蓋
爲
邑
之
與
治
生
意
嚮
或
異

家
籍
之
與
邑
志
體
裁
亦
殊
至
其
的
然
當
於
實
用
而
不
取
辦

於
具
文
焉
則
一
也
夫
前
人
以
其
所
用
心
而
著
之
籍
記
後
人

因
其
所
籍
記
而
得
前
人
所
用
心
而
守
之
是
以
家
道
能
常
興

而
不
墜
予
欲
使
後
之
爲
江
陰
者
因
趙
君
之
所
爲
志
而
知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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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十
一

所
用
心
而
守
之
也
爲
之
書
其
端

邑

人

張

衮

邑
志
之
修
也
予
安
能
爲
是
役
也
宋
有
刻
本
凡
十
卷
敎
授
鄭

應
申
郭
庭
堅
爲
之
是
時
江
陰
爲
軍
元
至
元
間
嘗
一
翻
刻
皆

仍
故
也
其
後
入
我
國
朝
繼
軌
而
修
有
若
賀
子
徽
氏
顏
瑄
氏

種
種
而
出
乃
稱
縣
志
焉
因
革
之
初
旁
資
事
實
多
出
亭
父
里

魁
之
言
文
或
不
副
大
抵
然
矣
宏
治
癸
丑
蘭
溪
黃
君
爲
令
思

皇
作
者
羅
絡
希
聞
剖
析
疑
義
雄
辭
瓌
辯
自
成
一
家
言
是
可

不
謂
傑
然
己
乎
後
若
干
年
宗
黃
而
續
志
凡
得
九
卷
曰
方
謨

氏
合
前
後
觀
之
或
謂
黃
之
志
縟
也
多
取
而
寡
要
奇
搜
而
眩

實
君
子
思
見
其
初
焉
夫
初
者
宋
人
也
畧
也
由
畧
而
詳
可
矣

比
其
詳
也
不
勝
其
文
是
故
志
之
難
也
予
安
能
爲
是
役
也
嘉

靖
丙
午
巡
按
御
史
王
公
言
來
按
兹
土
詢
志
考
俗
乃
以
掌
故

屬
之
邑
令
趙
君
錦
俾
予
詮
次
爲
役
予
懼
焉
而
不
敢
當
又
踰

歲
巡
撫
都
御
史
歐
陽
公
必
進
巡
按
御
史
陳
公
九
德
相
繼
督

之
趙
君
乃
闢
延
陵
書
院
爲
館
簡
諸
生
才
者
五
人
佐
予
以
從

事
未
幾
而
劉
珪
林
文
煥
病
亡
乃
與
蔣
龍
徐
鳴
玉
吳
允
稍
議

討
之
緝
其
舊
文
若
干
萬
言
凡
二
十
三
卷
補
其
遺
事
凡
二
十

六
載
有
奇
門
分
類
別
事
各
有
歸
而
不
相
殽
其
綱
領
可
尋
也

先
爲
發
凡
舉
例
示
準
繩
在
兹
其
去
其
取
非
敢
私
爲
異
同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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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十
二

予
之
少
獲
自
盡
者
塗
轍
若
此
而
己
至
謂
得
損
益
之
宜
適
文

質
之
中
明
先
王
疆
里
之
故
推
其
精
神
之
運
播
告
於
冊
以
一

民
志
於
無
窮
謂
爲
有
補
邦
君
之
治
非
予
所
知
也
始
事
於
丁

未
春
二
月
越
是
冬
十
二
月
吿
訖
中
間
予
以
病
廢
者
若
干
旬

刻
旣
成
趙
君
將
正
諸
有
道
謁
其
文
冠
諸
篇
端
予
不
侫
謹
次

其
槩
以
見
予
之
懼
焉
而
不
敢
當
者
赧
焉
而
有
餘
媿
也

書
志
後

知

縣

趙

錦

郡
縣
分
土
而
治
其
政
若
易
也
而
川
谷
異
制
民
生
異
習
則
其

所
以
爲
休
戚
者
亦
因
以
異
而
施
之
於
政
緩
急
亦
不
能
以
皆

同
以
不
能
皆
同
之
政
而
雜
然
施
之
此
郡
縣
之
治
所
以
未
易

言
也
江
陰
素
稱
殷
富
爲
國
家
財
賦
之
區
而
地
多
高
卬
民
嘗

苦
旱
昔
人
並
開
諸
渠
皆
自
江
以
達
於
運
河
議
者
因
謂
以
洩

震
澤
之
水
使
入
於
江
而
不
知
其
正
欲
引
江
之
流
以
便
乎
農

也
惟
其
潮
汐
往
來
沙
潬
易
積
疏
濬
未
幾
而
湮
淤
如
故
言
水

利
者
莫
急
於
江
陰
而
言
治
水
之
難
者
亦
惟
江
陰
爲
甚
其
東

私
港
谷
瀆
之
間
接
乎
常
熟
之
慶
安
去
縣
九
十
里
而
遙
其
地

枕
江
以
爲
險
其
民
負
鹽
以
爲
利
法
制
旣
疎
習
染
遂
惡
小
者

揭
竿
黨
聚
肆
行
邨
井
而
大
者
治
舟
航
挺
矛
刃
公
肆
抄
掠
於

洪
濤
巨
浪
之
中
至
抗
衡
官
兵
而
莫
之
懼
吏
捕
者
少
則
不
能

得
多
則
遂
遁
而
入
於
海
故
江
陰
素
稱
多
盜
賊
之
擾
而
言
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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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十
三

盜
者
亦
卒
無
良
策
夫
其
急
與
擾
也
則
政
莫
有
先
焉
者
而
其

難
與
無
良
策
則
亦
以
因
循
曠
廢
之
餘
而
欲
得
夫
久
安
永
逸

之
道
爾
蓋
爲
政
之
道
猶
之
治
心
治
心
者
日
省
察
之
而
後
私

僞
無
所
容
而
本
體
長
明
爲
政
者
日
飭
治
之
而
後
釁
孽
無
所

萌
而
民
生
長
安
今
或
積
數
年
不
濬
而
一
旦
欲
諸
渠
之
並
通

居
常
無
以
稽
察
其
出
入
先
事
不
能
逆
折
其
萌
芽
而
欲
寇
竊

之
不
作
此
雖
不
濕
素
安
之
地
尙
亦
不
可
而
况
欲
以
是
得
之

江
陰
乎
故
爲
政
者
誠
加
之
意
時
而
考
之
母
忽
其
安
歲
而
計

之
母
畏
其
囏
則
施
之
有
序
事
固
無
不
可
爲
者
故
治
水
難
矣

而
計
畝
以
授
功
分
年
以
治
事
所
謂
導
河
夫
銀
者
又
爲
之
歲

畜
以
待
需
則
官
府
爲
歲
舉
之
常
而
無
并
集
之
擾
百
姓
以
彌

月
之
勞
而
獲
十
年
之
利
卽
諸
渠
亦
未
嘗
不
可
通
也
至
於
盜

賊
之
變
雖
無
常
形
而
先
事
立
防
則
若
保
甲
之
法
編
集
提
督

之
有
方
會
哨
之
舟
彼
我
往
來
之
無
間
則
亦
可
以
消
其
未
形

之
惡
褫
其
不
肖
之
心
而
卽
不
幸
有
變
亦
不
至
於
滋
蔓
而
難

圖
矣
蓋
崇
本
以
淸
源
因
時
以
制
變
賢
哲
之
士
自
有
良
圖
而

天
下
之
事
未
有
無
序
而
可
行
懈
弛
而
可
幸
於
無
禍
者
也
此

其
大
端
也
予
之
始
從
政
於
此
也
睹
民
物
則
惻
然
視
案
牘
而

茫
然
徒
切
焦
勞
罔
裨
治
理
今
而
後
知
江
陰
之
政
其
先
且
大

者
實
在
於
是
則
又
以
積
廢
之
餘
未
能
兼
舉
而
且
自
惟
鰥
曠



ZhongYi

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十
四

罪
深
莫
克
是
終
之
爲
懼
於
是
丁
未
十
有
二
月
江
陰
縣
志
成

邑
之
事
巨
細
旣
有
載
矣
而
於
斯
二
者
則
予
不
能
不
深
致
意

焉
以
俟
後
之
君
子
也
邑
故
有
志
今
志
作
於
大
司
成
水
南
張

公
其
遺
文
故
實
多
採
諸
舊
志
而
提
綱
以
示
之
準
糾
繆
以
協

於
貞
芟
蕪
以
歸
於
核
蒐
逸
以
入
於
詳
使
燦
然
足
以
信
今
而

傳
後
從
政
者
有
所
於
稽
則
公
所
自
得
者
居
多
其
共
繕
之
費

取
諸
歲
會
之
餘
而
公
自
授
館
迄
於
吿
成
盡
謝
廩
庖
之
餽
省

金
凡
若
干
兩
同
修
邑
志
者
五
人
亦
多
所
謝
卻
而
劉
生
珪
林

生
文
煥
中
以
病
亡
蔣
生
龍
復
與
計
偕
孜
孜
夙
夜
克
相
厥
成

者
則
多
徐
生
鳴
玉
吳
生
允
之
功
焉
皆
讀
志
者
之
所
不
可
不

知
也主

修
知縣

趙

錦

纂
修
進士

張

衮
庠生

林
文
煥
庠生

徐
鳴
玉

庠生

劉

珪
庠生

蔣

龍
庠生

吳

允

重
刻
趙
志
序
萬

厯

四

十

七

年

知

縣

宋
光
蘭

江
陰
故
有
志
而
重
緝
纂
修
大
司
成
水
南
張
公
司
簡
焉
公
以

經
世
文
章
讀
中
秘
書
鏤
金
鐫
玉
之
編
摩
烺
烺
炳
天
壤
何
有

於
一
邑
之
史
哉
於
是
應
兩
臺
請
執
牛
耳
而
校
讐
之
蒐
核
詮

訂
實
殫
窮
年
之
力
予
得
命
而
涖
兹
土
津
津
喜
曰
延
陵
讓
德

之
區
也
山
水
淸
越
篤
生
顯
人
遞
禪
而
興
熹
光
彜
鼎
者
節
槪

凜
於
嶙
峋
丰
標
昂
於
山
斗
弈
弈
載
籍
詳
哉
其
言
之
矣
甫
下



ZhongYi

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十
五

車
搜
所
藏
板
而
彚
修
之
迺
知
殘
落
者
過
半
爲
之
扼
腕
曰
國

有
史
郡
有
乘
邑
有
志
家
有
譜
以
紀
不
磨
也
是
可
令
其
自
遺

自
佚
於
若
存
若
滅
之
間
乎
爰
見
全
書
於
張
氏
挈
原
本
而
付

之
梓
人
令
缺
者
悉
補
之
刻
成
繙
閱
再
四
人
物
俗
尙
田
賦
徭

役
食
貨
風
謠
犁
然
若
曙
眞
不
刋
之
巨
典
也
是
舉
也
雖
不
敢

藉
有
成
編
貪
天
功
爲
己
力
第
天
眷
休
明
卜
年
未
艾
俾
斯
籍

與
之
並
傳
不
朽
司
成
公
七
十
年
來
之
英
爽
不
至
悵
往
牒
於

淪
湮
者
意
在
斯
乎
意
在
斯
乎
聊
序
數
言
以
旣
厥
心
司
成
公

之
文
孫
曰
嘉
孺
者
隸
名
成
均
能
董
其
事
者
也

馮
志
序
崇

禎

十

三

年

知

縣

馮
士
仁

憶
筮
仕
江
邑
詢
掌
故
以
志
事
以
架
閣
所

者
進
乃
嘉
靖
丁

未
大
司
成
張
公
所
裁
定
也
閱
之
恍
與
百
年
前
人
晤
對
父
老

子
弟
遺
聞
半
在
寒
煙
蔓
草
中
過
此
又
何
知
焉
因
有
意
於
徵

文
考
獻
五
年
鞅
掌
攢
眉
未
皇
及
也
今
歲
計
還
之
午
日
賢
士

大
夫
始
以
公
牒
見
屬
因
推
擇
史
材
親
爲
除
舍
奉
几
秉
直
之

董
狐
則
徐
徵
士
遵
湯
博
物
之
子
產
則
周
文
學
高
起
僉
謀
正

字
各
舉
所
知
卜
吉
授
簡
與
士
大
夫
束
牲
載
書
盟
曰
志
非
以

謏
聞
以
昭
鑑
也
天
塹
地
維
金
湯
玉
壘
之
形
勝
可
畧
而
滄
桑

陵
谷
之
觀
宜
綜
鼎
革
太
平
賜
酺
安
阜
鼓
腹
之
熙
景
可
畧
而

儉
侈
湻
漓
之
俗
宜
紀
風
移
牛
車
擔
負
犢
佩
成
羣
之
順
治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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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十
六

畧
而
榷
車
算
緡
之
苦
宜
繪
時
艱
麟
游
麥
歧
草
妖
木
怪
之
祲

祥
可
畧
而

碩
鼠
之
殃
宜
資
省
驗
摘
發
如
神
剖
決
如
流

之
奇
績
可
畧
而
戴
星
齒
雪
之
勞
宜
垂
峴
首
一
門
五
貴
一
歲

九
遷
之
寵
遇
可
畧
而
攖
鋒
觸
燄
之
丹
宜
標
碧
血
名
布
通
都

交
連
守
相
之
英
風
可
畧
而
白
駒
空
谷
之
遺
宜
發
幽
芳
五
釜

酬
恩
三
窟
市
義
之
榮
名
可
畧
而
履
霜
貫
日
之
誠
宜
開
生
面

富
表
懷
淸
貴
傳
綈
曳
之
賢
媛
可
畧
而
殉
節
全
孤
之
貞
宜
畱

彤
管
頌
傳
譜
載
觴
詠
遊
觀
之
文
詞
可
畧
而
陳
謨
佐
史
之
編

宜
勒
汗
靑
如
是
者
日
有
折
衷
百
日
而
草
創
具
余
逌
然
喜
復

喟
然
嘆
或
曰
於
前
數
者
有
未
盡
愜
耶
曰
愜
矣
盡
矣
不
能
易

矣
但
初
與
百
年
前
人
晤
對
如
談
羲
皇
時
事
神
飄
飄
遠
也
今

與
百
年
中
人
晤
對
如
談
天
寶
時
事
淚
涔
涔
下
也
緬
惟
五
年

來
跋
履
到
矣
疆
界
能
理
乎
版
築
勞
矣
河
湟
能
濬
乎
拮
据
瘁

矣
職
業
能
修
乎
田
功
卽
矣
民
物
能
康
乎
三
壤
則
矣
貢
賦
能

平
乎
賓
興
舉
矣
文
敎
能
振
乎
簡
練
勤
矣
武
衞
能
奮
乎
彰
癉

分
矣
風
俗
能
湻
乎
見
之
紙
上
則
燦
若
分
犀
反
之
心
中
則
芒

如
負
剌
正
欲
商
未
了
事
適
以
召
命
行
以
寸
晷
披
牘
與
數
百

年
名
喆
晤
對
喟
然
嘆
者
復
逌
然
喜
焉
夫
千
古
表
江
邑
者
延

陵
春
申
而
已
國
風
十
五
遂
銷
文
身
斷
髮
之
蠻
風
珠
履
三
千

因
成
鬬
雞
走
狗
之
吳
俗
顧
自
漢
迄
唐
人
物
不
少
槩
見
豈
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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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十
七

爲
晉
陵
所
收
耶
卽
葛
文
康
邱
文
定
勛
閥
爛
漫
宋
史
今
亦
何

蕭
瑟
也
然
今
亦
何
必
借
才
異
代
無
論
駿
業
鴻
文
代
興
不
乏

卽
正
德
天
啟
之
季
固
乾
坤
一
大
闔
闢
也
三
虎
據
於
蒺
藜
雙

鳳
塡
於
䲭
鴂
當
年
生
死
不
同
同
之
不
死
旣
以
煇
煌
俎
豆
兹

復
炤
燿
簡
編
恐
他
邑
志
乘
所
罕
覩
浮
名
易
謝
眞
氣
不
磨
持

此
可
以
正
吿
中
外
矣
闡
微
舒
鬱
志
中
第
一
義
也
特
表
出
之

若
取
材
之
富
持
論
之
公
覽
者
自
見
余
又
何
贅
焉

主
修
知縣

馮
士
仁

纂
修
貢生

徐
遵
湯
庠生

周
高
起

沈
志
序

國

朝

康

熙

二

十

二

年

本

府

同

知

危
際
泰

國
家
疆
圉
錯
繡
提
封
萬
里
幅
員
之
盛
亙
古
未
有
也
邇
者
滇

黔
小
醜
解
甲
就
縛
閩
海
逋
鯨
望
風
納
款
武
功
赫
濯
文
德
優

崇皇
上
坐
明
堂
朝
羣
辟
撫
兹
輿
圖
遠
過
厯
代
而
通
志
一
書
未

經
編
纂
何
以
垂
永
久
以
揚
鴻
休
是
以
徧

命
天
下
守
臣
詳
參
舊
志
增
益
成
書
付
之

府
彚
爲

國
史
甚
盛
典
也
江
南
素
稱
浩
壤
在
勝
國
則
爲
畱
都
山
川
人

物
甲
於
天
下
制
軍
于
公
撫
軍
余
公
曁
藩
臬
各
憲
躬
勤
夙
夜

博
覽
羣
搜
省
有
局
府
有
局
又
令
各
守
土
之
臣
皆
以
志
獻
於

時
江
右
沈
君
宰
常
之
曁
陽
尤
以
兹
事
爲
重
延
請
鄕
先
生
曁

邑
庠
淹
博
之
士
本
之
舊
乘
加
以
新
參
自
神
熹
以
來
數
十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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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十
八

凡
疆
里
因
革
賦
役
戶
口
懿
行
藝
林
存
信
者
十
之
七
質
疑
者

十
之
三
燦
若
列
眉
洞
若
觀
火
逾
月
而
志
己
成
予
以
練
兵
來

兹
禦
侮
江
上
暮
春
抵
任
入
其
郛
見
士
民
龎
秀
秩
秩
彬
彬
則

知
沈
君
之
政
化
有
成
也
履
其
畝
見
野
無
惰
農
田
無
奧
草
則

知
沈
君
之
敎
養
兼
至
也
無
暮
夜
之
呼
無
犬
吠
之
警
則
知
沈

君
之
綢
繆
克
固
也
且
徵
令
期
會
諸
大
役
莫
不
抵
掌
立
辦
下

不
擾
而
上
以
安
沈
君
何
宏
才
肆
應
如
此
哉
志
成
予
適
有
荆

溪
之
行
簿
書
悤
劇
不
獲
効
編
摹
之
助
而
沈
君
不
我
遐
棄
走

使
相
聞
欲
予
一
言
附
之
簡
首
予
不
敏
竊
喜
以
微
名
側
諸
長

者
之
後
敢
以
傖
僿
謝
乎
嘗
聞
疆
圉
廣
於
漢
戶
口
盛
於
隋
然

漢
武
用
兵
而
海
內
虛
耗
隋
文
操
切
而
元
氣
彫
殘
我

國
家
幅
員
之
遠
旣
邁
周
接
虞
而

皇
上
天
縱
神
武
齊
聖
廣
淵
削
平
諸
逆
悉
奉

廟
謨
萬
幾
之
餘
發
爲

睿
藻
天
章
煥
燦
震
古
爍
今
無
疆
維
休
亦
無
疆
維
恤
郟
鄏
之

鼎
豈
止
卜
世
三
十
卜
年
八
百
哉
江
陰
在
唐
宋
爲
曁
陽
軍
在

明
爲
巖
邑
賦
役
繁
重
江
海
奧
區
名
雖
一
縣
而
棘
手
嘔
心
幾

與
刺
史
等
今
文
武
諸
上
憲
精
明
慈
厚
風
厲
庶
司
無
有
媮
於

官
怠
於
位
者
於
斯
志
也
竊
有
感
焉
矣
至
沿
革
建
置
前
志
己

詳
碩
作
名
流
今
志
復
僃
又
豈
俟
予
爲
嘆
美
也
夫
是
爲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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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十
九

知

縣

沈
淸
世

縣
曷
有
志
乎
周
官
以
職
方
掌
四
方
之
志
而
太
史
陳
風
十
五

國
之
貞
淫
治
亂
爰
載
於
詩
其
郡
邑
志
之
肇
乎
而
麟
經
一
書

記
載
二
百
四
十
二
年
之
事
獨
宗
邦
百
里
記
載
尤
詳
迄
今
燦

若
列
眉
皆
藉
尼
山
之
筆
削
以
不
朽
厥
後
漢
制
郡
國
上
計
簿

唐
初
作
十
道
圖
元
和
作
郡
縣
志
宋
明
有
寰
宇
志
一
統
志
此

皆
蘭
臺
籤
軸
博
採
成
編
蓋
志
事
之
與
史
事
相
表
裏
也
久
矣

顧
不
重
哉
我

國
家
誕
膺
厯
服
率
土
車
書
壬
子
之
歲

上
俞
廷
臣
請
徵
天
下
通
志
維
時
蕞
邑
斗
城
咸
載
筆
從
事
獨

江
邑
之
志
劙
跡
半
糊
尙
係
故
明
萬
厯
間
所
遺
舊
梓
近
數
十

年
之
人
物
科
名
缺
焉
未
載
其
不
委
之
荒
煙
蔓
草
者
幾
希
其

故
何
歟
令
甫
下
車
攬
其
風
土
考
其
文
獻
不
禁
愕
然
久
之
妥

詢
之
父
老
云
續
志
之
缺
也
崇
禎
之
季
輯
而
中
隳
及

國
朝
奉
檄
重
修
前
令
脫
稿
垂
成
旋
以
罷
官
而
止
噫
令
固
一

官
爲
傳
舍
哉
側
維
江
邑
春
申
故
里
季
子
遺
風
水
帶
山
環
代

多
名
彥
一
秋
雙
解
之
佳
話
猶
傳
一
科
十
五
之
餘
音
未
熄
而

顧
兹
邑
乘
曠
缺
年
久

宋
無
徵
烏
乎
可
乎
令
也
不
才
濫
竽

斯
邑
修
舉
廢
墜
實
繫
子
心
獨
是
閭
閻
凋
瘵
積
逋
難
淸
旣
拙

催
科
又
慚
撫
字
令
之
面
目
日
憔
悴
於
簿
書
錢
穀
中
不
遑
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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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二
十

暇
且
蕭
然
垂
橐
剞
劂
無
資
惴
惴
乎
如
白
鳥
負
嶽
竊
有
志
焉

而
未
逮
也
比
者
赫
濯

皇
威
來
王
萬
國

聖
天
子
特
命
史
臣
纂
修
鴻
集
黼
黻
太
平
爰
令
天
下
郡
邑
輯

修
舊
志
令
因
拜
手
奉
命
不
敢
後
期
乃
禮
邑
之
薦
紳
及
博
宿

弟
子
員
分
科
採
校
蒐
軼
訂
訛
列
卷
二
十
有
二
較
之
舊
志
爲

加
詳
一
切
梓
費
令
勉
力
倡
捐
用
藉
邑
之
紳
士
共
勷
是
舉
浹

九
旬
而
吿
成
事
焉
噫
令
何
幸
而
慰
此
夙
願
哉
公
餘
翦
燭
按

帙
分
披
別
類
起
凡
秩
然
有
次
思
夫
江
邑
之
繡
壤
蓉
城
疆
域

如
昨
樸
耕
秀
讀
禮
讓
弗
衰
繼
此
之
鉅
卿
學
士
孝
子
忠
臣
與

夫
貞
夫
節
婦
品
行
文
章
當
必
雲
蒸
霞
起
垂
帛
千
秋
此
皆
邑

之
慶
也
而
令
膺
民
社
所
宜
師
慕
流
徽
者
惟
此
名
宦
一
端
來

暮
興
歌
去
思
成
誦
古
人
所
以
重
樹
立
也
追
溯
前
賢
諸
君
子

何
如
人
哉
苟
不
然
而
貪
墨
玷
箴
鷙
殘
失
德
邑
之
人
唾
之
罵

之
抑
相
與
訐
而
斥
之
一
旦
身
名
俱
敗
遺
臭
難
湔
以
視
光
簡

策
而
傳
尸
祝
者
何
啻
塗
炭
之
與
霄
漢
絜
短
長
哉
是
志
也
所

以
昭
勸
懲
鑑
淑
慝
令
甲
可
畏
直
道
猶
存
桐
鄕
之
民
豈
有
今

昔
歟
令
二
載
居
官
心
勞
政
拙
錄
無
寸
長
惟
此
邑
志
一
書
得

際
此
盛
會
以
報
竣
豈
非
厚
幸
然
而
履
薄
臨
淵
苦
海
無
畔
不

禁
讀
循
吏
一
傳
而
惘
然
自
失
也



ZhongYi

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二
十
一

邑

人

朱
廷
鋐

今
天
下
固
文
敎
昌
明
之
日
也

聖
天
子
以
聰
明
睿
哲
之
才
著
作
一
時
進
退
百
代
將
六
合
之

大
九
州
之
遠
括
囊
而
羅
列
之
奚
獨
一
方
一
邑
之
兢
兢
雖
然

郡
邑
者
天
下
之
分
也
况
吾
邑
之
文
獻
湮
没
急
待
修
明
者
久

矣
考
舊
志
自
宋
以
來
諸
本
俱
亡
失
不
可
問
所
存
者
惟
黃
志

方
志
張
志
馮
志
四
書
鼎
革
後
燬
於
兵
燹
惟
張
志
板
尙
畱
架

閣
庫
亦
殘
缺
失
次
且
其
書
所
載
止
於
前
朝
嘉
靖
嗣
後
百
餘

年
星
移
物
換
典
籍
淪
亡
舉
沿
革
興
廢
盛
衰
得
失
之
故
悉
委

於
草
莽
而
莫
之
問
果
誰
之
責
乎

本
朝
四
十
年
來
宰
是
邑
者
惟
灃
州
龔
公
有
志
修
舉
屬
余
業

師
文
學
陳
芝
英
編
次
成
集
遠
稽
近
考
芟
蕪
補
遺
庶
幾
存
什

一
於
千
百
值
軍
興
旁
午
未
獲
卒
業
踵
事
者
鞅
掌
簿
書
猶
恐

不
給
至
於
咨
訪
掌
故
則
遜
謝
未
遑
矣
南
昌
沈
公
下
車
之
日

毅
然
以
纂
修
爲
己
任
具
請
上
憲
獲
報
可
乃
訪
求
遺
書
得
業

師
所
撰
舊
稿
將
付
剞
劂
會

當
㝉
以
四
海
蕩
平
車
書
一
統
命
儒
臣
重
輯
通
志

詔
下
督
撫
檄
行
各
郡
縣
徵
取
成
書
刻
期
彚
進
公
乃
喟
然
曰

修
廢
舉
墜
者
宰
之
職
也
述
往
示
來
者
宰
之
志
也
况
重
以

天
子
命
將
閭
胥
族
師
黨
正
鄕
大
夫
皆
有
所
書
以
登
於
王
宰



ZhongYi

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二
十
二

敢
以
蒐
討
之
難
玩
忽
不
報
耶
迺
設
局
於
學
舍
召
集
博
士
弟

子
員
陳
其
難
劉
匪
居
殷
祁
雷
薛
日
宣
陳
玫
共
羅
舊
聞
互
相

參
考
而
公
與
郡
司
馬
危
公
學
博
陳
公
更
詳
加
刪
定
閱
三
月

書
成
因
屬
余
述
其
事
今
惟
四
海
一
家
萬
里
袵
席
幅
員
之
廣

於
今
爲
最
江
邑
雖
僻
小
凡
山
川
土
田
學
校
防
禦
吏
治
民
風

皆今
天
子
之
德
敎
所
存
也
况
地
爲
延
陵
故
墟
禮
樂
文
章
忠
孝

廉
節
代
有
傳
人
而
此
百
餘
年
中
滄
桑
更
易
奇
烈
偉
行
尤
指

不
勝
屈
至
若
抗
聲
藻
於
藝
林
播
謳
吟
於
委
巷
單
詞
隻
字
使

後
之
人
可
以
因
言
知
世
論
世
知
人
者
亦
爲
太
史
采
風
所
必

及
今
是
書
成
而
前
志
所
己
及
與
前
志
所
未
及
無
不
綜
古
今

該
名
實
舉
類
別
義
皎
若
列
眉
而
徵
信
昭
勸
卽
偏
長
小
美
鰓

鰓
恐
遺
善
焉
於
以
僃
一
代
之
網
羅
而
俟
千
秋
之
論
定
公
之

功
豈
淺
鮮
哉
余
生
長
於
斯
旣
幸
一
隅
之
書
得
會
際
昌
隆
及

時
編
集
且
喜
公
之
能
力
任
修
明
不
畏
難
不
慢
忽
有
以
答

聖
天
子
之
休
命
也
至
前
令
之
畱
意
遺
文
余
業
師
之
苦
志
編

摩
與
邑
諸
君
子
之
同
心
討
論
余
雖
不
文
敢
不
援
筆
而
並
識

於
簡
端

原
修
知縣

龔
之
怡

原
纂
庠生

陳
芝
英

續
修
知縣

沈
淸
世

續
纂
進士

朱
廷
鋐
貢生

薛
日
宣
貢生

劉
匪
居



ZhongYi

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二
十
三

貢生

殷
祁
雷
庠生

陳
其
難
庠生

陳

玫

蔡
志
序
乾

隆

九

年

學

政

開

泰

蔡
君
涖
治
江
陰
凡
九
易
草
木
人
安
事
理
以
有
餘
暇
於
是
屬

其
人
士
謀
纂
邑
乘
余
惟
乘
志
之
因
革
損
益
每
數
十
百
年
而

一
變
諸
所
載
城
郭
宮
室
山
川
溝
洫
與
古
今
忠
孝
節
廉
文
人

畸
士
之
可
法
而
傳
者
待
有
心
人
稽
核
補
葺
以
詔
來
兹
明
不

忘
也
蔡
君
有
歸
休
之
志
當
事
者
勉
畱
之
不
果
去
而
君
之
治

大
成
頌
聲
愈
益
著
江
人
曰
微
君
蔑
與
成
是
役
也
越
明
年
君

以
年
將
七
十
一
朝
辭
位
去
而
書
適
吿
成
予
謂
爲
賢
吏
者
誠

宜
一
日
而
有
百
年
之
心
不
傳
舍
其
官
以
秦
越
其
人
也
故
所

至
民
樂
所
去
民
思
否
則
心
搖
搖
恐
夕
不
逮
朝
而
况
能
久
乎

况
知
其
未
久
而
思
所
以
傳
諸
又
久
而
愈
久
而
愈
不
忘
乎
何

君
之
汲
汲
於
是
役
也
君
治
江
陰
久
矣
風
檣
星
軺
所
見
聞
婦

人
孺
子
所
吿
語
遺
民
故
老
文
學
掌
故
所
畱
傳
苟
可
利
江
人

者
靡
不
周
知
而
以
誠
行
得
一
一
筆
之
於
書
有
以
信
今
而
垂

後
無
疑
也
君
將
去
而
汲
汲
是
役
爲
不
忘
也
蓋
江
人
不
忘
蔡

君
銘
心
版
勒
口
碑
矣
謂
觀
是
書
者
亦
得
見
君
之
心
與
其
所

以
爲
是
可
以
爲
君
壽
蔡
君
方
欲
涖
兹
土
者
開
卷
而
獲
治
術

凡
因
革
損
益
復
如
君
之
所
以
爲
則
不
獨
一
日
之
利
己
也
亦

永
不
忘
乎
江
人
今
蔡
君
行
有
日
矣
觀
是
書
觀
君
與
江
人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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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二
十
四

相
不
忘
孰
能
忘
吾
蔡
君
哉
是
可
誌
也

本

府

同

知

祖
世
德

今
上
御
極
之
七
年
余
膺

簡
命
佐
典
毘
陵
郡
署
故
在
郡
屬
之
江
陰
江
海
之
險
資
彈
壓

焉
嘗
以
公
餘
縱
覽
山
川
風
土
之
勝
心
竊
樂
之
及
與
士
大
夫

相
接
則
尤
恂
恂
彬
彬
有
延
陵
君
子
風
旣
而
徵
考
邑
乘
所
得

日
益
詳
然
自
前
令
沈
君
增
修
以
來
不
舉
者
且
六
十
餘
稔
不

殖
將
落
非
長
吏
之
憂
乎
長
樂
蔡
君
吳
中
循
吏
也
治
江
日
最

久
邑
所
廢
墜
整
理
畧
盡
癸
亥
之
夏
始
以
輯
志
事
謀
於
余
余

力
贊
成
之
爰
集
邑
中
碩
士
適
館
分
纂
不
鄙
疎
畧
推
任
監
修

自
惟
不
文
然
公
事
不
敢
辭
也
稍
與
校
讐
之
末
剞
劂
方
半
蔡

君
賦
遂
初
去
而
雄
山
王
東
莞
羅
兩
賢
令
先
後
接
武
羅
君
尤

殫
心
經
理
克
底
於
成
惟
志
乘
爲
政
敎
大
端
俗
吏
以
筐
篋
置

之
惟
賢
者
爲
能
網
羅
提
挈
維
文
獻
於
不
墜
今
澄
江
以
風
雅

奧
區
得
蔡
君
經
始
於
前
羅
君
善
成
於
後
俾
千
百
年
之
往
蹟

延
於
有
永
厥
功
豈
不
偉
哉
余
忝
佐
郡
於
郡
事
無
不
當
問
而

澄
江
其
尤
親
也
乃
喜
而
誌
其
事
如
此

知

縣

蔡

澍

天
下
創
始
之
易
每
不
如
圖
終
之
難
然
苟
其
才
與
力
足
以
擔

荷
厥
事
而
心
又
克
副
之
則
始
事
之
竭
蹷
而
未
有
已
者
一
振



ZhongYi

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二
十
五

作
間
馴
至
於
成
功
而
甚
易
此
余
於
邑
志
之
竣
而
不
勝
厚
幸

也
先
是
余
莅
江
邑
泛
覽
舊
志
卷
帙
殘
缺
甚
夥
重
以
六
十
年

來
蔑
有
增
輯
文
獻
寖
湮
將
謀
續
修
之
而
政
務
碌
碌
未
克
舉

癸
亥
之
夏
迫
於
章
縫
之
固
請
始
集
學
行
兼
擅
之
文
士
數
人

假
館
東
隱
山
房
分
編
合
纂
而
余
以
荒
陋
謬
推
領
袖
竊
於
簿

領
之
暇
親
鉛
槧
繼
膏
晷
日
濡
月
染
不
敢
言
勞
雖
諸
君
銜
華

佩
實
各
盡
所
長
而
余
以
井
觀
蠡
測
之
見
調
劑
於
堅
白
同
異

之
間
用
心
亦
太
自
苦
矣
背
秋
涉
冬
成
竹
畧
就
好
義
賢
紳
協

謀
醵
金
就
梓
鏤
版
未
幾
余
齒
邁
懸
車
得
請
受
代
獻
歲
發
春

雄
縣
王
君
實
來
公
事
旁
午
靡
暇
及
此
緩
圖
而
余
亦
緣
瓜
期

倥
傯
兼
代
嬗
有
序
無
能
力
爲
提
倡
比
者
事
竟
將
歸
重
念
垂

成
之
功
將
就
廢
墜
每
一
動
慮
輒
忘
寢
食
林
鍾
上
浣
粵
東
羅

君
以
賢
能
膺
大
府
推
轂
題
署
兹
土
甫
視
篆
問
政
所
先
有
以

修
志
事
吿
者
則
躍
然
起
詣
館
檢
視
集
同
事
諸
君
奬
借
慰
勉

之
未
就
稿
本
如
千
卷
則
口
諷
手
披
秉
經
酌
雅
一
歸
於
正
視

余
前
乘
之
筆
削
加
詳
焉
其
他
經
費
之
出
納
工
次
之
遲
速
罔

不
登
高
而
呼
山
鳴
谷
應
而
邑
人
之
趨
事
者
奔
走
恐
後
不
啻

屋
之
建
瓴
水
之
東
注
惟
意
所
之
而
無
所
於
格
也
蓋
至
余
驪

駒
在
門
而
斯
志
己
駸
駸
乎
吿
成
功
矣
余
於
是
重
有
感
也
夫

古
今
來
宏
鉅
不
朽
之
業
類
多
人
爲
爲
之
然
才
與
力
之
不
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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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二
十
六

有
委
葸
退
沮
己
耳
卽
才
擅
矣
力
饒
矣
而
心
所
不
屬
謂
是
非

我
業
及
之
也
騎
牆
而
視
之
中
道
而
畫
之
壁
上
坐
觀
庸
詎
愈

於
才
力
之
俱
遜
者
乎
今
羅
君
南
海
逸
才
敭
厯
江
左
寖
積
年

祀
邑
人
拭
目
新
政
而
先
出
其
餘
技
彰
文
表
獻
其
才
比
於
駕

輕
就
熟
而
倡
導
振
刷
風
流
令
行
力
更
足
以
濟
之
且
又
知
輕

重
識
大
體
不
挾
人
我
去
就
之
見
爲
町
畦
務
殫
厥
心
底
厥
績

而
後
己
宜
其
余
之
經
年
拮
据
而
尙
有
待
者
君
以
數
月
觀
成

而
晏
然
也
當
明
中
葉
蘭
溪
黃
公
傅
修
志
書
成
旋
奉
徵
拜
侍

御
卷
帙
塵
封
者
幾
二
十
載
迄
上
黨
王
公
泮
爲
邑
始
舉
而
鋟

行
之
邑
人
侈
爲
盛
事
莫
爲
之
後
雖
盛
不
傳
矧
余
之
譾
陋
雅

於
蘭
溪
無
似
而
藉
手
於
羅
君
以
無
負
兹
役
者
其
捷
速
較
倍

於
上
黨
哉
余
行
矣
蓬
窗
煙
水
馬
首
雲
山
惟
此
志
中
風
土
山

川
厯
厯
相
爲
映
發
耳
他
日
彚
成
全
璧
伻
來
惠
我
一
函
則
臨

風
眺
望
宛
在
一
方
諸
君
子
尙
爲
我
三
拜
羅
君
之
嘉
貺
乎
是

爲
序

知

縣

羅
士
瓚

自
昔
循
良
之
吏
多
用
經
術
粉
飾
治
具
非
好
爲
迂
也
凡
奬
勵

名
節
揚
扢
風
雅
網
羅
文
獻
漸
幾
化
行
俗
美
匪
是
蔑
由
焉
故

入
境
問
俗
觀
風
考
乘
採
諸
輶
軒
被
諸
國
史
用
爲
潤
色
休
明

之
具
則
志
乘
實
爲
治
法
之
先
資
也
俗
吏
困
於
筐
篋
風
微
人



ZhongYi

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二
十
七

往
莫
知
所
之
有
來
丐
索
者
蟲
蠧
穿
嚙
之
故
簡
自
在
仕
學
之

相
左
所
關
豈
細
故
哉
曁
陽
屏
山
枕
江
夙
稱
三
吳
壯
縣
曩
予

宣
力
水
利
視
浚
海
隅
密
邇
封
壤
畧
窺
江
山
形
勝
及
人
文
士

俗
之
美
今
甲
子
夏
仲
需
次
吳
會
側
聞
前
尹
蔡
君
方
續
纂
邑

志
竊
以
蔡
君
之
才
久
任
名
邦
躬
操
筆
削
高
文

采
必
有
冠

冕
吳
中
爲
志
乘
出
一
頭
地
者
予
將
訪
讀
瑤
篇
用
作
他
日
型

式
旋
邀
上
臺
剡
薦
來
宰
是
邑
値
蔡
君
百
廢
具
興
之
後
政
平

事
理
深
愧
嗣
音
辱
承
分
纂
諸
君
子
惠
敎
全
書
細
雨
檐
花
披

襟
雒
誦
於
奬
勵
揚
扢
網
羅
諸
典
本
經
術
而
恢
治
者
靡
不
淋

漓
曲
暢
彬
彬
乎
質
有
其
文
曩
所
服
膺
於
蔡
君
者
益
信
爲
不

虛
而
諸
君
子
閎
覽
博
物
之
長
亦
於
片
羽
間
窺
見
一
斑
矣
緣

卷
帙
浩
繁
倍
於
前
乘
自
客
冬
剞
劂
寖
淫
半
稔
尙
虧
一
簣
而

原
稿
中
間
有
商
榷
未
定
者
蔡
君
馬
首
載
途
囑
予
點
勘
自
揆

末
學
疎
淺
氣
折
大
巫
何
敢
謬
贊
一
詞
惟
是
蔡
君
鴻
文
椽
筆

已
具
滄
溟
喬
嶽
之
觀
予
僅
以
尺
梯
寸
綆
攀
緣
上
下
卽
覩
高

深
全
體
以
附
驥
尾
而
垂
久
遠
是
則
蔡
君
之
愛
予
特
甚
予
亦

有
藉
以
報
諸
君
子
之
嘉
也
弩
之
末
貂
之
續
特
以
免
賈
生
筐

篋
之
譏
曩
昔
蟲
蠧
穿
嚙
之
故
簡
得
分
蔡
君
之
餘
光
以
覘
全

豹
耳
諸
君
子
尙
以
子
反
之
殿
爲
不
侫
之
功
哉
聊
以
釋
予
愧

而
已
是
爲
序



ZhongYi

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二
十
八

縣

丞

俞

鐙

古
者
列
國
有
史
掌
書
國
中
之
事
以
達
於
王
而
天
子
有
小
史

大
史
以
掌
邦
國
四
方
之
志
今
縣
郡
省
各
有
志
積
之
至
於
天

下
裒
爲
一
代
之
全
史
皆
是
物
也
則
縣
志
之
作
不
綦
重
哉
唐

荆
川
先
生
序
江
陰
舊
志
云
譬
諸
有
家
者
之
籍
記
凡
田
畮
租

甔
錢
貫
絲
縷
豉
合
醬
罌
僮
指
之
數
一
切
有
益
於
家
道
者
雖

纖
悉
不
可
遺
至
池
館
花
樹
狗
馬
圖
畫
古
物
珍
玩
徒
以
供
玩

好
侈
觀
美
一
切
無
益
於
家
道
者
槩
從
其
畧
焉
蓋
以
國
邑
之

有
志
本
以
經
世
不
以
博
物
斯
言
誠
得
之
矣
第
志
之
始
作
常

病
其
簡
而
不
該
迨
屢
經
修
葺
未
免
過
爲
糚
綴
如
山
川
之
麗

臺
榭
之
觀
仙
佛
之
異
及
達
官
貴
人
詞
客
流
連
風
景
之
作
紛

紜
滿
紙
而
吏
治
民
生
所
攸
關
者
反
缺
焉
不
詳
其
不
蹈
荆
川

先
生
所
譏
者
鮮
矣
澄
江
邑
志
自
康
熙
某
年
後
厯
久
不
修
幾

於
無
徵
前
任
古
青
蔡
明
府
莅
江
八
載
政
務
整
肅
諸
廢
具
興

於
乾
隆
癸
亥
夏
延
邑
中
紳
士
開
館
修
葺
分
類
若
干
爲
卷
若

干
堪
稱
美
僃
或
謂
山
川
圖
繪
歌
什
辭
章
得
母
失
之
繁
余
曰

江
邑
之
志
由
宋
厯
明
及
我

朝
康
熙
年
間
修
續
不
啻
再
四
則
踵
事
增
華
不
能
槩
爲
刪
薙

亦
時
勢
使
然
當
爲
秉
筆
者
諒
也
况
其
有
關
於
吏
治
民
生
之

處
原
委
本
末
洞
洞
悉
悉
展
卷
瞭
然
又
豈
有
家
者
專
務
遊
閒



ZhongYi

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二
十
九

華
飾
之
物
反
畧
纖
勤
治
生
之
具
所
可
同
日
語
哉
是
雖
方
隅

之
記
載
實
爲
全
史
之
準
據
蔡
君
亦
幾
費
苦
心
矣
甲
子
春
蔡

君
懸
車
吿
去
梓
未
克
竣
賴
雄
縣
王
君
東
莞
羅
君
兩
明
府
後

先
繼
美
又
得
右
丞
西
江
季
君
曁
纂
輯
諸
君
子
踴
躍
從
事
始

克
成
書
余
初
夏
莅
左
丞
任
得
步
趨
於
諸
君
子
之
後
贊
襄
盛

舉
爰
不
揣
譾
陋
用
書
數
語
以
記
事
非
敢
云
序
也

主
修
知縣

蔡

澍

接
修
知縣

羅
士
瓚

陳
志
序
道

光

二

十

年

學

政

祁
寯
藻

道
光
丁
酉
秋
寯
藻
承

天
子
簡
命
視
學
江
蘇
江
蘇
使
署
舊
設
江
陰
明
年
三
月
江
右

陳
君
以
司
馬
來
攝
斯
邑
篆
余
方
按
臨
蘇
州
及
歸
試
常
郡
聞

邑
人
士
頌
署
令
賢
能
下
車
數
月
百
弛
具
張
適
郡
士
以
考
棚

隘
陋
呈
請
更
新
余
檄
郡
守
通
飭
八
邑
捐
修
而
郡
守
委
司
馬

總
理
其
事
事
頗
難
集
時
復
甚
促
逮
逾
年
科
試
時
輒
能
委
曲

求
濟
刻
期
竣
功
改
作
增
建
悉
中
機
宜
余
以
知
司
馬
果
賢
且

能
也
旣
而
謁
余
曰
江
邑
志
書
失
修
者
將
百
年
矣
邑
之
人
以

是
役
相
屬
望
甚
殷
近
延
紳
士
商
修
之
已
有
緖
畧
書
成
將
乞

鑒
定
焉
余
喜
券
其
必
成
而
諾
之
歲
杪
旋
署
間
嘗
以
所
擬
志

槀
見
示
全
槀
都
若
干
卷
剺
若
干
門
綱
舉
目
張
條
析
貫
串
每

門
之
首
冠
以
小
敘
皆
司
馬
所
自
爲
舉
此
邦
興
革
纖
悉
人
情



ZhongYi

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三
十

風
俗
簡
括
以
數
語
而
靡
弗
兼
賅
其
全
書
則
就
諸
志
之
繁
簡

異
同
參
攷
互
訂
折
其
中
求
其
是
雖
一
人
一
事
必
再
三
詳
審

凡
與
志
館
諸
君
往
復
辯
論
決
擇
者
塗
乙
滿
紙
丹
黃
爛
然
並

出
司
馬
一
人
之
手
非
如
他
郡
邑
之
輯
志
乘
守
令
或
僅
署
名

校
訂
已
也
江
陰
素
稱
繁
劇
司
馬
治
簿
書
餘
猶
能
從
容
泚
筆

葢
司
馬
以
篤
學
久
困
場
屋
今
本
才
學
識
三
長
泐
成
一
書
藉

以
展
其
素
所
蘊
蓄
而
余
於
平
日
稔
知
司
馬
之
理
庶
政
頗
有

志
於
古
循
良
之
風
兹
觀
是
書
其
設
施
經
濟
已
可
槪
見
而
於

士
習
民
風
之
要
愛
民
敎
士
之
誠
隨
在
流
露
是
卽
以
此
爲
司

馬
治
譜
可
也
夫
人
情
風
俗
數
十
年
而
一
轉
移
者
也
其
轉
移

而
善
者
令
之
所
宜
奬
勸
鼓
舞
也
其
轉
移
而
不
善
者
令
之
所

宜
防
微
杜
漸
也
然
以
千
百
里
外
之
人
驟
涖
一
邑
其
人
情
風

俗
非
所
習
也
勢
又
不
能
戶
察
而
家
咨
也
非
有
考
鏡
之
資
烏

能
洞
悉
興
利
除
弊
之
原
哉
斯
志
也
成
後
令
覽
之
可
藉
手
以

奏
治
績
邑
人
士
覽
之
可
景
行
以
跂
前
徽
關
係
詎
淺
尟
也
寯

藻
䝉

恩
命
內
召
兼
奉
八
閩
之
役
不
及
候
書
成
與
爲
商
榷
以
踐
前

諾
惟
考
棚
之
成
也
余
旣
礲
石
記
之
矣
於
司
馬
斯
志
實
不
能

無
言
也
爰
識
此
畱
以
弁
諸
簡
端

知

縣

陳
延
恩



ZhongYi

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三
十
一

烏
乎
知
縣
而
同
父
母
之
稱
哉
父
母
之
於
子
也
笑
則
以
喜
啼

則
以
戚
枵
腹
而
哺
其
子
不
顧
己
之
飢
與
否
盛
怒
而
撻
其
子

旋
問
子
之
食
與
否
無
一
念
不
愛
無
一
子
不
愛
子
而
才
詩
書

之
訓
衣
食
之
源
可
無
慮
矣
又
必
爲
之
防
隕
越
焉
計
長
久
焉

子
而
不
才
詩
書
之
訓
衣
食
之
源
幾
無
望
矣
亦
必
爲
之
反
覆

冀
其
悟
焉
稱
貸
謀
其
生
焉
拮
据
未
嘗
言
勞
恩
勤
未
嘗
望
報

出
乎
天
理
人
情
之
至
無
一
毫
矯
强
於
其
間
生
我
劬
勞
所
由

昊
天
罔
極
也
烏
乎
知
縣
而
同
父
母
之
稱
哉
延
恩
自
幼
卽
奉

先
大
夫
玉
方
府
君
庭
訓
立
身
首
重
忠
孝
稍
長
示
民
生
疾
苦

稼
穡
艱
難
延
恩
謹
識
之
不
敢
忘
歲
戊
戌
承
乏
江
陰
江
陰
爲

先
仲
父
雪
香
府
君
昔
嘗
駐
節
地
甫
下
車
觀
民
風
問
民
俗
竊

不
自
量
惟
以
正
人
心
厚
風
俗
爲
亟
念
志
載
一
邑
之
事
邑
志

續
修
於
乾
隆
九
年
前
縣
令
蔡
君
澍
迄
今
倏
將
百
年
倘
再
不

修
匪
特
文
獻
無
徵
且
無
以
攷
鑑
政
治
得
失
民
生
利
弊
之
助

逾
年
甫
集
議
會
郡
尊
飭
修
郡
志
促
縣
先
呈
新
志
延
恩
德
薄

能
鮮
懼
弗
勝
任
迺
萃
邑
中
之
有
學
行
者
分
司
纂
輯
敦
延
山

長
李
申
耆
先
生
總
持
大
綱
邑
人
楊
儁
凡
司
馬
周
木
雲
明
經

統
理
局
事
延
恩
念
志
載
一
邑
之
事
知
縣
當
知
一
縣
之
事
謹

守
昔
賢
志
以
經
世
非
以
博
物
之
說
參
攷
舊
志
條
定
凡
例
局

每
脫
一
稾
送
閱
雖
公
事
旁
午
必
勉
爲
溯
其
本
稽
其
實
求
其



ZhongYi

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舊
序

三
十
二

安
目
覽
手
答
厯
盛
暑
嚴
寒
不
敢
倦
尤
於
綱
常
名
敎
之
大
風

俗
人
心
所
繫
垂
涕
而
道
焉
始
己
亥
四
月
及
今
歲
八
月
吿
成

凡
爲
類
二
十
爲
子
目
八
十
有
四
都
爲
二
十
八
卷
剞
劂
將
竣

邑
人
士
乞
一
言
以
弁
卷
端
延
恩
區
區
求
治
之
誠
己
散
見
諸

志
中
復
何
言
哉
延
恩
惟
念
志
載
一
邑
之
事
知
縣
當
知
一
邑

之
事
卽
當
行
一
邑
應
行
之
事
自
戊
戌
履
任
夙
夜
恐
懼
兢
兢

力
求
敎
養
兩
大
端
顧
於
兹
三
載
民
之
顚
連
無
吿
者
未
各
遂

其
生
鄕
曲
自
囿
者
未
盡
啟
其
悟
重
維
爲
民
父
母
之
名
不
禁

汗
顏
有
餘
媿
捫
心
有
餘
疚
也

知

縣

金

咸

澄
江
爲
吳
中
人
文
淵
藪
山
水
淸
越
代
多
賢
俊
邑
志
自
蔡
羅

兩
君
纂
修
後
百
餘
年
來
散
佚
過
半
陳
君
雲
乃
以
司
馬
攝
是

邑
下
車
以
來
亟
亟
以
正
人
心
端
風
俗
爲
急
務
三
年
治
理
百

廢
具
興
當
世
士
大
夫
罔
不
交
相
引
重
庚
子
秋
司
馬
以
縣
志

年
久
失
修
採
訪
蒐
羅
輯
成
二
十
八
卷
其
於
山
川
名
物
風
土

人
情
均
各
條
分
縷
析
後
之
來
者
展
卷
之
餘
瞭
如
指
掌
惟
鄕

賢
一
門
尙
有
候
定
適
卸
篆
他
遷
咸
奉
檄
來
莅
兹
土
從
士
民

請
僃
文
申
詳
壬
寅
冬
奉

部
覆
准
謹
以
鄕
賢
一
則
增
修
成

帙
從
兹
英
奇
碩
彥
永
奉
馨
香
以
垂
不
朽
是
亦
成
司
馬
未
竟

之
事
耳
爰
贅
數
語
以
弁
簡
端



ZhongYi

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修
輯
姓
氏

一

江
陰
縣
志
修
輯
姓
氏

主
修

盧
思
誠

補
用
直
隸
州
江
陰
縣
知
縣

沈
偉
田

馮
壽
鏡

協
修

署
江
陰
縣
教
諭

傅
介
福

署
江
陰
縣
敎
諭

張
錫
組

江
陰
縣
訓
導

吳
應
生

總
纂

四
品
卿
銜
翰
林
院
編
修

季
念
詒

同
知
銜
就
職
直
隸
州
州
恩
貢
生

夏
煒
如

分
纂

舉
人

向

高

五
品
銜
揀
選
知
縣
舉
人

祝
譽
彬

恩
貢
生

夏
子
重

五
品
銜
前
通
州
訓
導
廪
貢
生

謝
高
育

孝
亷
方
正
六
品
頂
戴
前
署
鎭
江
府
學
敎
授
廪
貢
生
章
仁
基

直
隷
候
補
知
州
舉
人

章
成
義

四
品
封
職
候
選
縣
丞
附
貢
生

金
國
瑛



ZhongYi

江
陰
縣
志

卷
首
修
輯
姓
氏

二

試
用
訓
導
歲
貢
生

薛
心
梅

舉
人

費
葆
和

吏
部
騐
封
司
兼
考
功
司
主
事

徐
士
佳

分
校

廪
貢
生

許
繩
恩

廪
生

裴
庸
熙

候
選
州
同
附
貢
生

蘇
恩
沛

廪
生

吳
銘
育

採
訪

知
府
用
內
閣
中
書
副
貢
生

陳
榮
邦

運
同
銜
候
選
通
判
附
貢
生

鄭
惇
五

同
知
銜
試
用
訓
導
㧞
貢
生

季
榮
恩

光
祿
寺
署
正
銜
就
職
訓
導
歲
貢
生

朱

齡

候
選
布
政
司
理
問

尤
翼
堂

孝
廉
方
正
就
職
敎
諭
副
貢
生

吳
鳳
詔

監
生

韓

焯

廪
貢
生

徐

瑛

武
生

邢
宗
洛

生
員

沙

棠

五
品
封
職

錢
蔭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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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監
生

陳
鴻
采

廪
貢
生

周

爕

生
員

張
允

就
職
直
隸
州
州
判
恩
貢
生

吳

璋

附
貢
生

孫
寶
銘

候
選
州
同

曹

炯

監
生

鄔
慶
宜

候
選
鹽
大
使

夏
子
瑩

廪
生

黃
仁
燾

廪
貢
生

承
虨
雲

歲
貢
生

蘇
汝
保

歲
貢
生

柳
寶
詒

四
品
封
職
附
貢
生

徐
炳
照

候
選
光
祿
寺
署
正
貢
監
生

徐
文
濂

附
貢
生

程
際
昌

六
品
封
職
附
貢
生

張
官
枚

附
貢
生

許

午

候
選
兵
馬
司
副
指
揮

吳

焯

廪
生

吳
賡
陛

廪
生

方
仁
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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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生
員

吳
乃
新

舉
人

王
燦
如

廪
貢
生

包

註

候
選
兵
馬
司
副
指
揮

張
寶
儉

生
員

曾
汝
昌

增
生

王
藻
林

候
選
從
九

包
程
萬

增
生

黃
熙
典

候
選
布
政
司
理
問

徐

鏞

試
用
訓
導
恩
貢
生

任
敦
愛

監
生

任
敬
曾

生
員

張
葆
眞

監
生

焦
文
貴

童
生

梅
斐
成

候
選
從
九

唐
理
培

候
選
州
同

吳
學
仁

監
生

譚
詒
謀

廩
貢
生

朱

鑑

生
員

徐
光
治

兵
部
候
選
主
事

蔣

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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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生
員

蔣
樹
勲

監
生

蘇
致
堂

生
員

嚴

錦

廩
貢
生

蔣

蒓

五
品
銜
候
選
縣
丞

莊

善

監
生

顧
梓
堂

湖
南
候
補
縣
丞

洪
昌
期

候
選
州
同

陳
瑞
元

生
員

汪
壽
康

生
員

莊

俊

歲
貢
生

沈
寶
相

監
生

顧
玉
衡

生
員

奚
光
斗

候
選
從
九

石
介
貞

廪
貢
生

黃
以
翼

廪
生

薛
恩
綬

生
員

吳

鍾

監
生

朱

湘

廪
貢
生

卞
乃
鈺

恩
貢
生

倪
葆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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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監
生

吳

達

監
生

趙

璡

候
選
布
政
司
理
問

孫
國
輝

童
生

曹
筮
謙

監
生

張
恩
廷

監
生

繆
葆
中

監
生

金
廷
瑛

監
生

戴

英

監
生

梅

泰

監
生

吳

俊

生
員

梅
占
魁

監
生

殷

洪

監
生

許
潤
泉

監
生

呂
士
銓

浙
江
候
補
通
判

葉
佩
萱

廣
東
候
補
從
九
附
貢
生

董

澂

廪
生

楊
敦
詩

候
選
同
知

胡

堡

生
員

胡

錕

生
員

謝
申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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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五
品
頂
戴
附
貢
生

吳
森
桂

候
選
州
同

黃
廷
瑞

廪
生

吳
景
星

候
選
光
祿
寺
署
正

陳
祖
厚

歲
貢
生

葉
長
齡

廪
生

郭
鷲
飛

內
閣
中
書
銜
候
選
訓
導
歲
貢
生

郭
澐
桂

監
生

陳
芝
馨

七
品
封
職

王
與
曾

收
掌

六
品
銜
候
選
縣
丞

章

墫

繪
圖

候
選
從
九

章

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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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江
陰
縣
志
凡
例

一
江
陰
於
宋
爲
軍
紹
熙
五
年
知
軍
施
邁
創
爲
志
紹
定
三

年
知
軍
顏
耆
仲
繼
之
明
復
爲
縣
洪
武
二
十
四
年
縣
丞

賀
子

始
纂
縣
志
永
樂
六
年
訓
導
陳
䞇
繼
之
宏
治
十

一
年
知
縣
黃
傅
修
邑
人
方
謨
佐
成
之
嘉
靖
二
十
七
年

知
縣
趙
錦
修
崇
禎
十
三
年
知
縣
馮
士
仁
修
入

國
朝

康
熙
二
十
二
年
知
縣
牛
兆
奎
修
而
未
竟
乾
隆
九
年
知

縣
蔡
澍
修
道
光
二
十
年
知
縣
陳
延
恩
修
惟
鄕
賢
一
門

未
經

部
議
覆
準
因
是
中
止
知
縣
金
咸
續
成
之
今
所

存
者
陳
金
兩
志
蔡
志
間
有
全
帙
其
餘
均
已
散
佚
卷
首

錄
其
舊
序
循
流
溯
源
意
也

一
目
錄
爲
全
書
絜
領
前
志
已
定
者
可
無
容
變
易
曰
建
置

曰
疆
域
曰
山
川
曰
民
賦
曰
學
校
曰
武
備
曰
秩
祀
曰
祥

異
曰
風
俗
曰
物
產
曰
職
官
曰
選
舉
曰
名
宦
曰
人
物
曰

列
女
曰
方
外
曰
古
蹟
曰
冢
墓
曰
寺
觀
曰
藝
文
首
冠
以

圖
末
綴
以
識
餘
此
全
書
之
序
也
增
入
者
忠
義
總
綱
曁

寇
變
紀
略

一
圖
爲
考
鏡
之
助
故
冠
簡
首
金
志
各
圖
計
里
開
方
繪
畫

精
密
今
仍
其
舊
而
損
益
之
一
邑
形
勝
披
閱
瞭
然

一
建
置
以
厯
代
沿
革
爲
要
斯
邑
秦
漢
爲
鄕
晉
始
立
縣
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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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本
黃
志
其
源
出
於
宋
代
志
書
今
悉
從
之
并
臚
列
厯
代

修
城
治
水
成
績
留
心
政
要
者
庶
有
所
考
焉

一
紀
星
野
蔡
志
遵
時
憲
書
推
步
較
舊
志
爲
詳
兹
從
之
道

里
計
其
遠
近
坊
鄕
鎭
保
郵
鋪
橋
梁
咸
繫
今
名
以
原
名

附
註
庶
賓
主
犂
然

一
敘
山
川
當
分
四
境
以
距
縣
遠
近
爲
序
河
港
賴
江
潮
灌

注
爲
農
田
水
利
之
資
然
潮
挾
泥
沙
易
形
壅
塞
趙
志
以

開
通
河
港
爲
是
邑
急
務
今
將
治
河
成
法
及
疏
濬
年
分

詳
悉
備
載

一
民
賦
科
則
條
款
恪
遵
同
治
五
年
賦
役
全
書
其
從
前
舊

額
亦
著
於
篇
沙
洲
漲
坍
升
豁
隱
係
民
瘼
尤
不
容
略
陳

志
以
濱
江
腹
裏
分
之
迄
今
又
有
變
遷
故
照
現
在
實
數

臚
列

一
學
校
爲
一
邑
風
化
所
先
廟
制
學
制
敬
謹
備
載
其
從
祀

賢
儒
姓
氏
金
志
略
焉
今
照
蔡
志
敬
錄
祭
樂
器
數
愼
重

記
載
藉
資
觀
化
書
院
義
學
與
學
校
相
表
裏
故
附
之
並

及
經
費
所
自
出
焉

一
武
備
不
容
稍
弛
斯
邑
江
海
門
戸
厯
置
重
兵
戍
守
區
陸

軍
水
師
爲
二
今
更
愼
重
江
防
布
置
周
密
兹
照
現
在
營

制
敘
述
厯
來
營
制
臚
列
於
前
察
車
自
輪
從
所
始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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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一
秩
祀
以
列
祀
典
者
先
之
廟
食
民
間
者
次
之
各
專
祠
附

載
一
祥
異
舊
志
以
豐
年
爲
瑞
以
水
旱
蝗
蝻
爲
異
今
宗
其
意

而
以
禨
祥
之
顯
見
者
附
之
若
虛
誕
無
稽
者
槪
不
闌
入

一
風
俗
昉
自
南
陽
體
裁
自
昔
然
矣
辨
厚
薄
覘
好
惡
移
易

之
權
寓
焉

一
物
產
爲
民
生
所
賴
亦
貢
賦
所
出
禹
貢
厥
貢
厥
篚
職
方

氏
其
利
其
穀
其
畜
卽
物
產
之
祖
昔
人
謂
食
貨
之
於
戸

口
土
產
詳
而
勿
略
合
而
勿
離
旨
哉
斯
言

一
職
官
姓
氏
曁
履
任
年
分
前
後
多
所
考
正
惟
道
光
庚
子

以
後
至
同
治
癸
亥
中
經
兵
燹
殘
缺
無
稽
等
諸
闕
文
之

史
一
選
舉
不
遺
雜
流
應
例
仍
前
志
也

一
名
宦
皆
昔
之
號
循
良
稱
慈
惠
者
功
德
在
民
故
永
薦
馨

香
不
容
擅
爲
區
别
列
傳
尤
不
宜
擅
爲
點
竄
今
悉
仍
其

舊
一
人
物
首
列
鄕
賢
斯
邑
自
季
子
讓
國
以
來
流
風
餘
韻
代

起
人
文
其
名
節
卓
越
文
行
優
長
及
泉
石
鳴
高
才
能
㧞

萃
者
前
志
均
已
列
傳
固
不
敢
遺
漏
一
人
以
貽
蔑
古
之

譏
卽
有
所
增
入
亦
循
名
核
實
遍
采
鄕
評
不
敢
曲
狥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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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情
之
請
至
庚
申
寇
變
殉
難
之
多
甲
於
通
省
疊
邀

旌
䘏
男
女
至
十
餘
萬
人
之
夥
限
於
篇
幅
另
刋
忠
義
錄
以
表
揚

之
一
列
女
昉
自
劉
向
原
不
專
指
節
烈
今
但
紀
節
孝
貞
烈
餘

不
備
載
蓋
以

恩
綸
渥
沛
綽
楔
裦
揚
潛
德
幽
光
藉
此
益
形
闡
發

一
方
外
前
志
紀
彼
敎
之
卓
卓
可
傳
者
今
無
所
增
續

一
名
區
勝
蹟
靈
秀
所
鍾
古
人
釣
耕
所
留
山
水
生
色
志
之

一
邑
名
勝
皆
可
指
識

一
寺
觀
前
志
所
載
註
明
廢
興
同
治
間
御
史
王
書
瑞
奏
準

已
燬
不
列
祀
典

廟
不
準
建
復
故
無
所
增
續

一
藝
文
志
昉
自
班
書
前
志
旣
錄
疏
議
記
序
詩
賦
諸
作
今

仍
其
舊
而
增
之
若
登
山
涉
水
留
連
光
景
之
作
不
敢
濫

收
一
識
餘
綴
於
末
志
之
無
可
屬
者
屬
之
事
涉
怪
誕
語
近
荒

唐
者
槪
屏
勿
錄

一
是
書
雖
詳
加
考
訂
而
卷
帙
繁
多
尅
期
蕆
事
魯
魚
亥
豕

仍
恐
不
免
博
雅
君
子
諒
之
正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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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二

馬
家
圩
圖
說

知

縣

金

咸

按
志
載
民
賦
附
編
圩
坦
而
圩
之
大
者
首
馬
家
其
地
本
馬

家
湖
卽
芙
蓉
湖
之
支
湖
也
府
志
云
芙
蓉
湖
自
晉
張
闔
闔疑

卽

名

宦

晉

晉

陵

內

史

張

闓

基
其
中
洩
湖
水
令
入
五
瀉
河
注
於
具
區
欲

以
爲
田
盛
冬
著
赬
衣
令
百
姓
負
士
值
天
寒
凝
沍
施
功
不

成
至

今

圩

民

肖

張

公

像

虔

祀

之

至
宋
元
祐
間
居
民
因
其
舊
堤
岸
堰
水

塞
湖
爲
田
歲
久
湮
廢
明
宣
德
初
巡
撫
周
文
襄
築
壩
捍
江

水
上
流
復
成
圩
田
界
以
大
河
河
西
以
芙
蓉
湖
爲
芙
蓉
圩

陽
湖
無
錫
二
縣
河
東
以
馬
家
湖
爲
馬
家
圩

江
陰
之

夏
城
四
保
黃
橋
一
三
五
保
靑
下
四
七
八
保
前

有

以

馬

圩

及

四

河

鎭

者誤

西
北
隅
則
又

陽
湖
之
豐
北
鄕
通
圍
南
北
約
長
十
里

東
西
約
廣
五
里
圍
外
四
面
河
流
環
繞
圍
內
畫
爲
通
塘
巨

河
九
曰
善
涇
曰
元
涇
曰
雙
涇
曰
龍
骨
涇
曰
姚
涇
曰
吳
涇

曰
周
涇
曰
斜
涇
斜

涇

之

南

地

高

於

北

每

遇

水

災

北

患

尤

甚

公

議

將

岸

加

築

高

廣

東

西

築

壩

大

塘

因

此

截

斷

曰
陳
涇
分
爲
石
牐
二
曰
雙
涇
曰
洋
淮
析
爲
支
圩
五

十
七
曰
連
周
者
二
曰
姚
成
曰
楊
樹
者
二
曰
巫
家
曰
袁
家

曰
石
公
者
二
曰
包
家
者
二
已

上

隸

夏

城

四

保

曰
寒
蕩
者
二
曰
天

井
者
二
曰
周
堅
者
二
曰
上
下
施
家
者
各
二
曰
雙
涇
己

上

隸

黃

橋

五

保

曰
梅
蕩
曰
上
舍
曰
新
田
者
二
曰
富
岸
曰
上
下
沙
家

曰
橫
涇
曰
南
北
中
尤
家
曰
省
田
曰
殷
家
已

上

隸

黃

橋

三

保

曰
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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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三

家
曰
顧
家
曰
南
北
趙
蕩
曰
籪
頭
已

上

隸

黃

橋

一

保

曰
白
蕩
者
二

一

隸

黃

橋

一

保

一

隸

靑

下

八

保

曰
楊
尖
曰
周
家
尖
已

上

隸

靑

下

八

保

曰
吳
大
岸

者
二
曰
陳
大
岸
者
二
曰
毛
涇
曰
南
中
北
鴨
蕩
曰
中
岸
尖

者
二
曰
范
岸
尖
已

上

隸

靑

下

七

保

曰
洋
淮
隸

靑

下

四

保

西
北
隅
隸
陽

湖
者
曰
桑
獨
統
成
田
七
千
三
百
畝
其
間
港
汊
紛
錯
橋
壩

層
排
不
可
勝
紀
田
塍
窐
列
村
墟
碁
布
制
本
古
井
田
惜
後

人
不
能
守
昔
賢
成
法
惰
於
歲
修
岸
隄
日
毁
易
遭
水
患
入

國
朝
則
雍
正
十
三
年
道
光
二
十
年
爲
尤
甚
咸
於
二
十
一
年
四

月
來
視
縣
事
適
前
署
尹
新
城
陳
君
延
恩
於
災
賑
後
倡
捐

修
築
甫
經
始
而
遷
任
以
去
咸
爲
踵
其
役
六
閱
月
而
工
成

後
爲
之
準
酌
法
程
以
善
其
後
自
今
以
徃
孔
固
孔
安
水
澇

足
備
庶
幾
爲
吾
民
之
慶
焉
是
役
之
始
有
繪
圩
圖
來
者
與

志
稽
覈
或
昔
所
名
而
今
已
易
之
或
今
所
有
而
昔
尙
無
之

滄
桑
之
變
不
可
泥
古
以
論
今
而
綜
貫
之
法
莫
若
以
馬
家

圩
爲
之
綱
以
所
麗
各
支
圩
爲
目
詳
列
其
地
址
並
注
明
今

所
隸
鎭
保
庶
使
閱
者
瞭
然
且
以
補
證
圩
坦
門
之
所
未
備

陳
君
去
任
日
諄
諄
以
立
說
繪
圖
爲
囑
爰
爲
之
詳
考
辨
正

附
刋
於
後
其
他
若
同
時
捐
修
圍
岸
之
十
七
圩
漕
港
圩
界

涇
圩
以
及
各
鄕
圩
坦
均
未
及
考
故
不
贅

江
陰
縣
志
卷
之
首
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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