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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三
　
　

地

理

志

　

里

都

　

十

七

酃
縣
志
卷
三

知
縣
事
中
江
林
愈
蕃
纂
修

地
理
志
下

里
都

興
文
里
　
在
治
東

霞
陽
里
　
在
治
東

迎
恩
里
　
在
治
南

常
平
里
　
在
治
南

安
濟
里
　
在
治
西

康
樂
里
　
在
治
西

鎭
武
里
　
在
治
北

一
都
　
在
治
西
二
十
里

二
都
　
在
治
西
二
十
五
里

三
都
　
在
治
西
三
十
五
里

四
都
上
　
在
治
東
十
里

四
都
下
　
在
治
西
十
里

五
都
　
在
治
南
十
里

六
都
　
在
治
南
五
里

七
都
　
在
治
南
六
十
里

八
都
　
在
治
南
一
百
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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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

都

　

十

八

九
都
　
在
治
東
四
十
里

十
都
　
在
治
東
六
十
里

十一

都
　
在
治
東
四
十
里

案
自
宋
分
縣
祇
有
康
樂
霞
陽
常
平
三
鄕
之
名
後
析

三
鄕
而
爲
七
里
析
康
樂
之
近
城
者
爲
安
濟
析
常
平

之
近
城
者
爲
迎
恩
析
霞
陽
之
近
城
者
爲
興
文
鎭
武

後
又
析
七
里
而
爲
十
一
都
一
二
三
都
屬
康
樂
自
城

西
安
濟
而
分
列
之
五
六
七
八
都
屬
常
平
自
城
南
迎

恩
而
分
列
之
九
十
都
十
一
都
屬
霞
陽
自
城
東
興
文

而
分
列
之
凡
此
六
里
十
都
距
城
漸
遠
或
二
三
十
里

或
六
七
十
里
或
八
十
九
十
一
百
有
餘
里
皆
順
地
編

次
長
短
不
等
惟
鎭
武
距
城
祇
一
里
許
卽
爲
高
山
與

各
里
不
相
交
錯
至
於
四
都
上
屬
興
文
下
屬
安
濟
亦

距
城
稍
近
若
在
城
之
地
向
未
另
編
字
號
各
隨
其
地

所
近
而
綂
於
里
都
總
之
七
里
十
一
都
雖
增
其
名
猶

是
三
鄕
之
舊
壤
也

市
鎭

石
子
壩
市
　
在
城
東
十
五
里

沔
渡
墟
　
在
城
東
三
十
里

九
都
墟
　
在
城
東
三
十
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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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
鎭

　

十

九

福
口
市
　
在
城
東
四
十
五
里

十
都
墟
　
在
城
東
五
十
里

頭
巾
石
市
　
在
城
南
十
里

水
口
墟
　
在
城
南
五
十
里

梅
江
市
　
在
城
南
七
十
里

中
村
墟
　
在
城
南
八
十
里

石
鼓
市
　
在
城
西
十
里

河
漠
市
　
在
城
西
十
五
里

霍
家
市
　
在
城
西
十
五
里

甲
南
市
　
在
城
西
二
十
五
里

龍
爪
石
市
　
在
城
西
三
十
里

夾
石
市
　
在
城
西
三
十
里

大
陂
頭
市
　
在
城
西
四
十
里

同
睦
市
　
在
城
西
五
十
里

冢
墓

以

朝

代

爲

次

晉
尚
書
歐
林
啓
墓
　
在
縣
西
一
都
紫
荆
園
居
民
積
土
成
阜

植
樟
樹
一
本
大
十
餘
圍
冢
墓
埋
没
𢿙
百
年
乾
隆
二
十
年

大
風
拔
樹
見
碑
字
跡
猶
存
人
以
爲
歐
公
之
靈
云

唐
左
殿
大
將
軍
譚
進
頗
墓
　
在
縣
西
康
樂
鄕
二
都

宋
大
理
寺
評
事
叚
昇
墓
　
在
縣
西
炎
陵
前
一
里
許
昇
寄
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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冢

墓

　

二

十

江
西
吉
安
府
永
新
縣
致
仕
後
徙
居
康
樂
鄕
檢
田
洲
殁
葬

於
此
冢
墓
巋
然
有
碑
可
識
今
其
的
派
繁
衍

宋
德
陽
縣
知
縣
陳
正
卿
墓
　
在
縣
東
四
都

宋
河
南
鞏
縣
知
縣
李
元
亨
墓
　
在
縣
南
坂
溪

元
廣
東
按
察
司
副
使
叚
攀
龍
墓
　
在
縣
西
一
都

元
勅
授
管
軍
元
帥
叚
淸
遠
墓
　
在
縣
西
二
都

明
雲
南
永
昌
府
保
山
縣
知
縣
譚
文
端
墓
　
在
縣
南
六
都

明
北
京
豹
韜
衞
經
歷
劉
賢
墓
　
在
縣
北
螢
火
冲

明
貴
州
普
安
州
大
守
陳
翔
墓
　
在
縣
西
一
都
龍
甫

明
江
西
瑞
州
府
教
授
譚
如
春
墓
　
在
縣
南
六
都
坂
下

明
南
京
中
書
科
舍
人
陳
素
墓
　
在
縣
治
東
城
外

明
雲
南
昆
陽
州
知
州
吳
汝
諧
墓
　
在
縣
北
寨
背

明
廣
西
桂
林
府
興
安
縣
知
縣
譚
元
正
墓
　
在
城
東
上
四
都

牛
鼻
壠

明
誥
贈
廣
東
按
察
司
副
使
劉
泰
墓
　
在
縣
治
南
城
外

明
四
川
重
慶
府
綦
江
縣
教
諭
劉
廷
贊
墓
　
在
板
江
壠

明
江
西
南
昌
府
豐
城
縣
丞
後
署
縣
事
劉
廷
金
墓
　
在
縣
治

東
城
外
一
里
許
俗
名
郞
官
地

明
廣
西
思
恩
府
上
林
縣
知
縣
羅
嘉
慶
墓
　
在
縣
北
一
里
許

明
太
僕
寺
少
卿
劉
穩
墓
　
在
縣
南
石
壁
寺
側
墓
前
有
三
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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冢

墓

　

二

十

一

宣
力
名
臣
坊
柱
聯
云
九
重
恩
渥
金
章
煥
萬
古
名
存
草
木

香
明
浙
江
杭
州
府
餘
杭
縣
知
縣
陳
啟
明
墓
　
在
縣
治
東
城
外

明
四
川
嘉
定
州
州
同
譚
紹
賢
墓
　
在
城
南
石
璧
寺

明
寶
慶
府
邵
陽
縣
教
諭
譚
體
觀
墓
　
在
縣
北
演
武
亭
前

明
水
州
府
永
明
縣
教
諭
譚
光
哲
墓
　
在
縣
北
演
武
亭
前

明
四
川
䕫
州
府
奉
節
縣
知
縣
譚
楚
良
墓
　
在
縣
東
二
里
許

明
𣱵
州
府
教
諭
譚
光
容
墓
　
在
縣
南
六
都
黃
竹
廟

明
寶
慶
府
邵
陽
縣
教
諭
譚
宗
廩
墓
　
在
縣
西
康
樂
鄕
夾
石

嶺
明
貞
女
彭
氏
金
蓮
墓
　
在
縣
西
康
樂
鄕
墓
頂
生
梅
一
本
氏

十
月
初
一
生
辰
屆
期
花
發
香
聞
𢿙
里
至
今
猶
然
俗
呼
爲

梅
花
冢

國
朝
進
士
扶
道
宏
墓
　
在
縣
治
南
城
外
六
都
黃
沙
壠

戸
口

興
文
里
烟
民
共
六
百
九
十
九
戸
男
一
千
六
百
三
十
五
名
女

九
百
六
十
口
男
女
共
二
千
五
百
九
十
五
名
口

迎
恩
里
烟
民
共
八
百
七
十
七
戸
男
一
千
九
百
八
十
名
女
九

百
二
十
六
口
男
女
共
二
千
九
百
零
六
名
口

安
濟
里
烟
民
共
八
百
八
十
八
戸
男
二
千
四
百
零
八
名
女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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戸

口

　

二

十

二

千
二
百
八
十
四
口
男
女
共
三
千
六
百
九
十
二
名
口

鎭
武
里
烟
民
共
三
百
四
十
四
戸
男
六
百
五
十
五
名
女
三
百

五
十
七
口
男
女
共
一
千
零
一
十
二
名
口

康
樂
里
烟
民
共
五
千
六
百
八
十
七
戸
男
一
萬
三
千
七
百
二

十
名
女
七
千
二
百
九
十
六
口
男
女
共
二
萬
一
千
零
一
十

六
名
口

常
平
里
烟
民
共
五
千
五
百
三
十
六
戸
男
一
萬
七
千
二
百
三

十
五
名
女
九
千
二
百
零
八
口
男
女
共
二
萬
六
千
四
百
四

十
三
名
口

霞
陽
里
烟
民
共
四
千
八
百
七
十
戸
男
一
萬
四
千
三
百
七
十

八
名
女
八
千
零
七
十
八
口
男
女
共
二
萬
二
千
四
百
五
十

六
名
口

以
上
七
里
通
邑
合
計
烟
民
壹
萬
捌
千
九
百
零
壹
戸
男
五

萬
貳
千
零
壹
拾
壹
名
女
貳
萬
捌
千
壹
百
零
九
口
男
女
共

捌
萬
零
壹
百
貳
拾
名
口

附
猺
民
烟
戸

猺
四
團
共
壹
千
壹
百
叁
拾
叁
戸
男
叁
千
㭍
百
捌
拾
八
名

女
貳
千
貳
百
七
拾
七
口
男
婦
共
陸
千
零
陸
拾
五
名
口

蕃
按
民
爲
邦
本
古
聖
所
重
戸
口
之
增
減
關
氣
運
之

盈
虛
而
政
理
得
失
物
力
豐
耗
卽
見
於
此
我



 

酃
縣
志
　

卷
之
三
　
　

地

理

志

　

戸

口

　

二

十

三

朝
承
平
日
久
休
養
生
息
兆
姓
繁
滋
雖
以
酃
僻
在
一
隅

亦
復
烟
火
萬
家
蒸
蒸
向
化
斯

列
聖
六
府
孔
修
九
功
惟
叙
之
明
效
也
顧
他
志
人
丁
或
止

見
賦
役
其
有
載
者
又
多
儱
侗
合
計
未
嘗
逐
里
區
分

兹
按
本
歲
新
設
門
牌
𢿙
目
以
里
統
戸
男
女
分
書
每

一
里
爲
一
小
總
𢿙
合
衆
里
爲
一
大
總
𢿙
覽
者
按
里

而
稽
若
網
在
綱
有
條
不
紊
而
保
甲
之
需
人
社
倉
之

貯
榖
鄕
塾
之
作
師
其
措
置
多
寡
皆
瞭
如
指
掌
而
變

化
可
生
心
焉
然
則
戸
口
之
載
豈
僅
彰
史
筆
體
裁
誇

生
聚
衆
盛
已
哉

風
俗

︹
禹
貢
︺
荆
州
厥
土
塗
泥

︹
漢
書
地
理
志
︺
火
耕
水
耨
民
食
魚
稻
以
漁
獵
山
伐
爲
業
果
蓏

蠃
蛤
食
物
常
足
故
啙
窳
偷
生
而
亡
積
聚
飮
食
還
給
不
憂

凍
餓
亦
亡
千
金
之
家
信
巫
鬼
重
淫
祀

︹
杜
氏
通
典
︺
荆
楚
俗
多
勁
悍

︹
湘
中
記
︺
民
多
淳
樸
士
少
宦
情

︹
南
齊
州
郡
志
︺
湘
川
之
奥
人
豐
土
闢

︹
方
輿
勝
覽
︺
俗
尚
農
桑
民
知
教
化

︹
宋
歐
陽
文
忠
公
集
︺
元
氣
之
融
結
爲
山
川
山
川
之
秀
麗
稱
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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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四

湘
其
蒸
爲
雲
霓
其
生
爲
杞
梓
人
居
其
閒
得
之
爲
俊
傑

︹
輿
圖
記
︺
地
僻
民
淳
事
簡
易
治

︹
明
李
西
涯
懷
麓
堂
集
云
︺
好
學
慕
義
出
乎
天
性

︹
風
土
記
︺
湖
湘
閒
賓
客
燕
集
供
魚
淸
羹
則
衆
皆
退

︹
舊
志
︺
酃
俗
尚
淳
樸
敦
禮
讓
以
耕
織
爲
本
業
不
事
商
販
急

公
稅
無
抗
糧
積
逋
之
憂
貧
不
興
訟
獄
無
繫
囚
近
因
四
方

雜
處
土
闢
人
滿
各
自
爲
俗
好
鬭
健
訟
亦
竟
不
免
賴
長
吏

政
淸
法
嚴
始
少
戢
焉

酃
處
萬
山
中
不
惟
四
時
晴
雨
寒
暄
每
有
不
齊
卽
一
月
之
內

一
日
之
間
亦
凉
炎
頓
異
如
冬
時
平
地
隂
雨
而
高
山
積
雪

寒
露
後
宜
漸
凉
有
時
炎
蒸
似
夏
夏
初
方
熱
霎
時
又
凉
如

秋
其
或
𩆍
雨
亢
旱
風
飈
違
時
氣
鬱
爲
瘴
山
谷
之
民
多
傳

染
成
疾
城
鄕
平
衍
之
區
頗
得
免
焉
瘴
多
起
於
秋
蔓
衍
於

冬
至
嚴
寒
時
始
解
氣
候
不
齊
調
攝
尤
重
卽
畜
牧
種
植
土

民
亦
保
䕶
至
周
云

︹
元
旦
︺
鷄
初
鳴
咸
盥
潄
服
鮮
潔
衣
服
擇
吉
時
爆
竹
啟
門
設
香

燭
酒
果
祀
祖
先
及
常
祀
之
神
禮
拜
尊
長
男
女
老
少
亦
互

爲
酬
拜
士
庻
以
吉
祥
語
書
紅
牋
名
曰
試
筆
𥠖
明
擇
吉
方

出
行
戚
友
鄰
曲
彼
此
徃
來
更
相
慶
賀
是
日
禁
灑
掃
占
風

喜
東
南
以
卜
歲
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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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五

︹
上
元
︺
自
人
日
至
十
五
止
作
龍
燈
竹
馬
獅
戱
之
𩔖
鑼
鼓
喧
閙

歌
舞
徹
宵
輕
薄
子
或
至
角
鬭
生
非
其
閒
禮
法
之
家
禁
約

子
弟
不
使
得
預
者
亦
有
一
二
焉
節
內
擇
吉
搗
米
粉
作
雞

猪
牛
犬
形
祀
天
官
神
謂
之
祈
福

︹
淸
明
︺
男
女
皆
插
柳
於
頭
祭
祖
於
家
廟
備
酒
餚
掃
墓
掛
紙
錢

新
葬
者
哭
拜
盡
哀
是
日
以
晴
爲
吉
占
有
淸
明
晴
榖
雨
霖

之
諺

︹
端
午
︺
戸
懸
艾
蒲
搗
蒜
汁
水
灑
地
以
辟
蟲
毒
研
雄
黃
酒
飮
之

且
塗
小
兒
額
煎
百
草
湯
以
浴
浴
竟
灼
火
謂
可
却
病
先
二

日
傳
送
角
黍
謂
之
探
節

六
月
六
晒
書
曝
衣
農
則
禳
田
是
日
占
候
忌
隂
雨
則
草
木
不

茂
農
民
有
六
月
六
日
隂
牛
糧
貴
如
金
之
謡
月
內
早
稻
熟

擇
龍
兔
日
設
酒
餚
報
神
祀
先
祖
畢
畱
客
設
席
謂
之
嘗
新

︹
中
元
︺
先
於
初
十
夜
拜
迎
先
祖
於
庭
設
香
案
牲
醴
進
茶
供
飯

五
日
封
冥
衣
楮
錢
焚
之
門
外
各
宗
祠
街
坊
於
十
五
夜
延

僧
詣
曲
巷
及
墦
閒
遍
化
小
衣

︹
中
秋
︺
節
前
鄰
戚
以
月
餅
雜
他
物
更
相
饋
遺
十
五
夜
飮
酒
玩

月
坐
待
月
華
隂
晦
則
來
歲
元
宵
必
雨

︹
重
陽
︺
飮
茱
萸
菊
花
酒
尋
勝
豋
高
是
日
占
喜
雨
宜
晚
禾
又
主

來
秋
稔
忌
西
北
風
主
來
歲
歉
東
北
則
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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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六

十
月
朔
祀
先
塋
如
淸
明

︹
冬
至
︺
土
俗
不
甚
重
惟
各
宗
祠
宰
牲
祀
先
祖
掃
墓
焚
紙
錢
如

淸
明
例
居
民
常
以
是
月
占
來
歲
上
半
載
米
價
及
肉
價
朔

一
二
望
一
二
廿
一
二
俱
喜
晴
明
主
價
賤
遇
風
雨
則
貴
有

風
打
秤
雨
打
斗
之
諺

︹
小
除
︺
十
二
月
二
十
四
日
先
晚
設
酒
果
衣
楮
雲
馬
祀
竈
神
次

日
則
謝
神
安
土
掃
舍
宇
塵
是
晚
城
市
鑼
鼓
偕
作
合
家
歡

飮
號
小
年
節

︹
除
夕
︺
門
戸
遍
貼
門
神
錢
紙
新
丹
聯
換
桃
符
辦
羹
飯
牲
酒
謁

神
廟
祀
祖
先
大
小
聚
席
謂
之
團
年
或
徹
夜
不
昧
謂
之
守

歲
爆
竹
達
旦
凡
一
年
一
切
稱
貸
俱
於
此
日
索
償
謂
之
鐵

門
限
閒
有
寛
厚
長
者
矜
恤
貧
窘
亦
不
拘
是
限
焉

酃
邑
禮
節
三
加
之
禮
罕
有
講
者
惟
子
弟
娶
婦
者
前
一
日
具

新
衣
冠
拜
見
尊
長
尊
長
賜
以
酒
曰
賀
新
郞

蕃
按
冠
者
所
以
責
成
人
之
道
於
其
人
其
禮
最
重
司

馬
文
正
公
十
五
而
冠
之
論
及
朱
子
家
禮
所
載
儀
節

皆
簡
易
可
行
患
流
俗
廢
𣓪
殆
盡
無
由
因
其
明
而
通

其
蔽
耳
今
觀
將
昏
之
前
冠
𢃄
見
尊
長
一
節
猶
然
餼

羊
遺
意
也
好
禮
者
推
而
行
之
冠
禮
之
復
也
其
庻
㡬

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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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七

婚
嫁
擇
門
戸
相
當
不
論
財
賄
禮
典
則
貧
富
各
稱
有
無
媒
妁

通
言
後
倣
古
納
采
問
名
之
意
𨕖
期
交
𢈏
男
家
先
書
子
壻

年
𢈏
於
箋
媒
氏
致
之
婦
家
婦
家
隨
書
女
子
年
𢈏
於
牋
復

於
男
家
牋
俱
用
紅
但
以
男
女
二
字
别
之
將
婚
之
年
倣
古

納
吉
納
徵
遺
意
先
期
過
聘
以
布
帛
冠
珥
果
酒
豕
羊
之
屬

致
於
女
家
次
卽
擇
吉
報
期
女
家
兪
允
以
書
籍
墨
硯
冠
履

酬
之
婚
期
壻
家
飾
旗
綵
花
輿
以
鵝
代
鴈
鼓
吹
至
婦
家
陳

花
燭
酒
醴
祀
於
其
堂
是
親
迎
雖
廢
而
奠
鴈
之
遺
意
猶
存

也
新
婦
至
門
卽
入
帷
房
俟
來
使
舉
衣
冠
𢌿
新
郞
服
畢
男

左
立
婦
右
立
並
拜
祖
先
次
對
拜
旋
拜
舅
姑
伯
叔
名
曰
拜

堂
亦
倣
古
見
翁
姑
及
廟
見
之
意
至
若
鋪
粧
奩
宰
猪
攔
門

用
巫
祝
堂
諸
土
俗
亦
或
行
或
不
行
焉

䘮
葬
初
䘮
寢
門
大
門
各
處
燃
燈
曰
引
路
旋
鳴
鑼
導
孝
子
於

溪
泉
閒
請
水
浴
死
者
身
以
生
時
之
冠
服
裝
斂
閒
亦
有
用

大
斂
者
召
僧
道
作
科
曰
開
路
設
靈
席
銘
旌
置
木
主
朝
夕

哭
奠
陳
生
時
玩
好
器
用
具
訃
聞
於
戚
里
告
成
服
成
服
之

期
主
人
三
日
前
備
布
蔴
多
寡
視
服
之
輕
重
分
送
於
族
戚

并
治
酒
筵
相
欵
弔
者
亦
以
餚
𩜹
奠
靈
事
畢
則
移
棺
於
堂

側
延
堪
輿
卜
葬
地
泥
風
水
者
則
停
柩
一
二
載
及
至
葬
先

召
僧
道
誦
經
懺
作
頒
赦
完
錢
等
科
以
爲
超
度
致
素
東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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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八

親
朋
告
以
發
引
期
名
曰
開
堂
諸
親
朋
亦
備
奠
儀
輓
言
致

奠
若
富
厚
家
主
人
多
辦
牲
豚
隨
親
疎
遠
近
來
奠
者
或
一

日
二
日
主
人
稱
來
儀
之
數
酬
以
帛
儀
葬
不
用
明
器
凡
衣

冠
輿
馬
方
相
及
男
女
侍
僮
之
属
咸
以
紙
篾
爲
之
姻
戚
又

各
結
綵
亭
或
裝
扮
故
事
以
導
輀
車
鼓
吹
盈
耳
幡
旐
迷
目

主
人
亦
不
量
力
之
勝
不
勝
各
酬
以
豚
肉
重
輕
不
等
至
於

與
易
寜
戚
致
哀
而
止
附
身
附
棺
必
誠
必
信
不
惑
於
僧
道

不
移
於
流
俗
則
存
乎
當
事
者
之
移
風
易
俗
與
鄕
先
生
之

敦
厚
好
禮
者
焉

鄉
俗
不
講
虞
祭
以
七
七
日
百
日
期
年
再
期
稱
力
備
儀
燒
紙

錢
奠
酒
哭
拜
盡
哀
除
服
則
已
遇
祖
考
生
辰
忌
日
必
有
薦

四
時
之
祭
俱
行
於
家
廟
若
入
學
豋
科
拜
官
焚
黃
則
兼
詣

墓
側
備
牲
設
樂
延
賓
贊
相
拜
獻
如
禮

邑
俗
衣
冠
宮
室
宴
會
徃
昔
共
安
簡
樸
近
則
文
繡
輕
裘
蔑
視

布
褐
棟
宇
巍
煥
多
尙
華
美
喜
慶
筵
席
器
美
品
多
㸃
綴
珍

錯
雖
中
下
之
戸
必
以
十
簋
十
二
簋
爲
率
婦
女
以
瓜
果
刻

雕
花
魚
鳥
獸
蜜
漬
日
曝
營
辦
茶
食
婚
䘮
尤
以
侈
靡
相
競

耀
大
約
昇
平
日
久
由
樸
而
華
積
漸
成
風
返
淳
還
樸
是
所

望
於
當
事
者

俗
信
鬼
遇
疾
病
服
藥
三
四
日
外
輒
用
巫
晉
香
燭
設
醮
以
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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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九

焉
小
兒
出
痘
則
禱
痘
母
曰
供
娘
娘
裝
紙
馬
轎
牲
果
酒
醴

爲
常
徃
者
客
民
流
傳
茅
山
一
教
男
裝
女
巫
鑼
角
喧
雜
昧

者
謂
可
以
辟
邪
却
病
徃
徃
信
之
邇
來
　
功
令
森
嚴
教
化

淪
浹
讀
書
明
理
者
多
其
俗
漸
革
無
復
蔓
延
焉

酃
多
抱
養
義
子
雖
家
有
嗣
丁
又
畜
義
男
以
圖
服
役
然
因
分

田
産
爭
錢
財
徃
徃
訐
訟
成
讎
實
爲
澆
俗

俗
好
演
戱
每
歲
夏
間
斂
錢
撘
臺
演
唱
多
日
謂
之
保
人
口

蕃
按
演
戱
一
事
略
言
有
六
弊
焉
首
事
持
簿
三
五
成

羣
逐
戸
斂
財
名
曰
公
分
貧
家
坐
受
凌
逼
忍
氣
吞
聲

以
應
一
也
婦
女
雜
沓
出
身
露
面
輕
薄
子
弟
旁
睨
邪

窺
傷
敗
風
俗
二
也
晝
夜
聚
觀
廢
時
失
事
三
也
招
惹

匪
人
開
塲
賭
博
城
鄕
無
知
被
誘
徃
徃
蕩
産
破
家
四

也
羣
飮
角
鬭
釀
成
命
案
五
也
流
連
戱
塲
家
無
經
理

姦
盗
時
聞
六
也
予
下
車
時
有
以
戱
塲
鬭
傷
報
者
卽

揭
示
諭
禁
聞
者
頗
目
爲
迂
謂
戱
以
粉
飾
太
平
不
宜

禁
絶
竊
意
居
官
者
奉
職
循
理
政
簡
刑
淸
盜
靖
民
安

獄
訟
衰
息
斯
太
平
有
象
也
若
演
戱
實
爲
風
俗
之
蠧

亦
奚
取
此
粉
飾
乎
欣
逢
　
郡
伯
李
憲
臺
自
常
調
衡

洞
悉
衡
屬
演
戱
諸
弊
檄
示
下
縣
嚴
禁
大
戱
蕃
因
仰

體
明
訓
益
勵
提
撕
擊
鼓
鷺
羽
之
風
頗
爲
一
變
因
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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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滋
生
之
案
得
以
全
消
而
闔
邑
士
民
亦
隂
食
太
平
之

福
而
不
自
知
矣
　
憲
示
訓
誡
嚴
明
指
㸃
親
切
謹
編

事
紀
用
警
聵
聾
並
附
論
於
此
俾
覽
者
知
張
弛
要
以

宜
民
因
革
歸
於
善
俗
固
無
取
茍
異
亦
奚
貴
茍
同
得

爲
而
爲
自
有
諒
者
豈
若
粉
飾
外
貌
似
是
而
非
之
俗

吏
爲
漢
孝
章
所
厭
苦
也
哉

方
言
酒
巵
曰
杯
酒
𦉡
曰
瓮
百
沸
水
曰
穿
心
滚
不
舒
展
曰
齷

齪
相
上
好
者
慶
幸
也
黃
眼
者
憎
惡
也
懞
懞
懂
懂
者
謂
人

昏
不
悟
也
曰
那
裏
問
在
何
處
也
曰
谷
裏
應
在
此
地
也
有

微
恙
曰
不
新
鮮
飾
體
面
曰
大
排
塲
少
停
曰
息
憩
大
甚
曰

何
苦
謂
人
放
潑
曰
尤
賴
謂
日
將
午
曰
茶
時
稱
女
之
小
者

曰
妹
子
稱
男
之
小
者
曰
來
子
音
如
來
字
上
聲
畫
得
樣
說

可
以
起
勢
也
難
出
水
云
不
能
落
成
也
倚
倒
假
意
也
頂
眞

的
確
也
倔
強
談
人
不
順
理
也
混
賬
斥
事
欠
分
明
也
稱
惡

少
曰
濫
子
又
曰
婪
子
言
濫
惡
而
貪
婪
也
叔
曰
椒
老
兄
曰

况
老
皆
增
其
字
旁
而
稱
之
也
對
人
稱
妻
曰
賤
內
又
曰
屋

𥚃
個
呼
母
曰
媼
㜷
媼
音
襖
今
呼
哀
上
聲
媼
委
聲
相
近
㜷

音
迷
今
呼
濟
亦
音
轉
之
譌
至
於
語
近
古
而
有
據
者
如
言

人
聽
話
不
省
曰
耳
邊
風
杜
荀
鶴
詩
百
歲
有
涯
頭
上
雪
萬

般
無
𣑱
耳
邊
風
言
人
疎
漏
曰
不
耐
煩
庾
炳
之
傳
爲
人
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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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一

急
而
不
耐
煩
言
冬
乾
之
脯
曰
臘
肉
易
噬
嗑
噬
腊
肉
又
周

禮
腊
人
掌
乾
肉
言
日
閒
小
食
曰
㸃
心
唐
史
鄭
傪
夫
人
云

我
未
及
餐
爾
且
可
㸃
心
說
人
見
理
不
明
曰
怳
忽
老
子
道

之
爲
物
惟
怳
惟
忽
說
人
不
會
語
言
曰
鉗
口
結
舌
顏
眞
卿

疏
天
下
之
士
方
鉗
口
而
結
舌
說
後
三
日
爲
外
後
日
唐
𨓜

史
大
歷
中
裴
老
傳
乃
有
此
語
呼
祖
母
曰
嬭
嬭
嬭
音
乃
乳

也
亦
老
成
通
稱
尊
之
如
乳
養
之
母
也
呼
父
曰
八
八
音
譌

霸
通
雅
云
外
國
語
稱
巴
巴
仙
傳
唐
肅
宗
時
道
士
陶
八
八

以
丹
授
顏
眞
卿
蓋
老
成
之
稱
呼
父
之
兄
曰
伯
覇
釋
名
伯

與
霸
同
伯
把
也
把
持
冢
政
也
覇
亦
把
也
國
語
注
把
持
諸

侯
之
權
呼
女
子
之
賤
者
曰
丫
頭
劉
賓
客
詩
花
面
丫
頭
十

二
三
呼
子
曰
崽
崽
音
宰
水
經
注
孌
童
丱
女
弱
年
崽
子
凡

此
皆
方
言
之
有
意
義
可
稽
者
也

以

上

皆

就

酃

現

在

方

言

兼

考

文

苑

彚

雋

及

彭

非

瞿

文

集

震

澤

志

諸

書

節

録

参

錯

而

成

故

不

别

所

出

非

掠

美

也

　

譚

泰

級

記

︹
附
猺
民
風
俗
︺

按
猺
與
苗
種
類
各
别
酃
無
苗
惟
有
猺
二
種
近
日
飮
食
衣
服

俱
與
漢
民
同
惟
婦
女
服
飾
婚
娶
逈
異
高
山
猺
女
未
婚
配

髻
前
橫
小
竹
箭
七
根
已
婚
配
五
根
生
子
後
惟
畱
一
根
終

其
身
不
改
焉
平
地
猺
婦
女
以
帛
褁
頭
前
後
多
綴
五
色
線

小
結
略
如
埀
珠
狀
二
種
猺
有
女
皆
贅
壻
於
家
壻
𣓪
己
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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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二

從
之
與
同
力
作
均
勞
𨓜
生
數
子
後
乃
得
去

酃
二
種
猺
語
言
皆
如
鳥
音
外
人
不
能
省
其
與
外
人
言
則
與

漢
音
同

猺
俗
好
跳
神
家
頗
饒
三
年
必
賽
神
一
次
會
集
族
類
宰
牲
設

祭
男
女
懽
跳
歌
舞
三
五
日
乃
散
神
位
多
在
右
偏
云
置
當

中
則
家
道
不
利
所
供
畫
像
卽
今
服
飾
惟
始
祖
則
形
甚
怪

畧
如
獸
首
云

署
縣
陳
膺
笏
記
云
酃
猺
有
二
種
一
曰
高
山
猺
一
曰
平
地
猺

高
山
猺
盤
𤬄
之
後
踞
東
南
大
山
中
蓬
頭
跣
足
露
胸
椎
髻

繡
帕
覆
首
或
用
金
環
飾
耳
及
腕
言
語
逈
異
男
女
並
作
行

山
上
捷
若
猿
猱
節
序
婚
嫁
不
用
漢
民
禮
儀
明
末
乘
釁
㓂

掠
多
係
此
種
我

朝
沛
恩
招
撫
流
亡
竄
入
又
有
名
平
地
猺
者
其
始
佃
種
營
生

後
漸
置
產
兼
及
詩
書
故
有
觀
化
社
學
之
設
康
熙
閒
奉
例

與
考
每
歲
科
兩
試
應
取
猺
生
一
名
准
與
土
著
諸
生
一
體

應
試
風
俗
好
尙
亦
畧
相
等
因
有
新
童
新
生
之
稱
雖
同
編

里
甲
不
通
婚
媾
徃
來
然
二
種
近
多
不
事
詩
書
數
十
年
來

無
與
選
者
仰
惟
承
平
日
久
猺
民
生
齒
漸
繁
端
賴
賢
有
司

實
力
防
範
而
以
詩
書
禮
義
漸
摩
之
庻
可
化
椎
魯
樸
鈍
之

性
共
遊
於
衣
冠
文
物
之
中
舊
志
闕
而
不
載
兹
畧
具
巓
□



 

酃
縣
志
　

卷
之
三
　
　

地

理

志

　

風

俗

　

三

十

三

俾
拊
循
者
知
所
究
心
焉

蕃
按
酃
猺
性
頗
淳
樸
徃
者
不
免
健
訟
皆
漢
民
教
唆

侵
擾
之
或
官
吏
撫
綏
未
善
控
馭
失
宜
所
致
司
土
者

誠
能
克
己
淸
心
絲
粟
皆
不
妄
取
并
嚴
禁
胥
役
輕
入

稽
查
漢
奸
滋
事
教
唆
者
必
窮
其
源
侵
擾
者
務
䋲
以

法
其
猺
管
保
牌
以
事
至
者
卽
與
宣
揚

聖
朝
恩
威
　
各
憲
禁
令
諭
以
禍
福
動
以
身
家
又
擇
其
子
弟

之
秀
者
勸
令
向
學
毋
甘
自
𣓪
俾
其
旣
知
所
畏
又
知

所
感
則
猺
民
風
俗
必
有
潛
移
黙
化
蒸
蒸
然
日
新
月

異
而
不
知
爲
之
者
矣
茍
謾
無
區
處
或
且
迫
之
則
雖

漢
民
有
未
知
其
所
終
者
而
况
於
猺
乎
爲
上
者
尙
毋

以
猺
愚
爲
可
欺
猺
頑
爲
難
教
而
務
所
以
輯
寧
訓
化

之
也
哉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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