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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
邉

縣

志

卷
十
四
藝
文
志

雜
文

一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定
邉
縣

藝
文

卷
十
四

雜
文

明潞
安
守
崔
鏞
協
署
題
名
記
都
督
徐
公
前
掛
征
西
平
羌
將
軍
印
因
疾

謝
政
歸
樂
於
林
臯
之
下
者
也
易
年
華
辛
酉
秋
套
衆
内
訌
延
之
西
以

衆
寡
失
利
民
不
安
其
居
者
六
旬
是
以
逺
邇
震
恐
天
子
有
西
顧
之
憂

詔
下
閣
部
議
起
忠
勇
舊
帥
以
安
攘
之
時
延
綏
御
史
大
夫
孫
公
持
疏

以
公
干
城
宿
將
有
經
濟
才
改
公
守
定
邉
副
總
兵
捍
禦
地
方
以
起
瘡

痍
公
聞
命
忠
勇

發
不
以
崇
卑
為
重
輕
即
單
車
赴
任
時
方
殘
破
之

餘
庻
事
叢
脞
之
際
公
酌
昔
凖
今
不
旬
月
百
廢
俱
興
營
伍
大
振
僚
屬

秉
命
可
謂
邦
家
之
光
邉
徼
之

矣
於
凡
經
畫
之
良
錯
綜
之
密
臬
司

陰
公
悉
記
其
勝
獨
題
名
未
舉
禮
余

之
余
謂
禮
莫
大
於
分
分
莫
大

於
名
宦
以
勒
名
分
理
所
當
然
稽
古
雍
州
銘
其
尤
者
出
隴
西
屯
金
城

入
玉
門
築
受
降
守
鄜
延
豐
功
偉
烈
千
載
而
下
耿
耿
乎
其
不
冺
矣
然

則
公
勒
是
石
豈
直
為
名
氏
爵
里
如
斯
而
巳
乎
葢
將
冀
後
之
為
將
者

忠
以
事
君
仁
以
愛
物
亷
以
約
已
勇
以
克
敵
能
此
四
者
庻
不
愧
於
古

人
不
然
非
勒
石
之
本
意
而
徐
公
之
望
孤
矣
於
戲
有
位
者
不
可
不
慎

也
嘉

慶

二

十

四

年

國
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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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
邉

縣

志

卷
十
四
藝
文
志

雜
文

二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李
泌
重
修
演
武
庭
記
予
以
陽
平
參
將
隨
征
西
醜
荷

皇
恩
授
定
邉
副
將
凱
旋
到
任
見
講
武
庭
卑
處
平
地
勢
將
傾
頽
旗
臺

照
壁
亦
皆
低
損
固
問
其
故
衆
曰
此
庭
去
舊
址
猶
在
二
十
步
之
外
被

山
水
浸
壊
前
□
高
公
捐
資
重
修
已
十
載
有
餘
連
年
山
水
時
發
淤
泥

漸
厚
故
臺
基
漸
卑
以
至
於
低
損
也
然
不
復
重
修
亦
非
無
故
繼
高
公

而
任
者
張
公
趙
公
張
公
甫
任
即
調
欲
修
而
未
及
修
趙
公
出
征
西
醜

欲
修
而
未
暇
修
所
以
延
至
今
日
低
損
益
甚
也
予
聞
之
竊
自
思
焉
武

職
有
營
伍
之
責
凡
夫
惠
愛
士
卒
嚴
明
止
齊
分
所
當
為
皆
宜
克
供
厥

職
而
講
武
之
地
不
修
其
何
以
時
簡
閲
勤
訓
練
乎
爰
是
率
標
員
損
資

修
補
將
親
督
土
作
適
奉
文
署
理
本
鎮
因
委
中
軍
馬
都
司
監
修
工
成

告
竣
庭
仍
三
間
也
臺
壁
俱
備
也
視
夫
前
之
卑
處
損
壊
者
不
已
高
而

且
新
乎
雖
然
予
之
重
修
非
踵
事
増
華
也
亦
豈
徒
以
肅
觀
瞻
耶
惟
願

同
我
標
員
盡
心
盡
職
善
教
兵
丁
俾
列
其
臺
下
者
皆
有
勇
而
知
方
庻

幾
報

國
恩
於
萬
一
耳
而
至
於
恢
濶
潤
色
以
俟
後
之
君
子
是
為
記
乾

隆

二

年

宋

題
闗
帝
庙
匾
額
敘
伏
惟
闗
聖
大
帝
䕶
國
佑
民
英
靈
千
古
我

朝
屢
加
封
號
至
隆
至
崇
天
下
官
軍
士
庶
無
不
起
敬
起
誠
庙
貌
可
不

壯
麗
整
肅
哉
余
自
癸
酉
嵗
仲
秋
署
理
定
邉
協
鎮
事
詣
禱
禮
畢
閲
庙

三
層
規
模
宏
厰
惟
年
遠
將
傾
兼
無
闗
將
軍
周
將
軍
配
殿
及
月
臺
鐘

鼓
樓
戲
臺
後
甬
道
洵
不
足
以
昭
祀
典
而
肅
觀
瞻
於
是
與
署
中
軍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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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
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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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十
四
藝
文
志

雜
文

三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司
解
聖
易
等
商
同
捐
俸
復
勸
本
營
官
兵
捐
銀
一
百
五
十
兩
協
屬
各

營
官
兵
捐
銀
一
百
餘
兩
紳
士
與
商
民
共
捐
銀
五
百
餘
兩
鳩
工
於
甲

戌
之
春
至
李
秋
吿
竣
嗚
呼
不
有
所
廢
其
何
以
興
此
千
秋
金
利
每
苔

纒
蘚
泐
於
當
時
而
六
代
琳
宫
仍
鳥
革
翬
飛
於
今
日
漢
觀
成
而
玉
梁

自
下
廬
峯
闢
而
銀
殿
飛
來
一
聲
谷
響
疑
賡
講
院
之
音
三
闋
漁
歌
似

亂
梵

之
唄
覩
大
觀
之
有
耀
藉
衆
心
之
樂
輸
焉
爰
書
於
匾

示
不

朽
云
爾
嘉

慶

二

十

年

宋

題
馬
王
庙
匾
額
叙
粤
稽
馬
王
之
為
世
所
尊
奉
也
久
矣
故
禮
著

春
祭
夏
祭
秋
祭
冬
祭
之
文
而
詩
歌
有
駵
有
驊
有
騅
有
駓
之
頌
蓋
禮

極
其
隆
盛
神
佑
其
蕃
滋
也
定
邑
馬
王
位
像
先
附
供
於
藥
王
洞
繼
附

供
於
火
神
庙
洵
不
足
以
昭
誠
敬
癸
酉
嵗
余
署
理
定
邉
協
鎮
事
詣
禱

之
餘
不
覺
心

遂
與
署
中
軍
都
司
解
聖
易
等
商
同
捐
俸
復
勸
本
營

官
兵
捐
銀
一
百
兩
紳
士
與
商
民
捐
銀
五
十
餘
兩
度
地
庀
材
鳩
工
建

庙
經
始
於
乙
亥
嵗
春
日
是
嵗
秋
九
月
落
成
嗟
乎
鵲
毛
秃
便
成
橋
蜃

氣
噓
能
結
市
頼
神
靈
之
呵
䕶
藉
衆
力
以
集
成
觀
峩
峩
之
貌
憑
式
是

依
烜
赫
赫
之
威
應
求
如
響
矣
爰
書
於
額
非
敢
自
云
建
立
亦
期
後
之

君
子
覩
垣
墉
而
塗
塈
茨
焉
是
為
敘
嘉

慶

二

十

年

碑
記

明兵
備
副
使
陳

撰
重
修
宏
法
寺
碑
記
斯
營
商
人
高
朝
陽
許
海
等
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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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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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
志

卷
十
四
藝
文
志

碑
記

四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富
而
好
善
人
也
一
旦
發
願
欲
重
修
營
之
内
西
北
古
刹
曰
宏
法
寺
余

嘉
其
善
念
復
下
通
判
劉
桐
遂
議
以
建
立
年
逺
殿
宇
星
散
可
重
修
以

為
經
久
之
基
余
允
之
且
以
余
儒
家
者
流
辭
而
闢
之
者
人
人
能
矣
弗

闢
而
崇
尚
者
亦
人
人
能
矣
余
俱
不
敢
復
為
勦
説
姑
以
其
理
明
而
大

聖
之
真
見
於
世
也
夫
聖
者
通
也
寂
然
不
動
感
而
遂
通
變
化
無
方
威

靈
莫
測
人
苟
善
則
降
之
以
福
不
善
則
降
之
以
殃
福
與
殃
之
積
率
由

於
一
念
之
發
今
夀
官
高
朝
用
指
揮
高
朝
毓
王
府
官
高
朝
陽
捐
施
者

同
心
共
濟
非
一
念
之
善
乎
余
不
之
拒
而
力
贊
其
成
是
以
四
人
日
夜

焦
勞
殫
竭
心
力
材
木
山
積
貨
泉
川
湧
凡
棟
宇
之
撓
折
者
瓦
甓
之
破

缺
者
藻

之
漫
漶
勿
鮮
者
悉
以
易
之
於
是
秋
七
月
僅
半
載
而
功
已

告
成
請
記
於
余
余
謂
天
地
生
生
之
理
不
息
而
氣
機
之
運
用
不
窮
二

者
相
因
如
寒
暑
晝
夜
迭
運
而
未
嘗
巳
也
然
則
是
寺
之
修
豈
非
理
勢

之
使
然
哉
余
詣
覩
其
功
殿
堂
崇
深
若
有
連
雲
之
勢
簷
楹
輝
煥
猶
有

炳
蔚
之
光
形
懸
曉
月
影
湛
長
虹
誠
為
夫
人
之
冀
幸
由
是
神
人
胥
悦

靈
貺
孔
彰
為
善
者
即
是
寺
而
益
勸
為
善
為
惡
者
即
是
寺
而
愈
改
其

惡
孰
不
相
化
是
四
人
者
雖
捐
一
已
之
資
未
始
有
期
於
人
人
之
慶
然

徳
望
流
邉

芳
聲
及
遐
邇
而
福
善
降
祥
必
然
也
但
莫
為
於
前
雖
美

而
弗
彰
莫
為
於
後
雖
盛
而
弗
傳
四
人
之
功
美
矣
盛
矣
余
猶
慮
其
無

傳
焉
計
殿
宇
共
三
十
餘
問
諸
佛
像
共
二
百
餘
位
碑
庭
一
座
鐘
鼓
樓

二
座
凡
宫
之
廊
廡
門
庭
垣
墉
丹
漆
視
為
之
而
不
力
者
奚
啻

壤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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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
邉

縣

志

卷
十
四
藝
文
志

碑
記

五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革
故
鼎
新
裒
多
益
寡
皆
高
許
等
捐
資
之
所
成
也
可
不
深
取
之
乎
凡

世
之
富
而
好
善
者
亦
可
以
勸
矣
是
為
記
萬

四

年

兵
備
副
使
姚
繼
可
撰
重
修
定
邉
城
隍
庙
記
嘗
謂
陽
為
善
惡
陰
為
報

應
此
理
難
明
不
可
取
必
然
無
所
利
而
為
善
無
所
畏
而
自
不
為
惡
惟

君
子
能
盡
其
在
我
有
所
慕
而
為
善
有
所
畏
而
不
敢
為
惡
乃
常
人
之

情
待
感
而
應
者
也
余
丁
丑
嵗
奉
命
飭
兵
定
邉
蒞
任
年
餘
迄
戊
寅
五

月
妻
忽
遘
病
昏
暈
輒
不
省
久
弗
瘳
雖
醫
藥
罔
效
也
乃
於
是
嵗
八
月

初
八
日
疾
復
作
視
昔
更
況
昏
暈
良
久
始
甦
云
得
城
隍
黙
佑
之
力
語

其
事
甚
詳
厥
後
果
漸
漸
愈
矣
予
感
其
靈
異
往
拜
謁
焉
見
其
庙
宇
卑

隘
止
正
殿
三
楹
廊
廡
寢
宫
俱
無
適
遇
舊
鎮
守

夏
總
戎
李
公
琦
喟

然
嘆
焉
謂
邉
地
素
尚
鬼
神
凡
他
寺
觀
皆
競
相
修
飾
城
隍
一
方
正
神

其
庙
貎
若
是
獨
無
動
念
者
乎
總
戎
李
慨
然
有
意
即
以
身
任
督
率
之

勞
遂
約
衆
施
財
協
助
卜
期
經
營
予
亦
量
捐
資
益
之
復
擇
鄉
民
高
朝

陽
取
貲
鳩
工
董
其
事
顧
舊
庙
基
濶
僅
三
丈
殿
後
深
坑
弗
堪
修
建
定

邉
副
總
兵
聶
公
大
經
撥
助
軍
夫
取
土
實
坑
本
營
操
守
李
茂
先
將
西

闗
空
地
易
民
間
隣
庙
地
基
東
西
各
擴
出
三
丈
地
基
始
定
於
是
建
大

門
三
楹
兩
廊
共
三
十
楹
内
敘
列
六
曹
像
正
殿
後
葢
捲
棚
後
建
寢
宫

一
座
塑
像
於
中
正
殿
亦
重
修
易
柱
増
高
焉
兩
閲
月
吿
成
觀
其
庙
貎

規
制
森
嚴
望
之
起
人
敬
畏
矣
李
公
琦
來
求
言
立
石
以

有
永
予
惟

以
善
惡
報
應
渺
㝠
難
知
固
不
可
盡
信
至
理
感
通
幽
㝠
無
間
亦
豈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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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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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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碑
記

六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盡
誣
哉
民
偽
日
滋
世
事

幾
君
子
盡
其
在
我
者
是
舉
也
使
人
曉
然

知
福
善
禍
滛
之
不
爽
皆
勉
為
善
不
敢
為
惡
於
治
道
豈
無
小
補
乎
哉

若
能
敬
鬼
神
而
逺
之
為
善
無
心
責
報
為
惡
惟
恐
加
誅
斯
又
吾
之
良

民
庻
乎
不
失
修
建
之
意
矣
萬

六

年

延
綏
糧
鹽
同
知
羅
昂
撰
重
修
鼓
樓
玉
皇
閣
記
此
閣
之
建
其
來
逺
矣

然
舊
無
磚
劵
止
平
地
植
木
即
今
劵
上
閣
是
巳
萬
厯
巳
巳
春
余
來
於

兹
見
城
中
巍
然
有
此
閣
也
其
意
美
其
制
善
但
年
久
圯
壊
至
次
嵗
丙

午
有
將
傾
狀
余
慮
其
損
傷
像
木
即
令
拆
之
噫
拆
之
易
矣
修
之
更
新

則
難
况
舊
無
磚
臺
高
址
猶
不
足
以

具
瞻
兹
欲
舉
而
高
大
之
則
又

難
㑹
有
軍
屯
向
武
當
進
香
者
余
問
之
僉
云
約
㑹
集
錢
赴
山
朝
禮
本

營
四
鄉
約
有
十
餘
㑹
集
有
百
餘
兩
余
即
諭
以
玉
皇
即
武
當
神
也
不

如
將
㑹
錢
修
閣
其
心
則
與
朝
一
矣
衆
欣
然
從
之
得
錢
米
百
五
十
兩

許
命
糾
首
鄉
約
雇
工
燒
造
磚
料
間
本
營
副
總
兵
陞
宣
府
總
兵
王
公

國
棟
繼
陞
榆
林
總
兵
王
公
成
各
捐
俸
採
柴
助
之
共
得
磚
一
十
五
萬

料
定
矣
其
工
匠
之
費
猶
難
也
䝉
先
任
靖
邉
道
王
發
銀
十
兩
嗣
男
崇

簡
發
銀
九
十
兩
共
百
兩
由
是
人
心
益
勸
各
輸
錢
米
以
助
乃
繼
陞
榆

林
總
兵
張
公
承
印
現
任
李
公
懐
信
發
衆
督
工
羣
匠
兼
作
即
本
營
男

婦
莫
不
褁
土
運
磚
不
約
而
至
不
令
而
速
不
俟
嵗
月
而
臺
基
樓
閣
儼

然
吿
成
夫
豈
人
力
乎
哉
則
神
矣
余
叙
其
始
末
以
識
萬

三

十

八

年

邑
貢
生
後
官
縣
丞
温
學
詩
撰
重
修
元
帝
庙
碑
記
定
陽
正
午
位
有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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邉

縣

志

卷
十
四
藝
文
志

碑
記

七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帝
庙
不
知
肇
建
於
何
時
嵗
攵
傾
圯
弗
堪
曕
仰
壬
子
嵗
㑹
有
善
風
鑑

者
謂
定
邉
四
靣
岡
巒

拱
形
勝
甲
諸
堡
獨
南
山
乾
溝
北
走
直
衝
本

營
真
所
謂
完
鏡
纎
塵
也
當
於
元
帝
庙
後
倚
北
樓
築
崇
臺
設
真
武
像

南
向
對
峙
則
風
氣
聚
而
形
勝
完
不
但
一
方
豐
樂
統
為
國
家
祈
天
永

命
培
植
萬
載
無
疆
之
休
其
禆
益
豈
渺
小
哉
於
是
鄉
之
父
老
蔡
友
倉

蘆
朝
綱
等
偕
俱
狀
白
之
監
司
汝
南
李
公
首
肯
之
輙
下
諭
於
糧
庭
大

名
劉
公
㑹
聚
鄉
耆
輩
共
議
可
否
僉
曰
可
於
焉
庀
材
砭
石
難
如
聚
沙

磨
杵
甃
砌
磚
臺
凡
三
座
第
一
重
臺
口

坊
榜
曰
一
天
門
東
西
小
殿

各
一
問
中
塑
馬
趙
二
帥
像
其
二
重
臺
口
亦
然
榜
曰
二
天
門
創
立
正

殿
四
楹
置
聖
父
母
像
於
其
中
列
全
真
二

於
左
右
最
上
創
殿
四
楹

中
安
元
帝
銅
像
一
尊
鐘
鼓
樓
各
一
座
坊
牌
榜
曰
三
天
門
舊
轉
角
大

殿
一
座
兩
廡
五
祖
七
真
殿
各
四
楹
儀
門
一
間
靈
官
藥
王
殿
二
間
大

門
四
楹
皆
坍
塌
剝
落
統
為
僦
工
命

雕
者
葺
之
損
者
完
之
金
碧
交

錯
丹
堊
爛
熳
外
屏
以
琉
璃
大
壁
而
週
迥
繚
之
以
垣
墉
庙
前
牌
坊
亦

易
琉
璃
而
五
彩
之
以
輝
以
煌
以
祀
以
將
規
模
大
倍
疇
昔
矣
肇
工
於

乙
卯
之
秋
告
成
於
戊
午
之
夏
以
盛
事
不
可
無
傳
也
乃
屬
於
文
以
識

之
余
以
為
元
帝
北
極
而
北
極
君
象
也
夫
人
既
知
竭
誠
以
事
神
余
知

善
端
一
啓
無
之
非
是
以
之
事
君
必
能
忠
以
之
事
親
必
能
孝
忠
孝
之

風
浹
洽
八
綋
此
雍

至
治
之
景
象
也
古
人
神
道
設
教
蓋
如
此
若
曰

緣
是
超
苦
海
獲
福
田
是
聾
瞶
而
人
也
非
余
所
能
知
也
凡
夫
助
緣
人



ZhongYi

定

邉

縣

志

卷
十
四
藝
文
志

碑
記

八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士
姓
名
咸
附
著
於
他
石
俾
後
之
覩
是
石
者
知
有
所
自
云
萬

四

十

六

年

温
學
詩
又
撰
元
帝
匾
記
崇
貞
壬
申
正
月
晦
恰
酋
包
藏
禍
心
因
總
戎

曹
公
偕
副
帥
張
公
約
監
軍
郡
丞
趙
公
密
議
軍
機
於
誾
門
輙
乘
機
勾

着
酋
開
東
門
以
納
虜
閉
南
門
以
距
我
師
遶
城
馳
驟
人
心
驚
疑
其
勢

誠
岌
岌
矣
三
公
聞
變
起
倉
卒
返
斾
遂
救
先
設
奇
兵
於
東
郊
内
防
奔

外
遏
虜
衝
從
南
門
併
力
攻
入
賊
懼
甚

城
拒
戰
東
門
首
矢
石
如

兩
門
弗
得
合
趙
公
督
兵
民
挽
牛
車
擁
板
為
楯
以
蔽
矢
石
遂
奪
東
門

而
扃
之
由
是
曹
公
戰
城
南
張
公
戰
城
北
賊
敗
競
潰
追
斬
叛
虜
百
四

十
有
奇
乎
大
亂
於
指
顧
間
俾
數
萬
生
靈
獲
免
於
鋒
鏑
之
惨
衢
歌
巷

舞
莫
不
慶
生
全
而
樂
完
聚
者
孰
非
元
帝
黙
佑
於
㝠
㝠
之
中
則
我
氣

揚
賊
膽
墜
地
不
覺
兑
啄
一
至
於
此
於
是
將
吏
士
民
往
往
樂
施
潔

粢
盛
備
禇
鏹
仰
酬
神
功
於
萬
一
因
記
其
事
用
諗
將
來
凡
後
之
納
降

者
要
當
知
狼
子
野
心
終
非
豢
養
所
能
覊
遠
鍳
前
代
近
懲
滿
孛
海
四

之
叛
雖
一
時
權
藉
其
力
必
周
慎
以
防
其
變
母
徒
博
招
徠
之
虛
名
釀

噬
臍
之
實
禍
將
封
疆

謐
宗
社
鞏
固
矣
謹
記
崇

貞

五

年

國
朝

書
丹
師
帝
賓
撰
重
修
定
城
南
寺
碑
記
壬
戌
之
秋
余
奉

天
子
命
來
鎮
斯
土
地
雖
巖
而
絃
誦
如
故
風
雖
勁
而
樸
魯
如
故
所
可

惜
者
兵
變
後
而
室
廬
邱
墟
征
調
繁
而
壁
壘
殘
廢
嘉
植
黄
茂
半
同
蕭

艾
爭
長
沙
埠
塵
堆
幾
同
郛
郭
並
峙
余
懼
弗
力
拮
据
補
苴
閲
明
年
殆



ZhongYi

定

邉

縣

志

卷
十
四
藝
文
志

碑
記

九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庻
幾
其
可
焉
居
無
何
有
僧
人
竗
源
者
詣
余
曰
定
陽
南
寺
舊
為
供
俸

觀
音
大
士
之
□
邑
乘
失
載
而
斷
碣
久
殘
不
知
創
之
何
代
父
考
相
傳

咸
謂
築
邑
以
居
而
已
然
矣
第

年
久
傾

益
甚
前
協
漳
海
柯
公
諱

彩
者
今
陞
南
陽
都
督
是
也
於
軍
興
旁
午
之
際
安
輯
哀
鴻
發
揚
蹈
厲

振
興
鞏
固
其
天
性
好
善
樂
施
復
於
諸
寺
庙
悉
出
清
橐
俾
令
重
修
間

有
不
逮
佐
以
募
化
以
故
是
寺
正
殿
度
大
而
兩
廡
更
新
靣
殿
塑
以
韋

䭾
䕶
法
上
下
偏
隅
置
有
香
積
僧
舍
複
道
周
匝
圍
墻

繞
前

山
門

三
楹
靣
拱
照
壁
森
立
而
且
簷
阿
華
彩
堦
砌
麟
集
雖
美
備
微
俟
徐
増

然
而
規
模
較
諸
疇
昔
宏
厰
已
是
役
也
肇
始
於
康

庚
申
嵗
落
成
於

壬
戌
秋
八
月
也
爰
勒
貞
珉
以

不
朽
敬
乞
以
文
嗟
乎
余
武
人
也
既

非
黙
成
而
上
之
姿
又
鮮
投
□
講
藝
之
學
余
何
文
哉
惟
是
目
見
其
事

誠
有
不
能
已
於
言
者
昔
先
王
之
立
教
也
安
愿
民
於
飲
食
敦
秀
士
以

詩
書
所
以
一
道
徳
而
同
風
俗
也
迨
其
後
人
異
其
趨
家
殊
其
學
禮
樂

刑
政
之
所
弗
治
者
一
聞
因
果
感
報
之
説
而
怵
然
懼
憬
然
悟
此
二
氏

之
學
凡
以
補
王
化
之
所
不
及
者
為
由
興
也
况
大
士
千
百
億
化
身
慈

悲
度
世
雖
愚
夫
愚
婦
皆
知
頂
禮
期
一
皈
正
是
故
聞
鐘
磬
聲
則
惕
然

以
思
期
無
壊
身
聞
迦
葉
語
則
翻
然
以
悟
解
無
生
理
自
是
而
臣
盡
忠

子
盡
孝
為
兄
弟
而
友
恭
為
夫
婦
而
和
睦
朋
友
而
信
義
交
免
人
倫
以

正
風
俗
以
醇
民
恃
以
安
物
恃
以
阜
凡
所
以
廣
大
士
之
教
者
一
如
王

化
之
所
必
及
者
也
昔
慧
恭
精
誦
尊
經
天
樂
繚
繞
而
楹
空
雨
花
零
霏



ZhongYi

定

邉

縣

志

卷
十
四
藝
文
志

碑
記

十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而
滿
地
夫
非
明
騐
也
哉
坡
公
不
云
乎
因
敬
生
悟
夫
敬
者
悟
之
門
也

悟
者
覺
之
路
也
雖
至
人
不
緣
色
相
而
神
道
設
教
必
由
入
庙
而
思
敬

然
則
斯
寺
之
修
又
何
可
已
哉
余
是
以
知
柯
公
之
好
善
也
先
成
民
而

致
力
於
神
也
都
人
士
之
景
行
也
能
思
齊
以
嫓
其
美
也
僧
竗
源
之
守

恒
也
能
載

寒
暑
卒
瘏
以
竟
其
事
也
故
樂
為
之
記
以
告
後
康

二

十

三

年

闗
帝
庙
重
修
匾
記
夫
闗
帝
心
乎
漢
室
者
也
當
炎
帝
將
終
羣
雄
並
起

董
卓
弄
權
曹
操
肆

斯
時
也
正
不
知
幾
人
帝
幾
人
王
而
已
不
可
問

矣

而
元
徳
公
者
乃
帝
室
之
胄
中
山
靖
王
之
後
也
帝
則
左
袒
從
之

布
大
義
於
天
下
為
之
扶
弱
劉
拒
强
曹
吞
勁
吳
而
漢
室
重
興
高
光
再

見
微
夫
人
之
力
不
及
此
迄
於
今
千
載
而
下
覆
載
之
中
祠
而
祀
之
者

比
比
然
也
余
定
陽
正
坎
位
有
庙
焉
年
逺
日
久
風
雨
飄
摇
榱
桷
零
落

基
址
凋
殘
於
是
總
鎮
柯
公
凉
州
總
鎮
董
公
協
鎮
麥
公
率
屬
員
士
庻

咸
捐
俸
資
而
行
宫
獻
殿
兩
廡
賽
樓
越
兩
年
而
告
成
以
文
屬
余
余
何

能
文
無
已
則
就
帝
之
芳
名
素
著
者
以
闡
揚
之
獲
于
禁
而
不
殺
仁
也

掛
印
封
金
義
也
秉
燭
達
旦
禮
也
水
渰
七
軍
智
也
華
容
釋
曹
信
也
威

鎮
華
夏
雄
也
五
闗
斬
將
勇
也
而
帝
之
立
身
行
已
如
是
安
得
不
與
日

月
爭
光
天
地
並
立
哉
後
之
入
斯
庙
覩
斯
誌
者
知
將
心
切
景
仰
令
庙

貎
常
新
而
引
祀
典
於
勿
替
云
康

三

十

五

年

靖
庠
増
廣
生
陳
章
撰
重
修
三
義
庙
碑
記
甚
矣
兄
弟
朋
友
之
間
至
今

日
而
極
矣
葢
兄
弟
以
情
合
者
也
朋
友
以
義
勝
者
也
今
之
好
為
通
譜



ZhongYi

定

邉

縣

志

卷
十
四
藝
文
志

碑
記

十
一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往
往
非
族
聫
族
而
䦧
墻
之
變
多
慙
徳
焉
苟
於
訂
盟
往
往
指
天
誓
日

而
凶
終

末
多
反
復
焉
是
知
兄
弟
但
取
同
心
而
不
取
同
姓
朋
友
第

觀
同
徳
而
不
觀
同
宗
試
看
桃
園
三
義
以
異
姓
而
朋
友
朋
友
而
兄
弟

兄
弟
而
君
臣
始
終
無
渝
堅
若
金
石
其
情
義
之
炳
昭
蓋
不
啻
日
月
經

天
江
河
行
地
萬
載
而
下
神
而
欽
之
者
無
人
無
之
庙
而
尸
之
者
無
地

無
之
噫
嘻
其
維
係
於
倫
常
者
豈
淺
鮮
哉
吾
地
南
闗
外
舊
有
三
義
庙

殿
僅
三
楹
康

嵗
矢

者
慨
然
廓
大
之

以
迥
廊
建
獻
殿
闢
戲
樓

巍
然
改
觀
獨
是
地
勢
卑
下
新
創
者
亦
就
其
規
模
而
未
計
及
於
後
則

年
日
久
遠
不
免
浸
潤
頽

之
患

有
山
陜
客
人
十
方
院
持
僧
福
夀

者
飛
錫
於
此
及
五
六
年
矣
修
庙
建
寺
諸
善
工
無
不
攘
臂
為
之
覩
此

庙
勢
倐
動
深
慮
於
是
持
鉢
走
募
十
方
高
其
基
址
另
為
恢
濶
禪
院
香

積
罔
不
俱
備
莫
不
輝
煥
大
工
吿
落
意
欲
勒
貞
珉
鐫
姓
諱
以

久
逺

故
丐
言
於
余
余
思
三
義
人
紀
之
所
闗
風
化
之
所
係
也
故
不
惜
數
行

以
紀
其
勝
云
康

四

十

三

年

邑
貢
生
牛
薦
撰
重
修
闗
帝
庙
碑
記
國
家
崇
儒
重
道
帝
庙
之
尊
次
於

文
庙
春
秋
致
祭
上
祀
先
公
典
制
儀
文
煌
煌
乎
超
越
前
代
矣
定
邑
為

秦
邉
要
衝
文
經
武
緯
內
安
外

永
享
太
平
之
福
足
徴
盛
世
嘉
祥
然

亦
豈
無
黙
䕶
於
㝠
漠
之
表
者
乎
年
來
凡
屬
正
祀
神
祇
祠
壇
俱
煥
然

維
新
獨
我
闗
夫
子
庙
内
外
仍
舊

年
多
漸
至
剝
落
計
其
工
費
雖
不

便
估
報
動
修
而
及
時
補
葺
亦
理
勢
所
不
容
緩
輿
情
所
同
悦
者
也
爰



ZhongYi

定

邉

縣

志

卷
十
四
藝
文
志

碑
記

十
二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是
公
議
重
修
捐
資
興
工
鎮
斯
土
者
亦
以
事
屬
善
舉
從
衆
樂
為
因
而

闔
營
倡
於
前
市
㕓
繼
於
後
随
心
施
則
共
勷
厥
事
工
始
於
四
月
吉
日

告
竣
於
五
月
初
旬
正
殿
之
脊
瓦
維
新
非
復
前
此
之
弗
蔽
風
雨
者
矣

獻
殿
之
墻
門
鞏
固
非
復
前
此
之
傾
圯
破
裂
者
矣
且
兩
廡

飾
也
不

同
於
向
時
之
損
壊
大
門
磚
砌
也
不
同
於
向
時
之
礫
碎
樂
樓
増
粧
也

更
勝
於
前
日
之
瞻
觀
猗
與
美
哉
庻
幾
以
享
以
祀
以
妥
以
侑
以
介
景

福
焉
耳
立
議
者
誰
左
司
劉
威
然
右
司
張
鵬
飛
也
經
理
者
誰
外
委
趙

成
領
旗
魯
國
友
張
英
也
糾
工
者
誰
領
旗
劉
萬
昌
管
隊
張
俊
石
光
化

也
勒
石
書
記
以
為
後
之
好
善
樂
施
者
勸

訓
導
賈
爾
錞
撰
重
修
東
嶽
庙
碑
記
岱
宗
之
祀
遍
滿
寰
區
葢
以
捍
災

禦
患
使
下
民
陰
受
其
福
故
祀
之
者
夥
非
若
世
俗
所
謂
刀
山
劍
樹
輪

廻
生
死
之
謂
也
然
而
君
子
之
為
善
也
無
俟
於
勸
衆
人
之
不
為
惡
也

必
藉
於
懲
懲
生
於
畏
畏
生
於
見
不
知

立
本
當
年
何
所
見
聞
作
此

幻
想
雷
車
鬼
斧
離
奇
變
態
以
洩
嶽
帝
之
秘
以

嚴
酷
之
案
使
千
百

世
下
海
字
日
出
若
男
若
女
若
老
若
幼
咸
震
攝
一
世
之
人
心
褫
奪
奸

人
之
狂
魄
以
至
此
極
耶
是
以
元
惡
巨
蠧
間
有
漏
王
章
而
不
能
逃
陰

譴
則
神
道
設
教
直
以
補
王
法
之
不
逮
洵
至
教
哉
定
邑
嶽
庙
聞
自
天

啓
年
始
移
此
地
規
制
卑
隘
弗
稱
帝
居
目
擊
者
早
有
鼎
新
之

繼
於

雍
正
五
年
山
水
瀑
漲
半
畝
宫
闕
盡
在
沙
壅
泥
淤
中
矣
邑
人
士
共
發

厥
誠
庀
材
鳩
工
經
始
於
雍
正
六
年
落
成
於
雍
正
十
二
年
此
七
年
中



ZhongYi

定

邉

縣

志

卷
十
四
藝
文
志

碑
記

十
三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踏
破
鐵
鞋
嘔
盡
心
血
者
難
一
二
數
以
故
卑
者
崇
之
隘
者
濶
之
圯
者

新
之
缺
者
補
之
正
殿
巍
巍
廊
廡
翼
翼
頭
門
二
門
以
及
賽
神
之
樂
樓

無
不
嵯
嵯
而
峩
峩
周
以
繚
垣
樹
以
榆
柳
帝
容
煥
金
碧
之
光
侍
從
顯

猙
獰
之
威
於
以
妥
神
則
捍
災
禦
患
裕
如
也
於
以
牖
民
則
遷
善
改
過

霍
如
也
主
事
者
誰
邑
之
文
武
達
宦
也
倡
議
者
誰
邑
之
㑹
社
紳
耆
也

助
貲
者
誰
邑
之
義
民
賢
商
與
闔
營
之
兵
弁
也
經
理
獨
任
者
誰
則
諸

生
梁
宗
晉
也
併
記
之
以
俟
於
後
雍

正

十

二

年

邑
貢
生
牛
薦
撰
十
方
禪
院
粧
修
工
竣
序
定
陽
南
闗
商
賈
驛
路
衝
繁

往
來
車
轂
擊
人
肩
摩
宛
然
富
麗
景
象
也
旁
有
禪
院
一
所
為
僧
㑹
司

主
持
之
利
暮
鼓
晨
鐘
醒
迷
覺
悟
梵
音
磬
聲
入
耳
警
心
步
其
内
殿
宇

輝
煌
清
肅
幽
雅
不
覺
諸
緣
皆
空
有
出
塵
脱
俗
之
想
焉
真
所
謂
閙
中

取
靜
城
市
山
林
也
然
而
禪
院
之
由
來
久
矣
今
則
煥
然
維
新
焉
人
見

其
莊
嚴
法
華
金
碧
色
相
丹
艧
耀
目
玲
瓏
彰
彩
與
夫
禪
室
之
寂
靜
市

㕓
之

拱
咸
嘖
嘖
嘉
賞
之
抑
曽
思

年
來
經
營
搆
造
捐
貲
修
飾
屢

費
辛
勤
而
後
漸
次
以
成
之
乎
况
夫
莫
為
之
先
雖
美
弗
彰
莫
為
之
後

雖
盛
弗
傳
今
之
終
美
者
功
固
不
朽
而
始
之
創
建
與
繼
之
重
修
者
亦

未
可
湮
没
而
弗
傳
不
然
則
後
之
不
知
有
今
亦
猶
今
之
不
知
有
昔
矣

愚
不
辭
固
陋
於
工
竣
之
期
畧
述
其
始
末
而
序
之
此
院
昉
於
何
時
明

神
宗
三
十
五
年
也
誰
為
重
修
者
候
推
都
司
王
進
孝
時
康

二
十
五

年
也
繼
又
發
心
捐
修
者
管
理
塘
務
旗
員
花
色
首
倡
厥
事
而
闔
城
共



ZhongYi

定

邉

縣

志

卷
十
四
藝
文
志

碑
記

十
四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勷
焉
時
在
康

五
十
六
年
也
兹
者
内
外
齊
備
潤
色
昌
明
工
興
於
數

嵗
告
成
於
今
秋
罄
數
年
之
積
貲
為
一
邑
之
觀
瞻
屢
經
寒
暑
獨
苦
心

力
圓
滿
建
醮
設
壇
施
濟
是
又
誰
之
功
與
乃
鑑
如
和
尚
明
如
禪
流
也

孟
子
云
守
先
以
待
後
覩
斯
善
果
其
亦
紹
往
而
開
來
者
乎
後
之
人
庻

幾
循
流
以
溯
源
由
始
而
知
終
矣
是
為
序
乾

隆

十

七

年

又
撰
魯
班
庙
工
成
記
作
者
之
謂
聖
述
者
之
謂
明
統
緒
相
傳
儒
宗
大

道
固
然
即
百
工
技
藝
亦
有
前
事
而
為
後
事
之
師
制
器
尚
象
教
學
綿

延
益
於
國
家
利
於
民
生
因
流
溯
源
不
忘
本
者
定
邑
初
無
魯
班
庙
雍

正
四
年
邑
庠
生
吳
建
基
捨
地
一
塊
近
於
大
寺
之
西
側
財
神
庙
白
衣

寺
之
中
隅
木
工
陳
起
政
傅
潤
鐵
匠
李
有
忠
倡
於
其
首
盧
順
等
附
於

其
次
創
建
神
庙
三
楹
台
堦
大
門
粗
備
而
工
未
竣
延
至
乾
隆
年
間
募

資
捐
施
城
闗
市

皆
有
同
心
其
庙
之
槅
扇
脊
瓦
乃
全
而
神
像
猶
未

燦
煥
維
時
公
議
中
塑
老
君
左
塑
魯
班
而
右
邉
一
楹
空
有
待
詔
藝
人

等
發
心
隨
力
塑
羅
祖
像
於
焉
庙
貎
昭
著
供
祀
不
替
亦
有
年
矣
兹
者

木
工
人
等
復
有
修
補
樑
下
花
板
之
舉
工
成
吿
享
欲
叙
始
末
以

經

久
而
屬
詞
於
余
竊
思
柱
下
史
職
函
闗
紫
氣
道
徳
五
千
言
太
上
感
應

篇
固
為
道
教
之
宗
而
金
爐
推
尊
亦
代
逺
相
沿
人
心
所
在
必
為
神
靈

式
憑
矣
孟
子
章
句
公
輸
之
巧
規
矩
以
成
方
員
蓋
既
竭
目
力
不
可
勝

用
秦
漢
以
來
工
匠
供
祀
磚
泥
咸
欽
亦
相
傳
而
不
改
焉
至
若
凈
髪
一

藝
其
在
前
代
童
少
所
藉
僧
尼
必
需
而
本
朝
薙
髪
普
天
永
遵
因
人
以



ZhongYi

定

邉

縣

志

卷
十
四
藝
文
志

碑
記

十
五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事
神
亦
不
誣
也
總
之
前
事
為
後
事
之
師
有
創

必
有
繼
述
此
庙
之

祭
享
雖
弗
載
於
祀
典
而
其
術
其
業
益
於
國
家
利
於
民
生
因
流
溯
源

而
供
奉
焉
誠
不
忘
本
之
禮
意
也
由
此
推
之
臣
不
忘
君
子
不
忘
親
弟

不
忘
師
民
生
於
三
事
之
如
一
誰
謂
觀
於
形
而
下
之
器
不
可
以
悟
形

而
上
之
道
耶
凡
有
入
而
瞻
神
像
者
或
亦
有
感
於
斯
言
乾

隆

三

十

四

年

邑
貢
生
馬
慎
言
撰
通
濟
橋
碑
記
二
道
溝
有
橋
由
來
久
矣
地
屬
於
靈

境
隣
於
定
陜
甘
之
聲
氣
通
焉
車
馬
之
衝
繁
係
焉
誠
要
路
也
余
未
知

建
自
何
時
聞
前
之
補
修
巳
屢
矣
近
復
傾

業
巳
崩
墜
吾
定
邑
郭
君

美
玊
不
忍
坐
視
誓
欲
重
修
奈
功
程
浩
大
獨
力
難
支
以
故
募
化
庀
材

興
工
於
丙
午
之
夏
落
成
於
丙
午
之
秋
由
是
共
樂
蕩
平
不
限
天
涯
於

咫
尺
同
歌
砥
矢
誰
悲
岐
路
於
窮
途
兹
復
勒
石
書
名
以

久
逺
因
問

序
於
余
余
故
即
巔
末
爰
秉
筆
而
為
之
序
乾

隆

五

十

三

年

又
撰
通
濟
橋

記
帝
君
云
修
岐
嶇
之
路
造
往
來
之
橋
尤
功
徳
之
顯

見
者
也
郭
君
美
玉
者
見
此
橋
損
傷
挺
身
首
事
不
一
年
而
落
成
蕩
蕩

平
平
若
涉
大
川
誠
盛
事
也
有
靈
之
蔣
君
三
仕
詣
余
言
曰
梵
王
之
宇

老
子
之
宫
尚
可
邀
福
於
一
身
况
修
橋
之
功
往
來
者
無
慮
波
餘
行
道

者
功
等
慈
津
而
竟
冺
没
不
傳
也
余
曰
善
君
之
排
難
解
紛
矜
孤
恤
貧

種
種
善
端
因
即
功
徳
之
顯
見
者
爰
秉
筆
為
記
以
誌
君
之
盛
徳
不
朽

云
乾

隆

五

十

三

年

紅
柳
溝
文
昌
閣
碑
記
文
昌
帝
君
天
上
文
衡
人
間
福
主
固
有
求
必
應



ZhongYi

定

邉

縣

志

卷
十
四
藝
文
志

碑
記

十
六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無
感
不
通
者
也
紅
柳
溝
原
無
樓
閣
武
生
郭
君
名
玳
字
美
玉
者
好
善

樂
施
發
心
創
建
於
是
既
捐
已
財
復
募
衆
善
遂
於
鎮
之
東
南
立
其
基

址
定
其
規
模
糾
工
庀
材
興
作
於
庚
戌
之
夏
上
下
高
卑
親
為
擘
畫
土

木
金
石
日
費
經
營
不
數
月
而
凌
雲
射
斗
者
遂
屹
然
特
起
焉
乃
未
及

完
美
而
君
忽
赴
玉
樓
之
召
矣
當
斯
時
也
其
誰
不
切
半
途
之
慮
乎

其
弟
武
舉
名
璵
者
克
繼
厥

不
廢
前
功
上
塑
魁
星
神
像
中
塑
文
昌

神
像
配
侍
朱
綠
無
不
得
宜
由
是
觀
乎
其
外
畫
棟
雕
梁
也
入
乎
其
中

披
金
佩
玉
也
使
非
其
兄
創
始
其
弟
作
成
何
以
巍
然
在
望
煥
然

觀

哉
蓋
作
善
降
祥
帝
君

訓
故
其
子
永
崇
蔚
子
發
秀
於
是
嵗
而
並
列

膠
庠
詎
非
有
求
必
應
無
感
不
通
之
明
騐
與
適
有
信
士
趙
保
舍
牌
一

座
因
舉
斯
樓
之
巔
末
并
施
財
之
姓
名
鐫
刻
於
上
以

久
逺
然
要
非

徒
紀
其
嵗
月
巳
也
將
使
後
之
君
子
觀
前
人
之
用
心
而
時
加
敬
重
庻

斯
文
之
有
永
云
爾
乾

隆

五

十

七

年

署
安
邉
理
事
同
知
多
福
重
修
闗
帝
庙
碑
記
安
邉
闗
帝
庙
創
自
何
年

逺
不
可
稽
辛
未
仲
春
余
攝
篆
兹
土
謁
庙
之
初
見
殿
宇
欹
頽
心
甚
悚

然
竊
思
帝
之
忠
義
炳
昭
古
今
薄
海
内
外
咸
相
敬
禮
安
邉
地
處
荒
陬

依
然
四
民
萃
集
查
覽
前
有
萬

四
十
二
年
副
將
姚
徳
明
率
屬
劉
保

等
重
修
正
殿
兩
廊
建
修
獻
殿
寢
宫
戲
樓
正
樑
額
記
繼
有
康

二
十

二
年
守
備
李
毓
龍
率
商
士
建
修
牌
樓
照
壁
廊
廡
圍
墻
碑
碣

忍
庙

貎
傾

如
是
不
為
之
整
理
乎
惟
余
下
車
伊
始
實
有

難
伸
旦
邉
地



ZhongYi

定

邉

縣

志

卷
十
四
藝
文
志

碑
記

十
七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荒
旱
連
年
亦
何
能
驟
舉
而
余
心
總
悚
然
莫
釋
迨
壬
申
夏
五
月
尚
不

兩
望
澤
孔
殷
余
設
壇
帝
前
䖍
心
黙
禱
曰
神
佑
萬
方
安
邉
屢
年
歉
收

仰
祈
轉
歉
為
豐
當
捐
俸
募
資
啓
新
庙
宇
未
幾

邀
神
佑
得
沛
甘
霖

是
秋
有
成
癸
酉
嵗
又
復
兩
暘
時
若
帝
之
靈
應
誠
昭
昭
也
於
是
余
先

捐
俸
本
堡
士
商
隨
同
輸
資
并
出
士
商
舊
存
捐
銀
八
百
兩
復
得

條

梁
定
邉
城
各
士
商
捐
銀
共
勷
之
即
擇
紳
士
等
庀
材
經
理
無
不
踴
躍

從
事
於
癸
酉
五
月
興
工
甲
戌
九
月
落
成
計
修
正
獻
殿
各
五
間
東
西

配
殿
六
間
鐘
鼓
樓
二
座
東
西
廊
房
三
十
間
樂
樓
五
間
東
西
牌
樓
二

座
山
門
三
間
東
西
角
門
二
間
牌
樓
照
壁
各
一
座
僧
房
九
間
又
置
徳

盛
油
房
一
所
計
五
十
三
間
價
銀
四
百
六
十
二
兩
每
嵗
得
房
租
錢
六

十
千
文
為
終
年
香
火
之
資
告
竣
之
日
焚
香
禮
叩
仰
瞻
聖
容
嚴
肅
庙

貎
巍
峩
覺
向
之
悚
然
莫
釋
者
一
旦
而
心
始
得
貼
然
矣
回
憶
前
此
荒

旱
頻
仍
今
兹
嵗
豐
民
裕
益
欽
帝
之
靈
應
誠
昭
昭
也
因
崇
其
號
曰
保

安
寺
以
冀
後
之
官
斯
土
者
鑒
余
一
念
之
誠
得
䝉
靈
應
如
響
庻
幾
隨

時
補
葺
俾
殿
宇
以
常
新
入
庙
欽
誠
荷
神
靈
之
永
佑
此
固
余
之
所
深

而
亦
闔
堡
士
商
之
所
深

也
是
為
記
嘉

慶

十

九

年

訓
導
李
簡
臣
撰
重
修
文
庙
碑
記
蓋
一
邑
之
中
學
校
為
先
學
校
之
興

文
庙
為
重
我
國
家
之
尊
崇
至
聖
先
師
較

代
為
極
隆
每
遇
春
秋
二

丁
必
先
備
其
陳
設
考
其
器
數
俾
祀
典
申
䖍
歌
容
兼
盛
者
誠
欲
使
天

下
士
庻
潛
形
黙
化
共
躋
於
詩
書
禮
樂
之
域
是
文
庙
之
設
基
址
必
宜



ZhongYi

定

邉

縣

志

卷
十
四
藝
文
志

碑
記

十
八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寛
廣
宫
墻
必
宜
壯
麗
非
徒
以
肅
觀
瞻
實
所
以
重
文
教
也
定
邑
自
雍

正
九
年
設
縣
十
二
年
邑
侯
佟
公
鉅
請
修
文
庙
未
竣
邑
侯
林
公
天
章

接
建
成
之
規
模
頗
極
宏
厰
迄
今
八
十
餘
年
風
雨
剝
蝕
若
大
殿
後
殿

尊
經
閣
兩
廡
雖
經

任
邑
侯
司
學
問
加
修
補
而
一
切
墻
垣
臺
砌
馬

頭

扇
幾
有
欹
斜
傾
頽
之
勢
他
如
名
宦
郷
賢
忠
孝
祠
櫺
星
門
泮
池

兩
坊
以
及
官
㕔
均
經

頽
僅
存
堦
基
荒
陋
之
不
治
於
斯
為
極
癸
酉

仲
春
余
蒞
斯
學
見
而
心
惻
以
獨
力
難
支
未
經
舉
議
甲
戌
孟
春
新
任

邑
侯
范
公
掄
策
詣
庙
謁
聖
禮
畢
目
擊
傾
圯
情
形
不
禁
喟
然
曰
庙
貎

零
落
如
斯
夫
豈
尊
禮
至
聖
敦
崇
文
教
之
道
耶
遂
厯
述
其
前
蒞
神
木

孝
義
等
處
恭
修
文
庙
創
興
學
校
數
事
維
時
少
尹
宋
公
謙
隨
焉
聞
言

前
揖
力
請
倡
舉
余
固
贊
勸
之
范
公
復
日
頃
吾
所
言
實
存
此
舉
於
是

設
席
延
請
邑
中
紳
士
集
議
范
公
與
協
鎮
宋
公

首
先
捐
俸
署
中
軍

都
閫
解
公
聖
易
司
㕔
宋
公
大
相
李
公
成
龍
並
宋
少
尹
與
余
均
隨
捐

俸
諸
紳
士
亦
俱
踴
躍
捐
資
即
於
季
春
擇
吉
祀
土
興
修
其
間
諸
生
總

理
者
有
武

道
姜
大
魁
劉
觀
海
督
理
者
有
劉
創
基
李
長
發
陳
中
選

常
山
甫
楊
㘬
師
主
善
劉
希
周
李
奉
青
汪
進
福
日
事
稽
察
鳩
工
庀
材

殿
廡
尊
經
閣
之
欹
墜
在
在
繕
葺
也
名
宦
鄉
賢
忠
孝
祠
之
廢

創
修
也
門
坊
池
㕔
之
玬
榻
一
一
興
舉
也
諸
生
備
極
辛
勤
無
稍
間
斷

閲
半
載
工
固
質
樸
由
是
前
後
内
外
煥
然
聿
新
此
固
有
頼
於
范
公
倡

舉
之
力
亦
至
聖
有
靈
俾
范
公
之
得
蒞
斯
土
有
以
振
興
定
邑
之
文
教



ZhongYi

定

邉

縣

志

卷
十
四
藝
文
志

碑
記

十
九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於
不
墜
也
外
若
城
東
南
隅
文
昌
閣
並
學
署
明
倫
堂
及
門
墻
廂
屋
俱

加
修
補
核
計
是
工
幾
費
千
百
餘
金
爰
勒
碑
記
冀
後
之
君
子
覘
文
思

義
焉
兹
值
修
葺
工
竣
謹
敘
以
昭
久
逺
云
嘉

慶

十

九

年

刑
部
司

王
銓
撰
重
修
闗
帝
庙
碑
記
嵗
癸
酉
夏
四
月
鎮
標
遊
府
宋

公

來
攝
定
協
篆
謁
闗
帝
庙
禮
成
之
後
周
視
殿
楹
廊
廡
門
樓
規
模

雖
備
措
置
失
宜
一
切
丹
漆
彩
畫
中
多
剝
落
思
為
重
建
謀
諸
署
中
閫

解
公
聖
易
欣
然
曰
是
固
易
所
蓄
意
已
久
未
及
施
功
而
亦
副
總
兵
曹

公
子
元
暨
其
哲
嗣
福
夀

也
於
是
勸
率
闔
標
兵
弁
齊
力
捐
輸
及
廣

募
士
庻
客
商
延
至
甲
戌
夏

興
工
先
補
葺
正
殿
獻
殿
錯
螭
鏤

髹

金
暈
碧
以

觀
瞻
繼
於
正
殿
旁
建
兩
夾
室
内
祀
忠
孝
顯
忠
二
王
像

以
配
饗
獻
殿
前
展
築
月
臺
以
瞻
禮
臺
左
右
列
鐵
塔
鼎
以
焚
化
體
統

綦
嚴
肅
也
規
模
甚
壯
麗
也
至
於
樂
樓
舊
建
卑
隘
每
逢
朔
望
出
入
必

傴
僂
摳
衣
恐
失
之
褻
乃
築
基
改
建
添
砌
甬
道
磴
道
自
山
門
以
達
樓

後
中
間
設
立
門
屏
俾
嵗
時
祝
祭
者
咸
無
失
容
焉
若
夫
鐘
鼓
舊
置
於

殿
上
陋
矣
兹
則
建
兩
岑
樓
於
樂
樓
旁
設
虡
以
樹
鏞
崇
牙
以
懸
鼉
峻

起
於
地
聲
聞
於
天
非
徒
以
炫
耳
目
實
用
以
鳴
神
威
也
他
如
東
西
兩

廡
損
者
修
之
舊
者
新
之
則
彩
餙
黝
堊
之
功
多
復
於
庙
西
隅
置
韓
姓

地
建
葢
道
院
則
守
斯
庙
者
自
不
廢
晨
暮
香
火
邑
侯
范
公
掄
策
同
少

尹
宋
公
謙
除
修
獻
殿
内
墻
畫
工
外
又
撥
捐
舊
養
濟
院
官
地
一
叚
建

官

立
廂
室
以
為
春
秋
祭
祀
時
更
衣
退
息
所
庀
材
鳩
工
經
始
於
孟



ZhongYi

定

邉

縣

志

卷
十
四
藝
文
志

碑
記

二
十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夏
告
成
於
季
秋
統
計
修
補
殿
宇
庙
廡
二
十
有
六
間
創
建
配
殿
樓
座

十
有
二
間
角
門
二
間
左
右
兩
哨
宋
公
大
相
李
公
成
龍
李
公
梅
不
辭

勞
瘁
以
勷
厥
工
弁
隊
兵
丁
不
惜
餘
力
以
成
其
事
可
不
謂
一
時
之
盛

舉
百
世
之
功
徳
歟
要
之
事
惟
創
始
艱
而
繼
工
較
易
是
舉
也
繼
之
前

人
之
功
稍
為
創
作
無
不
煥
然
聿
新
後
之
蒞
斯
地
者
吾
願
思
艱
圖
易

時
加
修
葺
庻
足
妥
神
靈
而
答
帝
庥
以
永
曹
公
宋
公
解
公
之
盛
事
於

不
朽
也
是
為
記
嘉

慶

十

九

年

補
遺

鹽
塲
堡

課
大
使
蘇
廷
舒
重
修
鹽
神
庙
甘
肅
靈
州
州
同
李
大
槱
撰

碑
記
嘉
慶
癸
酉
秋
東
海
蘇
公
屏
山
奉

命
來
董
定
邉
鹺
政
下
車
三
載
惠
商
恤
民
敬
老
禮
賢
興
利
除
弊
謳
歌

孔
邇
有
日
矣
誠
和
之
氣
感
召
休
祥
若
有
黙
相
之
者
㑹
所
屬
之
鹽
塲

堡
舊
有
鹽
神
庙
創
建
既
久
棟
宇
頽

追
維
源
本
思
葺
而
新
之
有
賀

生
蘭
峯
田
生
有
華
諸
信
善
士
咸
起
而
奔
走
贊
勷
之
維
月
若
曰
醵
金

貲
土
木
之
費
告
備
始
鳩
工
塗
塈
以
是
庙
貌
鼎
新
工
告
訖
功
從
事
諸

君
皆
精
白
矢
誠
經
營
勞
勩
凡
五
十
一
人
樂
觀
厥
成
籌
紀
其
事
以
貽

厥
後
遂
因
炳
堂
胡
先
生
以
吿
將
碑
以
記
之
槱
惟

以
紀
事
記
以
章



ZhongYi

定

邉

縣

志

卷
十
四
藝
文
志

碑
記

二
十
一

定邉

職
業
學
校
印

之
式
圖
有
永
其
曷
敢
以
弗
文
辭
乃
颺
言
曰
鹽
之
孔
溥
故
神
為
之
靈

特
著
昔
大
禹
列
九
州
海
岱
貢
鹽
粤
若
成
周
有
鹽
人
掌
其
事
及
管
仲

相
齊
肇
興
鹽
筴
國
用
富
强
後
世
漠
唐
始
置
鹽
鐵
諸
官
經
理
備
載
於

史
然
皆
内
地
之
鹽
繼
乎
龜
兹
鹽
池
兼
贍
兵
餉
邉
鹽
之
利
始
於
嗣
見

其
間
董
義
之
協
宜
於

池
之
豐
嗇
天
時
地
利
亦
若
有
主
之
者
從
官

以

之
有
不
虞
之
備
而
皇
神
相
之
以
能
保
我
子
孫
黎
民
出
作
入
息

嵗
益
日
新
相
安
於
勤
苦
衣
食
沐
膏
澤
共
課
賦
幾
忘
夫
神
之
功
徳
涵

煦
迄

昭
尚
二
百
餘
年
之
深
矣
今
蘇
公
首
倡
義
舉
翬
飛
巍
煥
報
賽
以
時
庙

堂
肸
嚮
飶
芬
椒
香
之
達
與
我
公
之
懿
徳
仁
聲
共
洋
溢
於
口
碑
傳
頌

聞
將
見
神
庥
之
佑
及
一
方
者
實
同
蘇
公
之
澤
而
俱
永
也
公
夙
有
令

聞
簪
纓
奕
業
積
厚
流
光
行
膺
大
邦
善
地
自
今
俾
藏
俾
嘉
康
氏
阜
物

列
諸
貞
珉

芳
久
逺
所
以
舊
興
來
許
繼
述
濟
美
敢
無
望
於
後
之
君

子
歟
槱

不
敏
樂
拜
手
稽
首
而
為
之
序
嘉

慶

十

八

年

把

總

郭

成

俊

廪

生

郭

樞

同

立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