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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
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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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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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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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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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
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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亭

漢
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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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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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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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
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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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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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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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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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封
王
遷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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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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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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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
爲

平

邱

縣

封
初
原
二
邑
東
魏
始
合
爲
一
春
秋
曰
黃
池
曰

平
邱
曰
蟲
牢
曰
長
邱
皆
在
境
內
唐
師
古
曰
會
在
豫

州
外
方
之
北
書
曰
河
濟
惟
兖
州
則
封
爲
兖
豫
二
州

之
地
無
惑
矣
壄
土
四
而
曠
平
亡
扼
塞
阻
奧
然
提
封

百
里
周
宋
皆
附
京
畿
宻
邇
會
城
獨
當

北
一
面
實

省
會
藩
屏
云

近
遭
河
決
城
復
於
隍
封
父
亭
翟
母

墓
皆
蕩
然
靡
可
復
考
而
兖
豫
之
界
時
切
震
隣
爲
北

門
鎻
鑰
計
者
修
陴
浚
隍
以
壯
屏

似
亦
無
容
少
□

云
星
野

攷
星
垣
吾
封
繫
角
亢
而
氐
房
心
撡
入
焉
天

官
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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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

亢

氐

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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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
宮

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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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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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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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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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
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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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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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
亢
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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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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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
亢
下
繫
於
氐
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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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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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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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二

爲
天
根
入
房
五
度
入
心
一
度
盖
天

的
歴
盤
摶
猶
野

土
吞
吐
紏
棼
弗
可
執
一
論
也
壽
星
一
也
費
氏
以
爲
起

軫
七
度
陳
氏
以
爲
起
軫
十
二
度
則
遼
絕
遠
矣
惟
唐
□

一
行
本
於
李
淳
風
之
說
爲
是
天
文
志
曰
角
亢
壽
星
也

初
軫
十
度
餘
八
十
七
杪
十
四
少
中
角
八
度
終
氏
二
□

旨
原
武
管
城
濵
河
濟
之
南
東
至
陳
留
封
邱
又
申
光
許

□
江
黃
諸
國
皆
豫
州
之
分
屬
大
火
氐
初
氐
二
度
餘
千

四
百
一
十
九
杪
太
中
房
二
度
終
尾
六
度
又
曰
初
氐
一

□
外
末
尾
三
度
然
渉
夀
星
當
洛
邑
衆
山
之
東
與
亳
土

相
接
爲
亢
分
又
南
涉
淮
氣
連
□
尾
成
周
之
東
陽
爲
□

分
角
亢
於
分
在
鄭
於
辰
在
辰
房
心
於
分
在
宋
於
辰
在

□
在
干
戊
巳
中
州
河
濟
一
曰
戊
魏
巳
韓
在
支
卯
鄭
巳

□□
自
昔
言
天
道
者
徃
徃
互
異
高
辛
之
前
重
黎
唐
虞
義

和
迨
三
代
而
昆
吾
巫
咸
逓
衍
其
說
周
則
有
保
章
氏
司

天
以
辨
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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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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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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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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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
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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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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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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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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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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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

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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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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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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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才
一
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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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□
□

□
而
內
史
以
百
里
之
墟
上
合
星
垣
爲
疑
何
也
間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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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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軰
劉
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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淸

天
□

之
自
漢
興
封
屬
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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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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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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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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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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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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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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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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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
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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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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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之
北
去
省
城
僅
五
十
里
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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酸
□

匡
輔
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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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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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
汴
梁
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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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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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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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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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
碁
牙
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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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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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里
南
北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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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

南
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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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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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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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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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亦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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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
其
相
爲
枕
藉
如
此
黄

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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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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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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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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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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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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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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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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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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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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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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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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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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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縣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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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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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南

抵
祥
符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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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里
至
縣
五
十
里
路
通
尉
氏
縣
西
抵

延
津
縣
界
三
十
五
里
至
縣
四
十
里
路
通
陽
武
縣
北
抵

滑
縣
界
三
十
里
至
縣
一
百
二
十
里
路
通

縣

東
南
至
陳
留
縣
一
百
一
十
里
路
通
太
康
縣
西
南
至
中

牟
縣
一
百
二
十
里
路
通
新
鄕
縣
東
北
至
長
垣
縣
六
十

里
路
通
開
州
西
北
至
胙
城
縣
八
十
里
路
通
衞
輝
府

至
順
天
府
陸
路
一
千
五
百
一
十
里
水
路
二
千
八
百
里

至
江
寕
府
陸
路
一
千
二
百
四
十
里
水
路
二
千
一
百
里

漢
地
理
志
曰
黃
帝
方
制
萬
里
畫
野
分
州
得
百
里
之
國

萬
區
禹
置
九
州
周
建
千
八
百
國
先
王
體
國
經
野
先
王

疆
域
使
各
有
分
土
無
相
侵
各
有
分
治
無
相
諉
也
且
使

人
各
附
於
其
地
以
㝢
內
視
封
固
不
翅
滄
海
浮
甌
矣
然

古
聖
賢

跡
或
於
一
成
一
旅
者
有
之
疆
境
險
易
遠
邇

□
□
天
造
地
設
也
若
夫
在
圉
不
宥
絶
跡
千
里
上
應
衡

鼎
接
□
千
□
則
□
□
爲
也
匪
兹
□
所
能
圉
也
故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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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
五

民
不
以
封
疆
之
界
在
守
土
者
齊
輯
而
光
大
之
耳

按
封
雖
五
達
之
衢
而
南
距
河
北
聯

畿
輔
境
治
不
滿
百
里
所
曁
及
者
七
邑
土
字
疆
界
之
際

多
阡
陌
混
淆
兼
之
河
患
不
常
民
俗
易
去
其
鄕
每
徭
役

稍
繁
則
相
繼
迯

如
棄
苹
梗
撫
字
而
噢
咻
之
誠
不
得

不
深
䘏
厥
隱
也

沿
革

古
夏
后
氏
之
世
封
爲
封
父
侯
國
封

父

國

後

莫

知

所

終

七
國
入
於

魏
至
秦
郡
縣
天
下
以
其
地
置
延
鄕

三
川
郡
至
漢
□

封
翟
母
始
置
封
邱
縣

析
置
平
邱
縣
翟

母

嘗

食

漢

高

盖

仁

母

也

封

邑

得

名

以

是

邑

人

可

知

漢
宣
時
封
光
祿
大
夫
王
遷
爲
平
邱
侯
食
邑

於
此
後
坐
受
諸
侯
王
金
錢
財
國
除
仍
改
爲
平
邱
縣
東

漢
仍
舊
三
國
屬
魏
晉
省
平
邱
人
封
邱
南
宋
後
魏
因
之

東
魏
省
封
邱
人
酸
棗

復
置
北
齊
省
隋
復
置
唐
五
代

宋
金
皆
囚
舊
元
屬
汴
梁
路
至
洪
武
元
年
兵
下
河
南
縣

尹
撒
銀
不
花
遁
去
民
遂

附

河
南
省
屬
開
封
府
□

邑
各
封
阜

昔
先
王
體
國
經
野
每

其
人
民
聚
散
州
境
廣
狹
上
田

磽
确
而
廢
置
之
前
代
肇
域
旣
遠
地
名
又

改
易
舊
志

載
未
悉
兹
復
采
獲
舊
聞
考
迹
紀
載
自
周
下
及
漢
唐
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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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
六

綴
綂
分
屬
彚
爲
沿
革
入
帙
噫
嘻
封
近
大
河
歴
代
漂
没

浸
灌
者
屡
矣
於
大
梁
南
北
天
塹
兵
争
搶
攘
之
日
又
不

知
幾
經
培
育
幾
經
摧
殘
也
語
曰
滄
海
桑
田
桑
田
滄
海

俯
仰
今
昔
於
斯
不
能
無
感
云

按
封
自
明
代
迄
今
名
號
疆
土
俱
無
改
易
而
崇
禎
庚
辰
以

後

亂
兵
興
饑
饉
疾
疫
之
患
封
民
幾
無
孑
遺
頼

皇
淸
鼎
定
生
聚
稍
有
起
色
乃
七
年
九
年
河
患
相
繼
災
難
異

常
城
池
村
落
悉
爲
邱
墟
士
民
乞
活
他
鄕
者
仳

歲
久

雖
加
意
招
徠
而
復
業
尙
寡
盖
亦
□
古
變
革
之
異
觀
也

議
者
欲
以
封
治
仍
省
入
别
邑
或
欲
以
旁
邑
之
地
大
不

治
者
割
幅
員
以
益
封
二
者
未
審
孰
是
唯
俟

當
事
者
詳
之
耳

山
川

黑
山
在
縣
北
三
里
曹
操
㫁
袁
術
糧
道
處
袁

術

自

長

垣

㓂

封

邱

操

遣

兵

㫁

其

糧

道

於

此

魏
志
曰
一
名
靑
山
隋
圖
志
曰
周
太
祖
改
黑

山
爲
靑
山
九
州
要
記
曰
墨
子
居
汲
郡
採
茯
苓
於
黑
山

餌
之
卽
其
地
也
正
當
邑
坎
地
平
而
圓
盖
太
隂
金
星
也

又
縣
東

十
里
內
隱
隱
隆
起
類
此
山
者
甚
衆
其
上
禾

偏
茂
以
斯
知
其
土
有
氣
盖
地
脉
所
結
聚
處
也
堪

輿

氏

謂

□

行

脉
起
伏
蜿
蜒
至
此
結
爲
封
邑
城
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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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
七

按
黑
山
自
前
朝
故
址
已
湮
今
城
北
皆
淤
成
平
野
卽
崗
□

起
伏
之
狀
不
可
復
覩
矣
當
時
丘
阜
或
亦
沙
土
偶
聚
隆

起
如
廪
延
沙
門
一
帶
土
山
迤

不
㫁
者
是
也
然
非
嵩

一
行
氣
脉
何
以
結
一
鄕
之
都
會
而
鍾
美
萃
秀
乎
今
欲
訪

故
址
而
加
築
之
植
以
林
木

蔚
然
森
秀
雖
曰
㟝
嵝
小

觀
實
於
封
城
有
大
禆
焉

淳
于
岡
在
縣
東
北
十
八
里
每
夜
將
且
岡
上
鏜
鎝
似
有

鐘
聲
居
民
始
以
爲
恠
後
因
以
爲
力
農
晨
興
之
候

按
今
河
患
後
淳
于
村
並
無
崗
阜
而
晨
興
亦
不
復
聞
鐘
聲

矣
晉
張
華
聞
長
樂
鐘
聲
知
蜀
銅
山
崩
而
車
上
之
鐸
可

以
起
水
底
之
銕
意
當
時
崗
阜
中
亦
有
古
樂
噐
子
母
相

應
而
歲
乆
則
靈
物
漸
寢
耳

靑
堆
在
縣
東
北
三
十
里
地
形
高
而
色
靑
故
名
今
建
寺

按
靑
堆
封
俗
訛
稱
也
其
地
值
縣
之
東
北
卽
古
志
所
載
靑

陵
臺
宋
康
王
築
以
瞰
息
氏
者
耳
盖
堆
與
臺
同
音
而
世

俗
傳
訛
襲
舛
不
復
辨
訂
遂
謂
之
青
堆
云
今
陵
谷
屡
變

臺
之
故
墟
與
連
理
木
鴛
鴦
塜
俱
無
可
復
考
弔
古
者
恒

徘
徊
弗
能
去
焉

黄
河
在
縣
南
三
十
里
河
南
北
岸
相
去
十
里
水
色
赤
水

土
相
半
故
名
黃
河
源

星
宿
海
有
泉
百
餘
泓
方
□
七



ZhongYi

封
邱
縣
志

卷
一

八

□
十
里
望
如
列
星
不
可
□
視
群
流
奔
輳
滙
爲
二
巨
還

據
赤
賔
河
由
西
鄙
東
注
至
大
雪
山
乃
崑
崙
山
也
始
名

黃
河
由
崑
崙
南
復
折
而
北
經
闊
提
嗒
剌
赤
兒
之
地
東

北
行
至
積
䂖
始
入
中
國
書
云
禹
導
河
積
石
至
於
龍
門

底
柱
龍

門

在

潼

関

西

底

柱

在

孟

津

縣

南

及
盟
津
卽

孟

津

東
過
洛
汭
洛

洛

邑

汭

□水

北
過
浲
水
至
於
大
陸
浲

水

在

信

都

大

陸

在

鉅

鹿

又
播
爲
九
河
同

爲
逆
河
入
於
海
九

河

卽

兖

州

東

河

蔡

沈

氏

曰

此

北

條

之

大

河

也

歷

代

河

所

入

或

于

江

或

于

淮

或

于

海

亦

無

定

處

其
北
岸
山
則
王
屋
恒
山
碣
石
也
在
唐
虞

夏
商
時
繞
封
以
北
厥
後
自
盟
津
溢
爲
瀠
水
或

曰

瀠

水

卽

翟

溝

也

洪
武
初
河
決
原
武
經
開
封
北
封
邱
南
入
淮
卽

今

河

是

北
道

遂
絕
後
又
徙
開
封
南
朱
仙
鎮
及

治
二
年
乃
復
徙
封

邱
縣
南
吞
沁
河
溢
流
爲
二
一
自
于
家
店
經
蘭
陽

德

至
徐
邳
入
於
淮
一
自
荆
隆
口
黃
陵
岡
東
經
曹
濮
入
張

秋
運
河
自
古
迄
今
其
滔
騰
遷
變
若
此
而
譚
者
輒
曰
覔

故
道
孰
爲
故
道
也
按
伊
洛

澗
至
鞏
悉
入
於
河
河
出

□
洛
出
書
盖
靈
氣
所
浮
㵾
隂
陽
秘
洩
之
藪
也
晉
成
公

□
武
云
覧
百
川
之

仕
兮
莫
尙
美
於
黃
河
盖
言
河
□

□
川
爲
中
原
巨
浸
也
然
合
崑
崙
以
南
于
流
萬

□
□

□
河
至
汴
北
勢
益
洶
湧
湍
悍
而
孟
津
以
下
諸
水
□
□

□
□
且
□
性
䟽
薄
岸
善
崩
衝
決
瀆
泐
石
翹
足
一
豐
□



ZhongYi

封
邱
縣
志

卷
一

九

代
至
今
盖
屡
潰
屡
□
□
漢

文

□

□

三

年

□

□

□

□

東

□

金

□

□

東

郡

□

□

□

基

之

□

武

帝

至

大

二

年

□

七

□

河

決

封

邱

趨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梁

山

之

意

時

河

南

道

□

□

司

言

河

當

預

□

□

□

防

䕶

待

河

決

民

以

被

害

然

後

修

治

勞

而

無

功

永

樂

九

年

三

月

命

侍

郞

張

信

築

魚

王

口

中

欒

城

黃

河

舊

□

□

十

餘

里

因

先

是

河

水

累

歲

決

爲

患

至

是

乃

□

□

民

丁

十

萬

浚

治

民

皆

給

米

鈔

及

蠲

戸

內

是

年

租

□

宏

□

二

年

河

決

于

家

店

又

決

荆

隆

口

副

使

張

鼐

䟽

通

于

□

店

舊

河

東

注

運

道

尙

未

冲

損

六

年

夏

六

月

大

雨

河

水

驟

溢

而

荆

隆

口

一

支

尤

甚

□

潰

黃

陵

岡

東

經

曹

濮

□

張

秋

運

河

復

命

右

都

御

史

劉

大

夏

等

塞

治

之

大

夏

等

以

爲

黃

陵

岡

在

張

秋

之

上

而

荆

隆

口

又

黃

陵

岡

潰

□

之

源

不

可

不

先

殺

其

水

勢

遂

孫

家

渡

四

府

營

賈

魯

舊

河

分

其

支

流

乃

悉

用

河

南

民

兵

夫

匠

以

方

面

官

分

綂

之

築

臺

捲

埽

晝

夜

凡

五

閱

月

竹

木

柴

車

芻

麻

之

費

以

千

百

萬

計

乃

塞

河

溢

口

獲

成

功

焉

萬

歷

十

五

年

秋

秋

月

河

決

荆

隆

口

河

水

餘

夜

半

突

至

聲

如

巨

雷

直

泊

城

下

封

全

城

幾

没

水

三

至

凡

三

閱

月

乃

堰

河

決

口

壞

民

田

廬

官

舎

幾

按
河
自
明
崇
禎
四
年
五
年
復
連
決
荆
隆
口
直
趨
張
秋
至

六
年
始
堵
塞
時
封
城
尚
無
恙
至

國
朝
順
治
七
年
決
朱
源
寨
封
土
全
渰
城
不
浸
者
三
版
邑
令

宋
翔
殚
力
捍
禦
衆
倚
以
定
及
九
年
復
決
大
王
廟
口
封

邑
全
城
衝
潰
水
勢
由
長
垣
趨
東
昌
諸
邑
毁
安
平
堤
北

入
海
大
爲
漕
渠
梗

總
河
部
院
楊

偕

河
南
廵
撫
都
御
史
亢

親
駐
決
口
起
直

大
名
山
東

東
兖
諸
郡
丁
夫
併
河
南
夫
役
共
萬
餘
治
之
旋
築
旋
決

者

載
至
十
二
年
冬
始
竣
工
而
封
之
官
民
廬
舎
蕩
然



ZhongYi

封
邱
縣
志

卷
一

十

無
遺
矣
蓋
□
河
土
性
大
率
䟽
□
□
潰
而
封
爲
□
又
河

勢
高
於
平
地
者
數
□
隆
冬
水
落
則
隄
岸
猶
足
防
維
夏

秋
水
漲
則

十
里
不
辨
涯
涘
一
蟻
之
穴
可
以

天
勢

使
然
也
况
屡
決
後
南
流
益
淤
塞
而
高
北
流
益

窪
而

險
河
以
湍
悍
之
性
乘
建
瓴
而
下
欲
以
丸
泥
束
薪
立
塞

汲
臣
之
怒
古
人
所
云
止
啼

口
良
無
異
也
大
王
廟
口

工
成
固
由

福
德
深
長
百
靈
効
順
各
执
事
忠
勤
勞
瘁
拮
据
綢
繆
所

致
然
向
使
丁
家
寨
引
河
不
穿
先
從
上
游
分
其
勢
而
徒

以
萬
衆
邪
許
於
下
流
恐
糜
財
曠
日
更
有
不
可
知
之
患

也
然
則
治
河
良
法
終
以
䟽
導
爲
上
策
而
築
堤
捲
埽
其

下
此
者
耳

先
臣
邱

曾
曰
河
爲
中
原
大
患
自
古
治
之
未
有
能
得

上
策
者
也
漢
唐
以
來
馮
逡
賈
讓
諸
人
言
治
河
者
多
隨

時
致
宜
之
策
而
非
百
年
經
乆
之
計
乃
議
築
長
垣
堤
以

遏
泛
溢
開
淤
塞
以
通
束
隘
遷
村
落
以
避
冲

給
退
□

以
償
所
失
沿
河
邑
民
稍
稍
蘇
息
按

歷

來

治

河

之

方

□

敗

相

懸

歷

歷

可

考

□

昔

淇

園

東

郡

平

原

呂

梁

七

堞

等

處

其

成

功

最

速

爲

利

亦

最

遠

又

如

昭

代

黃

陵

岡

塞

河

諸

臣

并

心

畢

力

成

功

遠

邁

於

徃

代

其

視

塞

匏

子

河

躬

勞

萬

乘

群

臣

□

薪

寘

河

功

用

乆

而

後

成

者

大

相

懸

矣

苐

修

築

浚

塞

必

早

預

爲

之

計

一

至

決

溢

□

城

郭

壞

廬

舎

溘

死

施

□

䝉

害

千

里

如

徃

□

□

□

□

甚

矣

今

□

□

河

□

□

□

禦

防

治

全



ZhongYi

封
邱
縣
志

卷
一

十
一

□

實

攸

頼

之

大
抵
黃
河
利
一
而
害
百
水
沃
而
勢
險
河
渠
書
曰
鄭
國

說
秦

涇
水
東
洛
用
填
閼
之
水
漑
川
澤
鹵
之
地
皆
□

沃
野
乃
河
東
守
畨
係
作
渠
田

歲
河
移
徙
不
利
田
□

不
能
償
種
溝
洫
志
曰
孔
光
何
武
言
河
水
多
抵
齊
□
□

漕
渠
使
民
得
以
漑
田
涇
鹵
下
濕
填
淤
加
肥
張
戎
則
□

謂
河
水
高
於
平
地
猶
築
垣
居
水
歲
增
隄
防
猶
尙
決
□

不
可
以
開
渠
敗
壞
城
郭
田
廬
百
姓
怨
恨
河
至
汴
□
□

有
冲
決
之
害
而
無
灌
漑
之
利
惟
南
逹
江
淮
利
轉
輸
□

通
鞏
雒
利
取
炭
䂖
之
饒

沁
河
源
出
山
西
沁
源
縣
經
武
陟
新
鄕
陽
武
流
入
封
邱

于
家
店
北
繞
本
縣
南
三
里
穿
桃
陂
河
東
注
宏
治
二
年

沁
河
溢
封
被
浸
後
六
年
黃
河
決
于
家
店
趨
封
邱
吞
□

河
岸
流
潰
没
水
去
遂
淤
後
上
流
徑
經
武
陟
木
灤
店
□

流
入
黃
河
今

高

家

庄

前

舊

河

渠

深

可

五

六

尺

闊

百

尺

潦

兩

日

流

水

自

西

南

來

繞

郭

外

潆

□

□

東

北

去

至

春

日

晴

明

朝

旦

有

雲

氣

敵

蒸

絪

緼

地

上

里

人

呼

爲

王

氣

云

水
經
曰
沁
水
出
上

黨
湼
縣
沁
卽
泊
水
也
魏
野
王
中
郞
將
表
云
沁
水
源
出

銅
堤
山
屈
曲
周

水
道
九
百
里
自
玉
屋
以
東
衆
谷
□

流
夾
岸
累
石
郡
志
云
沁
源
出
綿
山
今
悉
識
之
以
備
□

考

□



ZhongYi

封
邱
縣
志

卷
一

十
二

按
順
治
甲
午
年
秋
大
雨
連
月
沁
河
水
溢
由
陽
武
復
□
□

邱
境
平
地
深

餘
渰
民
田
禾
幾

次
歲
懷
郡
增
□
□

之
水
始
全
落
然
村
落
間
潭
䨟
積
水
澄
澈
汪
洋
有
□
□

乃
涸
者

翟
溝
在
縣
南
八
里
南
接
黃
河
支
流
引
瀆
東
入
故
道
□

帶
洄
湢
澄
澈
可
愛
今
淤
又
一
名
濮
渠
地
理
志
註
日
□

郡
濮
渠
水
首
受
泲
東
北
至
都
關
入
羊
里
水
過
郡
三
□

六
百
三
十
里
說
文
曰
濮
水
出
東
郡
濮
陽
孟
康
曰
秦
□

傳
敗
狄
於
長
邱
今
翟
溝
是
按
今
有
河
渠
漫
漶
自
西
□

正
當
縣
城
中
脇
迤
郭
外
北
注
繞
東
北
與
西
南
之
水
□

流
向
東
北
去
以
翟
母
墓
視
之
渠
溝
徑
直
當
其
前
或
□

縣
中
爲
昔
翟
溝
所
經
流
處

按
翟
溝
填
淤
巳
乆
今
郭
外
皆
乾
壑
無
一
勺
之
觀
可
慨
□

夫金
龍
口
在
縣
西
南
二
十
里
河
水
自
龍
門
砥
柱
而
下
至

此
最
爲
險
隘
歷
代
是
口
累
決
因
築
堤

重
以
禦
之
沁

翟
二
河
及
漕
濮
張
秋
淤
決
皆
是
所
泛
溢
也
一
曰
荆
□

口
宏
治
六
年
河
溢
捲
荆
埽
以
塞
之
豊
隆
而
□
□
□
□

河
㙘
要
害
南
北
使
者
乘
傳
所
必
□
之
□
□
且
□
□
□

河
必

□

供
□
□
令
□
□
□
移
□
徃
應
之
弗
□
□



ZhongYi

封
邱
縣
志

卷
一

十
三

以
是
獲
罪
奔
走
供
奉
之
苦
他
邑
所
未
有
也

按
荆
隆
口
近
日
離
河
稍
遠
然
地
勢
窪
下
每
伏
秋
水

則

一
堤
之
外
皆
爲
巨
浸
雖
時
率
夫
役
修
墊
而
下
多
朽
埽

水
眼
遇
暴
雨
則
塌
䧟
最
多
此
將
來
衝
決
之
隱
憂
不
可

不
思
患
豫
防
者
也
至
河
口
乆
遷
祥
邑
乘
傳
者
不
復
假

道
於
是
矣

古
潭
口
一
名
九
家
潭
又
曰
汪
家
潭
在
西
南
二
十
里
于

家
店
北
大
可
七
八
畆
潭
水
恒
不
竭
人
相
傳
其
下
有
泉

每
黃
河
水
盛
長
間
堤

里
通
徹
泉
下
潭
水
湧
出
漢

熊

罷

氏

引

洛

水

至

南

顏

下

徃

徃

掘

井

井

下

相

通

竹

水

曰

井

渠

又

曰

龍

首

渠

理

或

有

之

北
合
西
來
之

水
流
至
封
邱
亦
一
邑
浸
澤
也
然
大
雨
旬
日
流
水
輒
至

渰
害
民
禾
議
者

一
小
河
束
水
入
渠
令
之
東
注
又
議

修
築
董
家
舊
堤
以
禦
之
而
民
力
不
能
舉

按
古
潭
口
乆
涸
其
歲
月
前
志
未
詳
意
亦
輯
志
後
河
患
填

淤
故
也
大
抵
濵
河
坑
塹

有
泉
眼
每
河
水
暴
張
則
皇

亦
湧
出
其
氣
脉
相
灌
輸
也
然
左
決
則
右
淤
故
陂
池
後

爲
林

此
無
庸
築

以
累
民
耳

黑
龍
潭
在
邑
東
北
三
十
五
里
深
廣
皆

餘
舊
傳
有

黑
龍
潜
焉
故
名

按
黑
龍
潭
亦
乆
淤
龍
潜
之
說
或
亦
好
事
者
神
明
其
□
□



ZhongYi

封
邱
縣
志

卷
一

十
四

磨
臍
潭
在
邑
東
北
四
十
里
灣
上
周
圍
圓
而
下
中
高
如

磨
臍
然

按
磨
臍
潭
近
亦
淤
塞

自
舜
封
山

川
以
爲
鎮
澤
其
蜿
蜒
浩

均
足
以
儲
淸

淑
之
氣
欝
勃
爲
文
人
封
居
平
原
境
內
無
崇
峯
峻

水

則
迅
猛
洄
潏
洋
灑
澨
濕
出
人
多
坦
夷
而
任
俠
徑
直
而

細
亝
地
氣
使
然
也
維
嶽
降
神
生
甫
及
申
河
洛
孕
秀
周

家

聖
人
所
淵
源
之
藪
也
夫
一
邱
一
壑
皆
足
以
鍾
靈

矧
封
瞻
嵩
帶
河
支
流
錯
峙
圜
衞
其
間
所
藉
於
山
川
靈

秀
匪
淺
嗟
嗟
人
以
地
靈
地
以
人
重
士
挺
生
於
其
間
者

將
以
斯
爲
重
耶
抑
將
有
所
重
於
斯
耶

按
封
前
際
大
川
而
右
枕
太
行
每
烟
雨
則
河
氣
絪
緼
白
光

如
練
綠
疇
秀
野
極
目
芉
綿
至
曉
峯
霽
雪
秋
嵐
夕
雲
則

西
山

氣
正
復
不
減
盖
亦
山
川
佳
麗
之
氣
萃
聚
而
成

都
會
者
也
其
人
磊
落
而
英
多
其
俗
淳
素
以
温
和
誠
扶

輿
淸
淑
所
鍾
乎
近
雖
屡
逢
災
患
士
大
夫
曁
庻
族
多
遷

寄
外
邑
而
科
目
鼎
盛
人
文
蔚
起
孝
友
秀
碩
之
儔
輝
耀

閭
左
未

以
困
厄
稍
渝
其
節
觀
風
者
西
望
翠
微
南
瞻

淼

其
亦
有
會
於
斯
歟

形
勢



ZhongYi

封
邱
縣
志

卷
一

十
五

封
邱
黑
山
亘
其
北
黃
河
經
其
南
左
引
東
昏
之
墟
右
阨

博
浪
之
阜
近
附

城
接
境
畿
甸
堤
阜
繚
繞
水
陸
洊
及

巖
城
深
池
重
堤
山
河
迤
邐
亦
梁
北
之
咽
喉
也
村
多
樓

居
堆
高

餘
者
碁
布
西
北
黑
陽
山
水
及
諸
潭
口
水
合

流
浩
淼
瀦
於
東
北
廟
岡
坡
有
廟
中
央
水
聚
則
四
面
皆

水
島
落
渚
懸
捍
波
流
如
砥
柱
焉
東
連
鄒
魯
西
通
河
洛

南
接
汴
梁
北
仰
嵩
嶽
又
北
依
胙
城
沙
邱
爲
擁
䕶
南
河

瀠
抱
藩
邸
塔
峯
遥
浮
水
面
亦
中
原
天
地
間
氣
所
萃
也

□
周
邦
彥
曰
日
月
所
㑹
隂
陽
之
中
拱
衞
環

周
封
鄭

地
晉
人
謂
秦
自
西
而
啓
壌
齊
據
東
而
畫
疆
蓋
輿
圖
四

□
封
處
其
中
焉
惟
市
城
中
高
北
直
鹵
㵼
氣
少
弗
聚
議

者
欲
増
修
狽
缺
更
於
東
南
起
一
文
昌
閣
或
塔
則
形
勢

完
固
一
邑
始
能
興
起
匪
徒
以
侈
觀
望
已
也

宋
都
汴
卽
以
封
邱
名
其
北
門
封
蓋
爲
都
城
藩
封
附
汴

累
四
面
於
平
砥
無
山
險
區
奥
□
徃
歲
辛
未
至
壬
午
群

兇
嘯
聚
蹂
踐
邑
境
者
屡
矣
終
解
去
莫
能
逞
豈
非
捍
禦

外
侮
雖
以
形
勢
爲
險
而
得
人
心
以
爲
固
險
尤
足
恃
哉

易
曰
地
險
山
川
邱
陵
也
又
日
有
孚
攣
如
富
以
其
隣
蓋

地
利
不
如
人
和
民
倍
之
矣
險
夷
形
勢
非
所
論
也

□
封
雖
平
原
夷
坦
非
形
勝
之
區
而
南
阻
河
西
峙
太
行
東



ZhongYi

封
邱
縣
志

卷
一

十
六

北
聯
界
山
左

畿
輔
伏
莾
乘
墉
之
軰
恒
患
豨
突
明
季
長
垣
賊
袁
□
□
□

衆
萬
餘
犯
封
鋒
銳
甚
防
弁
督
鄕
兵

千
人
戰
於
□
□

三
里
庒
敗
績
賊
乘
勝
圍
城
城
幾
䧟
邑
令
蘇
茂
□
庻
□

擊
郤
之
賊
遂
焚
南
關
遁
去
時
崇
禎
十
三
年
九
月
也

方
賊
衆
烏
合
而
至
屠
膾
之

甚
於
正
德
辛
未
時
首
乘

躪
封
封
破
則
併
掠
旁
邑
因
席
捲
渡
河
從
闖
㓂
入
□
□

封
城
池
完
固
吏
民
堅
守
賊

攻
不
利
遂
毁
柵
而
遁
識

者
以
謂
河
北
郡
邑
獲
全
由
封
力
挫
其
銳
也
然
則
封
□

無
崇
巖
浚
壑
而
設
險
以
守
實
亦
河
朔
要
害
之
區
耳
□

河
決
後
城
湮
濠
淤
噐
具
蕩
然
而
鳴
吠
之
恐
時
切
震
隣

當
事
者
可
不
亟
議
修
繕
以
重
藩
屏
資
防
禦
哉
盖
邑
□

小
爲
省
㑹
之
肩
背
控
制
津
梁
弹
壓
隣
境
有
不
可
不

豫
謀
於
先
事
者
耳

古
蹟

黃
河
在
縣
南
神
馬
里
周

王

傳

天

子

東

遊

於

黃

□

□

曰

黃

之

池

其

馬

噴

沙

黃

之

□

□

馬

噴

玉

黃

池

昔

爲

周

□

京

畿

王

遊

其

地

□

□
□
哀
公
十
四
年
公
會
晉
□

及
呉
子
于
黃
池
杜

預

□

黃

池

在

戸

□

西

邑
舊
志
云
呉
王
夫
差
□

諸
侯
於
此
郡

志

謂

古

有

□

池

亭

史

記

孔

子

使

□

□

□

魯

說

呉

伐

齊

呉

因

以

兵

臨

晉

晉

大

□

□

□

乘

虛

入

□

滅

之



ZhongYi

封
邱
縣
志

卷
一

十
七

火
神
馬
里
卽
今
大
王
廟
法
口
處
也
黃
池
故
蹟
不
可
□
□

而
堤
北
當
決
口
處
積
水
潭
汪
洋

十
頃
深
十
餘

微

風
撼
之
則
波
濤
怒
作
澎
湃
之
聲
聞

里
外
現
設
管
河

道
行
舘
綂
標
兵
防
禦

蟲
年
在
封
邱
縣
北
春
秋
成
公
五
年
公
㑹
晉
侯
齊
侯
宋

公
衞
侯
鄭
伯
曹
伯
邾
子

伯
同
盟
于
蟲
牢
春

秋

傳

註

曰

蟲

牢

鄭

地

址

陳

留

封

邱

北

平
邱
在
縣
東
四
十
里
黃
陵
社
今
平
邱
集
是
也
春
秋
昭

□
十
三
年
公
會
劉
子
晉
侯
齊
侯
宋
公
衞
侯
鄭
侯
鄭
伯

曹
伯
莒
子
邾
子
薛
伯

伯
小
邾
子
于
平
邱
八
月
甲
戌

又
同
盟
於
平
邱
風
俗
傳
曰
平
邱
衞
靈
公
邑
邑
名
封
阜

西
漢
爲
平
邱
縣
後
封
光
祿
大
夫
王
遷
爲
平
邱
侯
食
邑

於
是
東
漢
仍
改
爲
平
邱
縣
郡
志
云
此
地
舊
有
臨
濟
亭

平
邱
城
按

一

綂

志

河

南

通

志

皆

謂

平

邱

在

陳

留

西

北

九

十

里

漢

書

亦

云

封

邱

當

陳

留

西

北

平

邱

集

至

陳

留

止

可

入

九

十

里

又

歷

代

没

革

表

又

云

晉

省

平

邱

入

封

邱

平

邱

属

吾

封

疆

域

明

矣

或

以

爲

属

長

垣

則

無

所

考

或

以

其

民

人

今

有

其

三

之

一

與

按
平
邱
集
近
屬
祥
符
而
稱
封
邑
亦
有
仍
舉
平
邱
者
蓋
□

省
之
後
疆
宇
割
裂
名
號
混
淆
類
此
甚
繁
而
先
賢
必
云

平
邱
屬
吾
封
疆
域
者
意
二
邑
畛
界
毗
連
其
土
地
人
民

□
多
□
屬
□
□



ZhongYi

封
邱
縣
志

卷
一

十
八

封
父
亭
在
縣
治
坊
西
北
夏
后
氏
之
世
封
父
爲
諸
侯
建

亭
於
此
以
爲
公
餘
適
情
之
所
封

父

亭

在

縣

治

西

按
亭
雖
乆
墟
而
封
之
命
名
取
義
實
始
於
是
今
署
西
有

地
應
搆
祠
數
楹
仍
作
亭
其
上
歲
時
禋
祀
以
奉
父
如

祀
東
樓
虞
祀
胡
公
者
或
亦
溯
源
始
封
之
義
乎

劉
光
店
在
縣
東
三
十
里
漢
光
武
北
征
王
郞
駐
蹕
於
此

先
是
軍
中
苦
蚊
帝
至
蚊

去
人
謂
其
地
至
今
無
蚊
患

云
南

北

爲

淄

汴

通

衢

舊

亦

属

邑

大

鎮

今

被

盗

繋

累

人

民

多

迯

竄

復

業

者

少

按
劉
光
集
以
光
武
駐
蹕
取
義
亦
猶
高
祖
窘
於
楚
而
受
餐

翟
母
也
當
時
蕪
蔞
亭
荳
粥
滹
沱
河
麥
飯
君
臣
艱
難
逆

旅
寕
知
有
蚊
蚋
之
爲
患
乎
封
人
特
神
明
其
事
以
志
帝

北
征
時
曾
提
戈
躍
馬
取
道
於
是
卒
成
東
京
之
業
雖
託

宿
委
巷
殊
非
偶
然
耳
今
集
遭
河
患
屋
邑
零
落
殆

近

始
稍
稍
編
葺
而
茂
草
長
葦
人
跡
罕
到
淄
靑
故
道
秦
塞

乆
矣

中
灤
城
在
縣
西
南
三
十
五
里
元
末
達
魯
花
赤
黃
漢
臣

築
舊

河

淤

地

肥

今

變

爲

沙

不

堪

耕

種

居

民

零

落

按
元
通
㑹
通
河
湮
塞
京
師
米
價
踴
貴
命
轉
運
使
□
□
江

南
米

十
萬
由
淮
入
汴
至
中
灤
城
陸
運
赴
淇
□
仍
以

□
載
送
京
師
此
中
灤
城
所
□
建
也
後
以
勞
□
不
□
□



ZhongYi

封
邱
縣
志

卷
一

十
九

朱
淸
策
徒
海
運
至
直
沽
而
中
灤
城
遂
廢
明
季
□
遭
河

□
居
民
□
□
幾

村
落

墟

明
太
祖
□
□
達
常
遇
春
等
率
甲
士
二
十
五
萬
北
取
中

原
兵
下
河
南

汴
梁
自
中
灤
城
渡
河
取
衞
輝
等
郡
軍

宿
城
中
夜
間
雨
聲
起
□
之
月
白
風
清
澄
空
如
晝
劒

槊

相

磨

則

有

聲

五

行

□

勝

則

□

聲

兵

助

順

則

羽

聲

應

之

心

警

備

則

未

□

□

隂

□

□

□

北

定

中

原

渡

兵

始

此

按
書
稱
於
爍
工
師
驅
□
雷

□
□
□
天
河
洗
甲
兵
此
其

兆
徴
也
中
山
開
平
二
王
北
定
中
原
師
若
時
雨
所
至
兵

不
血
刅
盖
濟
河
之
夕
百
神
告
之
矣

周
太
祖
營
在
縣
西
北
一
里
五
代
郭
威
主
征
伐
自
鄴
郡

將
大
軍
趨
汴
至
封
邱
屯
兵
於
此
時

王

命

慕

容

彦

超

將

兵

拒

敗

還

威

遂

入

汴

㑹

契

丹

入

境

威

復

將

大

軍

出

擊

之

至

封

北

抵

澶

州

將

士

忽

大

躁

裂

黃

旌

以

披

威

體

擁

威

南

行

威

乃

卽

皇

帝

位

按
封
五
代
時
恒
在
河
南
故
周
太
祖
師
次
封
郊
漢
隱
帝
遣

彦
超
拒
之
漢
兵
潰
遂
長
驅
入
汴
旣
又
因
將
士
擁
戴
自

立
而
還
當
是
時
曽
未
有
禦
諸
河
者
盖
自
唐
末
河
決
北

徙
封
恒
在
河
以
南
故
周
太
祖
黃
袍
被
於
前
宋
太
祖
黃

□
加
於
後
皆
鼓
行
還
趣
都
門
遂
卽
位
云

靑
陵
臺
□
□
東
北
靑
陵
社
宋
康
王
欲
奪
其
舎
人
韓
馮

妻
□
氏
築
靑
陵
臺
以
□
之
息
氏
作
詩
自
誓
已
□
□
從



ZhongYi

封
邱
縣
志

卷
一

二
十

□
□
□
王
竟
致
其
妻
於
臺
上
舎
人
馮
自
殺
馮
妻
息
□

□
臺
下
死
人
至
今
哀
之
李

崆

峒

詩

曰

兩

山

當

□

□

□

出

□

陵

臺

北

山

雖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不

來

我

在

南

山

自

有

匹

吾

頸

可

㫁

志

不

易

外

咏

吊

甚

多

見

後

藝

文

按
靑
陵
社
今
爲
至
小
村
落
臺
塜
故
墟
皆
不
可
考
或
春
秋

時
宋
康
王
曽
建
國
於
是
乎
然
則
封
亦
宋
域
也
息
氏
鶯

□
塜
故
事
膾
炙
千
古
而
金
石
銷
沉
孤
芳
歇
絕
弔
古
者

□
□
太
息
謂
息
氏
貞
烈
奇
踪
不
可
不
建
祠
饗
祀
云

□
臺
在
縣
治
保
和
坊
崔
頥
正
崔
偓
佺
兄
弟
讀
書
講
習
之

□
□

□

坊

在

縣

治

前

按
崔
氏
棟
萼
相
輝
並
膺
主
眷
故
鄕
人
志
其
讀
書
臺
以
記

盛
而
今
保
和
坊
故
址
不
可
復
識
矣

八
角
井
在
縣
東
二
十
里
潘
店
世
傳
宋
樞
宻
使
潘
仁
美

之
里
有
井
八
角
不
方
不
圓
旁
又
有
九
井
云

按
今
潘
店
尚
有
樞
宻
故
祠
九
井
雖
湮
而
八
角
者
尚
在
盖

仁
美
爲
宋
藝
祖
勲
舊
名
將
與
䂖
守
信
曹
彬
等
皆
賜
第

京
師
兹
或
其

祥
之
故
里
耳
考
潘
氏
後
裔
在
本
邑
尚

□
無
能
爲
樞
宻
崇
修
祀
典
者
噫
何
凌
夷
式
微
若
是
□

封
邑
舊
志
以
境
內
山
川
古
蹟
彚
爲
八
景
然
不
出
前
□

一
所
載
中
矣
復
類
而
志
之
於
左
以
存
舊
云
一
曰
中
灤
□

□
雨
□

□

河

南

□

□

□

軍

中

□

雨

□

起

□

之

□

日

□

空

如

晝

一
日
磨
潭
秋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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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
邱
縣
志

卷
一

二
一

以

其

周

圍

俱

平

而

中

□

高

□

曰

磨

臍

□

每

至

秋

月

如

一

鏡

澄

徹

淸

光

可

搊

一
曰
靑
陵
古
□

宋

康

王

築

靑

陵

臺

望

韓

馮

妻

息

氏

竟

執

於

臺

上

馮

死

妻

息

氏

亦

投

臺

下

死

葬

於

里

中

有

連

理

木

交

枝

生

於

其

塜

又

嘗

有

鴛

鴦

□

□

蝶

飛

棲

止

一
曰
黃
池
芳
草
春

秋

呉

王

夫

差

㑹

諸

侯

於

黃

池

一

綂

志

属

川

盖

亦

水

澤

之

藪

也

其

地

多

膏

腴

草

木

蓊

茂

一
曰
封
父
舊
亭
夏

后

氏

之

世

封

父

爲

諸

侯

建

亭

於

縣

治

安

坊

西

北

以

爲

公

餘

適

情

之

所

今

雖

不

存

在

昔

爲

一

邑

勝

槩

一
曰
翟
母
遺

塜
漢

高

帝

厄

於

楚

餒

甚

母

嘗

饋

食

及

帝

業

成

欲

酧

母

恩

母

巳

逝

乃

封

其

墓

因

置

封

邱

縣

歲

時

致

焉

舊

有

翟

母

祠

在

縣

城

中

一
曰
淳
于
曉
鍾
每

夜

將

旦

淳

于

岡

上

隱

隱

有

鍾

聲

始

人

以

爲

恠

後

因

以

爲

力

農

晨

興

之

侯

每

旦

不

一
曰
翟
溝
晴
波
西

接

黃

河

支

流

引

瀆

東

注

環

帶

潆

紆

澄

徹

如鑑

此
八
景
也
舊
傳
爲
一
方
勝
景
邑
人
艶
爲
美
譚
夫
勝

地
必
大
有
關
係
兹
邑
乃
可
歷
千
百
世
而
無
湮
滅
且
史

載
徃
蹟
所
以
備
法
戒
志
興
亡
也
不
然
卽
東
山
之
慢
遊

蘭
亭
之
楔
飮
曽
不
足
當
吊
古
者
之
一
盻
執
是
遂
可

勝
於
一
邑
耶
君
子
提

曠
古
保
界
河
山
感
是
不
能
無

動
念
焉

按
封
上
平
衍
夷
曠
雖
無
奇
峯
恠
壑
之
觀
而
淸
揚
恢
廓
亦

宇
內
勝
際
也
先
賢
㸃
綴
八
景
以
志
舊
蹟
而
今
皆
湮
没

不
可
復
覩
愚
謂
封
邑
名
勝
正
不
係
八
景
之
存
亡
後
之

君
子
苟
有
興
懷
徃
古
賦
章
以
見
志
者
荒
城
烟
雨
寒
□

草
木
無
在
非
大
塊
文
章
也
若
夫
役
民
力
以
修
臺
榭
輟

公
務
而
事
遊
田
益
迂
且
拙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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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
邱
縣
志

卷
一

二
二

風
俗

漢
代
班
固
謂
其
民
守
先
王
遺
敎
君
子
深
思
小
人
儉
陋

習
俗
質
朴
精

高
氣
多
晉
公
族
子
孫
報
仇
過
直
又
云

嫁
娶
送
死
奢
靡
漢
興
號
爲
難
治
盜
賊
爲
他
州
劇
唐
劉

禹
錫
曰
魏
俗
剛
強
其
氣
習
豪
宋
地
理
志
曰
重
禮
敎
勤

耕
絍
俗
尊
年
齒
學
尚
經
術
邑
附
近
畿
養
交
都
邑
賂
結

權
要
有
司
難

以
法
河
南
通
志
云
梁
魏
之
墟
人
多
俊

髦
好
儒
雅
雜
以
遊
豫
有
魏
公
子
之
風
難
動
以
非
易
感

以
義
季
札
聞
鄭
之
歌
曰
美
哉
其
細
巳
甚
民
弗
堪
也
物

産
半
饒
習
俗
喜
醮

用
巫
史
至
今
人
淳
實
巧
不
取
愚

強
不
凌
弱
好
稼
穡
惡
浮
食
開
封
府
志
云
士
興
禮
讓
民

知
務
本
嫁
娶
以
時
䘮
葬
循
禮
多
椎
魯
又
云
士
以
節
義

自
重
而
羞
千
謁
民
以
敦
睦
爲
良
而
恥
告
訐
大
率
地
居

上
中
物
受
正
氣
其
人
性
和
而
才
慧
近
魯
而
少
文
平
原

修
野
故
其
人
坦
易
洪
濤
巨
河
故
其
人
浩
溥

宋
紫
陽
氏
崇
尚
風
俗
深
有
取
於
人
知
善
之
可
慕
而
必

爲
人
知
不
善
之
可
羞
而
必
去
又
日
紀
綱
頽
於
上
則
風

俗
敝
於
下
紀
綱
風
俗
必
以
仁
義
禮
智
信
爲
本
五
方
風

氣
應
五
行
五
常
配
五
倫
封
附
中
土
人
多
信
實
□
□
□

郡
得
天
地
生
氣
且
以
仁
母
肇
域
卽
今
温
良
□
□
□
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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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
邱
縣
志

卷
一

二
三

博
物
敦
倫
守
信
者
固
不
乏
人
而
且
不
習
爲
軟
美
之
態

依
阿
之
言
傾
䧟
之
習
如
宋
儒
所
鄙
云
人
謂
是
邑
有
古

風
信
矣
然
而
風
㑹
漸
漓
敦
崇
婣
睦
未
免
少
遜
於
古

椽
結
盟
群
朋
膠
固
邇
來
士
氣
少
振
矜
行
力
學
崇
尚
師

友
漸
剖
文
明
隆
興
可
待
矣
昔
伯
玉
耻
獨
爲
君
子
江
都

下
帷
三
載
不
規
園
吾
儕
當
共
勉
勵
以
挽
澆
俗
至
於
國

奢
則
示
之
以
儉
國
儉
則
示
之
以
禮
移
風
易
俗
在
上
之

人
先
之
於
身
而
巳
書
曰
道
有
升
䧏
政
由
俗
革
故
先
王

觀
民
風
以

吏
治
封
之
民
儉
耶
奢
耶
誠
如
酌
豊
儉
而

制
其
宜
於
以
返
樸
還
醇
文
餙
固
陋
封
民
同
爲
三
代
之

民
可
也

按
封
雖
阻
河
距
㑹
城
僅
六
十
里
故
風
俗
好
尚
與
汴
畧
同

而
敦
樸
趨
義
獨

河
朔
與
旁
邑
逈
殊
雖

逢
災
患
或

徙
亡
出
鄕
而
風
氣
淳
雅
如
故
士
雖
貧
落
唯
以
耕
讀
爲

生
計
鮮
寡
亷
鮮
耻
辱
人
賤
行
之
事
男
女
耕
饁
有
禮
蜡

臘
嫁
娶
儉
而
不
嗇
敬
長
䘏
㓜
尊
節
孝
重
衣
冠
通
有
無

閭
井
晏
如
無
浮
薄
好
事
之
患
服
徭
輸
賦
多
狥
義
亟
公

間
亦
歌
舞
祀
神
無
妨
耕
織
性
或
任
俠
勇
悍
易
於
爲
非

然
馴
謹
亡
嚚
訟
異
獄
吏
以
文
法
敎
訓
諭
告
輒
相
率
勉

勵
罔
強
梗
扞
法
焉
孔
子
曰
里
仁
爲
美
傳

曰

瘠

上

民

義

其

封

俗

之

謂

□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