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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雲
間
據
目
抄
卷
之
五

華
亭
叔
子
范
濂
識

記
土
木

土
木
之
事
在
在
有
之
而
吾
松
獨
甚
予
年
十
五
避
倭
入
城
城
多
荆
榛

草
莽
迄
今
四
十
年
來
士
宦
富
民
兢
爲
興
作
朱
門
華
屋
峻
宇
雕
墻
下

逮
橋
梁
禪
觀
牌
坊
悉
甲
他
郡
比
之
舊
志
所
載
奚
啻
徑
庭
予
因
聊
述

更
新
大
畧
以
見
侈
靡
至
城
池
公
廨
倉
儲
係
朝
廷
勅
建
予
前
目
覩
者

雖
不
能
悉
其
制
度
廣
狹
記
之
以
備
叅
訂
而
上
靑
兩
邑
及
鄕
之
邨
鎭

考
覈
未
確
者
不
敢
槩
述

郡
城
係
張
士
誠
所
築
高
丈
八
尺
嘉
靖
癸
丑
知
府
方
廉
增
高
七
尺
又

增
築
箭
臺
四
十
臺
建
一
廊
房
每
城
二
十
垜
建
一
穿
廊
爲
守
兵
憩
息

之
所
後
城
備
漸
弛
廊
房
日
傾
壬
辰
春
數
聞
倭
警
僉
議
修
復
故
制
以

時
詘
而
罷

上
海
故
無
城
癸
丑
之
變
縣
宇
焚
燬
幾
盡
幸
都
指
揮
韓
璽
率
僧
兵
月

空
無
塵
等
力
戰
斬
獲
頗
多
倭
始
遁
去
方
侯
遂
乘
間
度
定
基
址
命
李

通
判
旦
暮
督
工
興
築
數
月
克
就
於
東
南
雉
堞
嵬
峨
實
稱
萬
世
金
湯

之
險

靑
浦
邑
名
志
所
不
載
自
嘉
靖
庚
子
以
粮
稅
無
徵
議
建
於
郡
之
西
北

離
府
七
十
餘
里
地
名
靑
龍
歷
知
縣
楊
瑤
呂
調
陰
幾
十
年
値
徐
文
貞

公
入
相
有
稱
不
便
者
壬
子
議
廢
又
二
十
年
而
今
少
司
馬
蔡
公
汝
賢

爲
給
諫
疏
議
復
之
蔡
即
其
邑
庠
生
也
復
從
民
所
欲
移
建
唐
行
鎭
首

令
邑
者
石
繼
芳
也
明
敏
練
逹
爲
循
吏
最
凡
城
池
縣
宇
及
學
宮
察
院

倉
儲
之
屬
皆
其
鼎
建
而
運
籌
有
方
公
私
不
病
是
郡
之
乾
位
厥
有
百

雉
之
雄
其
不
失
由
拳
遺
勝
矣
獨
以
役
重
賦
煩
人
民
凋
瘵
識
者
不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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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國
之
憂
顧
更
化
善
治
亦
在
上
之
人
何
如
耳
石
公
歷
官
至
兵
憲
壬

辰
寧
夏
之
變
爲
亂
軍
所
殺
靑
民
聞
而
寃
者
交
口
於
道

柘
林
係
海
濱
之
鎭
東
距
靑
村
二
十
五
里
西
距
金
山
衛
三
十
六
里
舊

無
城
池
自
巡
按
尙
維
持
議
建
而
以
富
民
衛
姓
充
其
役
內
設
把
總
官

一
員
兵
五
百
名
公
廨
一
所
沿
海
民
灶
遷
實
其
中
旦
暮
警
守
爲
東
西

應
援
足
稱
犄
角
之
勢
川
沙
堡
與
柘
林
同
築
南
距
南
匯
所
四
十
五
里

北
距
吳
淞
所
八
十
里
內
列
官
兵
守
備
亦
同

西
水
次
倉
舊
無
圍
城
自
甲
寅
倭
亂
築
堡
於
得
勝
港
駐
兵
禦
浦
後
以

倭
息
慮
官
糧
失
守
移
築
西
倉
城
因
改
倉
木
橋
爲
三
洞
石
橋
而
西
水

往
來
歷
馮
家
墩
跨
塘
橋
至
是
爲
三
鎖

范
叔
子
曰
松
江
保
障
之
法
莫
急
於
築
新
城
蓋
隆
萬
以
來
生
齒
浩
繁

民
居
稠
密
幸
享
承
平
足
稱
富
庶
倘
兵
燹
陡
發
驅
民
入
城
無
論
鄕
鎭

即
四
郊
外
十
里
許
計
男
婦
不
下
二
十
餘
萬
矣
竊
恐
郡
城
方
不
踰
九

里
容
蓄
幾
何
澤
必
竭
流
薪
必
燎
骨
穢
必
塞
道
更
加
疫
癘
暑
雨
則
露

宿
者
必
號
呼
動
地
有
萬
萬
不
可
勝
道
之
苦
况
昔
年
人
民
猶
知
安
分

守
法
今
之
惡
少
兇
狡
百
出
安
能
坐
縛
手
足
久
困
饑
餒
乎
此
勢
之
必

然
而
城
小
人
衆
亦
兵
家
之
大
忌
也
故
有
識
之
士
必
以
築
新
城
於
西

郊
爲
首
務
而
當
路
者
輒
以
錢
糧
缺
乏
爲
辭
不
知
此
城
之
役
費
銀
不

過
五
萬
兩
當
以
半
出
之
官
或
扣
改
折
或
借
存
留
以
半
出
之
民
或
估

門
攤
或
假
樂
輸
則
公
私
兼
舉
諒
可
計
日
奏
功
矣
苟
得
任
事
如
周
文

襄
忱
方
侍
郞
廉
海
中
丞
瑞
者
毅
然
行
之
亦
何
患
不
濟
哉
若
僅
僅
惜

目
前
之
小
費
逡
巡
推
托
異
日
倭
宼
突
至
如
嘉
靖
癸
丑
之
變
則
四
郊

之
殺
戮
焚
燬
搶
劫
不
知
費
銀
幾
百
萬
矣
况
禍
幾
不
測
并
其
舊
城
而

失
之
則
府
縣
之
帑
藏
士
宦
之
積
蓄
又
不
知
費
幾
許
千
萬
矣
興
言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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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此
豎
儒
不
禁

國
之
憂
也
語
云
圖
大
事
者
不
惜
小
費
予
日
望
之

濟
農
倉
在
郡
治
仙
鶴
觀
西
河
以
南
皆
張
氏
雙
鶴
田
也
又
西
折
而
北

爲
小
敎
場
倭
亂
時
予
寓
張
田
之
左
見
韓
掌
敎
練
兵
倉
中
後
文
貞
徐

公
當
國
撫
按
奏
請
改
濟
農
倉
爲
元
輔
三
第
大
工
之
日
匠
役
皆
以
千

計
聽
金
皷
作
息
張
田
遂
歸
徐
氏
以
其
半
建
倉
厫
及
民
房
二
三
帶
令

蒼
頭
居
之
有
司
遂
以
小
敎
場
改
今
預
備
倉
又
以
南
水
次
倉
改
今
演

武
場
幷
儲
糧
于
西
水
次
倉
云

濟
農
倉
以
西
皆
細
民
傳
舍
自
文
貞
公
列
第
於
東
其
弟
少
司
空
陟
即

捐
金
羅
致
其
址
建
今
司
空
三
第
太
平
橋
以
南
亦
增
池
園
竹
木
之
勝

焉
橋
故
高
今
夷
其
頂
郡
中
府
治
西
南
此
地
最
號
荒
凉
自
六
第
並
建

而
徐
氏
蒼
頭
厚
蓄
者
爭
起
精
舍
於
南
旁
壬
辰
徐
少
卿
琨
又
建
新
第

於
南
禪
寺
前
故
東
至
南
水
關
西
至
放
鶴
灘
北
抵
元
輔
舊
第
蔚
然
皆

瓊
樓
玉
宇
梯
城
一
望
如
魚
鱗
雜
㳫
即
陳
隋
宮
院
恐
不
過
是
吾
松
土

木
之
盛
此
爲
第
一
奇
云

放
鶴
灘
左
即
周
御
史
舊
宅
餘
僅
民
居
數
椽
馮
廷
尉
公
羅
致
之
列
爲

前
後
二
第
幾
百
畝
而
太
學
生
曾
可
居
尤
極
廣
饒
內
多
亭
榭
花
石
之

勝
谷
陽
門
內
稍
折
西
南
爲
徐
文
貞
公
舊
第
又
其
南
爲
費
千
戶
宅
徐

太
常
公
璠
改
今
水
西
園
而
以
小
湖
匯
于
城
水
者
堰
其
北
爲
畜
魚
池

小
湖
即
志
所
載
陸
氏
西
湖
遺
跡
也
太
常
公
析
仲
子
元
普
居
之
元
普

改
舊
第
爲
門
樓
建
平
格
堂
於
後
擴
園
以
東
爲
姚
林
起
石
橋
納
巽
水

之
勝
方
議
鼎
新
惜
未
竟
其
志
而
卒

合
掌
橋
以
東
有
莫
氏
旌
表
亭
亭
之
左
即
孝
廉
王
之
路
所
建
宅
也

又
其
東
皆
民
居
陸
宗
伯
樹
聲
貿
其
址
改
今
尙
書
第
王
孝
廉
作
其
宅

遂
歸
於
陸
今
進
士
公
彥
章
居
之
顏
其
堂
曰
大
椿
館
以
後
有
大
椿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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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宗
伯
公
暮
年
進
士
公
在
吿
故
也

佛
字
橋
三
第
大
叅
王
敎
羅
致
民
居
建
之
今
東
第
屬
張
太
常
明
政
西

二
第
屬
主
政
章
憲
文
因
闢
門
於
私
路
巷
鶴
城
書
院
左
林
太
僕
景
暘

建
冏
卿
第
林
氏
世
居
普
照
寺
南
以
賣
生
藥
起
家
至
今
人
呼
爲
林
生

藥
故
景
暘
貴
顯
後
仍
卜
居
其
地
東
北
抵
寺
基
西
至
陸
侯
神
路
共
數

十
畝
前
後
皆
壯
麗
之
居
寺
前
建
三
世
冏
卿
石
坊
亦
赫
奕
而
坊
下
石

橋
與
寺
中
明
堂
皆
景
暘
一
力
更
新
之
先
是
景
暘
爲
諸
生
時
從
雨
中

過
橋
偶
然
傾
跌
因
盟
諸
心
曰
他
日
苟
富
貴
無
忘
修
此
橋
至
是
果
恰

其
願
亦
念
所
格
也

軍
儲
倉
以
西
唐
大
叅
本
堯
建
世
中
丞
第

脚
牌
衖
左
右
最
湫
隘
徐
鴻
臚
隣
陸
太
學
述
祖
孟
太
學
至
大
共
起
六

第
前
後
如
墉
如
楖
徐
地
多
軍
營
今
徐
孟
皆
易
姓
陸
正
丁
盛
時
瑞
鹿

橋
北
爲
城
之
西
隅
兵
憲
李
日
章
並
起
四
第
東
半
多
菴
基
西
半
多
營

地
今
三
屬
大
叅
宋
堯
武
而
李
公
孫
紹
文
僅
守
其
一
大
叅
公
又
于
沿

城
闢
爲
園
池
建
小
亭
其
上
雖
無
花
石
臺
榭
之
勝
亦
得
曠
野
淸
幽
之

趣
云

通
波
門
水
關
以
西
折
而
南
即
本
一
菴
後
也
姚
大
叅
體
信
貿
菴
基
田

徐
起
大
第

陸
門
以
東
沿
城
爲
飮
馬
池
池
南
爲
柳
家
衖
倪
孝
廉
甫
英
集
民
地
建

大
第
不
惟
屋
宇
壯
麗
而
氣

廣
爽
足
稱
豪
士
之
居
倪
氏
世
家
東
土

之
新
場
祖
父
代
有
隱
德
以
倭
亂
遷
入
郡
城
而
孝
廉
公
尊
賢
敬
士
益

昌
大
世
澤
故
氏
遂
爲
詩
禮
名
家

大
吳
橋
北
堍
東
皆
姚
氏
基
張
大
行
從
津
錢
廷
評
志
學
建
三
第
錢
左

第
屬
今
蔡
少
司
馬
汝
賢
柳
家
巷
稍
折
而
北
陸
宗
伯
建
適
園
蕭
疎
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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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淡
若
幽
人
墨
士
之
居
宗
伯
公
自
爲
記
相
傳
有
柳
御
史
讀
書
臺
遺
跡

在
焉

附
適
園
記

循
城
之
址
稍
南
百
步
得
棄
地
焉
疏
抉
叢
穢
就
其
下
者
爲
池
亭
於
池

之
上
累
石
以
當
其
前
亭
之
左
折
爲
樓
樓
四
達
以
望
遠
樹
竹
木
其
間

飾
堂
之
舊
者
以
待
賓
客
屋
於
其
旁
者
爲
茶
寮
總
之
曰
適
園
園
之
始

余
自
南
雍
謝
病
歸
會
以
其
地
售
者
余
適
有
之
以
其
地
之
湫
隘
棄
於

時
故
易
售
而
余
方
倦
游
思
去
煩
以
息
靜
也
故
得
之
若
以
爲
適
者
然

以
余
之
苦
于
驅
疾
病
以
事
奔
走
也
旣
休
吏
鞅
返
初
服
以
便
居
息
則

求
以
愉
懌
心
志
寄
耳
目
之
適
者
實
藉
是
焉
故
予
每
憩
是
也
于
泉
石

之
亭
結
雲
物
往
來
花
木
喬
秀
禽
魚
之
下
上
飛
泳
者
日
與
之
接
耳
目

所
遇
皆
樂
其
爲
己
有
也
凡
予
之
所
爲
適
者
若
此
而
余
因
是
以
觀
造

物
者
之
所
有
若
泉
石
雲
物
花
木
禽
魚
所
爲
麗
於
兩
間
挾
光
景
以
與

之
游
衍
者
物
各
有
以
自
適
而
吾
于
是
託
之
以
寄
其
適
焉
如
是
者
固

日
交
於
前
有
以
取
之
不
禁
也
則
不
惟
余
去
煩
息
靜
者
之
所
宜
有
盖

自
造
物
者
之
有
是
也
而
我
與
物
之
所
共
適
非
一
屬
於
己
可
專
而
有

之
則
余
於
是
將
不
有
超
然
而
自
適
者
乎
如
是
則
余
園
雖
小
而
余
之

所
託
以
適
焉
者
大
矣
是
不
可
以
不
記

府
治
北
朱
司
業
大
韶
建
大
司
成
第
後
建
文
園
第
即
故
御
史
蘇
恩
廢

宅
園
即
卜
氏
墳
也
大
韶
擴
其
址
內
多
朱
樓
華
屋
掩
映
丹
霄
而
園
中

花
石
亭
臺
極
一
時
綺
麗
之
勝
其
弟
太
學
大
英
宅
並
建
於
西
大
韶
無

子
生
平
亦
無
一
善
狀
獨
窮
極
聲
樂
飮
饌
及
古
器
玩
好
之
物
一
死
之

後
妻
奴
盜
搶
無
算
大
英
憑
藉
兄
勢
戇
直
寡
諧
有
力
者
爭
起
而
魚
肉

之
不
踰
年
第
宅
皆
易
姓
司
成
第
屬
陸
都
運
從
平
大
英
宅
屬
褚
孝
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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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用
章
文
園
屬
金
吾
徐
有
慶
金
吾
時
舉
宴
稱
觴
於
大
人
前
故
顏
其
堂

曰
愛
日
屬
太
倉
王
司
寇
鳳
洲
銘

附
愛
日
銘

太
師
徐
文
貞
公
秉
政
於
嘉
隆
之
際
盖
冬
之
日
也
當
其
歸
里
時
春
秋

六
十
有
六
而
其
元
子
太
常
卿
仰
齋
公
甫
四
十
以
官
侍
養
備
志
物
之

奉
者
十
有
六
年
而
文
貞
公
始
遺
家
政
於
仰
齋
公
而
公
遂
爲
德
於
鄕

今
年
六
十
一
而
其
元
子
太
常
卿
正
夫
復
請
急
歸
侍
公
養
正
夫
亦
甫

四
十
而
其
子
有
慶
已
爲
金
吾
太
師
盖
三
世
皆
三
品
上
文
武
忠
孝
天

下
艶
稱
之
以
爲
人
倫
之
極
而
正
夫
所
以
奉
仰
齋
公
視
仰
齋
公
之
奉

文
貞
公
不
啻
也
榜
其
堂
曰
愛
日
以
寓
懼
喜
之
切
而
問
銘
於
世
貞
世

貞
敬
諾
之
其
詩
曰
去
之
日
日
不
我
留
何
以
寬
公
淳

脄
羞
俾
以
忘

憂
來
之
日
其
日
昉
昃
何
以
饗
公
膋
臅
酒
炙
俾
以
娛
夕
鐘
鼓
喤
喤
爲

樂
未
央
化
國
之
日
舒
以
長
兮
公
以
子
徜
徉
兮
鐘
鼓
闐
闐
爲
樂
蟬
聯

山
中
之
日
如
小
年
兮
公
以
子
偕
咸
籛
兮

大
司
成
第
左
爲
顧
中
舍
正
誼
第
前
後
與
朱
相
埒
後
建
書
齋
禪
閣
數

百
椽
詩
廊
一
韻
廓
一
以
便
騷
人
題
詠
內
列
奇
石
圖
史
蓮
池
亭
榭
種

種
色
色
皆
成
雅
觀
正
誼
又
建
濯
錦
園
於
東
郊
之
北
兪
塘
古
木
修
篁

亭
午
可
窺
星
斗
而
土
岡
一
勝
宛
如
山
麓
其
下
響
泉
溷
溷
巧
奪
化
工

至
敝
閭
堂
天
琅
閣
令
人
處
蓬
壺
中
不
知
有
塵
世
事
眞
名
園
也
正
誼

好
摹
畫
亦
欲
力
追
黃
米
諸
名
家
獨
點
綴
光
景
於
土
木
竹
石
間
尤
爲

長
技
若
更
移
之
筆
端
則
公
望
叔
明
瞠
乎
後
矣

中
舍
第
後
皆
膏
腴
田
也
董
太
學
九
皋
起
建
新
園
日
費
萬
錢
園
中
淸

泓
畫
閣
不
减
紫
微
玉
眞
雲
間
士
民
遂
爲
談
資
口
實
董
之
父
即
廷
評

公
志
學
平
生
善
居
積
致
富
而
其
子
以
緖
餘
供
之
一
園
費
之
亦
何
足



ZhongYi

雲

間

據

目

抄

卷
五

七

異
云

東
馬
橋
之
左
爲
范
氏
二
第
皆
范
太
僕
惟
一
所
建
西
第
有
嘯
園
內
皆

深
邃
廣
闊
稱
富
人
之
居
馬

寺
最
號
荒
僻
俗
傳
日
薄
暮
即
爲
鬼
魅

之
鄕
有
僧
雪
菴
悟
空
相
繼
修
葺
故
僧
寮
佛
宇
皆
煥
然
改
觀
可
稱
雲

間
淨
土
寺
之
左
即
陳
太
史
懿
德
舊
第
今
孝
廉
何
三
畏
撤
而
更
新
之

後
擴
爲
園
曰
芝
園
幾
數
十
畝
內
有
觀
濠
堂
歌
風
館
及
亭
臺
竹
木
之

勝
屬
陳
繼
儒
爲
記
何
孝
廉
居
恒
不
治
生
產
即
歲
入
租
稅
或
四
方
賢

豪
有
所
餽
遺
悉
以
供
一
園
之
費
凡
良
辰
佳
節
張
燈
設
宴
招
詩
人
社

友
集
於
其
中
庶
幾
得
泉
石
之
趣
云

附
觀
濠
堂
記

昔
摩
詰
圖
畫
輞
川
香
山
命
篇
池
上
皆
以
討
天
機
於
逝
者
非
止
託
心

賞
于
冷
然
有
美
吾
師
實
弘
斯
理
偶
剪
蓬
蒿
之
徑
漸
成
桃
李
之
溪
止

水
一
泓
爲
山
半
簣
漚
磯
淸
淺
花
枝
笑
於
鏡
中
雄
堞
叅
差
人
影
形
于

樹
杪
璧
月
映
柳
鳬
鷖
在
汀
停
雲
澹
而
無
言
芳
草
萋
兮
不
斷
四
園
秀

色
翠
籠
薜
荔
之
墻
一
道
晴
霞
霜
暈
芙
蓉
之
浦
枯
蘭
吐
蕙
槁
木
蒸
芝

神
仙
於
此
樓
居
大
夫
從
之
賦
作
醉
來
刻
竹
淸
歌
散
渭
畝
之
陰
倦
以

據
梧
幽
夢
仗
鬱
林
之
石
夕
陽
殿
角
蕉
葉
扇
而
鹿
眠
點
雪
爐
頭
茶
烟

橫
而
鶴
避
紅
亭
客
散
碧
芷
風
生
門
設
欲
關
簾
鈎
半
上
凭
軒
踞
狻
猊

之
鼎
隱
几
披
龍
馬
之
文
身
侍
羲
皇
地
鄰
濠
濮
登
斯
堂
也
盍
往
觀
乎

魚
鳥
親
人
鬚
眉
可
鑑
謙
而
善
下
舍
吉
士
之
虛
心
淨
以
納
瑕
得
碩
人

之
雅
量
淡
成
君
子
信
薦
王
公
進
退
近
於
中
庸
安
流
類
乎
無
兢
澄
懷

觀
道
何
如
世
上
之
風
波
抱
膝
鼓
琴
聊
爾
胸
中
之
邱
壑

馬
橋
東
南
舊
爲
曾
氏
族
顧
太
學
正
倫
正
心
擴
其
址
數
十
畝
列
建
諸

第
其
間
華
屋
朱
樓
如
書
雲
閣
紅
霞
閣
之
類
不
能
殫
述
而
西
第
朴
菴



ZhongYi

雲

間

據

目

抄

卷
五

八

爲
江
南
第
一
精
舍
且
修
梧
綠
柳
掩
映
河
橋
方
之
槐
閣
未
知
熟
爲
伯

仲
正
心
又
建
園
於
東
郊
外
明
星
橋
左
縱
橫
距
一
頃
有
奇
內
列
朱
廊

數
千
椽
而
羅
漢
堂
前
後
脩
篁
怪
石
尤
爲
絕
勝
但
園
取
娛
情
適
意
非

以
殫
精
勞
神
顧
君
務
廣
其
地
越
數
十
餘
年
志
猶
未
竟
識
者
不
無
甫

田
之
譏

東
察
院
左
爲
張
氏
二
第
即
刺
史
星
所
建
前
後
十
餘
帶
皆
堅
緻
精
工

入
其
室
者
稱
爲
一
塵
不
到
今
屬
孝
廉
姚
簣

理
刑
廳
左
李
人
龍
建
柱
史
第
今
屬
徐
太
常
元
春
改
爲
冏
卿
第
內
有

園
以
所
得
朱
司
成
文
園
號
徐
氏
東
西
園
宋
中
丞
賢
之
第
即
其
子
光

祿
邦
所
建
又
內
有
堂
曰
百
順
東
有
坊
曰
貤
封
皆
取
娛
親
之
意

中
千
戶
所
後
爲
僉
憲
盛
當
時
第
即
已
故
孝
廉
楊
允
儁
所
建
也
盛
更

新
之
通
平
橋
於
西
北
以
便
大
街
往
來

中
千
戶
所
西
爲
施
孝
廉
大
諫
宅
又
其
西
爲
陸
大
參
萬
鍾
柱
史
第
即

馮
中
舍
豹
所
建
其
址
皆
顧
雕
印
族
氏
居
也
今
大
參
建
石
坊
於
第
左

爲
靑
龍
之
勝
而
夷
望
仙
橋
之
頂
配
焉
谷
巿
橋
與
興
聖
塔
通
亦
以
堪

輿
有
妨
故
大
參
蔽
其
道
建
關
帝
閣
鎭
壓
之
而
移
道
於
沿
河
民
亦
稱

便
馮
中
舍
爲
徐
大
常
仰
齋
門
下
客
與
元
輔
第
同
時
起
工
人
咸
異
之

肉
未
寒
而
易
姓

望
仙
橋
南
爲
張
氏
雙
鶴
園
張
在
日
范
太
僕
謀
得
之
於
是
張
守
維
者

立
契
有
待
父
天
年
恁
從
管
業
之
語
至
今
爲
松
人
口
實
而
不
肖
子
孫

爭
踵
效
之
太
僕
又
擴
其
址
並
建
兩
第
於
坐
化
菴
之
右
今
一
屬
孝
廉

陸
萬
言

龍
淵
南
爲
給
諫
龔
情
第
情
爲
諸
生
時
夢
卜
居
一
方
川
之
南
故
號
方

川
後
偶
得
此
基
形
勢
宜
北
面
適
有
龍
淵
之
勝
宛
如
夢
中
亦
異
數
也



ZhongYi

雲

間

據

目

抄

卷
五

九

此
給
諫
面
語
予
者
給
諫
盛
德
長
者
乃
肉
未
寒
業
已
易
姓
衆
共
憐
之

龔
第
稍
折
而
東
南
爲
馮
孝
廉
大
受
建
竹
園
內
有
玉
立
亭
之
勝
淸
峻

絕
塵
而
梓
潼
閣
俯
瞷
膏
腴
春
夏
吳
歌
桔
橰
頗
得
城
巿
山
林
之
趣
孝

廉
公
自
爲
題
詞

鶴
城
別
業
龍
門
新
搆
門
臨
綠
野
閣
瞷
靑
山
曲
阻

長
堤
周
環
芳
沼
偶
借
人
境
聊
爲
吾
廬
園
名
竹
素
妄
托
千
秋
迹
寄
東

山
自
甘
小
草
朝
華
夕
秀
乃
造
化
自
然
之
文
章
秋
月
春
風
亦
四
時
各

具
之
光
景
地
隨
心
勝
遠
以
韻
增
非
如
石
尉
金
谷
敢
稱
李
相
平
泉
入

林
惟
與
七
賢
開
徑
暫
容
二
仲
問
奇
方
許
看
竹
何
妨
淸
虛
日
來
風
流

自
命
但
有
琴
書
之
樂
而
無
車
馬
之
喧
且
以
逃
名
因
之
樂
我

城
隍
廟
西
何
太
史
良
俊
舊
第
內
有
園
顧
正
心
擴
建
大
第
極
弘
厰
王

孝
廉
善
繼
卜
爲
鄰
僅
建
一
廳
有
干
霄
之
勢
相
知
者
皆
憂
其
難
繼
云

會
星
橋
以
南
皆
馮
廷
尉
公
列
第
以
次
起
建
者
中
第
有
三
層
閣
高
十

餘
丈
與
元
輔
新
第
爭
雄

集
仙
街
西
新
宅
林
太
僕
景
暘
建
前
後
皆
巍
峨
壯
麗
太
僕
富
貴
人
而

築
室
亦
喜
富
貴
態
余
嘗
登
其
園
廳
見
大
書
福
壽
康
寧
四
字
因
戱
語

友
人
曰
令
此
公
與
元
鎭
同
時
則
兩
公
必
自
相
水
火
矣
衆
以
爲
雅
謔

新
察
院
以
西
王
兵
憲
會
並
建
兩
第
後
爲
園
池
會
平
生
善
吝
嗇
而
于

土
木
規
模
頗
覺
豪
爽
故
左
第
廳
爲
郡
中
之
冠

府
學
西
爲
高
禮
部
仕
之
第
前
後
深
廣
皆
子
姓
以
次
起
者
仕
獨
選
勝

於
西
郊
外
二
里
許
爲
瑤
潭
之
居
內
皆
高
樓
廣
厦
列
植
奇
花
怪
石
四

圍
膏
腴
六
頃
有
奇
潭
中
巨
浸
汪
洋
可
當
西
方
小
閬
苑
繞
潭
以
南
古

木
森
森
鬱
鬱
絕
類
虎
丘
北
建
高
閣
數
楹
俯
瞰
淸
泓
躍
錦
而
九
峯
亘

北
翠
若
列
屛
仕
逍
遙
此
地
不
入
城
巿
三
十
年
稱
雲
間
高
隱

徐
文
貞
公
大
學
士
坊
原
建
谷
陽
門
外
弔
橋
東
堍
自
回
祿
之
後
移
右



ZhongYi

雲

間

據

目

抄

卷
五

十

文
街
後
建
少
師
坊
配
焉
西
關
內
又
建
四
世
一
品
坊

柱
國
坊
原
建
元
輔
中
第
後
以
堪
輿
有
妨
移
至
接
官
亭

郡
西
科
甲
坊
先
爲
葉
方
伯
木
坊
以
徐
司
空
廢
故
易
石
坊
並
列
合
郡

科
甲
名
姓

南
察
院
東
兄
弟
名
卿
坊
爲
陸
尙
書
樹
聲
都
憲
樹
德
建

科
甲
聯
登
石
坊
爲
副
使
季
膺
建

府
南
治
靑
宮
太
師
坊
爲
徐
階
建
會
元
坊
爲
陸
樹
聲
建
都
憲
坊
爲
陸

樹
德
建
內
臺
總
憲
坊
爲
上
海
潘
恩
建

通
波
門
內
父
子
進
士
坊
爲
上
海
潘
恩
潘
允
哲
潘
允
端
建

千
戶
所
西
柱
史
坊
爲
萬
鍾
建
東
登
金
榜
坊
爲
吳
哲
建
館
驛
前
掖
垣

補
袞
坊
爲
鍾
宇
淳
建

九
峯
書
院
御
史
坊
爲
許
樂
善
建

上
海
縣
城
內
三
世
學
士
坊
爲
陸
深
造
建

文
宗
柱
史
坊
爲
王
圻
建

三
世
二
品
坊
爲
艾
可
久
建

上
海
鄕
間
十
九
保
沈
莊
塘
大
京
兆
少
司
空
二
坊
爲
談
倫
建

以
上
諸
坊
爲
諸
公
獨
建
者
附
錄
之
而
歷
科
進
士
坊
如
六
俊
同
登
之

類
不
載
旌
表
亭
亦
仿
之
屬
予
目
中
僅
睹
兩
建
其
一
旌
盛
鶴
妻
宋
氏

者
始
建
理
刑
廳
河
南
今
遷
錢
明
宮
右
其
一
旌
楊
允
修
妻
何
氏
者
始

建
集
仙
街
西
今
遷
望
仙
橋
北

秀
州
塘
自
府
治
西
南
直
抵
嘉
興
三
泖
之
水
皆
從
此
分
流
東
入
橫
潦

涇
故
每
歲
沖
突
不
常
民
苦
病
涉
於
是
徐
文
貞
公
歷
建
石
橋
爲
萬
世

之
利
其
一
吉
陽
匯
橋
其
二
石
湖
塘
橋
其
三
五
厙
橋
其
四
玉
帶
橋
其

五
斜
塘
橋
其
六
减
水
橋
其
七
築
黃
橋
其
八
太
平
橋
其
九
泖
橋
皆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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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
間

據

目

抄

卷
五

十
一

貞
公
一
力
建
造
其
十
義
河
橋
水
利
許
副
使
建

南
關
外
登
山
水
橋
大
漲
江
橋
舊
用
磚
砌
者
萬
曆
壬
辰
改
爲
石
橋
西

倉
橋
舊
以
木
爲
之
自
萬
曆
癸
酉
同
知
岳
維
華
於
糧
饑
民
站
立
橋
頂

墮
水
死
者
六
十
二
人
故
文
貞
公
命
家
人
湯
顯
一
力
建
造
跨
塘
橋
乃

雲
間
第
一
橋
也
成
化
間
知
府
王
衡
重
建
極
其
堅
固
至
萬
曆
十
四
年

橋
頂
頗
欹
弛
有
僧
某
者
與
封
老
人
謀
一
時
拆
卸
更
新
之
欲
爲
募
緣

射
利
計
踰
年
不
能
畢
工
人
民
病
涉
有
司
按
其
罪
得
上
海
居
民
楊
仕

一
力
成
之

跨
塘
橋
西
里
許
爲
馮
廷
尉
公
恩
之
墓
公
生
時
以
堪
輿
論
泖
水
東
流

入
城
太
迅
故
于
故
浦
塘
中
築
基
數
畝
建
閣
樓
浮
屠
爲
金
星
之
秀
至

今
呼
爲
馮
公
墩
又
公
在
世
宗
朝
抗
疏
諸
執
政
謫
戍
乃
塑
周
孔
夷
齊

子
房
武
侯
狄
梁
公
文
文
山
之
像
于
閣
中
歲
時
致
祭
以
寓
自
方
之
意

云松
城
四
郊
外
如
南
北
兩
門
素
號
荒
僻
年
來
雖
民
居
稍
密
而
土
木
未

有
大
興
惟
南
關
外
張
刺
史
星
建
園
于
演
武
塲
北
張
大
行
從
津
建
園

於
普
濟
橋
南
陸
孝
廉
彥
楨
建
梅
南
草
廬
於
阮
家
衖
可
稱
鼎
足
陸
園

雖
無
奇
花
怪
石
而
樓
閣
數
重
曲
折
巍
峨
堪
以
吟
風
弄
月
與
張
刺
史

園
中
見
一
堂
爭
勝
至
東
西
二
門
係
商
賈
輳
集
之
地
故
倭
夷
回
祿
之

後
宦
室
富
民
或
以
次
更
新
或
以
次
修
復
遂
成
都
會
而
西
尤
加
三
倍

于
東
壬
辰
聞
倭
警
識
者
僉
議
築
新
城
爲
容
蓄
計
以
當
路
無
任
事
之

人
乃
止

白
龍
潭
北
地
名
壓
韉
濱
山
人
唐
文
濤
建
拙
圃
方
可
四
畝
許
而
列
植

奇
花
名
卉
種
種
綽
約
隨
地
點
綴
光
景
皆
古
雅
秀
麗
至
大
樹
堤
棣
蕚

堂
淸
氣
冷
泠
襲
人
能
令
坐
客
忘
歸
時
人
戱
名
之
曰
水
磨
園
白
龍
潭



ZhongYi

雲

間

據

目

抄

卷
五

十
二

寺
自
倭
亂
焚
燬
兼
以
巨
室
侵
佔
山
門
遂
廢
萬
曆
十
一
年
有
僧
實
誠

者
募
建
大
雄
寳
殿
始
於
十
二
月
十
二
日
落
成
於
十
九
年
六
月
殿
以

東
邑
人
爲
陸
宗
伯
建
見
賢
堂
供
生
像
以
寓
瞻
仰
之
意
而
織
造
內
使

孫
隆
即
宗
伯
高
足
弟
子
也
故
捐
金
若
干
命
方
僧
景
峯
修
復
故
址
門

徑
列
植
松
柏
頗
覺
淸
幽
而
堂
前
空
基
正
議
改
作
異
日
奏
功
庶
稱
名

刹
云
又
聞
孫
貴
人
有
意
爲
龍
潭
點
景
與
武
林
六
橋
爭
勝
倘
此
舉
成

功
便
是
吾
輩
晚
年
樂
地
蓋
日
望
之
奈
成
虛
說

東
禪
寺
折
爲
菴
曰
寳
勝
隆
慶
三
年
有
海
雲
僧
名
圓
濟
者
自
靈
隱
遊

錫
慨
然
圖
維
新
之
因
謀
于
陸
宗
伯
公
從
有
司
請
帖
修
造
宗
伯
公
爲

記
即
命
予
屬
草
者
附
錄
之

郡
城
東
之
百
武
許
爲
東
禪
寺
尋
折
爲
菴
一
曰
寳
勝
其
地
踞
城
之
東

北
隅
多
茂
林
修
竹
平
楚
良
疇
北
枕
九
峯
嶙
峋
獻
狀
亦
禪
林
一
勝
地

也
第
室
多
荒
落
僅
蔽
風
雨
一
老
僧
負
衲
其
間
香
一
縷
出
其
竇
而
已

余
甚
惜
之
已
得
今
海
雲
上
人
來
自
靈
隱
上
人
饒
戒
行
通
內
外
典
足

跡
嘗
徧
天
下
偶
遊
錫
其
地
慨
然
圖
維
新
之
乃
謀
于
余
而
故
事
僧
徒

不
得
私
有
興
創
余
遂
以
屬
之
郡
邑
有
司
給
與
券
帖
上
人
始
奉
明
約

拮
据
其
事
時
有
檀
越
漢
陽
孫
君
大
叅
陸
君
出
帑
助
搆
諸
檀
越
亦
輻

輳
凡
踰
年
而
落
成
門
從
一
側
徑
入
松
篁
蒼
蔚
綴
以
群
芳
即
杳
然
別

爲
一
天
矣
其
右
廡
室
凡
三
楹
舊
故
有
茅
舍
一
椽
上
人
所
撤
而
新
也

仍
其
額
曰
慧
林
中
爲
堂
五
楹
以
奉
世
尊
大
身
與
法
鼓
華
幢
諸
種
種

莊
嚴
法
界
所
居
余
定
其
額
曰
法
會
其
左
廡
傑
然
起
者
則
慈
應
閣
上

人
時
與
客
據
梧
揮
麈
說
法
其
間
額
亦
余
所
定
餘
爲
香
積
爲
定
室
若

干
楹
余
又
考
寳
勝
者
實
東
禪
之
故
署
不
可
用
復
易
之
爲
靑
野
禪
棲

云
菴
成
而
縉
紳
學
士
之
游
於
郊
者
輒
過
閣
中
侈
爲
詩
章
琳
琅
壁
間



ZhongYi

雲

間

據

目

抄

卷
五

十
三

余
亦
時
從
藍
輿
舁
來
聽
說
世
外
其
勝
遂
聞
於
郡
中
久
之
上
人
以
記

請
余
竊
有
慨
於
禪
室
佛
廬
之
存
往
往
不
以
地
勝
而
以
人
勝
吾
雲
間

船
子
道
場
名
於
天
下
乃
余
向
者
一
過
其
下
求
問
其
所
謂
萬
峯
軒
推

蓬
室
者
已
陸
沉
於
煙
波
瓦
礫
間
僧
徒
咸
慌
傖
叩
以
夾
山
船
子
之
蹟

莫
能
應
者
爲
之
愾
歎
不
能
已
而
茲
菴
以
荒
落
萊
蕪
之
境
一
轉
爲
深

覿
洞
幽
堂
室
翼
如
雖
佛
氏
所
謂
因
緣
離
合
而
締
造
艱
難
厥
功
豈
淺

鮮
哉
故
所
願
嗣
上
人
者
其
善
護
持
之
息
心
了
義
永
奉
神
居
金
姿
玉

相
遂
爲
千
年
之
宮
而
無
若
陸
沉
於
烟
波
瓦
礫
以
寄
人
之
愾
則
微
特

不
負
上
人
今
日
創
始
之
功
亦
且
於
億
千
萬
佛
所
種
諸
善
矣
謹
書
之

以
俟
來
者

泗
涇
鎭
西
北
隅
有
祥
澤
道
院
舊
基
萬
曆
十
三
年
四
月
初
一
日
修
復

改
名
小
武
當
又
建
後
殿
供
聖
宮
聖
母
東
南
隅
有
觀
音
廟
萬
曆
十
九

年
十
二
月
修
建
改
名
小
普
陀
前
爲
鐘
樓
山
門
後
爲
觀
音
大
殿
又
建

三
洞
石
橋
曰
普
渡
每
歲
進
香
如
歸
市
皆
檀
越
徐
承
思
一
力
爲
之

橫
潦
涇
建
眞
靜
菴
先
是
有
尼
曰
眞
如
者
武
林
人
也
嘉
隆
間
訪
道
雲

間
遂
卓
錫
焉
適
陸
宗
伯
有
孀
女
歸
海
上
張
氏
者
事
佛
甚
殷
頗
與
尼

善
因
謀
所
以
居
尼
者
故
宗
伯
捐
資
置
田
地
十
七
畝
請
有
司
給
帖
創

造
前
爲
大
士
殿
後
爲
文
昌
閣
旁
爲
香
積
禪
寮
其
間
繪
飾
寶
相
珠
宮

華
藏
法
幢
種
種
莊
嚴
皆
眞
如
所
募
建
也
始
於
隆
慶
五
年
落
成
於
萬

曆
十
六
年
郡
方
伯
莫
如
忠
題
曰
眞
靜
菴
徵
文
於
杭
州
張
瀚
嘉
興
天

官
陸
光
祖
兩
太
宰
碑
記

泖
塔
名
澄
照
禪
院
自
浮
屠
外
僅
僧
寮
數
椽
景
甚
荒
凉
隆
萬
以
來
有

住
持
僧
名
自
正
者
殫
力
募
化
以
次
起
建
於
隆
慶
六
年
四
圍
築
堤
以

爲
外
護
下
闊
十
餘
丈
上
累
砂
石
皆
募
工
運
土
用
費
浩
繁
萬
曆
六
年



ZhongYi

雲

間

據

目

抄

卷
五

十
四

建
寶
藏
閣
於
院
後
爲
貯
經
之
所
七
年
築
放
生
石
臺
十
年
建
開
復
禪

堂
集
名
僧
修
誦
十
八
年
建
潮
音
閣
以
供
大
士
前
後
莊
嚴
弘
厰
遂
爲

東
吳
第
一
名
刹
僧
號
心
鏡
長
洲
縣
人
也
師
祖
諱
智
明
號
無
相
者
崑

山
人
精
究
禪
理
尤
解
攝
生
萬
曆
三
年
臘
戒
住
持
沐
浴
端
服
袈
裟
留

偈
別
僧
侶
趺
坐
脫
尸
遠
近
士
宦
自
陸
宗
伯
以
下
靡
不
與
祭
故
泖
塔

之
有
無
相
卽
曹
溪
之
有
六
祖
也
心
鏡
得
其
衣
鉢
益
饒
戒
行
建
立
勝

果
特
其
餘
事
予
併
誌
之
俟
他
日
傳
高
僧
者
採
焉
附
名
公
詩

王
世
貞
五
言
二
首

莫
言
吳
地
小
但
覺
四
天
寬
面
面
芙
蓉
鏡
層
層
薜
荔
冠
一
泓
鵝
眼
碧

九
點
鷲
頭
丹
唄
響
波
聲
合
漁
歌
夜
色
殘
經
歸
龍
藏
易
僧
結
蜃
樓
難

我
醉
聲
聞
酒
誰
施
法
喜
飱
倦
從
禪
榻
臥
間
借
佛
書
看
猶
有
餘
根
在

羞
人
識
宰
官

康
會
來
江
表
由
拳
已
陸
沉
五
湖
三
畝
地
千
古
一
叢
林
不
壞
金
剛
座

長
抽
碧
玉
簪
火
齊
搖
塔
杪
菡
萏
湧
波
心
汝
有
志
公
錫
何
勞
長
者
金

聚
沙
緣
自
昔
塡
海
願
如
今
一
粟
分
僧
鉢
三
衣
借
客
衾
魚
諳
放
生
樂

鳥
和
諷
經
音
小
受
靈
山
戒
藍
輿
日
日
尋

屠

隆
淸

浦

邑

侯

空
王
臺
榭
入
虛
無
忽
湧
中
流
大
地
孤
不
放
秋
聲
到
城
郭
且
分
淸
嘯

與
浮
屠
星
河
暈
月
來
香
霧
神
女
凌
波
出
夜
珠
一
日
逍
遙
吾
亦
得
自

將
濁
酒
酹
菰
蒲

沈
嘉
則

沙
棠
桂
楫
駐
氷
壺
縹
緲
浮
屠
插
漢
孤
十
二
層
闌
開
淨
土
三
年
浩
刼

作
淸
都
亂
帆
天
外
相
先
後
獨
鳥
波
心
乍
有
無
月
出
空
江
堪
掇
贈
美

人
親
捧
大
秦
珠



ZhongYi

雲

間

據

目

抄

卷
五

十
五

馮
夢
禎

烟
水
蒼
茫
見
一
丘
天
開
法
界
倚
中
流
檻
前
無
地
鄰
鮫
室

外
標
奇

結
蜃
樓
潮
勢
欲
呑
雲
夢
澤
鐘
聲
遙
帶
海
門
秋
到
來
已
覺
機
心
盡
何

處
滄
波
起
白
鷗

莫
雲
卿

孤
懸
寳
塔
削
鴻
濛
日
暮
樓
船
秋
色
中
楊
柳
景
疎
仙
令
席
菰
蒲
風
落

梵
王
宮
空
山
雨
過
搴
高
鳳
長
泖
天
低
截
綵
虹
良
夜
月
明
淸
嘯
在
金

燈
爛
漫
水
痕
紅

上
海
雖
與
華
亭
相
埒
予
厭
其
風
俗
粗
鄙
故
常
倦
游
獨
以
潘
方
伯
仲

菴
公
交
善
或
經
歲
一
歷
其
地
則
朱
門
華
室
亦
如
楖
比
崇
墉
不
可
殫

述
而
獨
稱
潘
氏
爲
最
如
方
伯
公
所
建
豫
園
延
袤
一
頃
有
奇
內
有
樂

壽
堂
深
邃
廣
爽
不
異
侯
門
勳
貴
堂
以
前
爲
千
人
坐
又
其
前
爲
巨
浸

巨
浸
之
中
多
怪
石
奇
峯
若
越
山
連
續
不
斷
面
南
一
望
令
人
胸
次
洞

開
措
大
當
之
不
覺
目
眩
股
栗
大
江
南
綺
園
無
慮
數
十
家
而
此
堂
宜

爲
獨
擅
堂
之
左
即
方
伯
公
讀
書
精
舍
也
內
列
圖
史
寳
器
玩
好
之
物

如
瓊
林
大
宴
令
人
應
接
不
暇
足
稱
奇
觀
附
潘
方
伯
豫
園
畧

余
舍
之
西
偏
舊
有
蔬
圃
數
畦
嘉
靖
己
未
下
第
春
官
稍
稍
聚
石
鑿
池

搆
亭
藝
竹
垂
二
十
年
旋
作
旋
止
未
有
成
績
萬
曆
丁
丑
解
蜀
藩
綬
歸

一
意
充
拓
地
加
闢
者
十
五
池
加
鑿
者
十
七
每
歲
耕
穫
盡
爲
營
治
之

費
時
奉
老
親
觴
咏
其
間
而
園
漸
稱
勝
區
矣
園
東
面
架
樓
數
楹
以
隔

市
塵
之
囂
中
三
楹
爲
門
扁
曰
豫
園
取
愉
親
悅
老
意
也
入
門
西
行
可

數
武
復
得
門
曰
漸
佳
漸
佳
西
可
二
十
武
折
而
北
竪
一
小
坊
曰
人
境

壺
天
過
坊
得
石
梁
穹
窿
跨
水
上
梁
竟
面
高
墉
中
陷
石
刻
四
篆
字
曰

寰
中
大
快
循
墉
東
西
行
得
堂
曰
玉
華
前
臨
奇
石
曰
玲
瓏
玉
盖
石
品



ZhongYi

雲

間

據

目

抄

卷
五

十
六

之
甲
相
傳
爲
宣
和
漏
綱
因
以
名
堂
堂
後
軒
一
楹
朱
檻
臨
流
時
餌
魚

其
下
曰
魚
樂
由
軒
而
西
得
廊
可
十
餘
武
折
而
北
有
亭
翼
然
覆
水
曰

涵
碧
閣
道
相
屬
行
者
忘
其
渡
水
也
自
亭
折
而
西
廊
可
三
十
武
復
得

門
曰
履
祥
亦
東
向
入
履
祥
巨
石
夾
峙
若
關
中
藏
廣
庭
縱
數
仞
衡
倍

之
甃
以
石
如
砥
左
右
壘
奇
石
隱
起
作
巖
巒
坡
谷
狀
名
花
珍
木
參
差

互
列
前
距
大
池
限
以
石
欄
有
堂
五
楹
巋
然
臨
之
曰
樂
壽
堂
頗
善
丹

雘
雕
鏤
之
美
堂
之
左
室
曰
充
四
齋
由
余
之
名
若
號
而
題
之
以
爲
韋

絃
之
佩
者
也
其
右
室
五
可
齋
則
以
往
昔
待
罪
淮
漕
時
苦
於
驅
馳
有

書
請
于
老
親
曰
不
肖
自
惟
有
親
可
侍
有
子
可
敎
有
田
可
耕
何
戀
戀

雞
肋
爲
比
丁
丑
歲
首
夢
神
人
賜
玉
章
一
方
上
書
有
山
可
樵
有
澤
可

漁
而
是
月
即
奉
解
官
之
命
故
合
而
揭
齋
焉
嗟
嗟
樂
壽
堂
之
搆
本
以

娛
奉
老
親
而
竟
以
力
薄
愆
期
老
親
不
及
一
視
其
成
實
終
天
恨
也
池

心
有
島
橫
峙
有
亭
曰
鳬
佚
島
之
陽
峯
巒
錯
疊
竹
樹
蔽
虧
則
南
山
也

由
五
可
而
西
南
面
爲
介
閣
東
面
爲
醉
月
樓
其
下
修
廊
曲
折
可
百
餘

武
自
南
而
西
轉
而
北
有
樓
三
楹
曰
徵
陽
下
爲
書
室
左
圖
右
史
可
靜

修
前
壘
武
康
石
爲
山
峻
嶒
秀
潤
頗
愜
觀
賞
登
樓
西
行
爲
閣
道
屬
之

層
樓
曰
純
陽
閣
最
上
奉
呂
仙
以
余
攬
揆
偶
同
仙
降
故
老
親
以
徵
陽

爲
小
字
中
層
則
祁
陽
土
神
之
祠
蓋
老
親
守
祁
州
時
夢
神
手
二
桂
携

二
童
至
曰
上
帝
因
大
夫
惠
澤
覃
流
以
此
爲
爾
子
也
已
而
誕
余
兄
弟

老
親
嘗
命
余
兄
弟
祀
之
語
具
祠
祀
中
由
閣
而
下
爲
留
春
窩
自
窩
而

南
爲
葡
萄
架
循
架
而
西
渡
短
橋
行
竹
阜
有
梅
百
株
俯
以
敞
閣
曰
玉

茵
玉
茵
而
東
爲
關
帝
祠
出
祠
東
行
高
下
紆
廻
爲
岡
爲
嶺
爲
澗
爲
洞

爲
壑
爲
灘
不
可
悉
紀
各
極
其
趣
山
半
爲
山
神
祠
東
有
亭
北
向
曰
挹

秀
挹
秀
在
羣
峯
之
坳
下
臨
大
池
與
樂
壽
堂
相
望
山
行
至
此
藉
以
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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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
間

據

目

抄

卷
五

十
七

息
由
亭
而
東
得
大
石
洞
窅
窱
深
曲
幾
與
張
公
善
卷
石
爭
衡
由
洞
仰

出
爲
大
士
庵
東
偏
禪
室
五
楹
高
僧
至
止
可
以
駐
錫
出
庵
門
奇
峯
矗

立
若
登
虬
若
戲
馬
閣
雲
礙
月
蓋
南
山
最
高
處
下
視
谿
山
亭
館
若
御

風
騎

而
俯
瞷
塵
寰
眞
異
境
也
自
山
徑
東
北
下
過
留
影
亭
盤
旋
亂

石
間
轉
而
北
得
堂
三
楹
曰
會
景
堂
左
通
雪
窩
右
綴
水
軒
出
會
景
度

曲
梁
修
可
數
十
武
梁
竟
即
向
之
所
謂
廣
亭
而
樂
壽
堂
以
南
之
勝
盡

於
此
矣
樂
壽
堂
之
西
搆
祠
三
楹
奉
高
祖
而
下
神
主
以
便
饗
奠
堂
後

鑿
方
塘
栽
菡
萏
周
以
垣
垣
後
修
竹
萬
挺
竹
外
長
渠
東
西
咸
達
於
前

池
舟
可
遶
而
泛
也
樂
壽
堂
之
東
別
爲
堂
三
楹
曰
容
與
琴
書
彜
鼎
雜

陳
其
間
內
有
樓
五
楹
曰
頤
晚
樓
樓
旁
庖
畐
咸
備
則
余
棲
息
所
矣
容

與
堂
爲
宅
一
區
居
季
子
雲
獻
便
其
定
省
其
堂
曰
愛
日
志
養
也
大
抵

是
園
不
敢
自
謂
輞
川
平
泉
之
比
而
水
石
之
適
觀
堂
室
之
便
體
舟
楫

之
沿
泛
亦
亦
足
以
送
流
景
而
樂
餘
年
矣
第
經
營
數
稔
家
業
爲
虛
余

雖
嗜
好
成
癖
癖
無
所
悔
實
可
爲
士
人
殷
鑒
若
予
子
孫
惟
永
戒
前
車

之
轍
無
更
培
一
土
植
一
木
則
善
矣

豫
園
東
方
伯
公
建
大
第
延
袤
之
廣
樓
閣
之
華
不
能
悉
述
獨
光
祿
君

雲
騤
新
建
世
春
堂
視
樂
壽
堂
更
加
高
敞
當
爲
土
木
一
奇
半
堂
涇
內

潘
恭
定
公
建
大
第
內
有
四
老
堂
恭
定
公
恩
溫
州
判
惠
刑
部
郞
忠
光

祿
君
恕
兄
弟
四
人
也
恭
定
公
年
八
十
餘
而
弟
最
少
者
亦
七
十
故
特

建
此
堂
疏
泉
種
竹
觴
詠
其
間
因
額
之
曰
四
老
時
恭
定
公
二
子
允
哲

允
端
業
爲
藩
臬
大
吏
少
子
允
亮
亦
京
朝
官
間
請
沐
歸
覲
出
則
金
紫

銀
艾
翩
翩
輝
映
入
則
懸
曲
旃
奏
鐘
鼓
綵
侍
彌
日
歌
歡
之
間
人
謂
香

洛
耆
英
非
一
姓
而
陸
賈
李
遷
哲
之
儔
徒
以
酒
食
選
耳
皆
于
公
無
擬

足
稱
一
時
絕
盛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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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
間

據

目

抄

卷
五

十
八

靑
浦
邑
建
立
未
久
亦
無
鄕
宦
巨
室
年
來
雖
屢
有
興
作
第
寥
寥
民
房

數
椽
而
已
不
逮
華
上
十
分
之
一
若
需
之
三
十
年
後
科
第
蟬
聯
則
土

木
鼎
足
而
三
未
可
知
也
培
養
富
貴
其
在
司
牧
者
乎
故
附
見
於
此
且

致
厚
望
之
意
云

范
叔
子
曰
以
上
自
城
池
而
外
皆
府
治
內
土
木
大
畧
而
瑣
細
與
不
經

目
者
不
載
由
今
癸
已
遡
觀
四
十
年
以
前
則
予
所
見
荆
榛
草
莽
之
區

悉
化
爲
瓊
瑤
錦
繡
之

矣
矧
繼
此
而
興
者
方
繩
繩
乎
未
可
量
也
夫

故
宮
禾
黍
銅
駝
荆
棘
則
忠
臣
義
士
每
爲
欷
歔
浩
歎
而
不
勝
其
存
亡

隆
替
之
感
以
予
所
睹
記
皆
由
倭
亂
瘡
痍
之
後
而
一
旦
躋
之
全
盛
之

域
視
昔
人
所
遭
可
不
謂
幸
矣
哉
顧
盛
者
衰
之
伏
也
物
極
則
反
自
古

記
之
土
木
至
今
極
矣
則
災
土
木
者
當
爲
何
物
也
有
識
之
士
可
預
占

矣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