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一

樂
亭
縣
志
卷
之
十
三

藝
文
上

志
列
藝
文
亦
史
體
也
顧
藝
文
之
所
以
重
者
載
道

窮
理
則
聖
敎
以
明
修
政
立
事
則
治
法
以
備
卽
或

抒
寫
性
靈
揚
風
扢
雅
而
山
川
風
物
燦
著
於
長
篇

短
韻
間
亦
足
見
人
文
之
盛
要
必
其
人
其
事
與
兹

上
相
繫
屬
者
始
爲
採
錄
若
夫
首
列

宸
章
不
特
監
於
前
古
郁
郁
乎
文
而
尊

王
戴

德
之
思
亦
因
以
寓
焉
誌
藝
文
分
上
下
二
卷
其
目
五

宸
章
前

代

附
奏
疏

議
辯
序

文

附

藝
文
下述

詩
賦

宸
章

兩
京
詔
令
尚
矣
有
韻
之
文
大
風
宣
防
而
外
有
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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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貞
觀
開
元
御
製
最
爲
典
則
其
不
得
與
詩
書
並
稱

者
治
非
純
王
尚
論
者
所
由
流
連
於
美
善
之
訓
也

洪
惟
我

朝

聖
聖
相
承
登
三
咸
五

天
文
彪
炳
綸
綍
昭
垂
要
皆
有
深
仁
厚
澤
藹
然
惻
然
流

露
於
日
華
雲
爛
之
餘
而
動
臣
民
浹
髓
淪
肌
之
感

恭
錄
而
弁
諸
簡
端

人
知
下
邑
編
氓
無
時
不
厪

聖
天
子
淸
問
勤
求
之
雅
則
服
疇
食
德
必
有
擊
壤
而
歌

帝
力
者
矣

康
熙
八
年
六
月
十
七
日

諭
戸
部
朕
纘
承

祖
宗
丕
基
又
安
天
下
撫
育
羣
生
滿
漢
軍
民
原
無
異
視
務

各
得
其
所
乃
愜
朕
心
比
年
以
來
復
將
民
間
房
地

圈
給
旗
下
以
致
生
民
失
業
衣
食
無
資
流
連
困
苦
已

極
深
爲
可
憫
以
後
圈
佔
民
間
房
地
著
永
行
停
止
其

今
年
所
圈
房
地
俱
著
退
還
民
間
爾
部
卽
速
通
行
曉

諭
昭
朕
加
惠
生
民
至
意
至
於
旗
下
無
地
亦
難
資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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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應
否
將
古
北
等
口
邊
外
空
閒
之
地
撥
給
耕
種
著
議

□
王
貝
勒
大
臣
會
同
確
議
具
奏

康
熙
二
十
四
年
四
月
初
十
日

諭
戸
部
朕
撫
御
方
夏
愛
養

元
早
作
夜
思
勤
求
治
理

閭

疾
苦
無
時
不
深
軫
念
欲
使
民
生
樂
業
比
屋
豐

盈
惟
當
已
責
蠲
租
萬
姓
得
沾
實
惠
直
隸
地
方
頻
遇

旱
災
小
民
匱
乏
宜
加
恩
恤
順
永
保
河
等
處
圈
佔
地

方
應
徵
康
熙
二
十
一
年
地
丁
錢
糧
已
經
詔
行
蠲
免

所
有
直
隸
八
府
康
熙
二
十
三
年
未
完
地
丁
錢
糧
盡

與
豁
除
其
順
永
保
河
未
經
圈
佔
地
方
及
眞
順
廣
大

等
處
康
熙
二
十
四
年
應
徵
地
丁
各
項
正
賦
俱
著
免

三
分
之
一
爾
部
速
行
該
地
方
官
通
行
曉
諭
務
使
人

人
得
被
膏
澤
以
副
朕
勤
恤
民
隱
至
意
如
有
不
肖
有

司
借
端
朦
溷
私
行
重
徵
者
或
經
參
奏
或
被
告
發
定

行
從
重
治
罪
爾
部
卽
遵
諭
行

康
熙
三
十
四
年
九
月
二
十
四
日

部
直
隸
順
天
保
定
河
間
永
平
四
府
所
屬
地
方
今
歲

水
潦
傷
稼
三
農
歉
收
朕
廵
幸
所
至
徧
加
諮
訪
聞
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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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阜
之
產
尚
有
秋
成
而

下
之
田
被
潦
者
多
計
所
收

穫
不
能
相
敵
雖
經
勘
災
頒
賑
不
致
仳

失
所
而
須

辦
錢
糧
若
仍
行
徵
取
則
民
力
匱
乏
難
以
輸
將
朕
心

深
切
不
忍
著
將
四
府
康
熙
三
十
五
年
地
丁
銀
米
全

與
蠲
免
用
示
寛
恤
其
霸
州
雄
縣
香
河
寶
坻
四
處
皆

有
水
道
可
以
轉
輸
每
處
著
發
米
一
萬
石
各
差
司
官

一
員
齎
往
照
彼
地
時
價
減
値
發
糶
以
資
民
食
著
行

文
該
撫
通
行
曉
諭

均
沾
實
惠
副
朕
軫
念
災

至

意
爾
部
卽
遵
諭
行

康
熙
五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六
日

諭
戸
部
朕
御
極
以
來
念
切
民
生
時
勤
宵
旰
凡
廵
歴
所

至
必
以
編
氓
疾
苦
備
悉
諮
詢
葢
欲
比
戸
之
葢
藏
恒

裕
三
時
之
水
旱
無
虞
斯
民
氣
和
樂
聿
成
豐
亨
豫
大

之
休
也
頃
者
朕
廵
行
口
外
終
過
三
河
等
州
縣
曁
永

平
府
交
界
地
方
見
今
歲
秋
成
豐
穩
米
價
稱
平
惟
是

去
年
雨
水
過
溢
田
畝
間
被
淹
没
朕
深
加
軫
惜
蠲
賦

平
糶
轉
漕
分
賑
貧
民
使
不
致
失
所
今
者
雖
復
有
秋

然
僅
足
支
一
歲
之
用
恐
來
年
之
輸
將
尚
多
難
繼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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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必
再
沛
恩
膏
始
可
大
培
民
力
著
將
順
天
永
平
兩
府

所
屬
大
興
宛
平
通
州
三
河
密
雲
薊
州
遵
化
順
義
懷

昌
平
寶
坻
豐
潤
平
谷
玉
田
良
鄉
涿
州
武
淸
永
淸

香
河
霸
州
大
城
文
安
固
安
東
安
房
山
保
定
延
慶
梁

成
盧
龍
遷
安
樂
亭
灤
州
撫
寧
昌

山
海
等
州
縣
所

衞
康
熙
五
十
六
年
地
丁
銀
二
十
六
萬
四
千
三
百
三

十
六
兩
零
米
豆
高
糧
二
萬
一
千
六
百
四
十
六
石
零

草
九
萬
四
千
九
百
五
十
束
零
俱
通
行
蠲
免
所
有
歴

年
積
欠
銀
九
萬
三
百
九
十
六
兩
零
米
豆
高
糧
一
萬

六
千
二
百
七
十
五
石
零
草
八
萬
四
千
四
百
七
十
束
零

亦
並
與
豁
除
爾
部
行
文
該
督
嚴
飭
所
屬
實
心
奉
行

遐
村
窮
谷
均
沽
德
意
倘
有
不
肖
有
司
偕
端
朦
混

私
行
徵
收
者
察
出
定
行
從
重
治
罪
爾
部
卽
遵
諭
行

雍
正
元
年
十
月
初
五
日

諭
内
務
府
直
隸
省
州
縣
亦
可
與
爾
衙
門
文
移
往
來
如

莊
頭
人
等
有
在
州
縣
地
方
生
事
者
著
該
州
縣
官
員

竟
行
呈
報
爾
衙
門
爾
等
查
問
訓
飭
若
不
悛
改
卽
行

斥
革
著
行
文
直
隸
廵
撫
凡
有
皇
莊
州
縣
地
方
遍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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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曉
諭
至
各
莊
頭
交
糧
時
須
逐
一
查
問
將
生
事
之
人

嚴
加
訓
飭
不
肯
悛
改
者
卽
行
斥
革

雍
正
四
年
十
月
十
一
日

諭
大
學
士
九
卿
等
直
隸
地
方
旗
民
雜
處
往
往
以
强
凌

弱
勢
力
相
加
而
謹
樸
良
民
常
被
欺
壓
因
而
相
習
於

强
悍
之
風
不
知
悛
改
而
風
俗
不
能
臻
於
淳
厚
朕
勵

精
圖
治
欲
四
海
之
廣
道
德
一
而
風
俗
同
况
輦
轂
之

下
首
善
之
區
尤
當
整
飭
化
導
以
爲
萬
邦
之
式
今
欲

將
滿
漢
漢
軍
御
史
各
差
二
員
令
其
廵
查
八
府
地
方

凡
旗
下
告
退
之
官
員
及
在
屯
之
莊
頭
内
監
之
族
戚

與
在
籍
之
鄉
紳
衿
監
倘
有
不
安
本
分
凌
虐
良
民
不

畏
官
吏
恣
行
暴
悍
者
或
卽
行
懲
治
或
具
本
參
奏
其

地
方
命
盜
案
件
亦
聽
其
查
訪
有
應
在
本
地
方
歸
結

者
卽
會
同
地
方
有
司
秉
公
歸
結
有
應
奏
聞
者
卽
行

奏
聞
務
使
豪
强
歛
跡
良
善
安
居
以
副
朕
移
風
易
俗

之
至
意
其
如
何
遣
官
分
廵
之
處
爾
部
定
議
具
奏

雍
正
六
年
十
月
十
四
日

諭
戸
部
直
隸
爲
首
善
之
地
今
歲
春
麥
秋
禾
俱
登
豐
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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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民
人
樂
業
朕
心
深
慰
但
地
方
有
歴
年
帶
徵
之
錢
糧

若
令
閭

之
間
新
舊
並
納
雖
逢
豐
穩
之
歲
而
民
力

未
必
寛
然
有
餘
因
思
歴
年
帶
徵
之
項
乃
頑
戸
之
所

拖
欠
也
明
年
額
徵
之
項
乃
衆
民
之
所
輸
將
也
若
欲

使
小
民
共
被
恩
澤
惟
有
將
明
年
之
賦
預
行
蠲
免
則

比
戸
可
以
均
沾
查
直
隸
額
徵
地
丁
等
項
二
百
四
十

三
萬
餘
兩
本
地
支
銷
俸
工
及
兵
餉
驛
跕
等
項
應
給

銀
二
百
零
二
萬
兩
其
應
起
運
者
計
四
十
一
萬
七
千

八
百
九
十
兩
著
將
雍
正
七
年
額
徵
錢
糧
内
蠲
免
四

十
一
萬
七
千
八
百
九
十
兩
爾
部
可
確
查
分
數
行
文

該
督
通
行
所
屬
州
縣
一
體
敬
謹
遵
奉
以
副
朕
愛
養

元
嘉
惠
畿
輔
之
至
意
倘
官
吏
等
私
自
多
徵
朦
混

中
飽
或
地
棍
等
包
攬
侵
蝕
作

藏
奸
又
或
有
司
奉

行
不
善
使
百
姓
不
得
均
霑
實
惠
經
朕
訪
聞
必
重
治

其
罪
並
將
總
督
司
道
等
嚴
加
處
分

雍
正
七
年
閏
七
月
二
十
九
日

諭
聞
直
隸
地
方
有
寄
莊
寄
糧
之
弊
往
往
地
寄
此
處
糧

寄
他
處
相
隔
百
餘
里
或
數
百
里
之
遠
卽
如
宣
化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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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懷
安
一
縣
有
人
地
俱
在
懷
安
而
寄
糧
於
宣
化
萬
全

者
有
人
地
俱
在
宣
化
萬
全
而
寄
糧
於
懷
安
者
更
有

現
在
懷
安
納
糧
而
寄
地
於
順
天
府
之
寶
坻
豐
潤
三

河
相
隔
五
百
餘
里
者
在
徵
糧
者
則
鞭
長
莫
及
而
寄

地
者
則
彼
此
無
關
脫
漏
欺
隱
之
弊
勢
所
不
免
地
方

有
司
實
難
稽
察
催
徵
朕
之
所
聞
如
此
著
直
隸
總
督

詳
細
確
查
若
果
有
此
等
應
作
何
更
正
改
隸
之
法
著

該
督
悉
心
妥
議
具
奏
再
直
省
如
有
似
此
寄
莊
寄
糧

者
著
該
督
撫
亦
詳
察
酌
量
定
議
具
奏

乾
隆
二
年
四
月
十
八
日
總
理
事
務
王
大
臣
奉

上
諭
今
年
春
夏
以
來
京
師
畿
輔
雨
澤
稀
少
而
山
東
地

方
亦
有
缺
雨
之
郡
縣
朕
亦
屢
降
諭
旨
多
方
籌
畫
以

爲
先
事
之
備
今
思
節
近
小
滿
甘
霖
未
降
麥
秋
料
已

失
望
民
心
未
免
惶
懼
除
已
經
降
旨
緩
徵
外
著
將
直

隸
通
省
今
年
應
徵
地
丁
錢
糧
蠲
免
七
十
萬
兩
山
東

通
省
今
年
應
徵
地
丁
錢
糧
蠲
免
一
百
萬
兩

民
力

寛
舒
民
氣
愉
暢
如
將
來
仰
䝉

天
祐
霖
雨
普
施
秋
成
不
致
歉
薄
則
閭

霑
朕
格
外
之
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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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亦
加
惠
元
元
之
誼
所
謂
百
姓
足
君
孰
與
不
足
者
嗣

後
如
得
雨
稽
遲
有
妨
農
事
則
應
行
賑
恤
等
事
仍
應

加
意
辦
理
毋
使
一
夫
失
所
該
督
撫
當
仰
體
朕
宵
旰

焦
勞
惠
普

庶
之
心
督
率
有
司
敬
謹
奉
行
務
使
小

民
均
霑
實
惠
並
出
示
通
行
曉
諭
知
之

乾
隆
四
年
三
月
二
十
二
日
内
閣
奉

上
諭
朕
念
切
民
生
時
厪
宵
旰
或
各
督
撫
陛
見
或
遇
司

道
各
員
請
訓
務
以
編
氓
疾
苦
備
悉
諮
詢
惟
期
海
隅

蒼
生
培
固
元
氣
庶
臻
家
給
人
足
之
風
比
年
以
來
畿

輔
地
方
屢
遇
歉
收
而
江
南
舊
年
被
旱
尤
甚
此
皆
朕

之
不
德
以
致

上
蒼
示
警
遂
使
吾
民
有
乏
食
之
虞
朕
甚
恤
焉
今
幸
賴

上
蒼
恩
祐
各
省
春
雨
頗
周
足
資
耕
種
今
念
三
省
之
民
幸

有
以
安
其
心
尚
未
能
復
其
舊
其
被
災
處
所
旣
已
蠲

賑
頻
施
屢
頒
諭
旨
兹
當
開
徵
之
期
在
被
災
者
固
屬

艱
難
而
未
被
災
之
地
同
在
一
省
雖
有
輕
重
之
分
而

乏
食
受
困
則
一
用
是
特
頒
諭
旨
將
直
隸
總
督
所
屬

今
年
地
丁
錢
糧
蠲
免
九
十
萬
兩
蘇
州
廵
撫
所
屬
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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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年
地
丁
錢
糧
蠲
免
一
百
萬
兩
安

廵
撫
所
屬
今
年

地
丁
錢
糧
蠲
免
六
十
萬
兩
該
督
撫
務
將
朕
旨
家
喻

戸
曉

閭

均
受
實
惠
庶
幾
和
氣
致
祥
以
仰
答

上
天
之
恩
而
培
民
生
之
本
倘
有
貪
官
汚
吏
借
端
苛
索
或

私
行
徵
收
者
該
督
撫
不
時
察
參
該
部
遵
諭
行

乾
隆
十
年
六
月
初
十
日
奉

上
諭
我
朝

列
聖
相
承
深
仁
厚
澤
無
時
不
加
意
培
養
元
元
以
期
家
給

人
足
百
年
以
來
薄
海
内
外
物
阜
民
康
共
享
昇
平
之

福
朕
臨
御
天
下
十
年
於
兹
撫
育
蒸

民
依
念
切
躬

行
儉
約
薄
賦
輕
徭
孜
孜
於
保
治
之
謨
不
敢
稍
有
暇

常
守
節
用
愛
人
之
訓
凡
以
爲
民
也
今
寰
宇
敉
寧

旣
鮮
縻
費
之
端
亦
無
兵
役
之
耗
所
有
解
部
錢
糧
原

爲
八
旗
官
兵
及
京
員
俸
餉
之
所
需
計
其
所
給
較
之

宋
時
養
兵
之
費
猶
不
及
十
之
一
二
至
於
各
處
工
程

爲
利
民
之
舉
者
亦
祗
取
給
於
存
公
銀
兩
卽
朕
偶
有

廵
幸
賞

所
頒
亦
屬
無
幾
是
以
左
藏
尚
有
餘
積
數

年
來
直
省
偶
有
水
旱
朕
加
恩
賑
濟
多
在
常
格
之
外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十
一

如
前
年
江
南
被
水
撫
綏
安
揷
計
費
帑
金
千
餘
萬
兩

凡
此
皆
因
災
傷
補
救
而
沛
恩
澤
者
朕
思
海
宇
又
安

民
氣
和
樂
持
盈
保
泰
莫
先
於
足
民
况
天
下
之
財
止

有
此
數
不
聚
於
上
卽
散
於
下
仰
惟
我

皇
祖
在
位
六
十
一
年
蠲
租
賜
復
之
詔
史
不
絶
書
又
曾
特

頒

恩
旨
將
天
下
錢
糧
普
免
一
次
我

皇
考
旰
食
宵
衣
勤
求
民
瘼
無
日
不
下
減
賦
寛
徵
之
令
如

甘
肅
一
省
正
賦
全
省
豁
免
者
十
有
餘
年
此
中
外
所

共
知
者
朕
以
繼
志
述
事
之
心
際
重
熙
累
洽
之
候
欲

使
海
澨
山
陬
一
民
一
物
無
不
均
沾
大
澤
爲
是
特
降

諭
旨
將
乾
隆
丙
寅
年
直
省
應
徵
錢
糧
通
行
蠲
免
其

如
何
辦
理
之
處
著
大
學
士
會
同
該
部
卽
速
定
議
具

奏
乾
隆
七
年
九
月
十
一
日

御
製
直
隸
秋
收
倍
常
憑
輿
有
喜
因
示
衆
官

撫
字
心
勞
爾
我
同
西
成
欣
閱
異
車
攻
應
籌
敎
化
緣

加
富
莫
弛
憂
勤
恃
屢
豐
路
不
拾
遺
非
郅
治
路

不

拾

遺

美

政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十
二

也

而

有

僞

爲

者

故

云

野
多
滯
穗
始
淳
風
淸
時
不
貴
催
科
巧
休

養
還
期
盡
爾
衷

乾
隆
八
年
十
月

御
製
咏
伯
夷
叔
齊

軒
冕
泥
塗
是
本
腸
肯
容
儒
雅
汚
冠
裳
薇
苓
依
舊
西

山
岵
頑
懦
羞
登
夫
子
堂
只
爲
心
慚
宗
異
武
敢
將
口

實
罪
歸
湯
豈
爭
隴
右
還
蒲
左
天
下
淸
風
盡
首
陽

乾
隆
十
九
年

月

御
製
咏
伯
夷
叔
齊

得
聖
之
淸
孰
與
齊
首
山
途
便
此
憑
躋
爲
傳
公
信
及

公
達
底
較
遼
西
復
隴
西
何
事
宋
朝
錫
圭
冕
可
知
夫

子
視
塗
泥
史
遷
慨
羡
靑
雲
士
未
識
浮
名
本

稊

附

元
至
元
十
八
年
封
先
聖
伯
夷
叔
齊

葢
聞
古
者
伯
夷
叔
齊
逃
孤
竹
之
封
甘
首
陽
之
餓

辭
爵
以
明
長
㓜
之
序
諫
伐
以
嚴
君
臣
之
分
可
謂

行
義
以
達
道
殺
身
以
成
仁
者
也
昔
居
北
海
之
濱

遺
廟
東
山
之
上
休
光
垂
於
千
古
餘
澤
被
於
一
方

永
懷
孤
竹
之
風
庸
示
褒
崇
之
典
於
戲
去
中
國
而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十
三

辭
周
粟
曾
是
列
爵
之
可
縻
揚
義
烈
以
激
淸
塵
期

於
世
敎
之
有
補
可
追
封
伯
夷
爲
昭
義
淸
惠
公
叔

齊
爲
崇
讓
仁
惠
公

明
萬
歴
十
年
贈
太
子
少
保
王
好
問
誥

臣
以
盡
職
爲
良
崇

無
間
國
有
酬
庸
之
典
終
始

不
遺
旣
往
勩
之
有
徵
豈
追
錫
之
可
靳
爾
原
任
南

京
戸
部
尚
書
王
好
問
耿
介
之
資
純
明
之
識
起
家

甲
第
歴
任
憲
臺
露
簡
敷
陳
共
推
蹇
諤
升
車
揚
激

獨
秉
風
裁
平
刑
播
廷
尉
之
聲
考
牧
著
冏
卿
之
績

擢
容
臺
而
毖
祀
司
喉
舌
以
納
言
周
旋
卿
貳
之
崇

興
領
南
臺
之
重
念
兹
留
計

爾
地
卿
有
憂
民
體

國
之
誠
心
有
正
已
率
人
之
令
望
方
深
倚
眷
遽
乞

優
閒
迨
兹
哀
訃
之
來
聞
式
慨
老
成
之
凋
喪
緬
維

舊
德
爰
霈
新
恩
兹
特
贈
爾
爲
太
子
少
保
錫
之
誥

命
於
戲
司
徒
敷
典
茂
揚
八
座
之
名
宫
保
升
華
特

峻
三
臺
之
秩
如
存
英
爽
服
此
明
綸

萬
歴
二
十
年
封
知
縣
潘
敦
復
勅

盧
龍
爲
京
師
左
輔
瀕
海
隣
夷
惟
是
明
察
之
長
忠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十
四

信
之
師
綏
奠
而
煦
休
之
爾
樂
亭
縣
知
縣
潘
敦
復

性
資
醇
謹
才
諝
敏
明
一
對
臨
軒
三
領
巖
邑
中
州

棠

尚
存
蔽
芾
之
陰
東
海
桑
麻
益
播
循
良
之
譽

可
謂
祗
厥
官
已
用
是
授
爾
階
文
林
郎
錫
之
勅
命

頃
者
島
夷
弄
兵
波
臣
告
急
惟
朕
不
忘
東
顧
尚
其

容
民
畜
衆
曲
軫
周
防

閭
井
敉
寧
蒸
庶
樂
業
朕

且
有
嗣

焉
欽
哉

天
啓
元
年
封
知
縣
劉
松
勅

永
平
故
稱
邊
郡
而
樂
亭
尤
逼
近
山
海
邇
以
邊
方

弗
靖
羽
檄
紛
然
征
調
不
息
非
精
敏
有
幹
辦
者
莫

與
兹
任
適
當
覃
慶
其
有
遺
焉
爾
樂
亭
縣
知
縣
劉

松
沉
心
峻
宇
雅
度

猷
發
跡
賢
科
珮
符
巖
邑
以

旱
澇
頻
仍
之
日
當
鼓
鼙
屢
震
之
秋
撫
字
催
科
極

盡
調
劑
之
玅
飛
芻
輓
粟
克
襄
騰
飽
之
資
邊
需
靡

所
不
供
海
運
必
求
其
濟
一
心
欲
嘔
百
度
維
新
捐

俸
以
足
縣
官
鼓
民
而
使
終
事
莫
敢
弛
於
夙
夜
寧

有
愛
於
髮
膚
允
是
循
良
有
裨
時
政
是
用
授
爾
階

文
林
郎
錫
之
勅
命
夫
循
吏
卽
善
撫
民
而
時
値
多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十
五

艱
遂
難
展
布
才
吏
卽
能
揮
霍
而
體
悉
民
隱
或
苦

不
周
以
爾
兼
有
其
美
具
徵
風
格
矣
尚
殫
爾
心
以

需
殊
擢
欽
哉

奏
疏都

俞
吁
咈
誌
美
虞
書
葢
一
德
一
心
所
以
成
喜
起

明
良
之
盛
後
世
違
弼
時
聞
於
是
有
繪
圖
而
告
力

等
囘
天
補
牘
而
陳
功
同
涣
汗
主
德
民
依
均
有
賴

焉
樂
亭
雖
蕞
爾
區
然
郡
屬
股
肱
邊
塞
海
疆
利
病

動
關
國
是
而
前
志
罕
有
及
者
闕
畧
非
細
故
也
兹

故
輯
而
存
之
以
爲
留
心
民
瘼
者
之
一
助

請
更
永
平
鹽
法
疏

本

朝

劉
鴻
儒
撫

寧

入

題
爲
畿
東
行
鹽
之
法
未
善
請

旨

正
以
資
民
用
以
無
損

國
課
事
臣

竊
惟
鹽
政
之
設
因
民
生
日
用
之
需
取
天

地
自
然
之
利
必
使
上
能
裕

國
下
不
厲
民
始
堪
爲
經
久
不
易
之
策
也
如
江
淮
諸

處
水
陸
四
達
產
多
食
廣
商
人
資
本
富
厚
招
中
銷

引
自
屬
成
法
惟
臣

鄉
永
平
所
屬
州
縣
地
方
無
幾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十
六

食
鹽
止
取
給
灤
昌
樂
瀕
海
諸
處
產
亦
無
幾
惟
產

與
食
一
隅
亦
自
相
凖
自
明
季

淸
初
以
來
行
販
流
通
郡
邑
悉
地
方
有
司
給
票
收
其

正
稅
禁
遏
私
販
名
爲
包
課
而
課
亦
不
至
失
額
民

頗
便
之
忽
於
順
治
四
五
年
有
等
無
藉
棍
徒
規
時

射
利
亦
借
納
銀
銷
引
之
名
投
認
鹽
商
力
承
課
稅

所
司
自
易
信
從
一
自
納
銀
之
後
遂
於
每
州
縣
居

要
地
方
各
張
鹽
店
一
區
行
販
悉
行
禁
絶
小
民
居

止
不
齊
卽
有
買
自
隣
近
店
中
者
亦
坐
以
私
鹽
首

告
胥
遠
近
而
惟
一
區
是
資
已
屬
艱
苦
况
其
以
振

吭
自
恣
價
憑
自
定
數
倍
於
昔
至
於
升
斗
抑
勒
尤

難
悉
狀
以
致
民
間
咸
稱
不
便
怨
讟
叢
生
至
有
寧

甘
食
淡
而
不
肯
一
窺
鹽
店
者
矣
如
此
專
利
病
民

卽
使

國
課
足
額
已
非
善
計
乃
諸
人
本
屬
赤
手
貧
棍
實
無

蓄
貯
多
鹽
可
售
不
過
初
由
借
債
以
支
撑
意
圖
取

償
於
重
價
然
價
旣
騰
踊
買
者
自
少
所
謂
貪
賈
三

倍
勢
所
必
至
也
及
於
年
例
應
輸
額
課
依
然
拖
欠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十
七

封
納
不
前
竟
至
公
私
交
受
其
困
矣
平
時
有
司
以

承
課
有
人
不
復
管
理
及
至
銷
引
不
及
納
課
失
期

復
以
干
已
考
成
從
而
爲
之
代
納
則
其
累
及
於
有

司
者
又
如
此
昔
人
云
塞
人
之
養
而
隘
其
途
猶
云

將
以
取
利
也
今
此
一
事
而
上
下
咸
屬
不
便
乃
爾

則
將
安
用
此
坐
店
之
鹽
商
爲
哉
臣

請

勅
部
察
其
積

將
畿
東
鹽
店
盡
行
裁
革
所
有
當
發
額

引
仍
責
令
有
司
支
領
給
票
通
商
禁
止
私
販
務

正
課
足
額
而
民
間
亦
不
致
苦
窳
庶
公
私
兩
便
之

道
也
此
事
止
一
隅
似
屬
細
故
以
臣

鄉
見
聞
最
眞

不
敢
不
以
上
聞
如
果
臣

言
不
謬
祈

勅
部
議
施
行

直
陳
旗
民
圈
占
疏

總

督

朱
昌
祚
山

東

人

竊
見
七
旗
具
告
當
年
圈
給
近
畿
州
縣
地
土
内
有

水
磧
不
堪
積
荒
難
種
䝉

皇
上
軫
念
旗
下
艱
苦
特
遣
都
統
貝
子
溫
齊
等
遍
歴
州

縣
村
庄
將
原
給
各
旗
地
土
勘
明
可
以
耕
種
及
不

堪
荒
棄
並
鑲
黃
旗
地
比
别
旗
地
甚
不
堪
者
分
别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十
八

具
疏
請

旨
乃
荷

皇
上
洞
鑒

勅
部
查
議
將
鑲
黃
正
白
兩
旗
地
土
房
屋

酌
議
圈
換
專
責
戸
部
尚
書
臣
蘇
納
海
侍
郎
臣
雷

虎
會
同
臣

與
撫
臣
王
登
聯
商
議
圈
丈
臣

奉
文
星

馳
住
劄
薊
州
野
外
露
處
帳
房
每
日
督
率
道
州
各

官
公
同
部
員
旗
下
章
京
牛
彔
從
城
壕
邊
圈
起
由

近
至
遠
照
牛
彔
所
管
彼
甲
壯
丁
次
序
晌
畝
將
房

地
逐
一
圈
丈
迄
今
將
及
一
月
茫
無
就
緖
葢
其
挨

圈
過
地
畝
仍
有
肥
瘠
不
同
各
旗
官
丁
視
擇
厚
薄

相
持
不
决
而
被
圈
夾
空
民
地
又
哭
愬
失
業
殆
無

虛
日
臣

目
擊
旗
民
並
困
情
由
不
敢
不
據
實
剖
陳

於

皇
上
之
前
仰
祈

裁
採
納
臣

之
愚
悃
也
伏
念
直
省
州
縣
田
地
之
磽
薄

膏
腴
賦
稅
之
上
中
下
則
原
自
異
同
豈
能
盡
美
都

統
貝
子
溫
齊
等
親
勘
七
旗
舊
給
地
畝
同
村
共
井

之
内
卽
有
肥
瘠
參
差
分
别
甚
明
祗
因
鑲
黃
旗
下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十
九

地
畝
甚
不
堪
酌
議
更
圈
又
以
正
白
旗
下
地
畝
當

日
分
撥
不
符

祖
制
次
序
故
令
兩
旗
更
正
地
土
欲
其
相
安
垂
久
之
策
也

但
臣

見
鑲
黃
旗
行
圈
正
白
旗
薊
州
地
畝
皆
呶
呶

有
辭
其
情
不
一
或
因
新
圈
地
土
瘠
薄
反
不
如
舊

得
原
地
肥
美
者
或
因
本
旗
舊
地
不
堪
今
圈
得
新

地
仍
最
不
堪
者
間
有
所
得
舊
地
薄
而
新
地
厚
者

永
受
無
言
矣
其
有
所
得
舊
地
厚
而
所
換
新
地
薄

者
觀
望
吁
嗟
矣
臣

窺
旗
下
本
意
口
雖
不
言
心
實

不
樂
有
此
易
地
之
舉
卽
今
勉
强
撥
給
或
苟
且
隱

忍
難
必
其
異
日
不
出
而
告
苦
又
如
今
日
重
煩

皇
上
一
番
之
經
畫
也
臣

因
親
閱
薊
野
地
畝
窪
下
者
多

若
遇
水
澇
甚
於
他
區
别
州
縣
臣

未
能
周
知
若
薊

境
肥
地
原
少
兹
又
奉

旨
淸
除

朝
廷
莊
頭
並
投
充
納
錢
糧
莊
頭
及
包
衣
牛
彔
及
額
駙

下
莊
頭
等
項
地
畝
俱
准
免
圈
外
則
所
存
瘠
薄
者

多
無
恠
乎
其
相
率
愁
嘆
苦
形
於
色
也
今
初
圈
鑲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二
十

黃
旗
地
畝
人
心
如
此
至
圈
正
白
旗
地
畝
又
槪
可

知
矣
臣

思
安
土
重
遷
事
非
所
願
况
兩
旗
滿
洲
䝉

古
烏
金
超
哈
各
官
及
披
甲
壯
丁
原
分
得
舊
處
莊

地
房
屋
二
十
年
來
相
安
已
久
靡
不
有
父
母
墳
墓

在
焉
一
旦
因
更
易
房
地
豈
能
互
相
移
徙
又
値
此

隆
冬
各
旗
都
統
同
章
京
牛
彔
帶
領
披
甲
壯
丁
沿

鄉
遶
村
棲
止
廟
宇
草
舍
曠
日
持
久
守
候
行
圈
而

窮
兵
裹
糧
食
盡
不
免
饑
寒
種
種
情
狀
難
以
盡
述

此
旗
下
困
於
易
地
之
苦
情
也
臣

又
見
州
縣
百
姓

自
聞
奉

旨
圈
佔
夾
空
及
開
墾
成
熟
民
地
所
在
驚
惶
奔
愬
自
臣

露
處
野
外
以
來
每
日
據
士
民
環
門
哀

有
稱
州

縣
熟
地
昔
年
圈
去
無
遺
今
之
夾
空
地
土
皆
係
圈

剩
荒
蕪
窪
下
年
來
招
墾
成
熟
當
差
辦
稅
者
有
稱

關
廂
大
路
鎭
店
房
屋
所
居
人
民
皆
承
應
墊
道
搭

橋
擺
渡
修
塘
以
供

皇
陵
運
料
車
輛
及
一
切
公
差
雜
役
者
有
稱
新
經
被
圈
地

之
家
卽
令
搬
移
别
住
無
從
投
奔
者
有
稱
時
値
嚴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二
十
一

寒
扶
老
携
㓜
卽
遠
徙
他
鄉
又
恐
地
方
官
疑
以
逃

人
不
容
棲
止
者
有
稱
祖
宗
體
骨
父
母
邱
塜
不
忍

抛
棄
者
哀
號
乞
免
一
字
一
淚
臣

雖
一
一
慰
諭
第

閱
其
情
辭
失
業
可
憫
覩
此
景
象
繪
圖
難
形
此
又

百
姓
困
於
圈
地
之
苦
情
臣

職
在
安
民
而
民
隱
至

此
分
所
當
言
曷
敢
壅
蔽
不
以
上
聞
乎
若
兩
旗
更

換
地
土
出
自

廟
謨
非
臣

可
得
越
職
言
事
惟
是
臣

遍
察
薊
州
及
廣
詢

遵
化
等
應
換
州
縣
壯
丁
投
充
地
畝
並
夾
空
民
人

耕
熟
地
畝
自
本
年
秋
收
之
後
一
聞
奉

旨
圈
换
盡
數
抛
荒
不
耕
方
圓
四
五
百
里
今
冬
二
麥
全

無
播
種
明
年
初
夏
安
得
有
秋
且
時
已
仲
冬
雖
各

官
現
在
分
途
丈
量
約
計
行
圈
竣
事
難
以
定
期
明

春
東
作
又
必
失
時
則
來
年
秋
收
又
難
望
矣
京
東

郡
邑
旗
下
换
地
兵
丁
州
縣
失
業
窮
民
合
而
計
之

不
下
數
十
萬
田
地
荒
蕪
糧
草
盡
絶
資
生
奚
賴
豈

無
挺
而
走
險
者
萬
一
地
方
有
事
此
臣

之
責
任
所

關
又
安
敢
畏
忌
越
分
建
言
不
以
上
聞
乎
臣

忝
爲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二
十
二

朝
廷
封
疆
大
吏
奉

命
會
商
圈
丈
地
土
旣
見
旗
下
民
人
並
困
如
是
明
知
不

言
㝠
心
坐
視
則
大
負

皇
上
任
使
鴻
恩
此
臣

義
所
不
敢
出
也
故
罔
避
斧
鉞
據

實
冐
昧
披
陳
恭
請

皇
上
斷
自
宸
衷
毅
然
停
止
庶

旗
下
官
丁
各
遂
所
願

得
以
仍
守
故
土
而
不
致
有
後
來
告
苦
瀆
擾
事
端

所
繫
非
淺
尠
也
至
於
京
東
州
縣
一
十
二
城
老
㓜

男
婦
億
萬
生
靈
獲
免
流
離
播
遷
皆
沐

皇
上
浩
蕩
全
生
之
德
奕
世
無
疆
矣
其
部
覆
都
統
貝
子

溫
齊
等
勘
實
鑲
黃
旗
甚
不
堪
地
畝
若
遇
旱
澇
荒

年
應
否
少
加
優
恤
伏
乞

勅
部
確
議
定
奪
非
臣

所
敢
擅
議
也

敬
陳
京
東
水
利
疏

怡
賢
親
王

竊
河
道
有
經
有
緯
而
緯
常
多
於
經
所
以
資
節
宣

利
挹
注
也
臣

等
力
勘
京
東
之
水
若
白
河
若
薊
若

浭
以
及
永
平
之
灤
河
皆
經
流
之
最
大
者
白
河
爲

漕
運
要
津
農
田
之
蓄
洩
不
與
焉
然
河
西
曠
野
平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二
十
三

原
數
十
里
内
止
有
鳳
河
一
道
自
南
苑
流
出
涓
涓

一
帶
蜒
蜿
而
東
至
武
淸
之
堠
上
村
斷
流
而
河
身

淤
爲
平
陸
此
外
别
無
行
水
之
溝
亦
無
瀦
水
之
澤

一
有
雨
潦
不
但
田
廬
瀰
漫
卽
運
河
堤
岸
亦
宛
在

水
中
矣
查
凉
水
河
源
自
京
城
西
南
由
南
苑
出

仁
橋
至
張
家
灣
入
運
請
於
高
各
庄
開
河
分
流
至

堠
上
循
鳳
河
故
道
疏

由
大
河
頭
入
仍
於
分
流

之
處
各
建
一
閘
以
時
啟
閉
庶
積
潦
有
歸
且
可
沾

漑
田
疇
而
於
運
道
亦
無
礙
也
運
河
之
東
則
香
河

其
下
爲
寶
坻
沿
河
堤
岸
坍
頺
屢
爲
二
邑
之
災
應

飭
河
官
及
時
修
築
高
厚
並
於
牛
牧
屯
以
上
斜
築

長
堤
一
道
以
障
上
流
之
東
溢
則
香
河
寶
坻
無
運

河
之
患
矣
再
通
州
烟
郊
以
南
之
水
皆
滙
於
窩
頭

分
爲
二
股
一
股
南
入
運
河
一
股
東
流
經
香
河
縣

之
吳
村
滙
於
百
家
灣
入
七
里
屯
達
於
寶
坻
查
七

里
屯
以
上
大
半
淤
塞
地
皆
沙
鹵
難
以
開

若
將

南
流
一
股
疏
通
深
暢
則
窩
頭
經
流
歸
於
運
河
分

入
香
河
之
吳
村
者
無
多
少
加

導
則
亦
可
免
冲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二
十
四

溢
矣
又
夏
店
之
箭
杆
河
經
香
河
東
北
入
寶
坻
之

溝
頭
疏

導
流
於
寶
坻
城
南
會
七
里
屯
之
水
東

入
八
門
城
達
於
大
河
庶
水
有
攸
歸
不
致
漫
溢
爲

害
且
潮
水
自
八
門
城
逆
流
入
河
於
農
田
亦
有
利

焉
寶
坻
之
西
北
攘
接
薊
州
薊
州
運
河
自
三
臺
營

會
諸
山
之
水
東
南
至
寶
邑
會
白
龍
港
又
南
經
玉

田
豐
潤
合
浭
水
達
於
海
河
身
深
濶
源
遠
流
長
所

謂
棄
之
則
害
用
之
則
利
者
也
臣

等
愚
見
請
先
築

河
堤
務
須
高
厚
永
保
無
虞
然
後
於
下
倉
以
南
建

石
橋
一
座
橋
空
下
閘
壅
水
而
升
之
注
於
兩
岸
以

資
灌
漑
多
開
溝
洫
自
近
而
遠
縱
橫
貫
注
用
之
不

乏
矣
浭
水
又
名
還
鄉
河
發
源
遷
安
之
泉
莊
噴
薄

汹
湧
懸
璧
而
下
旣
入
平
地
則
委
折
蛇
行
土
人
有

三
灣
九
曲
之
稱
自
康
熙
四
十
二
年
决
運
河
頭
奪

流
而
西
至
雍
正
元
年
始
塞
决
口
挑
引
舊
河
然
河

道
狹
而
堤
堰

東
决
則
淹
豐
潤
西
决
則
淹
玉
田

二
邑
士
民
請
展
狹
爲
廣
改
曲
爲
直
其
說
近
是
然

以
建
瓴
之
勢
奔
放
直
瀉
恐
下
流
益
滋
冲
潰
之
患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二
十
五

似
應
酌
量
於
甚
曲
之
處
如
劉
欽
莊
王
木
匠
莊
各

開
直
河
一
道
其
舊
流
亦
無
令
壅
塞

得
兩
處
分

瀉
堤
堰
之
偪
近
河
身
者
擴
而
廣
之
再
加
高
厚
可

無
冲
决
之
患
至
沿
河
一
帶
建
閘
開
渠
數
十
里
内

無
非
沃
壤
土
人
動
言
浭
水
湍
急
爲
患
不
知
敗
稼

之
洪
濤
卽
長
稼
之
膏
澤
凡
潰
而
爲
害
者
皆
分
而

爲
利
者
也
現
在
近
河
居
民
引
流
種
菜
千
畦
百
隴

在
在
皆
然
曾
未
見
利
於
圃
而
有
不
利
於
農
者
也

玉
田
本
屬
稻
鄉
藍
泉
水
出
藍
山
西
南
流
入
薊
運

夾
河
瀦
水
爲
湖
伏
秋
山
水
暴
發
河
與
湖
平
一
望

瀰
漫
應
將
河
身
疏
通
深
廣
束
以
隄
防
西
北
另
開

小
河
一
道
引
山
澗
汗
漫
之
水
入
河
不
流
使
湖
無

泛
濫
而
南
湖
内
外
田
地
均
沾
灌
漑
仍
於
湖
心
最

下
之
處
圩
爲
水
櫃
以
濟
泉
水
之
不
足
其
利
可
以

萬
全
又
泉
河
發
源
小
泉
山
東
流
會
孟
家
泉
煖
泉

達
於
薊
運
河
現
在
引
流
種
稻
所
當
搜
滌
泉
源
多

方
宣
播
以
廣
水
利
者
也
豐
潤
負
山
帶
水
湧
地
成

泉
疏
流
導
河
隨
取
而
足
誌
乘
所
謂
豐
澤
潤
美
邑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二
十
六

之
得
名
非
虛
也
臣

等
力
勘
所
至
如
城
東
之
天
宫

寺
牛
鹿
山
鐵
城
坎
以
及
沿
河
沮
洳
之
處
或
疏
泉

或
引
河
可
種
稻
田
數
百
畝
多
至
千
餘
畝
而
止
惟

縣
南
接
連
大
泊
一
帶
平
疇
萬
頃
土
膏
滋
潤
内
有

王
家
河
㲼
河
龍
堂
灣
泥
河
其
四
道
皆
混
混
源
泉

春
夏
不
涸
王
家
河
㲼
河
流
入
大
泊
龍
堂
灣
泥
河

西
入
薊
運
河
而
田
疇
不
沾
勺
水
之
利
爲
可
惜
也

應
請
滌
其
源
疏
其
流
壩
以
壅
之
堤
以
蓄
之
東
北

引
陡
河
爲
大
渠
橫
貫
四
河
而
中
間
多
開
溝
洫
度

陌
歴
阡
瀠
洄
宣
布
數
十
里
内
取
之
左
右
皆
逢
其

源
澇
則
田
水
達
於
溝
溝
達
於
渠
渠
會
於
河
河
歸

於
大
泊
廣
八
里
長
方
十
餘
里
若
於
東
南
穿
河
導

入
陡
河
以
達
於
海
而
泊
内
可
耕
之
田
多
矣
陡
河

卽
館
水
源
自
灤
州
之
館
山
東
流
遶
縣
境
而
南
旁

河
村
庄
曰
上
稻
地
下
稻
地
南
曰
官
渠
葢
昔
年
圩

田
種
稻
之
處
溝
塍
遺
址
尚
有
存
者
宣
各
庄
以
下

至
今
稻
田
數
百
頃
村
農
以
此
多
致
饒
裕
若
推
而

廣
之
沿
河
堅
築
堤
防
多
設
壩
閘
以
時
蓄
洩
疆
理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二
十
七

一
循
舊
跡
不
勞
區
畫
而
兩
岸
良
田
不
可
數
計
至

板
橋
狼
窩
舖
等
處
東
達
榛
子
鎭
一
帶
流
泉
大
槩

入
灤
州
境
矣
灤
州
爲
永
平
屬
邑
永
平
之
水
灤
河

爲
大
其
源
遠
所
從
來
者
高
洶
湧
滂
沛
推
壅
砂
石

旣
不
可
束
以
隄
防
亦
難
以
資
灌
漑
然
各
屬
支
流

藉
以
滙
歸
故
少
漲
溢
之
患
而
涓

皆
農
田
之
資

如
灤
州
近
城
之
别
故
河
淤
塞
漫
流
數
十
年
於
兹

若
照
舊
疏
通
不
惟
城
闉
不
受
浸
嚙
而
西
南
負
郭

之
田
皆
收
浸
潤
之
利
城
南
則
有
龍
溪
出
五
子
山

東
大
泉
騰
沸
流
至
五
官
營
伏
入
地
中
至
閆
家
莊

復
見
卽
淸
河
之
源
也
城
西
則
沂
河
經
芹
菜
山
南

流
折
而
東
又
轉
而
南
二
河
之
間
地
勢
平
衍
土
岡

環
之
東
南
一
望
無
際
皆
可
播
流
而
漑
也
西
南
則

游
觀
莊
之
靳
家
黃
坨
河
引
泉
可
田
南
則
稻
河
吳

家
龍
堂
等
處
引
河
可
田
西
北
則
自
沙
河
驛
之
東

榛
子
鎭
之
西
龍
溪
黃
崖
煖
泉
會
於
忙
牛
河
經
䨇

橋
而
圍
山
瀑
水
入
之
流
淸
而
駛
地
平
而
潤
沿
岸

一
帶
建
壩
開
溝
無
處
非
水
耕
火
耨
之
地
矣
灤
州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二
十
八

之
北
爲
遷
安
城
北
徐
流
營
湧
出
五
泉
合
流
入
桃

林
河
又
三
里
橋
湧
泉
流
出
灤
河
蠶
姑
廟
泉
河
與

灤
河
相
接
龍
王
廟
之
泉
頭
流
爲
三
里
河
經
十
里

橋
而
南
夾
河
皆
可
田
黃
山
之

一
泓
湛
然
浮
沬

如
珠
西

入
石
渠
渠
岸
皆
淸
泉
噴
湧
卽
還
鄉
河

所
自
出
也
自
泉
莊
至
新
集
五
六
里
兩
岸
地
與
水

平
播
之
可
種
稻
田
百
餘
頃
且
可
分
還
鄉
河
上
流

之
勢
灤
河
經
府
治
之
西
靑
龍
河
會
焉
靑
龍
河
卽

盧
水
縣
以
此
得
名
境
内
崗
巒
起
伏
地
高
水
深
難

以
汲
引
惟
縣
北
之
燕
河
營
湧
泉
成
河
及
營
東
五

泉
漫
溢
四
出
至
張
家
庄
一
帶
皆
可
挹
取
爲
樹
藝

之
利
他
如
撫
寧
昌

樂
亭
以
及
遵
化
三
河
等
州

縣
臣

等
未
及
遍
歴
然
按
圖
考
誌
大
抵
水
澤
之
利

居
多
伏
念
京
東
土
壤
膏
腴
甲
於
天
下
祗
緣
積
俗

怠
玩
苟
且
因
循
人
有
遺
力
地
多
遺
利
我

皇
上
軫
念
民
瘼
宵
旰
勤
求
無
刻
或
釋
臣

等
奉

命
查
勘
所
至
宣
揚

聖
德
明
白
曉
諭
一
時
民
情
踴
躍
歡
聲
雷
動
今
春
融
凍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二
十
九

解
正
動
工
修
築
之
時
臣

等
分
遣
効
力
人
員
逐
一

確
估
請

旨
興
工
惟
是
工
程
浩
大
地
方
遼
濶
臣

等
欽
遵

聖
諭
殫
心
籌
畫
所
勘
情
形
大
槩
如
此
至
高
下
廣
狹
隨

宜
隨
量
容
有
變
通
之
處
抑
或
委
員
經
理
未
必
盡

合
機
宜
圩
田
之
多
寡
奏
效
之
遲
速
統
俟
工
完
彚

齊
送
册
將
勘
過
情
形
繪
圖
恭
呈

御
覽
伏
乞

皇
上

鑒
施
行

請
封
關
帝
先
代
疏

本

朝

李

蘭
邑

人

爲
請
封
正
神
之
先
世
以
崇
祀
典
以
植
綱
常
事
竊

惟
天
地
之
正
氣
靈
秀
所
鍾
而
忠
義
之
英
風
淵
源

可
溯
從
古
以
來
忠
貫
金
石
義
葢
山
河
福

國
庇
民
歴
徵
神
應
如
關
帝
者
固
其
正
氣
獨
伸
抑
亦

禀
承
有
自
也
乃
四
海
九
州
窮
鄉
僻
壤
皆
知
關
帝

而
於
其
先
世
闕
焉
未
詳
祗
緣
漢
志
失
傳
遂
致
後

人
莫
考
欽
惟
我

皇
上
敎
忠
勸
孝
崇
德
報
功
特
加
封
孔
子
五
代
王
爵
並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三
十

增
諸
賢
從
祀
殊
榮
曠
典
千
古
未
有
臣

愚
以
爲
先

聖
之
高
曾
固
已
獲
邀
異
數
則
明
神
之
祖
父
似
應

並
沐
洪
仁
竊
見
關
帝
聖
蹟
圖
誌
一
書
所
載
里
居

世
系
甚
詳
内
云
關
帝
係
夏
臣
關
龍
逢
後
裔
祖
諱

審
父
諱
毅
世
居
解
梁
常
平
倉
寶
池
里
以
春
秋
傳

家
代
有
潛
德
於
康
熙
十
七
年
士
子
于
昌
因

井

得
磚
考
知
名
氏
表
其
先
塋
勒
爲

記
臣

伏
念
關

帝
祖
父
世
德
淸
芬
詒
謀
忠
孝
而
其
姓
字
遺
蹟
歴

今
數
千
年
沉
埋
井
底
幾
就
湮
没
幸
逢

聖
朝
乃
得
昭
顯
又
恭
遇
我

皇
上
振
幽
出
滯
表
揚
潛
德
千
載
一
時
萬
靈
徵
應
敢
請

特
頒
勅
諭

命
禮
臣
酌
議
追
封

福

國
庇
民
之
正
神
得
邀
榮
恩
以
扶
兩
間
之
正
氣
以
植

萬
古
之
綱
常
似
於
祀
典
名
敎
均
有
裨
益
伏
候

皇
上

鑒
施
行

請

旨
褒
封
疏

李

蘭

爲
請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三
十
一

旨
褒
封
以
廣

聖
恩
事
欽
惟
我

皇
上
褒
功
崇
德
懷

百
神
往
哲
前
賢
悉
光
祀
典
江
湖

嶽
凟
皆
沐

恩
封
此
誠
從
古
未
有
之
曠
典
也
臣

叨
荷

天
恩
歴
官
江
西
見
鄱
陽
湖
居
五
湖
之
一
綿
亘
南
昌
南

康
饒
州
九
江
四
郡
波
濤
浩

水
情
難
測
洋
瀾
左

蠡
諸
險
甚
於
江
海
又
爲
江
楚
必
由
水
道
漕
艘
鹽

舶
官
舫
商
航
千
㠶
絡
繹
實
與
楚
省
之
洞
庭
湖
無

異
其
湖
神
係
唐
正
源
令
張
廵
與
許
遠
共
守
睢
陽

身
衞
孤
城
忠
昭
史
册
後
人
感
其
保
障
江
淮
之
功

奉
祀
鄱
湖
唐
時
立
廟
於
新
建
縣
近
湖
之
吳
城
鎭

旣
而
鄱
陽
縣
亦
建
祠
宇
江
民
祀
祝
已
久
屢
昭
靈

應
康
熙
三
十
八
年
奉

旨
撥
江
西
米
十
萬
石
運
賑
淮
陽
時
値
鄱
湖
巨
風
累
日

禱
神
旋
息
三
百
餘
航
一
夜
順
渡
迄
今
百
姓
傳
爲

盛
事
是
以
忠
良
而
福

國
祐
民
顯
而
有
徵
者
也
今
洞
庭
湖
已
䝉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三
十
二

恩
葺
祠
立
祀
惟
鄱
湖
之
神
未
膺

特
典
臣

前
見
大
學
士
臣
稽
曾
筠
請
祀
洪
澤
湖
神
一
疏

亦
稱
鄱
陽
血
食
張
廵
已
著
西
江
則
湖
神
之
爲
張

廵
確
實
足
信
用
敢
冒
凟

聖
聰
伏
乞

勅
加
封
號
載
入
祀
典
春
秋
祭
享
以
慰
忠
勤
以
昭
盛
典

至
廟
宇
尚
皆
完
固
但
須
飭
令
地
方
官
不
時
留
心

修
葺
卽
可
永
遠
勿
替
而
湖
神
陰
沐

皇
恩
當
更
效
靈
於

國
計
民
生
均
有
裨
益
矣
此
臣

愚
昧
之
見
是
否
有
當

伏
乞

皇
上

鑒
施
行
臣

謹

奏
議
論
文

古
之
鄉
先
進
留
心
時
務
者
嘗
有
疏
其
風
土
之
厚

薄
里
居
之
得
失
以
俟
採
風
者
擇
焉
故
議
論
之
文

足
傳
於
誌
乘
兹
邑
旣
罕
著
述
間
有
一
二
鴻
文
偉

論
歴
久
盡
湮
余
編
纂
之
初
徵
之
而
無
以
應
爰
就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三
十
三

見
聞
所
及
間
附
以
鄙
作
疏
其
一
二
不
偏
不
備
後

之
覽
者
尚
有
所

續
也
夫

議
五

條
西
北
水
利
議

徐
貞
明

當
今
經
國
訏
謨
其
大
且
急
孰
有
過
於
西
北
水
利

者
乎
雖
然
槩
而
行
之
則
效
遠
而
難
臻
驟
而
行
之

則
事
創
而
未
信
葢
西
北
皆
可
行
也
盍
先
之
於
畿

輔
畿
輔
諸
郡
皆
可
行
也
盍
先
之
於
京
東
永
平
之

地
京
東
永
平
之
地
皆
可
行
也
盍
先
之
於
近
山
瀕

海
之
地
近
山
瀕
海
之
地
皆
可
行
也
盍
先
之
於
數

井
以
示
可
行
之
端
則
效
近
而
易
臻
事
狎
而
人
信

京
東
輔
郡
而
薊
又
重
鎭
固
股
肱
神
京
緩
急
所
必

需
者
矧
今
地
負
山
控
海
負
山
則
泉
深
而
土
澤
控

海
則
潮
淤
而
壤
沃
水
利
尤
易
易
也
予
所
屬
二
三

解
事
者
葢
徧
歴
山
海
之
境
閱
兩
月
而
返
披
圖
出

示
如
指
諸
掌
也
爲
言
諸
州
邑
泉
從
地
湧
一
決
而

通
水
與
田
平
一
引
而
至
比
比
皆
然
姑
摘
其
土
膏

腴
而
人
曠
棄
卽
可
修
舉
以
兆
其
端
者
自
西
歴
東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三
十
四

如
密
雲
縣
之
燕
樂
莊
平
谷
縣
之
水
峪
寺
及
龍
家

務
莊
三
河
縣
之
唐
會
莊
順
慶
屯
地
皆
其
著
者
薊

州
城
北
則
有
黃
厓
營
城
西
則
有
白
馬
泉
鎭
國
莊

城
東
則
有
馬
伸
橋
灰
林
河
而
下
城
南
則
有
别
山

舖
及
夾
陰
流
河
而
下
至
於
陰
流
淀
疏
渠
皆
田
也

遵
化
西
南
平
安
城
夾
通
河
而
下
及
沙
河
舖
地
方

又
鐵
厰
湧
珠
湖
以
下
至
韮
菜
溝
上
素
河
下
素
河

百
餘
里
夾
河
皆
可
成
田
遷
安
縣
北
徐
流
營
山
下

湧
出
五
泉
合
流
入
桃
林
河
又
三
里
橋
湧
泉
流
出

灤
河
又
蠶
姑
廟
湧
泉
成
河
與
灤
河
相
接
夾
河
皆

可
田
之
地
盧
龍
縣
燕
河
營
湧
泉
成
河
及
營
東
五

泉
湧
漫
四
出
至
張
家
莊
撫
寧
縣
西
臺
頭
營
河
流

亦
自
燕
河
營
湧
泉
而
來
皆
可
田
自
西
以
東
如
豐

潤
縣
南
則
大
寨
及
刺
榆
坨
史
家
河
大
王
莊
之
地

東
則
榛
子
鎭
西
則
鴉
洪
橋
夾
河
五
十
餘
里
皆
可

田
玉
田
縣
淸
莊
塢
導
河
可
田
後
湖
莊
疏
湖
可
田

三
里
屯
及
大
泉
小
引
泉
可
田
其
間
有
民
所
不
業

之
地
有
屯
地
有
牧
馬
之
地
屯
草
之
地
屬
於
官
官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三
十
五

爲
闢
其
蕪
而
收
其
利
不
難
也
至
於
民
不
業
者
召

民
業
之
官
爲
助
其
力
何
至
連
阡
以
棄
鞠
爲
茂
草

乎
至
於
瀕
海
可
田
則
自
水
道
沽
關
黑
崖
子
墩
起

至
開
平
衞
南
宋
家
營
之
地
東
西
度
之
百
餘
里
南

北
度
之
百
八
十
里
皆
隸
豐
潤
其
地
與
吳
越
瀕
海

之
沃
區
相
等
今
萑
葦
彌
望
而
繫
名
於
勢
族
然
葦

之
利
微
卽
勢
族
亦
無
厚
入
於
其
間
也
若
如
吳
越

人
田
而
耕
之
則
利
十
倍
於
葦
卽
捐
其
一
以
與
勢

族
使
不
失
其
舊
入
勢
家
亦
何
憾
焉
昔
虞
文
靖
公

之
議
東
極
遼
海
南
濱
靑
徐
瀕
海
皆
可
田
之
地
今

豐
潤
實
其
中
境
欲
舉
其
議
而
行
之
兹
非
其
先
當

致
力
者
乎
葢
先
之
京
東
數
處
以
兆
其
端
而
京
東

之
地
皆
可
漸
而
行
也
先
之
京
東
以
兆
其
端
而
畿

内
而
列
郡
皆
可
漸
而
行
也
先
之
畿
内
列
郡
而
西

北
之
地
皆
可
漸
而
行
也
在
邊
陲
則
先
之
薊
鎭
而

諸
鎭
皆
可
漸
而
行
也
至
於
瀕
海
則
先
之
豐
潤
而

遼
海
以
東
靑
徐
以
南
皆
可
漸
而
行
也
夫
事
有
小

用
則
宜
大
則
局
而
不
通
大
用
則
宜
小
則
窘
而
難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三
十
六

布
兹
其
試
之
一
井
究
之
天
下
無
不
利
者
事
有
旦

夕
計
功
而
遠
猷
不
存
積
久
考
成
而
近
效
難
覯
兹

其
暫
之
歲
收
久
之
永
賴
無
不
利
者
特
端
之
於
京

東
數
處
因
而
推
之
西
北
一
歲
開
其
始
千
年
究
其

成
而
萬
世
席
其
利
矣

復
海
運
議

陳
維
城

海
運
故
道
直
㨗
而
所
經
蠶
沙
綠
洋
各
口
蠣
房
山

十
九
坨
諸
島
有
風
濤
之
慮
舟
楫
多
被
損
失
此
故

道
之
所
由
廢
今
誠
難
與
議
復
也
其
通
蘆
臺
漕
河

無
危
然
必
從
白
塲
兎
兒
坨
上
下
挑
出
道
路
迂
紆

四
五
百
里
中
多
堆
沙
難
挑
易
塞
不
惟
工
大
財
詘

抑
且
徒
勞
無
益
民
則
懲
咽
而
廢
食
官
以
覆
轍
爲

畏
塗
矣
因
委
武
學
科
正
王

爵
博
訪
詳
度
據
稱

自
灤
州
王
家
閘
起
引
灤
水
入
靑
河
導
入
王
塜
坨

河
再
導
使
由
艾
靑
溝
下
接
靳
家
河
以
通
家
交
流

河
進
黑
洋
海
口
經
建
河
堂
兒
上
百
有
十
里
復
出

大
沽
海
口
入
通
州
運
糧
河
而
上
天
津
地
里
近
工

費
省
間
雖
有
百
餘
里
行
海
然
鹽
船
乗
潮
往
來
不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三
十
七

聞
有
覆
溺
足
知
無
虞
詢
之
於
衆
皆
言
挑
此
比
舊

二
議
爲
便
本
府
躬
自
往
勘
查
灤
州
迄
東
二
十
里

馬
城
堡
西
爲
王
家
閘
其
南
閘
相
距
十
里
原
係
海

運
入
灤
故
道
嗣
因
運
罷
久
湮
遂
成
平
田
而
閘
迹

尚
存
南
閘
頭
六
里
至
龍
堂
橋
北
有
細
泉
或
伏
或

見
或
溝
僅
一
丈
不
堪
載
舟
是
靑
河
小
發
泉
也
再

二
里
有
煖
泉
混
混
南
流
漸
遠
漸
大
是
靑
河
大
發

源
也
濶
二
丈
或
二
丈
五
尺
深
尺
半
或
二
三
尺
三

四
尺
再
八
里
許
則
沂
河
自
五
子
山
西
灌
之
其
流

益
大
益
深
矣
濶
三
丈
或
二
丈
五
尺
深
堪
通
艇
又

二
十
里
陷
河
貫
之
水
不
甚
大
又
三
里
至
歇
家
橋

又
三
里
半
至
土
兒
社
李
家
莊
其
深
濶
與
上
等
然

不
免
從
此
南
趨
綠
洋
口
入
海
原
運
皆
由
口
北
王

家
閘
今
馬
頭
營
固
其
舊
囤
倉
處
李
家
莊
迤
上
河

原
寛
淤
塡
其
半
而
岸
有
曠
地
其
西
半
溝
半
道
相

雜
民
田
約
十
數
里
過
卽
王
塚
坨
河
無
源
灤
河
漲

入
靑
不
能
容
必
從
李
家
莊
西
瀉
遂
下
注
之
加
以

秋
露
泊
湖
等
港
諸
水
臻
集
故
爲
極
濶
不
減
二
十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三
十
八

餘
步
雖
中
間
淺
斷
不
一
而
深
處
爲
多
詢
土
人
老

者
皆
言
自
㓜
未
見
其
涸
今
春
深
三
四
尺
夏
秋
旱

甚
始
消
是
深
者
常
而
涸
者
暫
也
且
灣
環
曲
直
自

樊
各
庄
起
而
高
廟
莊
而
曲
荒
店
而
磚
窯
店
而
馬

孤
塘
而
賈
各
莊
而
狗
兒
村
而
印
步
店
凡
四
十
餘

里
至
楊
家
莊
亦
南
趨
海
莊
南
有
沙
坨
長
一
里
高

河
五
尺
若
穿
之
卽
艾
家
靑
溝
東
西
長
七
里
間
或

荒
或
田
深
如
溝
十
歲
九
渰
今
旱
始
涸
其
地
多
無

錢
糧
民
視
之
不
甚
惜
堪

爲
河
過
梁
各
莊
而
靳

家
河
流
經
焉
其
初
甚
微
出
四
里
至
黃
坨
濶
一
丈

五
尺
又
五
里
至
䨇
坨
濶
三
丈
又
六
里
至
栢
各
莊

濶
六
丈
皆
没
胸
堪
載
大
舟
稍
南
散
漫
三
股
濶
里

許
中
股
五
里
盡
至
長
坨
竈
濶
一
丈
若
束
三
股
併

流
濶
當
數
丈
矣
凡
鹽
船
泊
交
流
河
者
可
望
相
去

五
里
其
源
本
相
接
因
鹽
丁
不
便
往
來
遂
塞
使
不

通
河
名
交
流
者
由
海
潮
而
成
故
微
有
五
里
淤
淺

外
則
大
潮
所
至
橫
斜
行
七
十
餘
里
入
黑
洋
海
口

又
三
十
里
則
建
河
海
口
又
四
十
里
則
堂
兒
上
海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三
十
九

口
又
四
十
里
則
大
沽
海
口
出
口
入
通
州
運
糧
白

河
百
餘
里
天
津
衞
矣
是
此
道
一
通
不
過
三
百
餘

里
舟
可
徑
天
津
抵
灤
比
西
由
蘆
臺
河
其
道
豈
但

倍
近
且
惟
黑
洋
海
口
至
大
沽
百
十
里
由
海
隨
鹽

船
出
入
當
保
無
他
虞
比
由
綠
洋
海
口
造
灣
其
遠

近
險
夷
安
危
亦
不
啻
十
百
相
懸
焉
中
間
應
挑
之

處
計
大
費
工
力
者
不
過
交
流
河
接
靳
家
河
五
里

黃
坨
抵
艾
家
靑
溝
十
二
里
李
家
莊
抵
樊
各
莊
十

里
煖
泉
抵
南
閘
頭
八
里
與
夫
王
家
坨
河
之
經
楊

家
庄
印
步
店
狗
兒
村
賈
各
莊
土
淤
高
厚
者
十
二

三
里
耳
其
餘
或
止
應
挑
深
五
六
尺
七
八
尺
濶
五

六
步
七
八
步
者
約
以
河
五
丈
計
之
論
工
大
小
折

半
通
算
濶
三
丈
深
一
丈
者
總
不
過
百
三
十
餘
里

耳
工
固
不
甚
多
也
况
下
因
川
澤
不
損
民
居
妨
田

不
及
五
頃
其
價
未
足
百
金
驗
河
所
經
惟
李
家
庄

西
有
沙
三
里
楊
家
莊
南
有
沙
一
里
其
餘
俱
土
脈

膠
固
無
憂
其
善
崩
河
之
所
自
若
煖
泉
若
沂
河
若

陷
河
若
靳
家
河
俱
水
性
如
常
可
弗
苦
其
變
遷
則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四
十

語
有
利
無
害
又
孰
以
踰
乎
此
惟
王
家
閘
一
處
議

者
每
言
挑
接
灤
河
雖
便
通
舟
然
灤
河
西
下
平
岸

一
丈
八
尺
焉
能
使
之
逆
流
而
上
入
靑
河
哉
且
灤

暴
湍
常
帶
沙
石
漲
則
閘
不
能
制
退
必
遺
沙
塡
積

將
來
歲
挑
煩
費
恐
反
爲
靑
梗
莫
若
挑
貴
至
馬
城

本
堡
方
議
修
壕
以
壕
土
築
城
而
借
壕
爲
河
使
可

容
數
十
舟
南
來
運
艘
俱
住
此
焉
雖
隔
灤
尚
五
六

里
道
不
甚
多
且
平
坦
便
車
至
灤
易
舟
而
運
則
靑

不
受
沙
石
擾
而
挑
夫
可
省
歲
費
似
於
計
兩
便
也

誠
於
可
挑
者
挑
之
可
因
者
因
之
而
李
家
莊
楊
家

莊
南
岸
各
築
大
壩
一
道
以
阻
靑
河
倂
防
順
王
塜

坨
河
入
海
量
置
函
洞
備
大
水
宣
洩
使
靑
之
水
盡

入
王
塜
坨
接
靳
家
河
之
所
置
閘
設
夫
守
之
潮
至

則
啟
退
則
閉
又
於
煖
泉
上
亦
置
閘
以
蓄
上
流
細

水
則
水
常
足
舟
可
輓
行
天
津
之
運
餉
無
不
順
下

於
灤
矣
由
灤
而
北
運
建
昌
大
平
西
運
灤
陽
漢
莊

陸
轉
喜
峯
松
棚
三
屯
附
近
營
路
東
運
桃
林
等
口

其
水
路
皆
可
次
第
畢
通
豈
惟
沿
邊
兵
食
足
卽
州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四
十
一

縣
衞
歲
從
豐
歉
粟
有
出
入
商
舶
百
貨
輳
集
而
永

變
富
饒
之
區
矣
况
遼
東
海
運
常
苦
損
舟
若
永
平

運
通
則
由
府
城
而
車
至
山
海
或
舟
車
至
遼
東
皆

免
風
濤
之
險
其
士
餉
尚
亦
有
賴
是
所
謂
無
窮
利

也
合
行
各
路
客
兵
應
修
邊
工
暫
行
停
減
或
量
分

主
兵
代
修
而
移
其
衆
以

河
計
名
限
日
畫
地
分

工
若
尚
有
不
足
則
量
加
民
夫
三
四
千
佐
之
仍
委

賢
能
有
司
分
督
則
衆
力
競
勸
可
不
月
而
成
無
煩

奏
請
無
費
帑
金
於
客
兵
未
爲
重
勞
於
邊
方
實
爲

永
賴
矣
按

爵
議
建
閘
六
處
以
驅
灤
水
入
靑
河

則
王
家
閘
當
復
舊
而
今
惟
達
於
馬
城
復
唐
之
舊

規
則
此
閘
不
復
置
其
云
驅
靑
河
水
西
通
曲
王
店

歇
駕
橋
當
置
閘
驅
王
塜
坨
水
通
梁
各
庄
河
印
步

店
當
置
閘
三
水
皆
會
於
海
河
之
下
流
稍
各
莊
當

置
閘
今
議
於
李
家
莊
楊
家
莊
各
壩
置
亟
洞
惟
於

接
靳
家
河
閘
之
而
於
煖
泉
上
置
閘
蓄
焉
是
皆
要

領
肯
綮
矣
然

爵
云
海
邊
潮
河
自
蘆
臺
南
旱
沽

子
起
東
行
三
十
里
至
大
坨
可
通
巨
般
坨
東
北
四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四
十
二

十
五
里
由
椿
樹
溝
高
家
莊
至
李
家
莊
通
於
建
河

下
稍
順
河
東
北
行
十
里
至
碓
臼
兒
又
東
十
五
里

至
于
家
沽
入
黑
洋
潮
河
則
黑
洋
河
海
迤
西
全
用

建
河
上
稍
遷
安
豐
潤
所
滙
白
塲
之
水
每
年
積
聚

不
涸
今
開
漕
當
閘
碓
臼
兒
束
水
東
入
於
家
沽
以

接
黑
洋
河
閘
李
家
莊
使
水
西
通
大
坨
接
旱
沽
子

是
東
爲
李
家
莊
壩
西
爲
李
家
莊
閘
中
間
宣
洩
合

宜
尤
爲
萬
全
之
計
也
視
昔
之
沙
河
旣
省
而
於
海

運
故
道
其
挑

之
費
相
當
且
獲
避
蠣
坨
之
險
□

路
不
爲
國
爲
民
則
已
如
爲
之
當
决
策
而
從
事
矣

樂
亭
支
河
議

陳
金
駿

余
續
修
樂
誌
作
禨
祥
志
檢
舊
籍
知
邑
被
水
患
至

數
而
本
年
六
月
事
又
余
所
目
睹
者
竊
以
邑
承
灤

下
流
自
塞
外
千
餘
里
柳
河
寛
河
之
水
注
之
入
内

地
合
潵
恒
長
淸
橫

諸
水
迸
會
於
兹
以
一
水
當

衆
條
之
水
以
一
邑
當
衆
邑
之
水
而
又
地
勢
平
衍

土
脉
疏
惡
此
非
天
行
之
愆
惟
地
勢
然
也
葢
水
之

受
源
遠
者
必
使
有
所
受
以
納
汪
洋
之
勢
亦
必
有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四
十
三

所
分
以
殺
奔
迅
之
形
今
邑
之
境
内
經
流
者
惟
靑

灤
二
河
外
若
戴
家
河
賈
家
河
杜
家
河
苑
家
河
董

家
河
三
岔
河
深
者
不
過
三
四
尺
夏
秋
水
盛
乃
通

則
河
身
淺
而
水
無
所
受
可
知
矣
又
邑
本
以
兩
河

夾
送
自
景
泰
間
河
徒
東
灤
河
絶
凡
附
灤
諸
支
港

如
沙
城
社
河
龎
家
河
中
淀
河
皆
絶
則
河
流
直
而

水
無
所
分
可
知
矣
愚
竊
以
爲
天
下
事
與
其
周
章

於
臨
時
何
如
計
議
於
平
日
與
其
散
財
賑
粟
惠
民

於
窮
約
之
中
何
如
有
備
無
患
措
民
於
皥
皥
之
天

請
以
每
歲
冬
春
之
交
塞
外
水
絶
河
流
蜿
蜒
凡
邑

中
舊
河
故
道
悉
行
挑

其
爲
今
時
河
流
所
及
者

穵
之
使
深
使
水
之
勢
有
所
受
其
爲
今
時
河
流
所

不
及
者
决
之
使
通
使
水
之
勢
有
所
分
如
此
則
潦

以
爲
洩
者
旱
亦
以
爲
備
不
誠
一
舉
兩
得
乎
况
前

人
之
已
事
如
白
河
爲
患
於
順
義
劉
天
和
請
以
兠

杓
數
千
具
治
河
官
夫
遇
淺
卽

此
先
其
事
而
後

水
有
所
受
也
會
同
河
子
牙
河
爲
患
於
霸
州
王
鳳

靈
請
多
開
支
河
聯
絡
相
屬
而
委
輸
於
海
此
先
其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四
十
四

事
而
使
水
有
所
分
也
先
事
不
治
迨
乎
旣
事
貲
費

而
無
功
不
旣
晚
乎
說
者
曰
凡
民
難
與
慮
始
可
與

圖
終
昔
之
舊
河
陵
谷
旣
久
漸
成
田
廬
况
邑
多
旗

庄
地

内
府
稅
糧
所
在
未
可
輕
議
子
曰
唯
唯
否
否
苟
曰
舊

河
本
非
民
之
所
宜
有
况
平
原
壤
土
疏
故
港

新

渠
葢
亦
數
十
年
來
京
東
之

功
令
曩
者

世
宗
憲
皇
帝
命
怡
賢
親
王
躬
歴
郊
原
盡
力
溝
洫
引
港
疏

渠
開
京
畿
水
田
數
百
萬
頃
維
時
若
灤
若
遷
安
與

邑
接
壤
亦
各
開
水
田
數
十
頃
唯
邑
未
遑
特
乏
任

事
之
人
耳
灤
與
遷
安
不
皆
五
百
里
内
圈
地
乎
誠

使
誠
孚
誼
洽
熟
議
詢
謀
捐
小
利
成
大
功
於
舊
港

疏
瀹
外
更
相
河
流
兩
岸
窪
灘
地
因
其
高
下
開

長
渠
近
海
者
兼
行
潮
田
法
吾
知
斥
鹵
變
爲
膏
腴

分
水
之
道
旣
多
奔
騰
之
勢
自
減
人
歌
樂
愷
土
慶

安
瀾
與
鄭
國
史
公
並
懋
不
朽
矣
豈
非
民
之
所
樂

從
哉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四
十
五

瀕
海
潮
田
議

陳
金
駿

南
方
山
高
土
硬
可
耕
之
地
少
故
其
民
習
於
農
事

凡
瀕
海
之
區
槩
爲
潮
田
葢
潮
水
性
溫
發
苖
最
沃

一
日
再
至
不
失
晷
刻
雖
少
雨
之
歲
灌
漑
自
饒
其

法
臨
河
開
渠
下
與
潮
通
潮
來
渠
滿
則
牐
而
留
之

以
供
車
戽
中
間
溝
堘
地
埂
宛
轉
交
通
四
面
築
圍

以
防
水
澇
凡
屬
廢
壞
皆
成
膏
田
聞
昔
明
世
袁
中

郎
黃
爲
寶
坻
令
嘗
行
其
法
於
壺
盧
窩
等
村
至
今

賴
之
汪
司
農
應
蛟
至
天
津
見
白
塘
葛
沽
一
帶
斥

鹵
民
之
近
河
藝
豆
者
每
畝
收
不
過
二
斗
依
閩
浙

潮
田
法
開
渠
築
堤
種
水
稻
二
千
餘
畝
畝
收
穀
四

五
石
不
等
土
人
至
今
猶
傳
爲
十
字
圍
者
然
則
潮

田
之
法
不
獨
南
方
卽
北
地
邊
海
之
區
皆
可
依
倣

而
行
也

坨
地
墾
田
議

陳
金
駿

從
古
立
國
者
必
有
川
澤
之
利
川
主
流
澤
主
聚
二

者
相
爲
體
用
澤
不
得
川
不
行
川
不
得
澤
不
止
廢

一
而
患
斯
至
矣
北
地
原
衍
凡
經
流
之
河
皆
川
也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四
十
六

凡
低
窪
之
坨
皆
澤
也
自
小
民
不
知
大
體
規
覔
小

利
見
有
灘
堿
者
往
往
占
耕
爲
業
報
墾
升
科
而
地

方
有
司
不
察
其
爲
澤
與
瀦
也
或
以
開
荒
增
賦
爲

已
最
近
年
以
來
貪
小
利
而
忽
大
計
使
水
無
所
蓄

水
患
瀕
至
未
必
不
由
此
也
不
知
淀
泊
堿
灘
本
非

耕
地
偶
然
減
涸
旋
復
瀦
蓄
倘
不
加
察
偶
乘
減
涸

卽
聽
墾
田
吾
不
知
不
數
歲
又
將
以
水
佔
除
糧
見

告
矣
爲
今
之
計
凡
堿
地
之
認
墾
者
當
詳
察
其
情

形
如
無
關
河
道
經
流
積
水
所
瀦
固
不
當
使
地
有

餘
利
倘
或
本
爲
廢
窪
偶
然
減
涸
則
勿
輕
議
墾
如

是
則
川
與
澤
常
相
須
水
患
可
蠲
而
旋
墾
旋
除
此

等
案
牘
亦
稀
矣

辨
五

條
山
戎
國
辨

陳
士
元

春
秋
之
山
戎
在
黃
帝
爲
葷
粥
夏
曰
淳
維
殷
曰
鬼

方
周
爲
玁
狁
漢
曰
匈
奴
齊
桓
公
越
燕
以
伐
山
戎

次
孤
竹
還
杜
預
云
山
戎
北
狄
胡
安
國
云
桓
不
務

德
勞
中
國
而
事
外
夷
爭
不
毛
之
地
又
按
唐
李
德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四
十
七

裕
幽
州
紀
聖
公

云
北
狄
之
裔
或
曰
獯
狁
或
曰

山
戎
是
山
戎
之
非
燕
地
彰
彰
也
今
舊
志
云
灤
在

春
秋
時
爲
山
戎
國
通
典
亦
云
灤
爲
山
戎
肥
子
二

國
地
誤
矣

右
北
平
郡
辨

顧

絳

漢
右
北
平
郡
治
平
剛
後
漢
治
土
垠
水
經
注
魏
氏

土
地
記
曰
薊
城
東
北
三
百
里
有
右
北
平
城
薊
城

今

京
師
也
括
地
志
漁
陽
郡
東
南
七
十
里
有
右

北
平
城
按
當
在
今
薊
州
玉
田
界
此
後
漢
之
右
北

平
也
若
平
剛
則
在
盧
龍
塞
之
東
北
四
百
里
此
前

漢
之
右
北
平
而
李
廣
之
所
守
也
舊
志
云
今
府
城

南
有
李
將
軍
射
虎
石
固
謬
水
經
注
言
此
石
在
玉

田
無
終
之
間
是
亦
後
漢
之
右
北
平
爲
李
廣
所
治

與
東
越
靑
陘
之
說
自
相
矛
盾
著
述
之
難
如
此
又

何
恠
乎
後
之
傳
譌
者
邪

石
城
辨

顧

絳

漢
右
北
平
郡
之
縣
十
六
其
三
曰
石
城
後
漢
無
之

葢
光
武
所
倂
省
也
至
燕
分
置
石
城
郡
考
之
通
鑑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四
十
八

及
晉
載
記
得
二
事
慕
容
寶
宿
廣
都
黃
榆
谷
淸
河

王
會
勒
兵
攻
寶
寶
師
輕
騎
馳
二
百
里
晡
時
至
龍

城
會
遣
騎
追
至
石
城
不
及
是
廣
都
去
龍
城
二
百

里
而
石
城
在
其
中
間
也
慕
容
熙
畋
於
北
原
石
城

令
高
和
與
尚
方
兵
於
後
作
亂
註
云
高
和
本
爲
石

城
令
時
以
大
喪
會
於
龍
城
是
石
城
去
龍
城
不
遠

也
魏
書
地
形
志
廣
興
下
云
有
鷄
鳴
山
石
城
大
柳

城
此
卽
漢
之
石
城
矣
魏
大
平
眞
君
八
年
置
建
德

郡
治
白
狼
城
領
縣
三
其
一
曰
石
城
有
白
鹿
山
祠

其
二
曰
廣
都
水
經
注
石
城
川
水
出
西
南
石
城
山

東
流
逕
石
城
縣
故
城
南
北
屈
逕
白
鹿
山
西
卽
白

狼
山
也
又
東
北
入
廣
成
縣
東
廣
成
卽
廣
都
城
燕

之
石
城
在
廣
都
之
東
北
而
此
在
廣
都
之
西
南
是

魏
之
石
城
非
燕
之
石
城
矣
隋
書
始
無
石
城
云
北

齊
廢
之
而
唐
書
平
州
石
城
下
云
本
臨
渝
武
德
七

年
省
貞
觀
十
五
年
復
置
萬
歲
通
天
二
年
更
名
有

臨
渝
關

大
海
有
碣
石
山
是
武
后
所
更
名
之
石

城
又
非
魏
之
石
城
矣
遼
史
灤
州
統
縣
三
其
三
曰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四
十
九

石
城
下
云
唐
貞
觀
中
於
此
置
臨
渝
縣
萬
歲
通
天

元
年
改
石
城
縣
在
灤
州
南
三
十
里
唐
儀
鳳
石
刻

在
焉
今
縣
又
在
其
南
五
十
里
遼
徙
置
以
就
鹽
官

是
遼
之
石
城
又
非
唐
之
石
城
矣
今
之
開
平
中
屯

衞
自
永
樂
三
年
徙
於
石
城
廢
縣
在
灤
州
西
九
十

里
乃
遼
之
石
城
而
一
統
志
以
爲
漢
舊
縣
何
其
繆

與平
州
辨

顧

絳

平
州
之
見
於
書
者
有
三
有
地
名
有
國
名
有
州
名

左
傳
宣
公
元
年
會
於
平
州
以
定
公
位
地
名
也
史

記
朝
鮮
傳
封
王
唊
爲
平
州
侯
功
臣
表
又
有
平
州

侯
昭
涉
掉
尾
國
名
也
其
州
名
亦
有
三
有
漢
末
平

州
有
晉
平
州
有
後
魏
平
州
漢
末
公
孫
度
自
號
平

州
牧
及
其
子
康
康
子
淵
並
據
遼
東
此
漢
末
之
平

州
也
平

州

本

取

遼

東

襄

平

爲

名

魏
分
遼
東
昌

元
莬
帶
方
樂

浪
五
郡
爲
平
州
後
還
合
爲
幽
州
晉
武
帝
咸
寧
二

年
十
月
分
昌

遼
東
元
莬
帶
方
樂
浪
等
郡
國
五

置
平
州
治
昌

當

卽

漢

之

交

此
晉
之
平
州
也
至
後
魏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五
十

平
州
乃
治
肥
如
而
自
齊
以
下
因
之
遼
史
引
公
孫

度
之
平
州
於
此
則
誤
矣

公
孫
度
平
州
牧
辨

周

宇

遼
史
及
舊
志
皆
以
灤
爲
漢
末
公
孫
度
所
據
綱
目

書
以
公
孫
度
爲
遼
東
太
守
史
譜
云
度

莬
人
初

平
初
爲
遼
東
太
守
自
立
爲
遼
東
侯
傳
子
康
及
孫

淵
按
漢
獻
帝
建
安
九
年
曹
操
表
封
度
爲
永
寧
侯

度
曰
我
王
遼
東
何
永
寧
爲
是
度
與
遼
西
右
北
平

無
與
也
考
度
之
别
傳
自
稱
平
州
牧
東
夷
九
種
皆

服
事
焉
豈
以
漢
之
平
州
爲
隋
唐
以
後
之
平
州
而

誤
邪
蓋
漢
之
平
州
在
遼
東

莬
樂
浪
等
地
隋
唐

之
平
州
乃
盧
龍
石
城
馬
城
晉
漢
所
謂
右
北
平
遼

西
地
今
之
永
平
是
也
漢
靈
帝
中
平
六
年
劉
虞
留

公
孫
瓚
屯
兵
右
北
平
瓚
殺
虞
盡
有
幽
州
是
遼
西

右
北
平
入
於
瓚
矣
瓚
死
於
獻
帝
建
安
三
年
豈
度

與
瓚
同
時
而
誤
邪

序
四

篇
求
生
編
序

楊

鎬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五
十
一

余
不
佞
濫
董
營
平
兵
事
並
得
以
三
尺
詰
姦
慝
久

之
則
察
諸
所
論
報
者
間
有
析
言
破
律
峻
文
决
理

或
汶
汶
惛
惛
罔
衷
諸
道
彼
氓
之
習
故
武
悍
何
恠

輕
抵
文
罔
乃
化
導
無
素
愼
麗
弗
庸
豈
惟
周
納
驅

扇
者
足
以

人
下
士
離
章
句
而
服
官
政
見
聞
之

束
而
囂
繁
之
厭
卽
滿
腔
惻
隱
鈐
網
猶
未
易
開
故

頗
類
紏
紛
之
日
滋
也
譬
醫
無
秦
越
人
之
神
識
岐

黃
書
又
畧
而
不
睨
而
日
操
其
劑
以
嘗
試
病
人
病

人
能
生
者
與
有
幾
曩
余
令
江
右
時
今
方
伯
馮
源

泉
公
由
比
部
往
讞
獄
刻
有
明
刑
錄
者
所
用
以
生

江
右
者
也
然
江
以
右
獄
情
多
深
詭
冀
以
北
獄
情

又
多
荒
忽
其
荒
忽
者
箠
楚
之
下
刼
於
積
威
若
見

望
風
引
服
無
可
生
理
而
其
實
有
大
相
乖
刺
坐

木
者
弗
詳
於
五
聽
入
辟
亦
無
以
馮
公
之
錄
眎
之

耳
錄
有
招
擬
體
式
律
例
摘
要
法
家
尚
之
今
取
之

所
謂
聽
斷
衡
鑑
檢
驗
事
宜
屬
樂
亭
令
刋
布
海
上

名
曰
求
生
編
者
會
皇
上
方
諭
司
寇
言
是
後
恤
刑

之
典
直
省
各
歲
一
舉
以
爲
常
葢
天
子
將
洽
好
生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五
十
二

之
德
奚
可
臣
下
而
無
求
生
之
道
昔
張
釋
之
徐
有

功
皆
以
平
恕
稱
最
於
漢
唐
乃
說
者
謂
釋
之
際
寛

仁
之
主
特
易
而
有
功
難
於
今
有
其
易
無
其
難
司

民
命
者
宜
如
何

求
生
編
後
序

潘
敦
復

營
平
爲
畿
東
重
鎭
控
制
邊
徼
民
習
勇
悍
故
輕
生

士
仕
兹
土
又
勘
都
刑
書
多
任
情
於
是
邊
之
民
有

不
得
其
生
者
矣
吾
觀
察
楊
公
以
殿
中
執
法
於
壬

辰
秋
弭
節
焉
飭
兵
振
紀
匈
奴
且
遠
塞
諸
所
爲
明

愼
平
反
以
求
民
之
生
者
其
精
神
念
慮
常
運
於
法

之
中
一
日
敦
復
以
獄
事
晉
謁
公
詳
敎
以
推
鞫
之

方
因
出
所
擕
馮
源
泉
公
明
刑
錄
云
曰
此
曩
時
與

此
公
共
事
江
右
刻
之
以
生
江
右
之
民
者
也
中
聽

斷
衡
鑑
檢
驗
事
宜
尤
最
切
民
生
盍
易
名
曰
求
生

編
另
梓
之
以
爲
邊
地
折
獄
者
之
一
助
敦
復
奉
命

集
工
剞
劂
之
惟
恐
緩
書
成
公
自
叙
其
端
又
並
餉

部
陳
公
所
製
叙
授
敦
復
讀
之
則
竊
慶
邊
民
何
幸

際
吾
觀
察
公
以
生
之
也
又
何
幸
際
吾
餉
部
公
有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五
十
三

以
相
成
而
共
生
之
也
昔
神
禹
之
言
曰
堯
舜
之
民

皆
以
堯
舜
之
心
爲
心
予
之
民
各
自
以
其
心
爲
心

至
下
車
泣
焉
惻
惻
然
所
以
求
民
之
生
者
可
想
已

夫
民
猶
赤
子
也
無
知
而
入
於
井
有
可
生
之
理
世

儒
往
往
操
切
尅
薄
弗
求
其
生
間
有
資
性
仁
厚
稍

知
欲
求
生
而
淺
見
狹
聞
膠

窒
新
紏
紛
舛
錯
反

礙
其
生
理
是
欲
援
赤
子
而
不
以
其
道
也
此
書
一

出
聽
斷
者
師
其
意
檢
驗
者
守
其
法
遇
一
民
求
一

民
之
生
遇
什
百
民
求
什
百
民
之
生
遇
千
萬
民
求

千
萬
民
之
生
將
躋
海
内
壽
域
獨
邊
民
遂
生
哉
頃

聖
天
子
允
大
司
寇
請
將
興
堯
舜
之
理
公
又
以
求

生
之
心
推
神
禹
之
心
且
寄
之
編
以
垂
無
窮
固
愈

爲
斯
世
斯
民
慶
也
郡
伯
馬
公
闡
繹
求
生
之
旨
甚

詳
公
之
仁
心
仁
政
如
天
無
所
不
生
載
在
江
右
畿

甸
民
口

敦
復
門
墻
士
管
窺
不
足
以
識
其
大
敬

述
刻
書
之
意
如
此

勸
民
書
序

潘
敦
復

考
古
比
閭
族
黨
非
保
甲
法
乎
本
鐸
廵
行
道
路
則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五
十
四

今
鄉
約
意
也
我
太
祖
聖
諭
洋
洋
蓋
兼
舉
之
矣
不

肖
自
學
語
時
先
君
子
卽
敎
以
孝
順
父
母
六
言
稍

長
習
經
術
又
每
謂
保
甲
爲
最
善
法
而
尤
亟
稱
於

藍
田
吕
氏
鄉
約
且
曰
倘
他
日
爲
政
其
以
此
勸
民

毋
忽
時
不
肖
心
竊
識
焉
癸
未
令
洛
未
及
行
丙
戌

令
固
陵
行
之
而
未
久
歸
與
鄉
人
爲
興
仁
會
然
亦

一
鄉
之
人
勸
耳
庚
寅
夏
令
今
樂
邑
會
衞
宇
孫
公

以
名
柱
史
守
北
平
條
畫
保
甲
法
甚
悉
中
寓
鄉
約

諄
諄
勸
民
爲
善
無
陷
於
惡
意
至
厚
已
第
邑
頻
海

俗
舊
愚
悍
如
聖
諭
所
云
亦
未
嘗
聽
覩
民
卽
具
有

良
心
誰
爲
感
發
訟
繁
盜
熾
獨
民
敝
耶
乃
取
大
中

丞
周
公
訓
解
少
司
徒
溫
公
長
歌
大
司
空
衷
公
所

衍
十
勸
十
戒
諸
先
哲
格
言
並
疇
昔
編
次
鄉
約
事

宜
彚
爲
一
帙
以
勸
吾
民
月
朔
望
親
爲
講
說
遠
邇

百
姓
以
訟
至
者
輙
以
六
言
反
覆
曉
諭
往
往
悔
悟

求
是
帙
以
歸
行
之
數
月
䆮
䆮
有
風
移
俗
易
之
意

民
心
易
勸
此
足
徵
矣
夫
民
誠
勸
也
將
比
屋
可
封

何
煩
保
甲
哉
是
在
吾
司
世
敎
者
力
行
之
而
已
若



ZhongYi

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五
十
五

夫
轉
相
告
語
期
不
犯
於
有
司
此
又
吾
民
所
自
爲

勸
而
吾
亦
重
有
望
於
東
溟
矣

衞
民
書
序

潘
敦
復

夫
兵
肇
涿
鹿
歴
百
世
弗
易
豈
徒
務
耀
武
哉
國
家

所
寶
惟
此
林
林
總
總
之
衆
内
變
外
患
不
時
恒
有

匪
兵
胡
以
衞
焉
顧
郡
縣
之
兵
與
隸
司
馬
者
不
同

以
不
敎
民
戰
是
謂
棄
之
爲
政
而
至
棄
民
亦
重
負

君
父
矣
樂
亭
南
距
海
四
十
里
而
近
北
距
邊
百
七

十
里
而
遠
辛
卯
之
夏
玁
狁
匪
茹
擾
我
邊
圉
致
使

隣
壤
之
民
望
吾
城
奔
避
者
三
日
弗
止
吾
民
亦
因

而
騷
動
於
是
揀
選
鄉
兵
設
法
團
練
業
有
次
第
已

今
歲
春
日
本
弗
靖
主
上
宵
旰
廟
堂
每
以
剝
床
爲

慮
至
厪
詔
旨
練
鄉
兵
甚
急
諸
僚
佐
謂
我
兵
幾
萬

人
條
約
口
授
弗
悉
也
且
關
臺
劉
公
有
云
三
閱
條

約
眞
保
障
嘉
猷
也
帑
力
行
之
卽
有
勇
知
方
何
難

乎
觀
察
白
公
亦
云
操
防
事
宜
欵
欵
明
悉
俱
有
紀

律
節
制
可
裨
實
用
該
縣
可
謂
深
於
兵
者
矣
當
今

邊
警
未
寧
倭
報
又
至
如
議
着
實
行
仍
移
文
各
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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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
亭
縣
志

卷
之
十
三
藝
文
上

五
十
六

縣
照
行
繳
如
此
奚
靳
不

付
梓
而
使
人
人
閑
紀

律
節
制
有
勇
知
方
也
廼
命
鄧
尉
剞
劂
之
書
成
以

月
朔
望
講
武
卽
令
鄉
約
老
人
振
鐸
營
中
宣
揚
聖

諭
使
吾
兵
知
戰
陣
無
勇
非
孝
也
尊
其
上
敬
其
長

謂
此
物
也
出
入
相
友
守
望
相
助
睦
鄉
里
也
壯
者

以
暇
曰
修
其
孝
弟
忠
信
制
挺
撻
秦
楚
堅
甲
利
兵

訓
子
孫
也
無
事
則
兵
歸
於
農
有
事
則
農
列
於
兵

何
嚮
非
生
理
也
平
日
訓
誨
臨
陣
退
縮
規
避
作
奸

犯
科
一
切
禁
止
使
無
踰
越
則
非
爲
何
自
而
作
也

是
吾
之
所
以
衞
民
者
又
不
出
勸
民
中
矣
晉
臣
有

言
民
未
知
禮
未
生
其
共
於
是
大
蒐
而
示
之
禮
矧

君
子
以
王
道
父
母
民
者
邪
願
與
邑
父
老
勸
相
以

共
成
此
衞
民
之
政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