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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州
府
志
卷
之
二
十
七

藝
文
四

淵
德
公
重
建
祠
堂
記

焦
景
秋

淵
德
公
者
下
邳
令

川
韓
稜
也
邳
在
漢
爲
邑
公
蒞
之
俗

美
而
政
異
邳
人
追
思
立
廟
在
岠
山
之
陽
左
環
武
水
右

淸
流
誠
勝
槩
也
凡
邳
境
水
旱
灾
厲
咸
往
禱
而
輙
應
唐
貞

元
九
年
大
搆
祠
宇
宋
因
之
封
以
淵
德
公
詔
立

紀
其
事

元
改
軍
爲
州
故
平
章
政
事
徐
忠
肅
公
監
此
郡
爲
重
葺
之

歲
久
棟
椽
毁
墜
不
可
庇
風
雨
忠
肅
次
子
監
歸
德
府
過
家

上
塜
展
謁
祠
前
仰
觀
周
覽
愴
然
興
慨
以
爲
先
公
之
所
建

明
神
之
所
棲
奚
忍
如
是
遂
言
于
州
之
僚
佐
咸
願
捐
俸
洪

成
之

考
諸
史
傳
公
字
伯
師
令
下
邳
時
他
邑
有
氷
雹
之

災
邳
獨
不
雹
大
臣
上
其
事
徵
爲
尚
書
肅
宗
賜
以
寶
劍
自

署
共
名
曰
韓
稜
楚
龍
淵
以
公
淵
深
有
謀
故
爾
宋
之
封
亦

取
是
與
後
事
和
帝
位
至
司
空
故
老
相
傳
云
公
平
日
不
飮

一
日
侍
上
而
醉
帝
問
故
公
對
曰
今
日
爲
臣
生
辰
邳
人
其

或
奠
獻
所
以
致
此
遣
使
驗
之
果
然
夫
古
今
爲
守
令
者
俾

民
在
位
而
嚮
其
化
解
緩
而
慕
其
德
尚
未
多
見
也
况
生
而

懷
其
惠
鮮
之
澤
死
而
驗
其
禍
福
之
靈
鼓
舞
一
方
奔
走
承

奉
殆
絕
無
而
僅
有
矣
公
名
芬
漢
史
神
罄
邳
土
使
人
不
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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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病
歲
不
凶
歉
雨
暘
時
若
氷
雹
不
至
去
世
千
有
餘
歲
遺
愛

赫
如
廟
而
祀
之
誰
曰
不
宜
祠
成
公
命
予
紀
於

陰
延
祐

三
年
八
月
十
六
日
書

沛
縣
尉
李
君
美
政
記

虞

集

沛
有
尉
善
其
職
父
老
愛
之
願
刻
姓
名
于
石
以
示
遠
大
國

子
生
張
復
邑
人
也
疏
其
邑
人
之
頌
云
舟
車
衝
衝
出
我
沛

邦
我
任
我
載
惟
尉
之
從
力
用
不
窮
歲
饑
有
盜
尉
制
之
有

道
田
則
有
蝗
尉
除
之
有
方
泗
黃
水
患
防
堤
善
圯
尉
將
役

人
如
視
妻
子
民
有
無
告
尉
繕
其
屋
有
繫
在
獄
尉
哺
之
有

粟
顧
瞻
學
宮
迺
牗
迺
墉
釋
其
弓
刀
揖
遜
有
容
復
之
言
曰

尉
嘗
學
于
濟
南
李
昌
先
生
故
知
愛
人
之
說
其
父
奉
使
平

陽
罹
地
震
之
禍
尉
以
恩
得
官
故
能
感
奮
自
樹
立
也
嗟
夫

尉
於
縣
政
無
所
敢
自
遂
也
而
及
乎
民
者
如
此
自
昔
沛
以

勇
宕
爲
俗
今
父
老
獨
不
忘
於
一
尉
之
善
者
又
如
此
且
世

之
豪
民
猾
吏
以
動
搖
刼
持
爲
能
視
一
職
滿
尉
何
有
此
乃

以
忠
愛
聞
不
亦
善
夫
使
尉
益
自
勵
而
不
至
倦
雖
古
循
吏

何
以
過
之
有
司
用
材
者
能
無
考
於
斯
乎
尉
姓
李
名
茂
字

廷
實
德
州
齊
河
人
初
爲
濮
州
觀
城
尉
遷
沛
尉
父
老
曰
張

仲
昂

呂
梁
洪
關
尉
廟
禆
記

趙
孟
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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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
有
所
依
憑
則
靈
載
於
有
國
之
典
人
得
通
祀
者
惟
山
川

之
神
與
古
聖
賢
之
祠
山
川
則
能
藏
天
地
之
精
氣
古
聖
賢

則
有
功
德
于
民
有
以
聖
賢
而
兼
主
山
川
之
祠
則
向
往
加

多
享
祀
亦
加

焉
徐
州
之
水
合
於
呂
梁
而
入
于
淮
近
世

乃
兼
受
河
之
下
流
徐
州
之
山
自
西
南
來
亂
流
而
東
復
起

爲
岡
巒
累
累
然
相
系
不
絕
水
中
橫
石

百
歩
其
縱
十
倍

其
上
下
如
縱
得
十
之
二
三
高
出
於
水
上
者
齰
齰
然
象
人

齒
牙
水
勢
水
殺
則
捍
急
尤
甚
舟
行
至
此
百
篙
枝
柱
負
纜

之
夫
流
汗
至
地
進
以
尺
寸
計
其
難
也
乃
幾
於
登
天
舟
中

之
人
常
號
呼
假
助
於
神
明
有
元
混
一
天
下
凡
東
南
貢
賦

之
輸
皆
引
道
自
此
故
舟
至
益
多
日
百
千
萬
艘
有
廟
在
洪

之
西
堧
所
祀
二
神
一
爲
漢
壽
亭
侯
關
公
公
事
漢
昭
烈
嘗

爲
徐
州
牧
一
爲
唐
鄂
國
公
尉
遲
恭
相
傳
二
公
治
水
呂
梁

徐
州
葢
有
二
公
之
遺
迹
二
公
生
爲
大
將
殁
而
爲
神
其
急

人
之
患
難
夫
豈
愆
於
素
志
也
哉
先
王
制
禮
能
禦
大
災
捍

大
患
則
祀
之
如
二
公
者
葢
庻
幾
其
人
焉
二
公
所
治
乃
扼

乎
天
地
之
巨
險
在
人
所
尤
急
難
之
地
始
作
廟
者
董
恩
廟

成
奉
牲
酒
者
爭
門
而
入
拜
於
軒
陛
之
間
者
至
不
能
容
人

之
精
神
萃
聚
於
此
又
挾
山
川
之
氣
以
自
壯
故
禱
焉
輙
□

每
事
必
祝
其
靈
赫
然
享
祀
之
至
愈
久
而
愈
盛
於
此
見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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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
之
士
雖
千
載
遺
烈
猶
不
冺
也
豈
不
偉
哉
恩
下
邳
人

爲
驛
官
性
敦
朴
篤
於
事
神
予
往
年
被
召

往
來
洪
上
恩

礱
巨
石
爲

徵
余
爲
文
余
至
京
師
文
成
書
以
遺
之
皇
慶

二
年
十
月
十
七
日
也
銘
曰
於
赫
二
神
奮
發
雄
武
際
會
風

雲
服
事
英
主
維
時
英
主
遇
會
無
間
左
顧
右
盻
力
剪
禍
亂

生
爲
大
將
死
爲
明
神
能
介
景
福
以
祐
下
民
徐
合
衆
流
浩

浩
南
注
石
扼
中
路
增
捍
興
怒
舟
人
至
此
罔
不
震
懼
日
進

萬
艘
謁
廟
致
祭
刲
羊
割
豕
羅
拜
軒
陛
神
所
主
治
多
部
將

吏
號
呼
乞
靈
緩
急
如
意
㧞
人
于
險
振
人
于
扼
水
道
故
道

湍
弛
崩
追
黿
鼉
蛟
龍
各
守
其
宅
神
依
于
人
英
威
凛
然
千

載
不
冺
禱
祀
益
䖍
作
廟
距
涯
允
壯
且
麗

銘
我
詞
以
告

來
世

元
故
資
政
大
夫
江
南
諸
道
行
御
史
臺
侍
御
史
韓
文

公
權
厝
誌

吳

海

歲
辛
亥
三
月
二
十
四
日
行
臺
侍
御
史
韓
公
卒
於
福
州
光

澤
里
寓
舍
五
月
甲
午
其
子
儒
奉
公
柩
藁
塟
於
城
東
之
鳳

邱
送
者
若
干
人
皆
涕
泣
相
弔
行
道
觀
者
莫
不
咨
嗟
以
爲

難
得
旣
卒
事
乃
衆
相
與
謀
曰
嗚
呼
惟
公
宿
德
重
望
嘉
政

休
烈
有
不
待
言
而
彰
紀
而
埀
者
惟
是
假
厝
於
兹
不
可
以

弗
識
也
則
又
衆
應
曰
諾
於
是
公
之
門
人
新
安
鄭
桓
述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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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行
實
以
來
告
郡
人
吳
海
請
書
其
墓
石
按
公
諱
凖
字
公
衡

先
世
居
滕
金
源
時
遷
曲
房
迨
今
八
世
爲
沛
人
公
生
六
歲

始
能
言
七
歲
能
行
沉
重
好
學
年
二
十
登
進
士
第
授
承
事

郞
同
知
孟
州
事
擢
河
南
儒
學
副
提
學
調
儒
林
郞
德
安
府

推
官

太
常
博
士
拜
監
察
御
史
轉
奉
訓
大
夫
僉
河
南
北

道
廉
訪
司
事
改
奉
直
大
夫
江
西
湖
南
道
僉
事
加
中
奉
大

夫
南
康
路
總
管
進
中
憲
大
夫
本
道
廉
訪
副
使
陞
正
使
授

中
奉
大
夫
江
西
行
省
叅
知
政
事
徙
行
臺
治
書
侍
御
史
進

資
善
大
夫
江
浙
行
省
左
丞
又
改
福
建
廉
訪
使
資
政
大
夫

後
爲
侍
御
史
公
方
爲
别
駕
時
州
大
饑
疫
公
出
入
賑
救
所

乘
馬
至
不
忍
食
豆
粟
或
雜
草
以
飼
之
則
並
草
不
食
人
謂

感
公
化
冬
時
蠅
集
州
署
公
令
民
廣
藏
氷
明
年
大
熱
病
者

頼
服
氷
以
愈
在
河
南
有
陂
田
若
干
頃
爲
水
所
汎
守
令
因

循
不
治
公
行
部
至
敕
有
司
率
民
障
隄
歲
收
粟

千
斛
壬

辰
春
蘄
黃
寇
圍
江
西
平
章
道
同
出
避
憲
臣
從
之
獨
公
與

右
丞
萬
伯
顔
謀
遣
郞
中
伯
顔
不
花
出
戰
而
公
慰
撫
居
民

民
大
感
勵
相
持
五
十
四
日
城
頼
以
全
南
康
累
經
兵
火
城

內
荒
茀
公
舟
居
以
治
招
民
復
業
歸
者
旣
衆
遂
葺
草
屋
爲

署
野
豕
殘
民
禾
公

於
神
豕
遂
去
不
爲
害
戊
戌
歲
四
月

陳
友
諒
攻
破
隆
興
城
來
見
公
公
疾
面
壁
臥
不
起
友
諒
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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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吾
向
爲
縣
小
吏
巳
聞
公
名
公
不
答
旣
去
使
人
致
糗
公
拒

不
受
然
竟
不
敢
加
害
壬
寅
春
脫
身
入
閩
朝
廷
嘉
公
授
江

西
省
叅
政
江
西
無
治
所
寓
順
昌
公
志
在
收
復
扶
疾
以
往

迨
復
爲
侍
御
史
以
告
老
章
上
而
是
冬
城
陷
公
藉
稿
堂
下

以
喪
禮
自
處
吏
來
追
公
宣
敕
公
取
枕
以
臥
厲
刃
向
之
曰

此
吾
所
受
於
君
者
必
欲
取
之
並
取
吾
首
去
吏
不
敢
迫
迨

新
制
變
冠
服
由
是
著
㡌
終
日
未

去
首
園
瓜
有
苦
者
輙

取

之
及
病
甚
遂
不
服
藥
以
終
年
七
十
有
三
配
李
氏
繼

丁
氏
累
贈
南
陽
郡
夫
人
三
子
洛
安
燕
安
俱
早
卒
爲
後
者

儒
也
公
考
諱
彧
累
贈
中
奉
大
夫
河
南
北
等
處
行
中
書
省

參
知
政
事
護
軍
南
陽
郡
公
祖
諱
潤
累
贈
嘉
議
大
夫
僉
書

江
浙
等
處
行
樞
密
院
事
上
輕
車
都
尉
南
陽
郡
侯
妣
王
氏

祖
妣
朱
氏
皆
累
贈
南
陽
郡
夫
人
以
公
顯
公
性
儉
素
平
居

泊
如
常
端
坐
寡
言
笑
然
對
賔
客
朋
友
談
論
亹
亹
不
倦
嘗

讀
小
學
書
至
老
萊
予
詐
跌
仆
地
曰
設
有
所
損
豈
不
反
貽

憂
乎
其
端
如
此
爲
文
章
簡
古
不
事
華
藻
有
小
學
書
闕
疑

水
利
通
編
藏
於
家
嗚
呼
士
之
處
平
世
賢
不
肖
不
能
大
相

異
顧
君
子
若
不
足
小
人
反
若
有
餘
及
遇
變
故
然
後
君
子

之
所
守
凝
然
不
撓
而
小
人
顚
倒
反
易
凡
平
日
所
以

衆

眩
世
者
悉
喪
氣
而
不
存
矣
福
城
之
陷
能
蹈
死
守
節
者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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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四
人
其
叛
恩
取
寵
者
北
北
然
是
若
公
可
謂
純
臣
矣
□

曰
行
務
實
不
幾
以
文
昌
政
爲
循
不
幾
以
名
揚
氣
直
以
剛

文
静
有
常
遭
運
之
傾
其
節
益
彰
右
史
有
作
考
予
銘
章

徐
州
洪
神
廟

記

傅
汝
礪

中
原
河
山
形
勝
彭
城
爲
最
河
源
出
崑
崙
萬
里
西
來
宣
房

水
之
靈
府
神
明
實
主
之
吞
涇
納
渭
歴
砥
柱
而
東
狂
瀾
衝

纏
緯
畿
甸
變
遷
無
定
由
汴
渠
故
道
掠
彭
門
而
與
泗
汶

通
其
勢
彌
盛
郡
城
東
南

洪
對
峙
奔
流
砰
湃
滙
爲
濤
淵

國
朝
收
復
殘
宋
車
書
混
一
無
思
不
服
重
譯
入
貢
轝
琛
輦

贄
必
由
彭
城
使
者
旁
午
適
無
虛
日
連
檣
巨
舶
絡
繹
不
絕

百
歩
洪
東
岸
舊
有
祠
宇
下

洪
濤
高
崖
峭
壁
無
雲
而
雷

黿
鼉
出
没
人
所
驚
嘻
橫
波
之
石
廉
利
侔
劍
㦸
凡
至
洪
下

者
必
艤
舟
弭
楫
股
慄
睥
睨
不
敢
發
莫
不
割
牲
釃
酒
恭
謁

廟
貌
睢
盱
傎
伺
以
聽
神
命
吉
凶
逆
從
昭
荅
如
響
少
有
憑

忽
舟
上
下
失
勢
淪
溺
者
往
往
有
之
曩
歲
江
淮
未
附
邳
徐

之
境
家
犀
戸
鶴
民
不

生
廟
亦
草
創
歲
久
摧
圯
郡
侯
趙

克
明
與
其
寮
屬
愼
乃
庻
績
整
其
隘
陋
倡
率
資
助
醵
錢
爲

五
百
萬
緍
剏
建
殿
廊
煥
然
一
新
夫
天
一
生
水
善
利
萬
物

民
所
以
取
財
用
也
禮
云
三
王
之
祭
川
皆
先
河
而
後
海
曰

源
也
委
也
此
之
謂
務
本
後
漢
元
光
間
河
決

子
白
馬
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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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璧
歴
代
所
宗
與
夫
冺
竭
其
力
以
奉
無
名
之
水
土
者
可
同

語
哉
侯
請
予
爲
文
紀
之
比
者
宦
遊
南
國
亦
嘗
禱
于
祠
下

目
擊
其
狀
故
泚
筆
以
紀
其
實
夫
易
需
卦
需
者
待
也
爲
險

在
前
須
有
所
待
也
可
不
愼
歟
乃
係
之
以
辭
曰
納
納
提
封

徐
當
其
中
奎
婁
之
方
白
羊
之
宮
河
山
襟
帶
惟
徐
最
雄
河

源
西
來
常
騖
於
東
郡
城
之
角
泗
汶
潜
通
亂
石
橫
波
對
峙

洪
奔
流
澎
湃
滙
爲
濤
潨
驛
船
市
舶
往
來
憧
憧
殊
方
輻

輳
津
梁
要
衝
濤
頭
出
没
黿
鼉
喁
喁
惟
天
設
險
鬼

神
工

少
有
憑
忽
淪
溺
是
從
靈
源
□
濟
歴
代
所
宗
孰
其
尸
之
䕶

國
金
龍
再
新
祠
宇
龜
石
穹
窿
恭
奠
傎
伺
是
效
是
崇
蘋
蘩

之
薦
可
羞
王
公
神
其
默
相
報
汝
亦
豐
惟
至
德
溥
遠
邇
攸

同
屏
衛
王
室
萬
世
無
窮

蕭
縣
儒
學
記

傅
汝
礪

蕭
邑
介
大
河
之
間
黃
流
漫
漶
自
古
爲
害
南
北
兩
城
居
民

不
能
奠
厥
攸
居
往
者
廟
學
置
于
北
城
西
墉
之
上
宋
紹
聖

五
年
因
遭
洪
水
移
于
南
城
繼
以
狂
瀾
四
圍
屢
有
廢
弛
至

元
丙
子
一
新
于
北
城
歲
久
悉
皆
蕪
没
于
蒼
烟
灌
莾
之
中

至
元
丁
丑
縣
尹
耶
律
廷
瑞
慨
然
興
復
遂
于
南
城
之
東
買

地
二
十
畝
有
奇
積
土
聚
財
有
所
待
適
廉
訪
分
司
完
顔

公
至
合
其
議
復
指
示
地
西
偏
而
踢
爽
塏
之
墟
剏
建
殿
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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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九

堂
齋

星
門
翬
跂
翼
齊
煥
然
一
新
爲
多
方
之
冠
蕭
縣
復

立
六
十
載
未
聞
有
道
義
功
烈
顯
于
時
者
亦
無
一
賔
興
于

塲
者
是
豈
其
才
之
不
足
哉
抑
爲
政
者
未
有
以
興
起
之
也

今
廟
貌
完
學
校
興
有
司
憲
司
交
相
勉
勵
不
亦
幸
哉
諸
生

孜
孜
讀
書
以
孝
悌
忠
信
正
其
心
以
禮
義
廉
恥
修
其
身
則

名
聲
將
有
不
可

者
豈
獨
鄕
閭
之
光
抑
亦
不
負
聖
朝
之

意
斯
役
興
功
于
戊
寅
春
正
月
收
功
于
冬
十
月
落
成
之
日

士
庻
咸
請
立
石
以
傳
不
朽
予
目
擊
其
媺
故
樂
爲
之
書

明
文

祭
呂
梁
靑
山
龍
神
文

孝

宗

維

治
七
年
歲
次
甲
寅
十
二
月
丙
戌
朔
越
二
十
六
日
辛

亥
皇
帝
謹
遣
內
官
監
太
監
李
興
太
子
太
保
平
江
伯
陳
銳

都
御
史
劉
大
夏
以
香
幣
牲
醴
祭
告
于
呂
梁
靑
山
龍
神
曰

比
者
黃
河
不
循
故
道
决
于
張
秋
東
注
于
海
旣
壞
民
田
又

妨
運
道
特
遣
內
外
文
武
大
臣
循
行
潰
决
之
處
督
工
修
築

神
其
默
相
用
成
厥
功
使
農
不
失
業
國
計
不

不
勝
惓
惓

顧
望
之
至
謹
告

聖
廟

銘

米

濂

洪
武
二
年
秋
八
月
孔
子
廟
學
成
凡
歴
日
一
百
三
十
費
功

三
千
徐
爲
名
鎭
素
多
佳
士
孝
友
如
劉
敬
宣
忠
義
如
趙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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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十

者
班
班
而
是
傳
所
謂
習
俗
好
尚
與
鄒
魯
同
葢
不
誣
也
□

□
興
學
將
以
前
人
望
人
徐
人
士
奉
親
必
孝
事
君
必
忠
庻

弗
悖
於
侯
之
敎
銘
曰
古
之
建
學
釋
奠
寓
焉
神
以
牗
民
必

身
爲
先
師
廢
學
微
專
視
廟
報
祀
事
雖
嚴
匪
及
乎
敎
徐
爲

名
區
學
與
廟
俱
正
之
于
古
亦
曰
庻
幾
皇
明
御
天
海
宇
肅

淸

賢
出
守
用
宣
邦
經
時
維
文
侯
來
治
兹
土
不
鄙
其
民

視
如
鄒
魯
乃
撫
厥
民
爾
民
固
靈
弗
涖
于
學
孰
勵
其
成
相

惟
故
址
旣
陋
且
僻
卜
遷
南
東
我
龜
孔
食
乃
協
其
成
乃
直

以
䋲
乃
經
乃
營
日
夕
靡
寧
有
殿
言
言
有
堂
矗
矗
有
廡
軒

軒
有
門
肅
肅
視
其
齋
廬
有
師
有
儒
亦
有
生
徒
執
經
而
趨

學
究
六
經
講
切
六
藝
夜
以
繼
日
莫
之
或
替
人
之
所
學
在

孝
與
忠
忠
孝
一
缺
昧
其
天
衷
蒐
獵
載
籍
無
徵
弗
記
務
貪

得
多
君
子
所
剌
摛
爲
篇
章
葩
藻
是
躭
斯
謂
偏
狥
小
人
之

甘
必
蹈
大
中
內
外
孚
浹
藴
於
身
心
著
於
事
業
賢
侯
興
學

實
闡
化
基
豈
曰
土
木
崇
其
巍
巍
銘
以
著
之
作
者
太
史
用

推
本
原
以
吿
徐
士

山
儒
學
記
正

統

劉

球

皇
上
嗣
天
下
之
明
年

風
紀
之
臣
分
督
郡
邑
學
政
其
陛

辭
也
首
敕
建
葺
廟
學
四
年

山
縣
學
孔
子
廟
告
成
其
崇

以
尋
計
者
四
廣
以
丈
計
者
六
邃
以
尺
計
者
三
十
有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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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十
一

堂
門
廡
之
展
庖
廪
之
擴
莫
不
稱
之
其
地
夷
其
材
碩
其
構

堅
其
繪
藻
規
制
壯
麗
於
初
官
不
傷
費
民
不
知
勞
何
易
臻

此
哉
碭
令
衡
水
杜
釗
課
最
當
遷
以
民
乞
留
增
秩
還
官
來

請
予
記
因
問
倡
斯
役
者
則
曰
初
督
學
御
史
廬
陵
彭
侯
朂

命
之
遷
繼
督
學
御
史
廬
陵
孫
侯
鼎
飭
之
完
又
問
宰
斯
役

者
則
曰
前
知
縣
事
劉
伯
吉
實
經
始
之
繼
而
程
工
制
用
以

克
有
終
者
釗
也
又
問
贊
襄
斯
役
者
則
曰
前
諭
李
孟
玉
張

觀
興
今
諭
邱
純
訓
徐
忞
以
及
丞
劉
全
典
史
周
文
中
預
有

力
焉
嗟
夫
道
在
天
地
間
萬
世
猶
一
日
也
二
帝
三
王
之
後

生
一
孔
子
四
敎
所
以
立
六
經
所
以
明
百
王
之
法
所
以
偹

此
其
所
以
世
爲
天
下
師
也
皇
上
御
極
卽
命
郡
邑
隆
其
祀

事
隆
其
祀
所
以
尊
其
道
也
從
事
斯
役
者
克
率
厥
職
豈
非

斯
道
之
幸
與
諸
士
誦
其
詩
書
習
其
禮
樂
敏
而
爲
達
財
粹

而
爲
成
德
得
志
行
所
藴
不
得
志
仁
其
家
善
其
鄕
里
之
俗

安
往
而
不
得
於
道
哉
其
勒
之
石
以
志
勸

權
學
士
墓
表

高

穀

按
狀
公
諱
謹
字
仲
常
其
先
河
間
人
入
世
祖
諱
邦
彦
字
朝

美
宋
大
觀
中
知
冀
州
扈
駕
南
渡
位
至
叅
知
政
事
卒
謚
質

肅
公
生
五
子
仲
曰
義
自
河
間
徙
東
昌
至
公
之
父
執
中
復

徙
于
沂
洪
武
初
挈
公
自
沂
徙
于
報
城
遂
家
焉
公
十
歲
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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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十
二

卒
母
李
氏
辛
勤
訓
誨
俾
務
於
學
旣
長
益
自
刻
厲
讀
書
以

眞
知
實
踐
爲
務
暇
則
精
研
於
書

郡
守
楊
節
仲
延
訓
子

弟
一
時
名
士
交
游
者
衆
兄
度
舉
賢
良
授
山
西
壽
陽
丞
謫

戍
遼
左
遂
罄
資
以
給
其
行
姊
適
郡
人
張
純
蚤
卒
公
爲
置

塋
原
以
塟
之
奉
寡
姊
盡
禮
撫
孤
甥
如
子
其
孝
友
之
篤
出

於
天
性
然
也
永
樂
丙
戌
戸
部
主
事
呂
寧
以
求
賢
薦
授
知

靑
之
樂
安
縣
其
俗
舊
多
盜
發
塜
旣
取
所
藏
暴
露
甚

與

人
微
有

輙
銜
之
陽
弗
與
較
暮
夜
則
使
人
以
鉏
鍤
剗
其

禾
稼
民
甚
苦
之
公
皆
嚴
以
禁
絶
奸
黠

軰
恒
持
里
中
及

有
司
短
長
脅
人
以
逞
其
私
公
執
渠
魁
一
人
置
于
法
餘
皆

屏
跡
不

月
間
其
廉
明
仁
恕
爲
山
東
六
郡
邑
令
之
首
稱

庚
寅
甲
午
歲
太
宗
文
皇
帝
親
征
北

公
兩
給
餉
於
沙
漠

三
督
軍
於
靑
社
其
他
效
勞
多

此
板
輿
迎
母
遠
就
祿
養

塟
兄
旅
襯
撫
其
妻
子
絶
食
禱
旱
霖
雨
沛
作
盈
城
水
鹹
甘

泉
湧
出
精
誠
格
於
穹
壤
遷
光
祿
署
丞
奉
職
惟
謹
未
幾
以

目
疾
歸
後
母
年
九
十
令
終
公
哀
毁
幾
絶
塟
祭
一
循
文
公

家
禮
倚
廬
墓
次
負
土
成
墳
種
柏
成
林
朝
夕
哭
奠
常
如
初

喪
有
鳥
鳴
犬
來
泉
湧
兎
馴
之
異
元
日
黎
明
祭
於
墓
所
忽

有
相
貌
乘
騎
浮
空
而
至
鄕
人
皆
以
爲
孝
感
所
致
郡
守
楊

秘
等
交
奏
仁
宗
昭
皇
帝
命
馳
驛
之
京
及
以
事
聞
上
曰
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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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十
三

聲
再
讀
與
衆
官
聽
葢
以
公
之
孝
諭
羣
臣
也
特
拜
文
華
殿

大
學
士
公
辭
曰
臣
少
孤
失
學
恐
不
能
稱
其
職
上
曰
止
着

東
宮
學
爾
孝
其
餘
免
爾
制
書
判
本
曰
朕
之
除
卿
嘉
汝
之

孝
欲
以
風
勵
天
下
之
爲
人
子
者
他
非
汝
責
也
恭
祀
文
皇

以
公
爲
羣
臣
班
首
哭
之
哀
上
嘉
之
賜
牛
羊
首
果
餌
脯
醢

之

隨
侍
皇
太
子
監
國
南
京
得
輔
道
體
宣
宗
皇
帝
繼
承

大
統
以
老
疾
辭
遂
進
秩
通
政
使
司
叅
議
致
仕
受
白
金
文

綺
朱
衣
之
賜
仍
敕
禮
官
旌
其
門
曰
孝
子
權
謹
孝
行
之
門

永
蠲
其
家
徭
配
劉
氏
孝
敬
慈
惠
寡
於
言
笑
終
身
被
服
布

素
夫
德
婦
賢
閭
里
稱
之
後
公
五
年
卒
子
男
二
長
曰
倫
領

丁
酉
鄕
薦
終
養
不
仕
次
曰
傚
女
曰
淑
安
適
陸
賔
孫
男
三

人
宗
太
學
生
次
寶
次
宇
孫
女
三
人
俱
適
士
族

重
修
石
佛
寺
記

吳

瑞

去
徐
城
南
二
里
而
近
有
山
曰
雲
龍
山
寺
曰
興
化
寺
山
南

有
石
好
事
者
刻
爲
巨
佛
首
故
山
又
名
爲
石
佛
山
寺
亦
名

口
石
佛
寺
石
佛
之
稱
近
於
事
實
故
其
名
獨
行
於
世
而
雲

龍
興
化
遂
冺
然
其
兩
名
皆
莫
究
其
所
由
始
名
之
沿
革
亦

莫
知
其
昉
於
何
時
按
歐
陽
公
五
代
史
當
唐
昭
宗
景
福
二

年
朱
全
忠
遣
其
子
友
裕
攻
節
度
使
時
溥
於
徐
敗
溥
軍
於

石
佛
山
前
蘇
子
山
黃
樓
賦
有
曰
巨
佛
之
峯
是
知
石
佛
山



ZhongYi

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十
四

在
唐
宋
巳
著
其
名
矣
我
皇
明
洪
武
戊
寅
有
僧
勝
吉
建
□

殿
爲
石
佛
之
覆
宣
德
癸
丑
殿
燬
於
火
而
石
佛
巋
然
獨
存

至
正
統
丙
辰
嗣
僧
文
安
復
鼎
新
之
益
以
法
堂
三
門
方
丈

兩
廡
具
載
同
知
喻
則
成
記
距
今
五
十
餘
年
久
而
梁
棟
簷

楹
剝
落
堂
廡
門
檻
又
皆
殘
缺
不
完
無
以
爲
僧
衆
皈
依
成

化
丁
未
春
諸
君
子
修
禊
事
於
兹
山
中
貴
則
有
太
監
高
公

瑛
左
監
丞
馬
公
敬
右
監
丞
韋
公
通
工
部
郞
中
曹
公
以
□

戸
部
主
事
孫
公
以
蓄
康
公
孝
隆
曁
子
七
人
覽
其
傾
圯
爲

之
愴
然
諸
君
子
合
辭
於
高
公
曰
是
爲
法
筵
之
地
歲
久
狼

籍
不
葺
之
功
將
轉
而
爲
葵
麥
之
墟
矣
矧
予
軰
各
以
王
事

分
理
兹
土
咸
欲
來
游
觀
以
發
舒
其
欝
滯
今
日
起
廢
之
寄

非
公
曷
宜
高
公
曰
諾
遂
命
徐
州
左
衛
鎭
撫
楊
顒
董
其
事

而
遠
近
大
家
聞
風
而
來
施
財
相
役
霧
滃
雲
集
於
是
鳩
工

興
作
締
搆
之
精
莊
嚴
之
麗
日
光
霞
彩
頓
還
舊
觀
有
井
在

山
頂
棄
而
不
食
者
累
年
公
又
發
其
瓦
礫
泉
甘
如
初
僧
人

免
遠
汲
之
艱
始
事
於
丁
未
五
月
工
訖
遂
屬
筆
於
予
惟
先

王
之
剏
棟
宇
也
室
以
居
生
竁
以
送
死
堅
而
爲
城
郭
垣
墻

高
而
爲
樓
觀
臺
榭
凡
以
爲
民
也
彼
佛
氏
以
淸
浄
寂
滅
爲

敎
其
說
有
不
嚴
而
威
不
疾
而
速
之
妙
故
凡
名
山
長
谷
穹

樓
廣
殿
以
崇
其
居
妥
其
象
弘
其
化
基
其
來
也
遠
莫
可
得



ZhongYi

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十
五

而
致
詰
矣
然
是
山
爲
一
州
之
鎭
諸
君
子
又
皆
蒞
兹
地
乘

暇
而
來
登
高
眺
遠
于
以
舒
其
志
之
滯
以
宣
其
氣
之
欝
則

氣
淸
而
志
達
事
理
而
政
成
昔
人
謂
游
觀
之
道
有
禆
於
化

理
不
其
然
乎
是
則
公
今
日
修
葺
之
勤
又
爲
吾
徐
人
無
窮

之
利
如
此
烏
可
以
不
書
遂
書
之
爲
記

顏
瓌
墓
祭
文

彭

朂

公
名
瓌
字
伯
瑋
廬
陵
薌
城
人
也
相
傳
爲
唐
魯
公
之
裔
素

以
學
行
稱
於
州
里
洪
武
末
由
明
經
授
知
是
邑
民
悅
其
政

靖
難
兵
壓
境
父
子
同
日
就
死
邑
人
義
之
遂
斂
塟
焉
歲
久

塜
平
正
統
初
監
察
御
史
彭
朂
廵
敎
至
邑
詢
於
致
仕
戸
曹

孟
式
得
其
塟
處
乃
令
有
司
起
墳
立
祠
而
祭
之
日
人
孰
不

死
公
獨
死
義
荒
塜
纍
纍
我
獨
公
祭
朂
非
要
譽
於
鄕
黨
葢

欲
振
綱
常
於
百
世
維
靈
爽
之
洋
洋
永
廟
食
於
此
地

登
仕
郞
馬
文
重
墓
誌
銘

王
守
仁

沛
漢
臺
里
有
高
翁
者
長
身
而
多
智
涉
書
史
少
喜
談
兵
交

四
方
之
賢
指
畫
山
川
道
里
弛
張
闔
闢
自
謂
功
業
可
掉
臂

取

登
芒

山
左
右
眺
望
嘻
吁
慷
慨
時
人
莫
測
也
中
年

從
縣
司
辟
爲
掾
巳
得

忽
不
愜
復
遂
棄
去
授
登
仕
郞
歸

與
家
人
力
耕
致
饒
富
輙
以
散
其
族
黨
鄕
隣
塟
死
恤
孤
賑

水
旱
修
橋
梁
惟
恐
有
間
旣
老
乃
益
循
飭
邑
人
望
而
尊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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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十
六

以
爲
大
賔
焉
年
八
十
六
正
德
丙
子
四
月
三
日
無
疾
而
□

長
子
思
仁
時
爲
鴻
臚
司
儀
署
丞
勤
而
有
禮
予
旣
素
愛
之

至
是
聞
父
喪
慟
毁
幾
絕
以
狀
來
請
予
銘
又
哀
而
力
遂
不

能
辭
按
狀
翁
名
珍
字
文
重
父
某
祖
某
曾
祖
某
皆
有
隱
德

子
男
若
干
人
女
若
干
人
以
某
年
月
日
塟
祖
瑩
之
側
爲
之

銘
曰
豐
沛
之
間
自
昔
多
魁
異
材
力
若
漢
之
蕭
曹
使
不
遇

高
祖
乘
風
雲
之
會
固
將
終
老
其
身
於
刀
筆
之
間
世
之
懷

奇
不
偶
無
以
自
見
於
時
名
湮
没
而
不
著
者
何
可
勝

若

翁
者
亦
其
人
非
耶
然
考
其
爲
迹
亦
異
矣
嗚
呼
千
里
之
足

困
於
伏
櫪
連
城
之
珍
或
混
瓦
礫
不

其
章
於
璧
何
傷
不

駕
以
驤
奚
損
於
良
嗚
呼
馬
翁
兹
焉
允
臧

萃
墨
亭
記

鄒
守
益

昔
蘇
文
忠
公
偕
山
人
張
天
驥
詩
僧
道
潛
乘
月
遊
百
歩
洪

紀
十
六
字
于
石
成
化
庚
子
督
洪
主
事
尹
君
廷
用
獲
之
水

中
作
亭
於
洪
之
洲
以
覆
之
名
曰
蘇
墨
旁
建
淸
風
堂
追
勝

亭
士
君
子
各
賦
而
記
之
比
年
河
决
豐
沛
徐
多
水
患
亭
悉

圯
正
德
巳
卯
陸
君
德
如
葺
之
比
復
圯
嘉
靖
二
年
李
君
汝

蘭
輦
石
築
基
復
作
亭
其
上
置
蘇
墨
及
諸

刻
賦
咏
名
之

曰
萃
墨
予
將
之
廣
德
汝
蘭
以
記
請
嗚
呼
十
六
字
之
存
毁

於
東
坡
何
加
損
而
諸
君
惓
惓
收
拾
瞿
然
戚
其
淪
没
者
豈



ZhongYi

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十
七

□
重
其
墨
將
重
其
人
也
文
忠
公
天
才
駿

而
記
問
浩
傅

有
傲
睨
一
代
凌
厲
萬
類
之
氣
舉
寵
利
窘
困
不
足
以
縛
之

故
立
朝
守
官
侃
侃
自
立
而
野
叟
緇
流
江
風
山
月
無
往
而

非
超
然
之
境
世
之
愛
仰
之
者
如
朱
鳥
黃
鵠
㝠
不
可
睹
雖

其
殘
翮
零
羽
猶
將
珍
而
藏
之
彼
冐
利
怙
權
以
擠
公
者
不

啻
梟
獍
之
聲
聞
而
惡
之
矣
凡
登
斯
亭
撫
斯
墨
者
其
揚
然

尚
友
于
公
正
直
自
持
勿
隨
人
頫
仰
以
日
進
于
高
明
庻
後

之
愛
仰
之
者
亦
將
復
如
公
也
汝
蘭
才
充
而
年
富
沛
然
有

願
學
之
志
因
貽
此
以
勉
之
并
以
諗
後
之
督
洪
事
及
四
方

之
來
遊
者

疏

呂
梁
洪
記
文

徵

明

書

徐

階

君
子
之
爲
政
也
其
必
木
諸
萬
物
一
體
之
學
乎
萬
物
生
而

同
出
於
天
其
始
也
本
一
體
也
惟
夫
自
爲
之
私
勝
而
又
不

知
學
以
求
之
於
是
其
情
日
疎
其
勢
口
隔
憂
喜
好
惡
漠
乎

不
相
關
而
善
政
始
日
以
廢
葢
昔
顔
子
問
仁
孔
子
告
之
克

巳
復
禮
及
問
爲
邦
孔
子
吿
之
以
四
代
之
禮
樂
說
者
曰
克

巳
復
禮
學
也
四
代
之
禮
樂
政
也
嗚
呼
政
與
學
析
而
爲
二

則
亦
不
知
君
子
之
所
以
爲
政
者
乎
今
夫
語
治
至
於
虞
夏

商
周
語
人
至
於
舜
禹
湯
武
其
亦
無
以
加
矣
然
而
孔
子
冐

非
聖
之
嫌
棄
反
古
之
惑
舉
其
所
謂
禮
樂
者
去
取
之
而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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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十
八

顧
里
巷
之
浮
言
其
在
士
大
夫
之
身
曾
不
足
爲
損
益
而
世

之
君
子
恒
至
于
畏
且
忌
而
遂
罷
其
所
當
爲
何
孔
子
之
勇

而
世
之
君
子
其
怯
甚
也
孔
子
之
學
以
爲
萬
物
一
體
視
天

下
之
政
有
一
不
宜
于
民
不
啻
疾
痛
之
在
身
也
惕
然
惟
去

之
之
爲
快
故
雖
前
聖
之
制
作
不
得
而
狥
世
之
君
子
莫
不

有
自
爲
之
私
焉
故
雖
里
巷
之
浮
言
惟
恐
其
足
以
爲
吾
累

而
不
肯
以
易
天
下
之
安
夫
其
自
爲
之
私
是
則
所
謂
巳
也

巳
克
而
禮
復
則
能
以
萬
物
爲
一
體
而
行
四
代
之
禮
樂
四

代
之
禮
樂
行
則
化
理
洽
而
天
下
歸
其
仁
是
則
孔
子
所
以

告
顏
子
之
旨
而
政
與
學
未
嘗
二
者
也
嗚
呼
斯
義
晦
而
天

下
無
善
政
矣
我
國
家
漕
東
南
之
粟
貯
之
京
庾
爲
石
至
四

百
萬
其
道
渉
江
亂
淮
遡
二
洪
而
北
又
沿
衛
以
入
白
然
後

逹
於
京
師
爲
里

百
而
遙
而
莫
險
于
二
洪
二
洪
之
石
其

獰
且
利
如
劔
㦸
之
相
向
而
虎
豹
象
獅
之
相
攫
犬
牙
交
而

蛇
蚓
蟠
舟
不
戒
輙
敗
而
莫
甚
于
呂
梁
吏
或
議

之
其
旁

之
人
曰
是
鬼
神
之
所
䕶
也
則
逡
廵
而
不
敢
嘉
靖
甲
辰
都

□
主
事
陳
君
往
蒞
洪
事
惻
然
言
曰
古
之
君
子
苟
利
于
民

則
捐
其
身
爲
之
矧
里
巷
之
浮
言
其
不
足
聽
葢
審
而
以
罷

吾
所
當
爲
是
厚
自
爲
而
爲
民
薄
也
遂
以
二
月
二
十
六
日

率
其
徒

焉
衆
亦
聞
君
言
以
爲
仁
也
咸
忭
以

閱
三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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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十
九

怪
石
盡
去
舟
之
行
者
如
出
坦
途
于
是
洪
之
士
民
來
請
□

記
始
君
爲
諸
生
余
幸
識
之
常
與
言
萬
物
一
體
之
學
君
□

然
受
焉
不
意
其
果
能
行
之
也
今
天
下
之
政
不
宜
于
民
者

多
矣
然
而
論
者
知
求
之
政
而
不
知
求
之
學
往
往
以
自
爲

之
私
爲
之
故
其
說
愈
長
而
善
政
卒
不
可
見
其
甚
也
謂
學

不
可
以
施
諸
政
而
學
校
之
設
六
經
之
敎
亦
且
爲
具
文
夫

孰
有
知
孔
顏
之
授
受
者
乎
余
故
因
君
推
本
而
記
之
石
君

名
洪
範
字
錫
卿
辛
丑
進
士
浙
之
仁
和
人

漕
運
新
渠
記

徐

階

先
皇
帝
之
四

年
秋
□
月
河
决
而
東
注
自
華
山
出
飛

雲
橋
截
沛
以
入
昭
陽
湖
於
是
沛
之
北
水
逆
行
歴
湖
陵
孟

陽
至
谷
亭
四
十
里
其
南
溢
於
徐
渺
然
成
巨
浸
運
道
阻
焉

事
聞
詔
吏
部
舉
大
臣
之
有
才
識
者
督
河
道
都
御
史
直

河
南
山
東
之
撫
臣
洪
閘
之
司
屬
曁
諸
藩
臬
有
司
治
之
得

今
萬
安
未
公
衡
爰
自
南
京
刑
部
尚
書
改
工
部
尚
書
兼
都

察
院
右
副
都
御
史
奉
璽
書
總
理
其
事
公
至
駕
輕
舠
凌
風

雨
周
視
河
流
規
復
沛
渠
之
舊
而
時
瀦
者
爲
澤
淤
者
爲
沮

洳
疏
與
塞
俱
不
得
施
公
喟
然
嘆
曰
夫
水
之
性
下
而
兹
地

下
其
不
獨
今
不
可
治
也
卽
能
治
之
他
歲
河
水
至
且
復
淪

没
若
運
事
何
召
諸
吏
士
及
父
老
而
問
計
或
曰
道
南
陽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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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二
十

而
東
南
至
於
夏
村
又
東
南
至
於
留
城
其
地
高
河
水
不
□

及
昔
中
丞
盛
公
應
期
嘗
議

渠
於
此
而
不
果
就
其
迹
尚

存
可
續
也
公
率
僚
屬
視
之
果
然
馳
疏
以
請
先
皇
帝
從
之

工
旣
舉
而
民
之
規
利
與
士
大
夫
之
泥
於
故
常
者
争
以
爲

復
舊
渠
便
先
皇
帝
若
曰
兹
國
之
大
事
謀
之
不
可
不
審
也

勅
工
科
右
給
事
中
何
君
起
鳴
勘
議
焉
何
君
具
言
舊
渠
之

難
復
者
五
急
宜
治
新
渠
而
增
其
所
未
偹
以
濟
漕
運
詔
工

部
集
廷
臣
議
僉
又
以
爲
然
詔
報
可
公
乃
廬
於
夏
村
晝
夜

督
諸
屬
程
役
以
工
授
匠
以
式
測
水
之
平
鏟
高
而
實
下
導

鮎
魚
諸
泉
薛
沙
諸
河
會
于
中
壩
三
河
口
以
杜
浮
沙
之
壅

堤
馬
家
橋
遏
河
之
出
飛
雲
者
盡
入
於
秦
溝
滌
泥
沙
使
不

得
積
凡

新
渠
起
南
陽
迄
留
城
百
四
十
一
里
有
奇
疏
舊

渠
起
留
城
迄
境
山
五
十
三
里
建
閘
九
减
水
閘
十
有
六
爲

月
河
於
閘
之
旁
者
六
爲
壩
十
有
三
石
壩
一
堤
於
渠
之
兩

涯
以
丈
計
者
四
萬
一
千
六
百
有
奇
以
里
計
者
五
十
三
爲

石
堤
三
十
里
又
疏
支
河
九
十
六
里
修
其
堤
六
千
三
百
四

十
六
丈
而
運
道
復
通
由
徐
達
於
濟
舟
行
坦
然
視
舊
加
□

階
惟
國
家
建
都
燕
薊
百
官
六
軍
之
食
咸
仰
給
干
東
南
漕

運
者
葢
國
之
大
計
也
自
海
運
罷
而
舟
之
轉
漕
獨
兹
一
綿

之
渠
其
通
與
塞
又
國
之
所
謂
大
利
大
害
也
河
勢
悍
而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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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二
十
一

濁
塞
之
則
復
决

之
則
輙
淤
事
在
往
代
及
先
朝
者
姑
□

論
卽
嘉
靖
間
疏
築
之
役
屢
矣
而
卒
未
有

歲
之
寧
則
今

徙
渠
而
避
焉
誠
計
之
所
必
出
也
然
當
議
之
初
上
也
或
以

爲
方
命
或
以
爲
厲
民
譁
之
以
衆
口
撓
之
以
貴
勢
誣
之
以

重
謗
脅
之
以
危
言
於
其
時
公
之
身
且
不
能
自
保
况
敢
冀

渠
之
成
哉
頼
先
皇
帝
明
聖
不
怒
不
疑
徐
以
公
論
付
之
諫

臣
擇
兩
端
之
中
而
因
得
夫
遠
猶
之
所
在
由
是
公
始
得
竭

智
畢
力
以
竟
其
初
志
而
質
其
謀
之
非
迂
然
則
兹
渠
之
成

固
公
之
功
實
先
皇
帝
成
之
也
昔
禹
受
治
水
之
命
於
堯
盡

舍
其
前
人
湮
塞
之
圖
而
創
爲
疏
導
之
說
彼
其
驟
聞
焉
者

豈
無
或
駭
且
謗
乎
惟
堯
信
之
深
任
之
篤
至
八
年
而
不
二

禹
是
以
得
建
萬
世
永
頼
之
績
奉
元
圭
以
告
厥
成
則
洪
水

底
平
雖
謂
堯
之
功
可
也
而
虞
夏
之
史
臣
與
後
世
之
文
人

學
士
咸
知
稱
禹
而
莫
知
頌
堯
嗚
呼
此
堯
之
德
所
以
爲
無

能
名
也
歟
洪
惟
先
皇
帝
力
持
國
是
以
就
兹
渠
功
德
之
隆

較
之
帝
堯
可
謂
協
矣
階
曩
歲
偹
員
內
閣
嘗
屢
奉
治
河
之

諭
邇
謝
政
南
歸
復
得
親
至
新
渠
覩
其
水
工
而
考
論
其
事

之
始
末
追
感
往
昔
不
知
涕
泗
之
交
頤
也
遂
因
公
請
僣
爲

之
記
且
以
告
夫
修
實
錄
者
役
始
於
四
十
四
年
十
一
月
二

十
四
日
成
於
次
年
九
月
初
九
日
用
人
九
萬
一
千
有
奇
銀



ZhongYi

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二
十
二

□
十
萬
贊
其
議
者
河
道
都
御
史
孫
公
愼
潘
公
季
□
經
理

於
其
□
者
工
部
郞
中
程
道
東
游
季
勲
沈
子
木
朱
應
時
凃

淵
主
事
陳
楠
李
汶
吳
善
言
李
承
緖
王
宜
唐
鍊
張
純
叅
政

熊
桴
副
使
梁
夢
龍
徐
節
胡
湧
張
任
陳
奎
李
㓜
滋
僉
事
董

文
寀
黎
德
充
郭
天
祿
劉
贄
並
列
名
左
方

新
遷
廟
學
記

馮
敏
功

徐
故
彭
城
郡
用
武
地
也
漢
□
而
下
若
韋
孟
劉
更
生
龔
勝

張
昭
劉
隗
孝
綽
知
幾
諸
人
㝠
搜
元
騁
翼
道
傳
經
勁
氣
直

節
扶
綱
植
紀
後
先
相
望
焉
葢
山
川
融
會
風
氣
攸
鍾
其
代

有
傑
人
亦
地
靈
使
然
也
舊
有
學
在
州
治
東
南
其
後
洪
水

迤
城
淤
沙
日
墊
學
宮
居
澤
若
盤
盂
然
少
司
空
餘
姚
翁
公

行
部
至
徐
病
其
□
隘
弗
稱
也
升
高
凝
睇
四
顧
踟
蹰
見
西

南
諸
山
迤

而
來
□
爲
雲
龍
翔
千
鳳
皇
馳
于
戯
馬
蜿
蜒

入
城
歴
州
治
而
東
土
脈
隆
起
東
盡
于
城
而
逼
于
河
濵
公

曰
是
謂
勢
來
形
止
山
川
之
所
界
也
風
氣
之
所
結
也
是
最

吉
乃
倉
儲
故
地
遂
謀
於
倉
部
大
梁
朱
君
易
而
授
宮
焉
撫

大
中
丞
臨
川
陳
公
臨
海
王
公
河
大
中
丞
歸
安
潘
公
少
司

馬
南
昌
萬
公
按
使
者
寧
鄕
王
公
汾
州
張
公
協
志
崇
敎
飭

工
佐
材
而
州
守
章
子
世
禎
劉
子
順
之
相
繼
效
勞
羣
工
乃

作
中
爲
文
廟
正
殿
五
楹
東
西
兩
廡
各
十
二
楹
廡
之
東
北



ZhongYi

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二
十
三

□
□
□
西
北
爲
神
厨
前
爲
㦸
門
門
之
□
□
□
聖
祠
□
□

□
□
名
宦
鄕
賢
三
祠
又
前
爲
泮
池
跨
石
梁
又
前
爲

星

門
前
爲
儒
林
街
街
之
南
爲
文
明
坊
街
之
左
爲
育
才
坊
街

之
右
爲
興
賢
坊
文
明
坊
之
前
爲
蓮
池
文
廟
之
北
爲
明
倫

堂
東
西
爲
齋
各
十
二
楹
堂
之
北
爲
敬
一
亭
又
北
爲
尊
經

閣
堂
之
右
爲
學
正
廨
一
訓
導
廨
一
堂
之
左
爲
訓
導
廨
三

而
學
之
門
則
直
訓
廨
而
南
共
適
儒
林
街
繚
以
周
垣
東
西

四
十
丈
南
北
三
十
六
丈
地
址
之
恢
黌
宇
之
壯
視
舊
宮
有

侈
焉
於
是
應
璧
聳
左
郡
譙
埓
右
雲
龍
峙
前
汴
河
遶
後
而

黃
樓
背
䕶
俯
雉
昻
霄
蓮
池
淸
漪
襲
芳
舖
麗
羣
山
映
翠
環

水
爲
淸
誠
形
勝
之
要
區
而
文
明
之
奥
宅
也
是
役
也
經
始

于
隆
慶
己
巳
冬
竣
於
萬
歴
癸
酉
春
功
承
乏
徐
臬
樂
觀
厥

成
諸
士
屬
之
言

聞
山
處
者
其
人
多
勁
直
其
敝
也
峭
急

□
□
□
水
處
者
其
人
多
文
秀
其
敝
也
浮
靡
而
少
實
徐
山

□
□
□
下
而
直
節
文
藝
之
士
猶
有
古
先
英
哲
之
餘
風
固

□
□
□
是
盛
矣
然
峭
直
浮
□
□
有
不
免
則
變
化
氣
質
以

□
□
□
□
是
在
諸
士
子
學
□
之
功
耳
其
尚
懋
修
華
實
用

□
□
□
□
□
先
□
以
無
負
諸
公
作
興
之
盛
心
其
於
山
川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役
尚
亦
有
光
哉

□
□
□
□
□

張
鶴
鳴



ZhongYi

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二
十
四

宋
元
祐
間
黃
水

至
城
不
浸
者
三
版
適
東
坡
守
徐
多
方

防
䕶
城
頼
以
全
及
水
涸
乃
搆
黃
樓
以
壓
之
復
築
堤
由
城

南
門
以
達
雲
龍
山
麓
用
戒
不
虞
徐
之
城
在
宋
巳
危
矣
而

今
之
河
益
非
宋
之
河
也
昔
山
滎
澤
由
壽
州
入
淮
出
祥
符

由
懷
遠
入
淮
近
以
陵
寢
故
塞
全
河
之
水
統
由
秦
溝
直
射

城
之
東
北
傾
瀉
南
下
二
洪
停
壅
河
身
漸
高
由
外
視
城
形

如
仰
釜
每
夏
秋
之
交
巨
浸
周
遭
風
鼓
洪
濤
勢
憑
吞
吐
浸

灌
旣
久
土
脉
皆
潤
地
泉
湧
出
不
雨
而
溢
於
斯
時
也
孤
城

屹
立
人
人
惟
魚
鱉
是
懼
萬
歴
初
載
中
陽
舒
公
總
憲
于
徐

下
車
閱
城
驚
謂
郡
守
劉
侯
曰
徐
爲
天
下
襟
喉
而
洪
水
一

至
被
地
浮
天
所
恃
以
全
惟
此
城
也
今
破
碎
如
此
萬
一
决

裂
禍
延
元
元
不
知
誰
執
其
咎
宜
築
䕶
隄
以
捍
其
外
侯
應

之
曰
順
之
夙
有
是
心
矣
苦
于
無
偹
二
年
以
來
所
省
不
經

之
費
儲
之
官
帑
者
二
千
五
百
金
有
奇
於
用
恐
未
充
奈
之

何
公
曰
筮
事
之
後
當
别
爲
區
畫
不
可
以
時
絀
而
濡
遲
也

惟
時

陽
張
公
爲
計
部
使
者
公
語
之
曰
徐
之
城
軍
民
錯

處
也
隄
之
築
軍
民
舉
安
也
請
以
軍
便
二
千
金
助
至
於
力

役
民
勞
其
七
軍
勞
其
三
則
其
事
□
集
矣

陽
公
曰
諾
議

□

合
公
遂
與
侯
登
陟
相
度
務
□
□
勞
永

之
圖
四
周

□
□
于
六
十
四
丈
□
□
□
南
轉
角
樓
以
迄
東
門
自
鄢
家



ZhongYi

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二
十
五

巷
以
迄
四
大
王
廟
堤
以
石
甃
者
一
百
七
十
五
丈
自
□
□

山
東
麓
以
迄
城
東
南
之
板
橋
自
黃
茅
岡
繞
西
門
經
洪
福

寺
以
迄
鄢
家
巷
自
四
大
王
廟
以
至
東
門
堤
以
土
築
者
一

千
七
百
丈
其
尺
度
之
高
下
基
面
之
廣
狹
石
者
與
土
異
當

水
衝
者
與
漫
流
處
異
地
勢
高
者
與
卑
下
者
□
若
堤
之
近

水
者
多
用
漢
人
築

□
法
以
竹
籠
貯
石
盤
䕶
堤
根
以
防

衝
嚙
又
自
城
西
北
隅
迤
至
東
南
城
下
制
濠
制
水
□
以
洩

城
內
之
水
卽
東
南
轉
角
樓
之
下
爲
减
水
□
一
座
以
時
蓄

洩
因
戸
□
夫
凡
役
夫
以
四
千
六
百
五
十
名
計
夫
役
日
給

之
食
各
藝
給
食
而
兼
其
直
加
以
□
木
鐵
石
費
五
千
兩
有

奇
計
經
始
于
萬
歴
二
年
季
秋
告
成
于
明
年
季
春
間
以
沍

寒
休
暇
者
凡
一
月
而
訖
事
也
方
公
與
侯
之
肇
斯
舉
也
士

民
羣
然
譁
曰
洪
水
滔
天
民
不
堪
命
食
無
所
需
居
無
所
定

妄
興
大
役
卒
勞
百
姓
公
曰
人
情
難
與
慮
始
當
勿
爲
搖
也

侯
曰
以
民
事
而
任
怨
順
之
誠
甘
之
遂
毅
行
無
阻
旣
而
大

役
之
直
日
可
食
二
人
各
藝
之
直
日
可
食
三
人
興
造
之
中

陰
寓
救
荒
之
策
民
始
欣
欣
焉
予
來
之
恐
後
也
不
日
吿
成

逶
迤
袤
亘
雲
龍
之
麓
若
白
虎
列
序
而
踆
踞
也
汴
泗
洪
流

若
蒼
龍
承
隅
而
□
□
也
有
基
無
□
我
墉
言
言
凡
厥
人
士

□
眺
□
徊
屬
張
子
鶴
鳴
而
記
之



ZhongYi

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二
十
六

陳
里
甲
條
鞭
審
泒
疏

張
貞
□

臣
本
庸
謭
謬
以
職
掌
實
叨
耳
目
之
司
一
切
民
隱
吏
蠧
例

□
與
聞
倘
有
所
知
何
敢
終
默
謹
以
里
甲
當
議
處
者
爲
皇

上
陳
之
自
民
間
苦
里
甲
而
後
有
條
鞭
之
法
是
條
鞭
之
行

所
以
甦
里
甲
之
困
□
然
里
甲
之
累
有
一
分
未
除
則
便
是

條
鞭
之
法
有
一
分
未
盡
但
據
所
知
則
□
有
巳
徵
鞭
銀
而

復
役
里
則
者
亦
有
限
年
頭
役
名
色
依
然
照
舊
僉
泒
私
貼

無
筭
者
業
巳
徵
其
銀
而
復
役
其
身
是
民
昔
之
所
苦
者
一

而
今
之
所
苦
者
二
也
里
□
役
私
幇
出
自
見
年
偏
累
猶
昔

何
稱
鞭
法
臣
□
備
員
山
東
見
鞭
法
之
行
較
若
畫
一
民
間

大
稱
甦
息
何
江
北
□
不
同
也
臣
謂
較
若
畫
一
旣
巳
改
行

鞭
法
卽
當
悉
去
見
年
其
間
有
重
差
如
提
鎻
甲
首
走
逓
馬

匹
之
類
私
幇
之

視
正
額
固
多
俱
應
明
鞭
不
應
暗

俱

應
泒
之
合
境
不
應
幇
之
里
甲
至
于
官
府
一
應
供
應
之

寧
從
其
優
無
過
于
减
仍
嚴
爲
申
禁
必
不
使
里
甲
後
至
私

用
庻
里
胥
之
科
擾
可
杜
而
災
地
之
累
苦
亦
尚
可
少
舒
矣

若
徒
上
沽
節
省
之
空
名
下
受
貼
斂
之
實
禍
是

耳
盜
鈴

者

也
臣
未
見
其
可
矣
審
泒
大
約
三
年
兩
次
原
爲
全
用

里
甲
僉
泒
頭
役
中
有
私
貼

倍
者
恐
致
偏
累
故
爲
是
以

□
今
悉
改
行
□
法
惟
征
差
銀
戸
則
雖
懸
苦
樂
頗
無
大
異



ZhongYi

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二
十
七

物
力
消
長
豈
遽
至
月
異
而
歲
不
同
也
臣
嘗
爲
令
備
知
擾

民
之
最
大
者
無
過
均
丈
與
審
鞭
均
丈
一
次
其
費
可
抵
半

歲
之
粮
審
鞭
一
次
其
費
可
抵
半
歲
之
差
葢
假
升
合
而
肆

索
求
指
報
丁
而
恣
漁
獵
里
書
積
態
萬
不
能
免
故
也
至
于

粮
差
之
泒
每
歲
一
更
亦
袛
以
便
里
胥
之
影
那
及
奸
頑
之

□
詭
而
赤

多
不
經
磨
勘
繇
票
多
不
遍
給
發
其
多
寡
輕

□
要
惟
隨
人
上
下
其
手
而
小
民
殆
不
能
知
其

也
臣
謂

審
泒
之
期
俱
應
以
五
年
爲
則
以
此
年
而
審
卽
以
此
年
而

泒
闔
縣
差
徭
若
干
粮
銀
若
干
米
若
干
丁
若
干
則
若
干
地

若
干
每
丁
若
則
該
銀
若
干
每
頃
若
畝
該
銀
米
若
干
務
要

總
撒
磨
筭
不
差
仍
將
原
泒
之
□
揭
示
民
間
使
民
通
知
或

呈
府
道
查
驗
照
此
的

登
入
繇
票
人
給
一
張
以
便
照

筭
納
卽
隨
年
遇
有
蠲
貸
惟
于
大

减
除
或
隨
年
遇
有
改

折
另
于
本

外
暫
泒
至
隨
年
遇
有
買
賣
地
土
暫
于
本
名

下
代
征
通
行
五
年
審
泒
方
許
遇
割
庻
上
省
一
分
之
擾
則

下
省
一
分
之
費
不
惟
可
絕
紛
紛
影
那
飛
詭
之
端
小
民
皆

知
徭
粮
之

卽
有
司
亦
得
以
自
明
無
復
多
泒
之
苦
矣
倘

䝉
皇
上
不
以
臣
言
爲
謬
下
部
議
處
施
行
其
于
國
計
民
生

未
必
無
萬
一
之
補
矣

陳
僉
憲
墓
表

朱
國
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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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二
十
八

天
啟
辛
酉
夏
余
赴
召
至
彭
城
有
諸
生
三
人
造
余
而
請
則

惺
源
陳
公
子
中
涵
中
藴
中
孚
也
以
公
遺
命
乞
余
表
其
墓

余
與
公
鄕
會
同
年
公
宰
嘉
禾
及
兵
偹
杭
嚴
皆
宦
於
浙
習

知
公
行
誼
及
政
績
莫
如
余
者
余
何
敢
辭
公
諱
汝
麟
字
仁

夫
惺
源
其
别
號
也
其
先
淸
江
人
從
高
皇
帝
以
開
國
功
授

徐
州
衛
百
戸
世
其
職
㐁
家
焉
八
傳
至
永
康

衛
鎭
撫
贈

昭
信
校
尉
娶
劉
安
人
生
五
丈
夫
子
公
其
季
也
少
而
頴
異

十
七
廪
於
學
壬
午
舉
于
鄕
癸
未
成
進
士
初
爲
長
葛
令
旣

而
調
嘉
興
外
艱
服
闋
補
山
東
之
淸
平
越
四
載
轉
南
京
虞

衡
主
事

蕪
湖
稅
內
艱
服
闋
補
北
部

荆
州
稅
尋
轉
都

水
員
外
郞

郞
中
出
治
通
惠
河
爲
郞
署
久
之
廼
擢
浙
江

按
察
僉
事
兵
備
杭
嚴
公
在
長
葛
其
俗
獷
悍
好
訟
卽
長
吏

常
爲
所
持
公
縛
其
豪
寘
之
法
境
內
肅
然
以
能
治
劇
役
嘉

興
治
不
擾
而
事
集
去
後
恒
見
思
乃
坐
謗
補
淸
平
淸
平
疲

瘠
公
滌
其
煩
苛
寛
其
條
敎
民
頼
以
安
屬
歲
大
祲
蝗
起
中

丞
宋
公
欲
以
術

之
方
士
所
至
紛
擾
公
叱
去
之
而
課
民

捕
瘞
雖
災
不
害
其
在
蕪
湖
不
半
載
溢
額
六
千
金
再

荆

州
溢
額
至
倍
司
空
薦
其
廉
幹
取
所
上
條
議
頒
行
之
著
爲

令
會
營
建
兩
宮
公
督
率
勤
勞
䝉
上
尊
之
賜
其
治
通
惠
河

疏

繕
築
以
身
先
之
殫
心
悉
力
費
省
而
功
倍
其
兵
備
□



ZhongYi

徐

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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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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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九

嚴
値
中
使
劉
成
驛
騷
欲

茶
笋
靑
梅
諸
稅
又
與
諸
生
爲

難
士
民
羣
閧
訢
于
公
公
慷
慨
激
烈
必
䋲
以
法
而
中
丞
劉

公
欲
調
停
之
公
歎
曰
身
爲
法
官
乃
坐
視
中
璫
之
横
而
不

禁
止
乎
又
奚
用
此
豸
冠
爲
也
遂
癸
記
兩
臺
徑
拂
衣
去
縉

紳
士
民
遮
道
留
之
不
可
得
兩
臺
以
病
間
予
告
歸
居
無
何

以
薦
起
補
關
西
而
劉
成
忌
公
不
釋
竟
以
察
典
中
公
公
怡

然
不
以
爲
意
闢
園
搆
亭
蒔
花
種
竹
日
觴
咏
其
間
不
問
戸

外
事
其
論
鄕
邦
利
害
如

河
築
堤
增
城
起
梁
觀
察
袁
公

所
爲
德
于
徐
者
其
計
畫
皆
本
自
公
公
性
尤
孝
友
曾
撫
孤

侄
塟
仲
兄
卽
同
籍
兄
弟
如
任
宇
黃
兄
樂
同
魯
兄
客
死
于

徐
公
皆

之
又
嘗
賑
饑
民
捐
糧
煑
粥
活
流
移

千
人
此

尤
其
盛
德
之
顯
著
者
初
公
舉
于
鄕
少
保
沈
公
夢
四
麟
遊

于
庭
比
揭
榜
而
名
麟
者
四
公
其
一
人
也
人
以
爲
瑞
徵
而

卒
不
得
大
用
惜
哉
公
爲
令
以
循
良
著

兩
關
所
至
溢
額

治
河
以
精
敏
稱
及
僉
浙
憲
以
法
不
得
伸
而
去
歸
而
杜
門

掃
軌
以
詩
書
自
娛
葢
耿
介
爲
操
狷
潔
自
好
其
行
誼
政
績

有
足
多
者
余
故
表
公
之
墓
以
石
鐫
于
鳳
凰
山
之
原

重
修
雲
龍
山
放
鶴
亭
記

董
其
昌

按
史
記
秦
始
皇
東
遊
厭
王
氣
漢
祖
心
自
疑
避
匿
山
中
呂

后
輙
得
之
曰
季
所
居
有
雲
成
五
采
云
而
赤
帝
子
斬
白
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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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
子
葢
龍
德
也
彭
城
之
有
□
龍
出
其
德
名
當
以
此
山
□

鶴
亭
隱
君
子
張
天
驥
故
居
蘇
子
瞻
所
爲
作
記
者
雖
至
今

不
廢
然
荒
圯
久
矣
高
邑
潛
頴
張
大
夫
以
分
司
倉
庾
至

登
其
巓
弔
古
懷
賢
將
撤
而
新
之
念
徐
方
震
鄰
重
以
儆
水

時
詘
舉
嬴
躊
蹰
四
顧
節
縮
俸
入
度
材
採
石
徒
庸
工
作
之

直
取
之
宮
中
公
帑
不
煩
民
大
和
會
於
是
飛
甍
畵
棟
延
敞

虛
明
繚
以
垣
墉
翼
以
厨
畣
屹
然
壯
觀
矣
落
成
之
後
余
適

以
使
事
還
朝
大
夫
就
山
堂
而
觴
之
曰
吾
聞
傳
舍
何
常
忽

則
易
人
兹
山
於
我
何
有
哉
苐
登
高
能
賦
大
夫
之
事
也
周

爰
咨
詢
使
臣
之
職
也
民
之
失
德
乾
餱
以
愆
我
有
旨
酒
嘉

賔
式
燕
地
主
之
禮
也
堂
成
而
三
善
舉
焉
非
直
寄
情
吏
隱

之
間
而
已
不
可
以
無
記
余
惟
子
瞻
引
衛
懿
公
事
謂
國
君

之
寵
鶴
不
若
山
人
之
放
鶴
得
自
全
其
高
者
此
未
爲
篤
論

也
使
衛
公
有
公
劉
乃
積
乃
倉
之
糧
曾
孫
如
京
如
坻
之
粟

以
此
進
戰
孰
能
勝
之
而
鶴
之
乘
□
庸
何
傷
彭
城
用
武
之

國
也
項
羽
嘗
自
王
其
地
矣
羽
起
徒
歩
摧
强
秦
鉅
鹿
之
戰

威
名
豈
出
淮
陰
下
而
終
以
不
振
葢
高
祖
有
□
侯
能
輓
關

中
粟
以
濟
軍
興
之
乏
而
羽
爲
漢
□
絕
餉
道
故
其
强
易
弱

耳
今
天
子
懲
鄒
滕
之
役
命
征
西
大
將
軍
蕭
公
提
重
兵
鎭

彭
城
而
大
夫
精
心
計
調
兵
食
□
洗
脂
膏
之
陋
庻
幾
士
飽



ZhongYi

徐

州

府

志

卷
二
十
七

藝
文

三
十
一

馬
騰
以
伐
萌
於
不
戰
是
桓
文
之
烈
也
衛
懿
云
乎
哉
山
三

面
距
水
瀰
漫
無
際
壹
似
西
湖
之
孤
山
孤
山
林
君
復
放
鶴

處
也
子
瞻
習
於
西
湖
者
乃
莾
蒼
悲
壯
之
區
恍
然
瀲
灔
空

□
之
致
而
覿
面
若
忘
不
爲
拈
出
何
耶
豈
陵
谷
之
變
昔
與

今
殊
將
山
川
之
靈
待
時
而
顯
耶
黃
魯
直
以
飛
仙
目
子
瞻

儻
其
化
鶴
復
還
不
但
歌
城
郭
之
是
而
已
大
夫
以
爲
何
如

大
夫
名
璇
高
邑
人

□
□
府
志
卷
之
二
十
七
全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