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ZhongYi

德

淸

縣

新

志

卷
五

法
制

一

德
淸
縣
新
志
卷
五

法
制
志

一
代
肇
興
自
有
一
代
之
制
度
民
國
肇
自
革
命
日
月
重
光
其
典
章
文
物
不
沿
前

淸
宜
也
遜
淸
初
年
多
沿
前
代
中
葉
而
後
變
革
亦
非
尠
一
邑
禮
法
一
國
雛
型
爲

世
道
人
心
之
所
繫
而
爲
士
庶
所
宜
明
謹
識
沿
革
用
彰
文
獻

禮
儀

祀
事

丁
祭

淸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本
邑
奉
文
以

先
師
升
入
大
祀
重
訂
祀
典
今
將
禮
部
奏
定
典

禮
通
飭
遵
行
者
節
錄
於
后

一

先
期
祗
吿
查
會
典
國
家
大
典
均
先
期
祗
吿
天
地
宗
社

先
師
升
爲
大
祀
係

屬
大
典
擬
請
先
期
祗
吿
先
師
廟
並
先
師
闕
里

一

廟
制
街
門
三
間
大
成
門
五
間
大
成
殿
七
間
曁
御
碑
亭
十
四
座
舊
制
皆
覆
黃

瓦
餘
綠
瓦
今
擬
改
爲
通
覆
黃
瓦

一

神
牌
舊
制
朱
地
金
書
今
擬
金
地
靑
書

一

神
幄
及
案
衣
舊
制
銷
金
紅
緞
今
擬
改
用
黃
雲
緞

一

爵
舊
制
用
銅
今
擬
均
改
用
玉

一

祭
品
舊
制
十
籩
十
豆
今
擬
加
二
籩
二
豆
爲
十
二
籩
十
二
豆

一

樂
舞
舊
制
六
佾
今
擬
用
八
佾
舊
制
專
用
文
舞
今
擬
添
用
武
舞

一

視
牲
舊
制
先
二
日
今
擬
改
先
三
日

一

齋
戒
牌
銅
人
舊
制
先
二
日
今
擬
先
三
日
進
設

一

致
齋
舊
制
二
日
今
擬
請
致
齋
三
日

一

入
廟
升
殿
舊
制
入
左
門
今
擬
改
入
右
門
舊
制
出
左
門
今
擬
改
出
右
門

一

迎
神
送
神
舊
制
行
二
跪
六
拜
禮
今
擬
行
三
跪
九
拜
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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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一

上
香
舊
制
立
而
不
跪
先
師
旣
升
大
祀
擬
請
跪
上
香

一

跪
奠
帛
爵
行
三
獻
光
緖
二
十
年
八
月
丁
祭
業
已
遵
行
今
請
著
爲
令

一

飮
福
受
胙
光
緖
二
十
年
始
行
此
禮
請
著
爲
令
惟
查
二
十
年
禮
節
謝
福
胙
行

二
跪
六
拜
禮
今
擬
謝
福
胙
行
三
跪
九
拜
禮
又
查
會
典
大
祀
贊
禮
郞
贊
賜
福
胙

中
祀
贊
答
福
胙
今
擬
贊
賜
福
胙

一

祭
文
旣
升
大
祀
擬
請
另
行
恭
撰

一

臨
文
稱
引

先
師
舊
制
雙
擡
今
擬
改
爲
三
擡

一

立
碑

先
師
旣
升
大
祀
擬
請
製
碑
文
立
石
以
垂
久
遠

一

崇
聖
祠
正
位
祭
品
舊
制
羊
一
豕
一
籩
八
豆
八
今
擬
加
牛
一
加
籩
二
豆
二

一

直
省
州
縣
文
廟
規
制
供
奉
禮
器
樂
舞
曁
崇
聖
祠
祭
品
擬
並
同
大
學
行
禮
儀

節
仍
遵
舊
制
惟
承
祭
官
出
入
向
例
由
左
側
門
今
擬
改
由
右
側
門
不
飮
福
受
胙

民
國
地
方
官
祀

孔
子
儀
四

年

本

邑

奉

文

地
方
行
政
長
官
以
歲
夏
時
仲
春
仲
秋
兩
上
丁
日
廟
祀

至
聖
先
師
孔
子
獻
官
以

行
政
長
官
主
之

四
配
以
屬
官

十
二
哲
兩
廡
以
屬
官
東
西
各
一
人
書
祝
版
眡
割
戒
具
陳
設
省
齍
糾
儀
以
屬
官
執

事
人
以
屬
員
及
地
方
員
紳
學
校
敎
員
學
生
之
嫺
禮
儀
者
選
充
在
城
文
武
委
任
以

上
咸
與
祭
散
齋
二
日
致
齋
一
日
祭
前
一
日
有
司
飭
廟
戶
潔
掃
殿
廡
内
外
供
張
如

儀
正
獻
官
率
執
事
人
入
廟
習
儀
樂
舞
諸
生
入
廟
習
舞
習
吹
祭
之
日
行
禮
儀
節
均

與
京
師
祀

孔
子
儀
同
惟
正
祭
官
出
入
殿
門
皆
由
右
不
由
左

右
祀
儀

祝
辭
曰
維
某
年
月
日
某
官
某
致
祀
於

至
聖
先
師
孔
子
曰
維

先
師
德
參
化
育
道
貫
古
今
集
羣
聖
之
大
成
炳
前
知
以
垂
憲
天
下
爲
公
中
國
一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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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之
量
生
民
未
有
六
經
千
載
之
心
循
宮
牆
而
瞻
富
美
入
室
升
堂
隆
俎
豆
而
奉

馨
香
先
明
後
法
茲
當
上
丁
祇
率
彝
章
肅
展
微
忱
聿
將
祀
典
以

復
聖
顏
子

宗
聖
曾
子

述
聖
孔
子

亞
聖
孟
子
配
嗚
呼
聲
名
所
屆
血
氣
莫
不
尊
親
光
景
常
新
禮
樂
明
其
禋
祀
尙

饗
右
祝
辭

迎神
樂
奏
昭
和
之
章
辭
曰
大
哉

孔
子
先
覺
先
知
與
天
地
參
萬
世
之
師
祥
徵
麟
紱
韻
答
金
絲
日
月
旣
揭
乾
坤
淸
夷

初
獻
樂
奏
雝
和
之
章
辭
曰
永
懷
明
德
玉
振
金
聲
生
民
未
有
展
也
大
成
俎
豆
千
古

春
秋
上
丁
淸
酒
旣
載
其
香
始
升
舞
干
戚
之
舞
亞
獻
樂
奏
熙
和
之
章
辭
曰
式
禮
莫

愆
升
堂
再
獻
響
協
鼖
鏞
誠
孚
罍
甗
肅
肅
雍
雍
譽
髦
斯
彥
禮
陶
樂
淑
相
觀
而
善
舞

羽
籥
之
舞
終
獻
樂
奏
淵
和
之
章
辭
曰
自
古
在
昔
先
民
有
作
皮
弁
祭
菜
於
論
思
樂

惟
天
牖
民
惟
聖
時
若
彝
倫
攸
叙
至
今
木
鐸
舞
如
亞
獻
徹
饌
樂
奏
昌
和
之
章
辭
曰

先
師
有
言
祭
則
受
福
四
海
黌
宮
疇
敢
不
肅
禮
成
吿
徹
毋
疏
毋
瀆
樂
所
自
生
中

原
有
菽
送

神
樂
奏
德
和
之
章
辭
曰
鳬
繹
峨
峨
洙
泗
洋
洋
景
行
行
止
流
澤
無
疆
聿
昭
祀
事
祀

事
孔
明
以
化
烝
民
以
育
膠
庠

右
樂
章
樂
舞

崇
聖
祠
同
時
致
祭
正
獻
以
國
立
或
公
立
學
校
校
長
分
獻
以
屬
官
或
地
方
員
紳
執

事
以
地
方
員
紳
或
學
校
敎
員
學
生
餘
陳
設
行
禮
各
地
均
同
惟
祭
祀
時
間
則
先
於

釋
奠
二
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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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祭

崇
聖
祠祝

辭
曰
維
年
月
日
某
官
某
致
祭
於

肇
聖
王
木
金
父
公

裕
聖
王
祈
父
公

詒
聖
王
防
叔
公

昌
聖
王
伯
夏
公

啓
聖
王
叔
梁
公
曰
維

王
垂
裕
後
昆
光
開
聖
緖
爲
層
冰
之
積
水
作
大
輅
之
椎
輪
旣
祖
功
而
宗
德
必
有
達

人
亦
木
本
而
水
源
不
忘
數
典
茲
屆
上
丁
聿
修
祀
事
配
以

先
賢
孔
氏

先
賢
顏
氏

先
賢
曾
氏

先
賢
孔
氏

先
賢
孟
孫
氏
尙

饗
右
祝
辭

民
國
五
年
八
月
本
邑
奉
令
規
定
祀

孔
禮
制
改
跪
拜
爲
鞠
躬
迎
神
送
神
各
三
鞠

躬
讀
祝
受
胙
各
一
鞠
躬
正
獻
分
獻
服
大
禮
服
陪
祀
各
員
服
常
禮
服
其
餘
如
舊

按
淸
邑
樂
章
遵
制
奏
歌
佾
舞
未
實
行

戊
祭

各
地
方
祭
關
岳
廟
禮
節
民

國

四

年

本

邑

奉

文

遵

行

祭
日
屆
時
正
獻
以
下
皆
具
祭
服
集
致
齋
所
正
獻
盥
手
閱
祝
版
署
名
訖
司
祝
進
奉

於
祝
案
俟
鼓
三
嚴
贊
引
引
正
獻
入
武
成
門
左
門
分
贊
引
分
獻
傳
贊
引
與
祭
員
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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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典
儀
贊
樂
舞
生
就
位
執
事
員
各
司
其
事
贊
獻
官
就
位
正
獻
分
獻
及
與
祭
員
各

就
拜
位
北
向
立
贊
迎

神
司
樂
贊
舉
迎

神
樂
奏
建
和
之
章
辭
曰
懿
鑠
兮
神
功
震
華
夏
兮
英
風
義
勇
分
河
東
惟
湯
陰
兮
與

同
脩
祀
典
兮
方
州
佇
降
歆
兮
閟
宮
樂
作
贊
引
贊
再
拜
傳
贊
贊
衆
官
皆
拜
正
獻
分

獻
及
與
祭
員
皆
行
再
拜
禮
跪
拜
再
拜
興
樂
止
典
儀
贊
奠
帛
爵
行
初
獻
禮
司
樂
贊

舉
初
獻
樂
奏
安
和
之
章
辭
曰
神
來
兮
格
思
風
馬
下
兮
靈
旂
量
幣
兮
初
陳
薦
馨
香

兮
玉
巵
瞻
仰
兮
明
威
儼
如
在
兮
軒
墀
舞
干
戚
之
舞
司
帛
爵
捧
帛
爵
各
進

神
位
前
立
樂
作
贊
引
贊
詣
奠
帛
位
引
正
獻
入
殿
左
門
詣

關
壯
穆
侯
帛
案
前
立
贊
奠
帛
正
獻
受
帛
拱
舉
仍
授
司
帛
奠
於
案
正
中
退
贊
詣
獻

爵
位
引
正
獻
詣

關
侯
爵
案
前
贊
獻
爵
正
獻
受
爵
拱
舉
仍
授
司
爵
奠
於
爵
奠
正
中
退
贊
詣
奠
帛
位

引
正
獻
詣

岳
忠
武
王
帛
案
前
奠
帛
贊
詣
獻
爵
位
引
正
獻
詣

岳
王
爵
案
前
獻
爵
均
如
前
儀
贊
復
位
引
正
獻
仍
由
殿
左
門
出
復
拜
位
立
分
贊
引

兩
序
分
獻
入
殿
左
右
門
各
就
案
前
立
受
帛
爵
拱
舉
仍
授
司
帛
爵
獻
於
案
上
退
司

祝
就
祝
案
前
捧
祝
版
至
案
西
先
立
樂
暫
止
贊
引
贊
詣
讀
祝
位
引
正
獻
進
殿
左
門

詣
讀
祝
位
正
立
典
儀
贊
讀
祝
辭
曰
唯
某
年
月
日
某
地
方
官
某
致
祭
於

關

壯

穆

侯

岳

忠

武

王

曰
惟

神
武
功
彪
炳
偉
烈
昭
垂
建
大
節
於
千
秋
振
英
風
於
六
合
忠
誠
正
直
麗
河
嶽
而
長

留
智
仁
勇
功
與
日
星
而
並
耀
潔
馨
香
而
合
祀
德
量
同
符
肅
俎
豆
以
明
禋
心
源
如

接
惟
祈

歆
享
克
鑒
精
誠
尙

饗
司
祝
讀
祝
畢
正
獻
受
祝
版
拱
舉
仍
授
司
祝
司
祝
奉
祝
版
至
關
侯
位
前
安
於
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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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內
退
樂
復
作
贊
引
贊
復
位
引
正
獻
出
殿
左
門
復
拜
位
立
樂
止
典
儀
贊
行
亞
獻
禮

司
樂
贊
舉
亞
獻
樂
奏
靖
和
之
章
辭
曰
萬
舞
兮
洋
洋
禮
再
舉
兮
陳
觴
靈
昭
昭
兮
旣

留
庶
鑒
誠
兮
降
康
舞
同
初
獻
樂
作
司
爵
捧
爵
分
詣

神
位
前
拱
舉
各
奠
於
左
退
樂
止
典
儀
贊
行
終
獻
禮
司
樂
贊
舉
終
獻
樂
奏
康
和
之

章
辭
曰
名
世
兮
鍾
靈
炳
河
嶽
兮
日
星
祀
事
兮
三
成
肅
駿
奔
兮
廟
廷
舞
同
亞
獻
樂

作
司
爵
仍
分
詣

神
位
前
拱
舉
各
奠
於
右
退
樂
止
典
儀
進
至
殿
東
西
向
立
贊
受
祳
退
贊
引
贊
詣
受

祳
位
引
正
獻
進
殿
左
門
詣
受
祳
位
正
立
司
祳
執
祳
至

正
位
前
拱
舉
退
立
於
正
獻
之
左
接
祳
進
立
於
右
贊
引
贊
受
祳
正
獻
受
祳
拱
舉
授

於
右
贊
復
位
引
正
獻
出
殿
左
門
復
拜
位
立
贊
再
拜
傳
贊
贊
衆
官
皆
拜
正
獻
以
下

皆
行
再
拜
禮
如
前
典
儀
贊
徹
饌
司
樂
贊
舉
徹
饌
樂
奏
蹈
和
之
章
辭
曰
吿
徹
兮
禮

成
神
其
受
兮
苾
芬
明
德
兮
惟
馨
播
聲
威
兮
八
紘
樂
作
司
爵
各
進

神
位
前
徹
籩
豆
各
一
少
移
故
處
退
樂
止
典
儀
贊
送

神
樂
奏
揚
和
之
章
辭
曰
雲
駕
兮
高
翔
神
將
歸
兮
九
閶
受
福
兮
烝
民
導
我
武
兮
惟

揚
樂
作
贊
引
贊
再
拜
傳
贊
贊
衆
官
皆
拜
正
獻
以
下
仍
皆
行
再
拜
禮
如
前
樂
止
典

儀
贊
奉
祝
帛
送
瘞
司
祝
帛
爵
各
進

神
位
前
恭
捧
祝
帛
酒
饌
依
次
送
往
瘞
所
時
贊
引
引
正
獻
轉
立
西
旁
俟
祝
帛
過
畢

仍
引
復
拜
位
立
樂
作
司
瘞
數
帛
典
儀
贊
禮
成
贊
引
引
正
獻
出
武
成
門
左
門
分
獻

以
下
隨
出
至
致
齋
所
樂
止
正
獻
以
下
更
衣
各
退

按
淸
邑
戊
祭
樂
舞
從
闕

民
國
五
年
九
月
本
邑
奉
令
改
定
禮
制
迎
神
送
神
各
三
鞠
躬
受
祳
一
鞠
躬
服
章
文

官
大
禮
服
武
官
軍
服
警
官
警
服
有
勳
章
勳
位
者
一
律
佩
帶
與
祭
各
員
常
禮
服
或

制
服
其
餘
如
舊

祀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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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自
有
淸
迄
民
國
其
祭
儀
各
與
其
祀

孔
禮
制
略
同
淸
邑
祭
如
制

追
祭
忠
烈

民
國
三
年
奉
令
致
祭
忠
烈
永
著
爲
例
五
年
奉
定
禮
制
視
祭

關

岳
惟
迎
神
送

神
均
再
鞠
躬
服
章
並
同

此
外
祀
事
各
視
其
制
或
已
詳
建
置
志
茲
不
贅
舉

迎
春

查
會
典
載
文
官
迎
春
武
臣
迎
霜
降
均
爲
大
典
淸
邑
縣
官
率
主
簿
典
史
迎
春
每
於

立
春
前
一
日
例
行
之
祭
芒
神
鞭
紙
牛
俱
如
制
另
於
壇
廟
風
俗
兩
目
內
分
載
之

入
學

淸
制
各
新
進
儒
童
行
入
學
禮
穿

藍

衫

雀

頂

至
縣
署
大
堂
排
立
由
號
房
傳
遞
金
花
一
對

酒
一
鐘
向
縣
主
打
拱
再
打
拱
縣
主
均
報
揖
請
縣
主
升
輿
各
新
進
引
導
前
行
恭
詣

聖
廟
排
班
向
聖
位
行
三
跪
九
叩
首
禮
禮
畢
各
新
進
退
入
明
倫
堂
學
師
就
東
位
父

師
就
西
位
各
新
進
立
南
面
北
初

次

新

進

不

行

禮

父
師
拜
見
學
師
打
拱
跪
四
叩
首
起
父
師

率
領
諸
生
拜
謁
學
師
仝
前
行
禮
父
師
就
東
位
學
師
就
西
位
學
師
拜
見
父
師
打
拱

跪
四
叩
首
起
學
師
率
領
諸
生
拜
謝
父
師
仝
前
行
禮
畢
各
官
及
父
師
面
南
立
訓
各

新
進
以
努
力
詞
語
畢
各
打
一
拱
退

儒
童
入
學
後
卽
爲
附
學
生
員
簡
稱
附
生

學
額

淸
邑
初
定
附
生
科
歲
試
援
照
明
制
每
屆
取
入
邑
庠
二
十
五
名
肄
業
學
校
不
供
膳

撥
府
學
以
二
三
名
爲
額
道
光
時
另
定
無
佳
卷
亦
可
止
撥
咸
豐
初
因
捐
資
助
餉
廣

額
一
名
同
治
三
年
事
平
四
年
乙
丑
開
科
辦
善
後
又
廣
二
名
取
二
十
八
名
爲
定
例

嗣
後
奉
詔
又
廣
二
名
合
府
學
二
名
取
三
十
二
名
逢
慶
典
照
大
縣
例
廣
額
七
名

廩
生
定
例
二
十
名
肄
業
學
校
年
給
膳
銀
四
兩
八
錢
以
考
一
等
者
挨
次
頂
補

增
生
定
例
二
十
名
亦
以
考
取
者
挨
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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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廩
貢
凡
廩
生
情
願
出
學
者
貲
捐
之

增
貢
附
貢
同
廩
貢
但
出
學
捐
銀
照
廩
貢
遞
加

歲
貢
凡
廩
首
閱
年
一
貢
例
授
雙
月
訓
導
再
加
分
發
並
捐
單
月
不
論
雙
單
月
兩
班

均
得
署
補
敎
諭
訓
導
缺

拔
貢
每
十
二
年
每
縣
學
考
選
一
名
朝
考
一
等
以
小
京
官
用
二
等
知
縣
餘
就
佐
貳

職優
貢
三
年
一
試
通
省
祗
六
名
咸
豐
初
始
與
朝
考

副
貢
卽

副

榜

於
鄕
試
時
取
定
之

鄕
飮
民

國

五

年

六

年

舉

行

啓

縣
長
吳
翯
皋

啓
者
在
昔
禮
賢
敬
老
盛
典
攸
隆
今
茲
碩
德
耆
年
達
尊
尤
貴
鄙
人
來
官
斯
土
祗
以

政
事
叢
集
不
獲
與
邦
人
父
老
時
聯
縞
紵
之
歡
心
滋
歉
焉
茲
擇
三
月
初
二
日
設
筵

本
署
爰
酌
春
觥
藉
隆
鄕
飮
非
敢
開
北
海
之
樽
聊
以
慶
南
山
之
壽
庶
幾
羣
賢
畢
至

修
禊
在
上
巳
以
前
高
會
重
逢
佳
話
踵
耆
英
而
後
是
爲
啓

頌

平
湖
朱
蒼
許
淸

癸

卯

舉

人

縣

承

審

員

維
民
國
五
年
三
月
二
日
邑
侯
吳
公
大
宴
邑
九
老
及
諸
賓
於
公
署
仿
鄕
飮
之
遺
規

修
鴻
文
於
緜
蕞
誠
盛
事
也
夫
鄕
飮
大
禮
肇
始
三
代
非
唯
尊
崇
耆
士
示
人
以
無
忘

敬
老
之
意
蓋
將
以
壽
考
而
有
德
望
者
模
型
四
方
使
民
有
所
觀
感
而
風
俗
乃
歸
於

淳
厚
且
以
使
官
斯
土
者
時
與
邑
之
耆
年
碩
德
及
賢
士
大
夫
相
晉
接
而
興
革
之
道

乃
有
所
恃
政
令
之
下
乃
有
所
漸
一
揖
讓
獻
酬
間
而
設
治
布
化
之
機
悉
庽
其
中
故

孔
子
曰
我
觀
於
鄕
而
知
王
道
之
易
易
也
意
在
斯
乎
意
在
斯
乎
自
前
淸
中
葉
鄕
飮

禮
廢
垂
百
十
年
今
吳
公
於
衆
所
不
爲
之
日
獨
師
其
意
而
爲
之
欲
使
此
邦
之
政
治

風
俗
復
幾
於
三
代
郅
治
之
盛
而
邑
之
耆
年
碩
德
及
賢
士
大
夫
復
惠
然
肯
來
相
與

樂
成
而
贊
助
之
是
已
心
有
所
合
而
將
來
治
化
之
必
有
所
成
可
無
待
蓍
蔡
矣
其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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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與
會
者
大
賔
自
蘭
舫
費
先
生
容
齋
施
先
生
以
下
九
人
介
賔
純
甫
虞
先
生
以
下
亦

九
人
衆
賔
自
景
川
程
先
生
以
下
十
四
人
蒼
許
備
位
掾
佐
幸
得
觀
此
盛
會
謹
泚
筆

而
爲
之
記
幷
繫
之
以
詞
曰

香
山
高
會
白
居
易
洛
中
結
社
司
馬
公
其
時
民
俗
皆
淳
厚
潛
移
默
化
斯
爲
功
唐
宋

至
今
一
千
載
耆
英
結
契
相
連
蹤
丹
墀
大
合
千
叟
宴
雍
雍
穆
穆
思
追
從
鴻
文
鉅
典

難
爲
繼
鄕
飮
禮
廢
如
飄
蓬
古
人
遺
意
漸
湮
沒
將
持
何
道
移
民
風
餘
不
山
水
甲
吳

越
其
人
壽
考
多
威
容
丙
辰
紀
元
三
月
朔
九
老
筵
宴
聲
和
雍
翌
晨
再
宴
吳
侯
署
主

賔
娛
樂
尤
融
融
座
中
尙
齒
亦
尙
德
能
敎
薄
俗
爲
敦
龐
入
門
三
揖
酌
三
獻
官
紳
情

愫
皆
相
通
化
民
成
俗
此
其
始
佇
看
郅
治
收
殊
庸
夜
來
天
象
應
有
德
星
聚
豈
唯
壽

星
奕
奕
天
南
紅

儀
節
士

紳

許

炳

堃

黃

開

甲

程

鳳

鳴

等

依

禮

記

擬

訂

主
人
速
賔
及
介
衆
賔
從
之
至
於
門
外

主
人
立
於
門
外
之
左
西
面
拜
賔
三
揖
賔
答
拜

主
人
西
南
面
拜
介
三
揖
介
答
拜

主
人
西
南
面
揖
衆
賔
一
揖
衆
賔
報
揖

主
人
又
揖
賔
一
揖
賔
報
揖

主
人
先
入
門
而
右
西
面

賔
入
門
而
左
東
面

介
及
衆
賔
序
入
立
於
賔
西
南
東
面

主
人
肅
賔
就
席
賔
辭

主
人
固
請
賔
固
辭

主
人
終
請
賔
終
辭

執
罇
者
進
賔
席
前
主
人
取
爵
酌
酒
北
面
獻
賔
賔
受
爵
就
席

主
人
延
介
主
人
揖
介
一
揖
介
報
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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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
罇
進
介
席
前
主
人
取
爵
酌
酒
西
南
面
獻
介
介
受
爵
就
席

主
人
揖
衆
賔
一
揖
衆
賔
報
揖
就
席

賔
取
爵
酌
酒
進
於
主
人
席
前
一
揖
主
人
報
揖
立
飮
卒
觶
賔
退
復
席

介
取
爵
酌
酒
進
於
主
人
席
前
一
揖
主
人
報
揖
立
飮
卒
觶
介
退
復
席

衆
賔
取
爵
酒
進
於
主
人
席
前
一
揖
主
人
報
揖
衆
賔
復
席
燕
訖
賔
主
俱
興

賔
介
衆
賔
序
出
立
於
門
外
之
西
東
面

主
人
送
於
門
外
之
東
西
面
主
人
再
拜
二
揖
賔
介
衆
賔
皆
再
拜
二
揖
退

鄕
射

鄕
射
前
於
射
圃
舉
行
之
爲
民
衆
習
射
以
講
武
事
之
良
法
也
自
武
器
革
新
弓
箭
失

效
鄕
射
之
法
久
廢
惟
民
衆
習
武
循
鄕
以
行
按
諸
今
世
尤
關
緊
要
故
民
衆
運
動
與

軍
事
訓
練
宜
仿
鄕
射
意
以
踵
事
之
庶
小
則
可
以
强
身
大
則
可
以
衞
國
也

易
服

淸
際
服
裝
婦
女
可
用
明
式
男
子
須
如
滿
制
二
百
餘
載
未
見
漢
官
威
儀
淸
邑
衣
冠

雖
盛
亦
難
例
外
撮
其
大
要
備
徵
考
焉

冠

頂

紅

寳

石

一

品

珊

瑚

二

品

藍

寳

石

三

品

靑

金

石

四

品

水

晶

五

品

硨

磲

六

品

金

頂

七

八

九

品

蟒
袍
一

品

至

三

品

九

蠎

五

爪

許

用

貂

皮

四

品

五

品

以

下

非

翰

詹

科

道

不

許

穿

蠎

緞

貂

皮

後

准

通

用

五

蠎

五

爪

文

武

職

同

補
服
文

一

品

仙

鶴

二

品

錦

鷄

三

四

品

孔

雀

五

品

白

鷳

六

品

鷺

鷥

七

品

鸂

八

九

品

鵪

鶉

武

一

品

麒

麟

二

品

獅

子

三

品

豹

四

品

虎

五

品

熊

六

七

品

彪

八

品

犀

牛

九

品

海

馬

文

官

風

憲

各

員

不

論

品

級

均

用

獬

豸

朝
珠
五

品

以

上

及

翰

詹

科

道

均

許

掛

用

翎
毛
三

眼

雙

眼

孔

雀

翎

非

大

功

不

賞

次

單

眼

花

翎

次

藍

翎

亦

以

功

賞

後

可

捐

納

長
鞾
普

通

尖

頭

若

方

頭

鞾

尖

頂

舖

絨

帽

外

官

於

迎

春

等

日

用

之

縣

官

及

佐

雜

同

︹
平

民

則

戴

無

頂

纓

帽

穿

元

靑

套

︺

道
光
戊
子
年
言
官
奏
請
改
正
服
色
以
混
戴
金
頂
者
甚
衆
飭
遵
定
例
惟
七
品
官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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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
進
士
舉
人
得
戴
素
金
頂
八
九
品
官
及
貢
生
戴
起
花
金
頂
生
監
戴
銀
頂
寒
士
皆
購

錫
頂
代
之
有
力
者
以
銀
鑄
實
心
頂
約
重
一
兩
冷

廬

雜

說

光
緖
末
葉
出
洋
考
察
諸
臣
奏

請
易
服
奉
詔
未
許

按
淸
冠
服
之
制
意
無
所
取
惟
質
料
均
國
貨
尙
非
漏
巵
猶
彼
善
於
此
耳

民
國
制

大
禮
帽
平

頂

高

圓

爲

服

大

禮

服

所

用

之

禮

帽

色

尙

黑

硬

胎

常
禮
帽
平

頂

弓

形

爲

服

常

禮

服

所

用

之

禮

帽

色

胎

同

上

學
士
帽
其

式

略

如

常

禮

帽

而

頂

略

矮

其

心

圓

凹

呢

製

軟

胎

普

通

爲

黑

色

西

裝

出

門

必

戴

帽

夏

季

用

草

帽

凡

遇

親

朋

用

右

手

脫

帽

趨

握

致

敬

左

手

執

帽

帽

裏

向

内

不

向

外

燕

居

冠

服

聽

從

舊

習

大
禮
服
分

書

用

晚

用

兩

種

色

尙

黑

均

配

以

大

禮

帽

常
禮
服
甲

種

亦

分

晝

用

晚

用

二

種

晝

用

長

與

膝

齊

晚

用

長

過

胯

前

色

均

黑

乙

種

靑

對

襟

短

褂

藍

長

袍

鞾
用

皮

尙

黑

高

及

踝

以

帶

扣

合

不

露

襪

褲
用

帶

東

或

懸

扣

兩

肩

其

餘

領

結

鈕

袖

須

配

合

適

宜

服

制

取

世

界

大

同

而

用

外

貨

殊

堪

慮

︹
平

民

暫

從

舊

俗

︺

按
前
項
禮
服
制
係
元
年
奉
頒
迄
今
因
之

又
以
服
裝
旣
易
則
髮
辮
當
然
應
除
故
民
國
成
立
知
識
階
級
首
先
截
髮
以
示
提
創

因
髮
辮
本
滿
淸
舊
俗
順
治
入
關
後
逼
使
漢
族
從
之
者
也
今
槪
易
服
短
髮
嗣
不
論

階
級
性
別
均
踵
行
之

相
見

淸
代
人
民
見
縣
官
須
跪
屬
官
上
謁
須
拜
見
尊
親
屬
及
謁
師
等
均
同
所
以
示
尊
重

也
敵
體
則
長
揖
不
拜
民
國
四
年
改
定
禮
制
人
民
見
官
初
謁
遞
名
帖
免
冠
再
鞠
躬

官
長
答
禮
及
退
一
鞠
躬
答
禮
同
送
於
門
內
常
見
則
鞠
躬
而
已
屬
官
上
謁
及
卑
幼

見
尊
長
均
如
之
若
尊
長
來
訪
卑
幼
則
卑
幼
須
迎
送
於
門
外
又
尊
長
如
係
尊
親
屬

者
於
卑
親
屬
謁
見
時
不
答
禮
不
致
送
其
餘
或
官
或
民
之
敵
體
相
見
初
見
通
名
刺

賓
入
主
迎
於
門
內
各
免
冠
一
鞠
躬
及
退
送
於
門
外
常
見
可
不
通
名
刺
見
時
或
鞠

躬
或
僅
免
冠
而
已

凡
女
子
相
見
或
男
女
間
互
見
各
以
其
等
差
適
用
前
儀
惟
女
子
均
不
免
冠

除
相
見
以
外
凡
遇
慶
典
祀
典
婚
禮
喪
禮
等
均
用
免
冠
三
鞠
躬

定
曆
附

國

慶

紀

念

等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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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
考
曆
日
均
以
歲
實
歲
差
爲
主
陰
曆
有
閏
月
有
朔
望
陽
曆
止
有
閏
日
以
三
百
六
十

五
日
五
時
四
十
八
分
四
十
六
秒
爲
主
歸
陰
曆
有
閏
月
不
便
計
算
故
各
國
都
用
陽

曆
民
國
元
年
奉
文
頒
定
取
從
同
也
年
分
十
二
月
其
日
數
七
月
以
前
單
月
皆
三
十

一
日
而
雙
月
三
十
日
八
月
以
後
雙
月
皆
三
十
一
日
而
單
月
三
十
日
二
月
平
年
二

十
八
日
閏
年
二
十
九
日
每

週

三

年

加

閏

一

日

見

曆

算

考

中
華
民
國
國
慶
以
辛
亥
歲
八
月
十
九
日
卽
陽
曆
十
月
十
日

前
大
總
統
黎
元
洪

武
昌
首
義
經
參
衆
兩
院
議
决
咨
政
府
核
定
公
布
屆
日
應
舉
行
之
事
如
左

懸
旗
結
綵
時

尙

以

紅

黃

藍

白

黑

五

色

旗

爲

國

旗

向

國

旗

行

三

鞠

躬

禮

︹
今

黨

國

旗

制

已

定

而

淸

邑

尙

未

奉

頒

︺

大
閱

追
祭

賞
功

停
刑

恤
貧

宴
會

放
假

紀
念
日

一
月
一
日
宣

統

三

年

辛

亥

歲

十

一

月

十

三

日

南

京

政

府

成

立

舉

孫

先

生

文

爲

臨

時

大

總

統

廢

君

主

專

制

爲

五

族

共

和

定

中

華

民

國

國

號

改

元

稱

元

年

初

以

黃

帝

紀

年

至

是

廢

是

日

爲

陽

歷

元

旦

定

爲

民

國

成

立

紀

念

日

二
月
十
二
日
是

日

北

京

宣

布

共

和

淸

宣

統

帝

遜

位

爲

南

北

統

一

紀

念

︹
今

失

效

︺

三
月
二
十
九
日
爲
黃
花
崗
烈
士
殉
國
紀
念
日

四
月
八
日
民

國

二

年

是

日

爲

國

會

開

幕

紀

念

︹
今

失

效

︺

五
月
九
日
爲

日

本

迫

簽

二

十

一

條

國

恥

紀

念

日

五
月
十
八
日
爲
陳
英
士
先
生
殉
國
紀
念
日

七
月
三
日
民

國

六

年

是

日

爲

馬

廠

起

義

排

除

宣

統

復

辟

再

造

共

和

紀

念

︹
今

失

效

︺

十
二
月
五
日
民
國
四
年
是
日
爲
肇
和
兵
艦
舉
義
紀
念

十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民

國

四

年

是

日

雲

南

蔡

鍔

起

義

推

翻

袁

世

凱

洪

憲

帝

制

恢

復

共

和

紀

念

植
樹
節
陰
曆
淸
明
日
今
改
三
月
十
二
日
依
氣
候
提
早
以
適
土
宜

祀
孔
日
陰
曆
二
月
八
月
上
丁
釋
奠
今
廢

祀
關
岳
日
陰
曆
二
月
八
月
仲
戊
大
祀
今
廢

孔
子
誕
日
國
曆
八
月
二
十
七
日
行
紀
念
儀
式
各
敎
育
機
關
放
假



ZhongYi

德

淸

縣

新

志

卷
五

法
制

十
三

鄕
約

鄕
約
︹
續
侯
志

︺
設
約
正
一
人
鄕
長
五
人
振
鐸
四
人
歌
講
生
十
二
人
每
月
朔
望
晨

拜
先
師
神
位
至
己
牌
集
諸
生
詣
鄕
約
所
設
案
置
經
訓
於
上
前
設
講
案
贊
禮
二
人

侍
立
經
訓
案
側
唱
歌
講
經
訓
諸
生
排
班
贊
者
贊
拜
興
後
分
班
序
立
講
生
出
班
拱

手
行
至
講
案
前
贊
揖
首
講
孝
順
父
母
講
畢
贊
復
位
唱
孝
順
父
母
歌
歌
生
魚
貫
徐

行
至
堂
下
向
上
序
立
而
歌
擊
鍾
鼓
畢
贊
復
位
再
講
尊
敬
長
上
三
講
和
睦
鄕
里
四

講
敎
訓
子
孫
五
講
各
安
生
理
六
講
毋
作
非
爲
惡
歌
講
生
出
入
如
前
儀
禮
畢
乃
向

先
師
位
拱
揖
而
退
至
期
約
正
給
善
惡
文
簿
二
扇
如
該
約
之
內
有
不
孝
不
悌
敎
唆

詞
訟
開
場
賭
博
販
鹽
做
賊
仿
造
假
銀
等
項
許
該
約
鄕
長
保
甲
諸
人
公
報
當
面
登

入
惡
簿
送
縣
查
究
中
有
孝
子
順
孫
義
夫
賢
婦
有
關
善
良
風
者
卽
登
入
善
簿
送
縣

查
奬
或
有
利
害
所
當
興
革
者
不
妨
公
舉
以
聽
採
擇
此
明
制
也
前
淸
因
之
講
經
訓

要
旨
一
曰
敦
孝
弟
以
重
人
倫
二
曰
篤
宗
族
以
昭
雍
睦
三
曰
和
鄕
黨
以
息
爭
訟
四

曰
重
農
桑
以
足
衣
食
五
曰
崇
節
儉
以
惜
財
用
六
曰
隆
學
校
以
端
士
習
七
曰
黜
異

端
以
崇
正
學
八
曰
講
法
律
以
儆
愚
頑
九
曰
明
禮
讓
以
厚
風
俗
十
曰
務
本
業
以
定

民
志
十
一
曰
訓
子
弟
以
禁
爲
非
十
二
曰
息
誣
吿
以
全
良
善
十
三
曰
誡
窩
盜
以
免

株
連
十
四
曰
完
錢
粮
以
省
催
科
十
五
曰
聯
保
甲
以
弭
盜
賊
十
六
曰
解
讐
忿
以
重

身
命
兼
讀
律
令
儀
節
悉
如
前
制
新

市

在

覺

海

寺

仙

潭

志

餘

此
制
迄
淸
末
猶
踵
行
之
故
光
緖
間

郡
紳
姚
守
梅
每
至
外
縣
宣
講
城
紳
丁
覺
源
施
涵
許
士
英
鎭
紳
費
模
高
振
垣
沈
汝

楷
亦
躬
與
也
考
鄕
約
之
旨
以
講
導
爲
先
此
古
時
之
社
會
敎
育
也
至
方
隅
禁
約
如

昔
時
之
禁
開
山
禁
棚
民
禁
阻
葬
與
近
時
之
禁
賭
博
禁
藥
魚
或
非
時
狩
獵
等
各
具

條
敎
以
資
遵
守
其
效
力
已
勝
於
普
通
文
吿
亦
足
多
焉
惟
口
講
指
畫
耳
提
面
命
實

勝
板
滯
之
條
文
故
講
解
爲
尤
要
降
至
於
今
有
開
通
社
會
之
民
衆
敎
育
若
通
俗
敎

育
講
演
所
若
民
衆
敎
育
館
講
演
部
若
民
衆
講
台
若
民
衆
樂
園
旣
講
且
演
主
持
者

至
粉
墨
其
色
相
而
登
場
以
說
法
在
市
言
市
在
鄕
言
鄕
喚
起
民
衆
醫
治
文
盲
社
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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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力
不
超
越
於
古
之
鄕
約
耶

保
甲

保
甲
之
制
肇
自
前
代
閭
閻
守
望
相
助
盜
戢
民
安
意
至
善
也
淸
邑
自
紅
羊
劫
後
日

漸
廢
弛
至
光
緖
二
十
六
年
知
縣
潘
紀
恩
大
加

飭
成
效
日
彰
縣
設
保
甲
總
局
聘

邑
紳
爲
總
董
副
董
飭
一
百
八
十
一
莊
各
舉
殷
實
者
二
人
爲
董
事
定
五
家
爲
一
比

十
家
舉
一
排
後
於
要
路
設
保
甲
局
晝
夜
邏
守
有
事
則
鳴
鑼
相
應
甚
形
努
力
盜
賊

亦
自
斂
跡
久
之
又
漸
廢
惰
至
民
國
二
年
闔
邑
舉
辦
淸
鄕
調
查
戶
口
編
釘
門
牌
獲

效
甚
鉅
四
年
改
設
城
鎭
鄕
保
衞
團
輔
助
水
陸
巡
警
其
經
費
由
商
人
籌
之
駐
地
見

屯
戌

保
衞
團

編
制

編
列
戶
口
爲

著

手

要

義

每
十
戶
爲
一
牌
置
牌
長
一
人
年

二

十

餘

十
牌
爲
一
甲
置
甲
長
一
人

年

二

十

餘

五
甲
爲
一
保
置
保
董
一
人
每
團
置
一
團
總
年

在

三

十

歲

以

上

均

須

有

公

民

資

格

以
縣
官
爲
總
監

督職
權
除
依
章
程
規
定
外
凡
團
內
住
戶
有
藏
留
盜
賊
或
寄
頓
贓
物
團
總
等
得
隨
時

確
查
指
獲
送
總
監
督
懲
辦
各
團
有
匪
警
時
團
總
得
臨
時
召
集
團
丁
並
協
同
就
近

軍
隊
圍
捕
除
匪
徒
拒
捕
應
有
正
當
防
禦
外
於
捕
獲
後
送
由
總
監
督
訊
辦
如
距
城

窵
遠
恐
途
中
有
變
得
請
軍
警
協
同
押
解
不
得
違
法
私
訊

各
地
方
如
舉
辦
保
衞
團
時
應
規
定
各
團
區
域
裒
廣
得
因
辦
公
之
便
利
由
團
總
詳

請
總
監
督
酌
量
分
設
辦
公
處
由
保
董
或
甲
長
分
任
事
務
而
隸
於
團
總
如
因
格
於

情
勢
其
戶
數
不
能
及
一
保
或
一
甲
者
則
二
牌
以
上
亦
得
成
團
但
不
設
保
董
與
甲

長
定
期
淸
查
戶
口
每
年
於
十
二
月
間
行
之
遇
有
形
迹
可
疑
者
應
由
牌
長
報
吿
團

總
轉
報
警
察
所
曁
總
監
督
得
適
用
豫
戒
之
法

軍
政



ZhongYi

德

淸

縣

新

志

卷
五

法
制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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邑
在
南
宋
爲
近
畿
設
鎭
將
元
置
錄
事
司
於
湖
州
以
屯
兵
隸
之
明
初
改
爲
守
禦
千

戶
所
置
屯
田
之
兵
計
有
屯
軍
操
軍
摘
操
之
壯
者
漕
之
於
是
兼
領
漕
運
其
後
定
爲

千
戶
百
戶
總
旗
小
旗
等
員
分
管
操
屯
而
不
設
衞
所
當
藉
民
壯
以
資
守
禦
亦
如
元

之
隸
於
錄
事
而
已
舊
志
不
錄
武
備
非
無
可
錄
也
淸
代
廢
屯
田
裁
千
戶
百
戶
設
千

總
一
員
司
漕
運
別
設
千
把
等
員
輪
流
駐
防
各
司
弭
盜
安
民
與
保
甲
相
表
裏
法
益

周
矣
以
形
勢
論
邑
東
南
介
杭
湖
之
衝
又
東
接
嘉
興
境
河
港
交
橫
爲
吳
興
以
南
之

鎖
鑰
也
其
責
重
其
民
顧
可
佚
耶
古
者
庽
兵
於
農
卽
於
農

以
講
武
事
處
今
之
世

軍
旅
之
事
宜
知
所
重
而
謀
其
自
衞
焉

綠
營
凡
防
地
標
營
漢
兵
均
以
綠
旗
爲
辨
受
知
縣
調
遣
以
其
加
撫
院
營
務
處
銜
也

受
成
於
撫
軍
惟
河
標
則
歸
漕
運
總
督
節
制
文

獻

兵

考

淸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正
月
政
務
處

兵
部
奏
覆
裁
撤
綠
營
改
爲
巡
警
爲
設
警
之
始
節
原
文
如
次

軍
機
處
鈔
交
巡
警
部
等
奏
稱
光
緖
二
十
七
年
飭
練
巡
警
多
就
綠
營
改
設
將
現
存

馬
步
戰
守
各
兵
挑
選
年
富
力
强
體
量
合
格
粗
識
文
字
別
無
嗜
好
者
改
爲
巡
警
愼

選
廉
明
武
職
粗
通
警
學
人
員
督
率
敎
練
不
得
以
空
文
塞
責
每
年
勝
出
餉
項
儘
數

撥
作
巡
警
要
需
等
語
奉
旨
依
議
並
頒
行
到
縣
而
乃
有
警
政
焉

警
政考

警
務
本
內
務
行
政
然
實
可
補
充
軍
備
故
次
軍
政

淸
邑
水
陸
巡
警
之
編
制
官
佐
士
兵
之
定
額
與
駐
地
於
屯
戌
目
已
詳
載
之
至
其
沿

革
肇
自
淸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丁
未
冬
奉
省
大
吏
檄
知
縣
王
遹
善
籌
辦
始
有
警
察
之

名
時
警
察
之
制
僅
行
京
津
各
省
未
有
也
故
省
吏
奉
文
後
委
諸
縣
縣
又
請
士
紳
以

代
籌
費
蓋
警
費
須
仰
給
於
地
方
也
是
年
十
一
年
由
縣
邀
集
紳
商
籌
議
舉
辦
决
定

辦
法
照
會
紳
士
輔
佐
縣
尊
執
行
當
票
舉
許
德
修
程
森
徐
師
善
聞
毓
璇
嵇
炳
元
許

德
溥
六
人
爲
巡
警
總
副
理
籌
定
商
舖
捐
款
爲
經
費
明
年
戊
申
淸
邑
巡
警
總
局
成

立
駐
於
城
南
紫
陽
觀
由
縣
令
牒
請
主
簿
陶
佑
霖
爲
管
帶
其
下
設
有
什
長
兩
名
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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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
十
六
名
伙
夫
兩
名
分
其
巡
士
之
半
駐
於
城
內
觀
音
堂
宣
統
元
年
己
酉
省
設
巡

警
道
札
委
縣
巡
警
總
局
巡
官
其
下
設
有
巡
記
巡
長
巡
警
任
籌
款
者
爲
巡
董
時
正

巡
董
爲
程
森
副
巡
董
爲
許
德
修
又
繼
以
丁
炳
祺
同
年
新
市
巡
警
分
局
成
立
駐
於

鎭
中
樓
局
設
區
官
三
年
辛
亥
更
巡
警
總
局
爲
警
務
長
公
所
設
警
務
長
是
年
各
巡

董
裁
撤
民
國
元
年
改
警
務
長
公
所
爲
警
察
署
設
署
長
新
市
鎭
置
分
署
委
分
署
長

治
之
四
鄕
分
設
派
出
所
以
所
員
任
之
正
署
統
轄
全
縣
分
署
與
派
出
所
悉
受
成
焉

三
年
春
以
警
費
支
絀
除
洛
舍
外
派
出
所
均
裁
同
年
冬
奉
文
轉
頒
部
定
官
制
縣
設

警
察
所
置
所
長
由
知
事
兼
任
餘
爲
警
佐
輔
佐
所
長
分
理
城
鎭
鄕
警
務
另
擇
有
警

察
學
驗
者
派
充
學
習
警
佐
別
設
警
察
隊
置
隊
長
督
率
訓
練
各
所
均
設
巡
長
巡
警

嗣
後
增
設
巡
官
一
切
警
餉
均
出
於
縣

水
警
遵
四
年
春
敎
令
而
設
依
其
組
織
設
置
水
警
隊
其
編
制
由
省
咨
請
內
務
部
核

定
之
浙
西
河
港
紛
歧
需
水
警
甚
亟
遂
有
各
區
各
隊
之
編
設
其
區
域
不
以
縣
爲
單

位
故
淸
邑
水
警
祗
有
分
隊
循
其
系
統
隸
於
第
十
二
隊
或
第
十
三
隊
不
等
已
見
屯

戌
其
俸
餉
均
爲
省
款
不
仰
給
於
地
方
也

役
法

淸
邑
前
代
之
役
法
卽
縣
署
書
吏
差
役
之
缺
額
與
其
任
使
也
佐
貳
之
門
役
麗
之
自

淸
雍
正
七
年
行
順
庄
法
後
庄
設
地
保
亦
爲
縣
所
役
使
此
外
各
業
匠
有
與
官
役
之

列
者
臨
時
使
用
之
歷
二
百
餘
年
而
無
變
至
光
緖
二
十
七
年
四
月
始
陸
續
奉
文
裁

革
茲
錄
禁
吏
役
需
索
之
諭
於
左

光
緖
二
十
七
年
四
月
諭
從
前
府
州
縣
衙
門
書
吏
往
往
勾
通
省
吏
舞
文
弄
法
朋
比

爲
奸
至
差
役
索
擾
尤
爲
地
方
之
害
其
上
司
承
差
則
藉
公
需
索
州
縣
州
縣
差
役
更

百
般
擾
害
閭
閻
種
種
弊
端
亟
應
一
律
革
除
三
十
年
五
月
又
有
痛
斥
因
循
不
辦
之

諭至
三
十
三
年
奉
有
請
裁
民
壯
捕
役
之
旨
節
叙
如
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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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民
政
部
奏
查
州
縣
原
有
民
壯
捕
役
等
項
額
設
不
過
百
名
工
食
至
微
而
白
役
之
數

多
且
逾
千
平
日
於
緝
捕
盜
賊
遞
送
公
文
全
無
實
際
惟
日
以
生
事
擾
民
爲
業
雖
有

循
良
亦
爲
蒙
蔽
閒
有
招
募
團
練
勇
丁
其
餉
項
或
借
資
公
款
或
攤
之
商
捐
而
控
馭

亦
多
失
宜
擬
請
一
律
裁
汰
原
有
經
費
改
設
巡
警
自
可
化
無
用
爲
有
用
而
裨
治
本

等
語
奉
旨
依
議
頒
行
至
縣
遵
行

入
民
國
革
除
官
役
並
及
匠
役
如
無
給
之
泥
木
石
漆
各
匠
修

衙

署

樂
戶
炮
手
慶

弔

祭

祀

迎

送

僧
道
水

旱

醮

日

月

食

脚
班
運

糧

驗

屍

轎
班
公

出

轎

夫

丐
首
迎春

牛
保
船
差
等
各
例
役
於
元
年
建
元
一

律
裁
廢司

法

淸
制
司
法
厥
惟
刑
名
故
有
刑
律
刑
例
之
名
淸
邑
前
志
曾
載
刑
例
而
續
志
則
云
刑

律
非
縣
所
專
不
當
贅
列
然
刑
法
雖
非
所
專
亦
非
所
無
其
有
修
訂
變
革
仍
宜
節
載

以
資
考
證
淸
末
法
律
由
改
訂
而
始
繁
國
初
因
增
訂
而
始
備
稱
法
治
焉
茲
將
奉
有

明
文
者
節
錄
之

刪
除
凌
遲
梟
首
戮
屍
略
以
據
伍
廷
芳
沈
家
本
等
請
將
律
例
內
重
刑
變
通
等
語
查

入
關
之
初
以
斬
罪
爲
極
重
順
治
修
訂
律
例
沿
用
明
制
始
有
凌
遲
等
極
刑
所
有
現

行
律
例
內
凌
遲
梟
首
戮
屍
三
項
著
永
遠
刪
除
其
斬
决
改
爲
絞
决
絞
决
改
爲
斬
監

候
斬
監
候
改
爲
絞
監
候
入
於
秋
審
分
別
辦
理
緣
坐
各
條
除
知
情
者
外
餘
悉
寬
免

刺
字
等
項
亦
著
槪
行
革
除
光

緒

三

十

一

年

三

月

按
斬
刑
惟
謀
逆
及
謀
殺
直
系
尊
親
屬
等
適
用
之
絞
刑
於
特
定
場
所
密
行
之

重
禁
刑
訊
拖
累
略
以
據
伍
廷
芳
沈
家
本
奏
覆
恤
獄
十
條
請
飭
禁
止
刑
訊
拖
累
變

通
笞
杖
辦
法
業
經
依
議
茲
聞
各
州
縣
或
嚴
酷
任
性
率
用
刑
求
或
一
案
株
連
任
聽

朦
蔽
拖
累
拘
押
凌
虐
百
端
實
堪
痛
恨
著
嚴
飭
各
屬
實
力
遵
行
用
副
恤
下
省
刑
之

意
同

年

三

月

改
除
笞
杖
徒
流
略
以
據
沈
家
本
奏
光
緖
二
十
九
年
刑
部
奏
請
刪
除
充
軍
名
目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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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奉
允
准
是
年
又
議
准
趙
爾
巽
條
奏
軍
遣
徒
流
酌
改
工
藝
三
十
一
年
復
經
議
覆
劉

坤
一
奏
改
笞
杖
爲
罸
金
均
經
通
行
在
案
茲
擬
改
爲
死
刑
徒
刑
拘
留
罰
金
四
種
其

餘
廢
除
三

十

三

年

淸
末
罪
刑
旣
經
減
輕
刑
名
亦
復
修
改
而
本
邑
另
奉
訂
頒
新
刑
律
遵
行
宣

統

元

年

民
國
成
立
奉
令
凡
新
刑
律
內
與
國
體
抵
觸
各
條
已
分
別
刪
修
並
更
名
曰
暫
行
新

刑
律
又
另
頒
暫
行
新
刑
律
施
行
細
則
及
新
刑
律
內
不
准
免
除
折
贖
條
款
元

年

三

月

四

月

繼
奉
頒
暫
行
新
刑
律
補
充
條
例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嗣
奉
續
頒
刑
事
訴
訟
律
民
事
訴
訟
律
及
民
法
商
法
等
自
是
司
法
益
繁
惟
查
法
院

編
制
法
內
定
有
縣
法
院
之
制
爲
初
級
審
判
廳
而
淸
邑
迄
未
設
置
故
司
法
均
由
知

事
兼
理
另
設
專
員
以
司
審
判
元
年
稱
執
法
員
二
年
二
月
改
幫
審
員
︹
本

邑

民

刑

庭

各

一

員

︺

而
知
事
專
司
檢
察
合
稱
審
檢
所
具
司
法
獨
立
之
雛
形
三
年
四
月
奉
裁
改
設
承
審

員
而
受
成
於
知
事
六
年
六
月
奉
發
縣
司
法
公
署
組
織
章
程
未
實
行
迄
今
猶
用
承

審
制
度
此
司
法
沿
革
之
大
較
也

卹
政

蠲
賦
附

振

貸

周

志

止

於

淸

嘉

慶

九

年

淸
嘉
慶
十
九
年
大
旱
奉
憲
勸
振
自
十
月
起
每
大
口
給
錢
十
四
文
小
口
減
半
大
吏

招
商
至
福
建
運
米
免
其
關
稅
價
始
平

道
光
三
年
五
月
大
水
害
稼
民
饑
時
湖
州
知
府
方
士
淦
飭
知
縣
武
新
安
勸
殷
富
捐

振
按
册
散
給
並
設
粥
廠
於
吉
祥
寺
覺
海
寺
次
年
春
復
振
之

道
光
二
十
一
年
大
雪
高
積
丈
餘
免
冬
漕

道
光
二
十
九
年
五
月
大
水
知
縣
廖
宗
元
具
詳
大
吏
奏
請
免
漕
奉
旨
振
濟
官
振
三

月
每
大
口
給
銀
三
分
小
口
減
半
並
勸
紳
富
私
振
數
月
城
內
新
市
設
粥
廠
以

上

府

志

參

釆

訪册咸
豐
六
年
六
月
大
旱
長
橋
河
市
河
皆
涸
山
田
無
收
田
賦
緩
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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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同
治
四
年
兵
後
水
災
民
力
凋
敞
元
氣
未
復
奉
旨
蠲
免
冬
漕
原

卷

佚

查

光

緖

十

五

年

藩

司

許

奉

撫

憲

崧

札

縣

稿光
緖
八
年
七
月
水
荒
災
歉
七
分
四
釐
知
縣
汪
昌
因
鄕
民
鬧
荒
在
任
出
缺
代
理
周

延
祚
續
請
大
吏
振
撫
浙
撫
陳
士
杰
奏
定
剔
荒
徵
熟
發
錢
三
千
串
飭
縣
會
紳
輸
助

原

卷

佚

查

光

緖

十

五

年

藩

司

許

糧

道

世

札

縣

稿

在
城
隍
廟
分
極
貧
次
貧
大
小
口
散
振
杭
紳
胡
光
鏞
捨
米
一

千
石
儲
便
民
倉
施
濟

光
緖
十
五
年
六
月
報
水
荒
災
歉
八
分
四
釐
六
毫
九
月
初
二
日
浙
撫
崧
駿
據
知
縣

陳
鳳
誥
稟
報
淸
邑
向
無
積
穀
奉
准
撥
給
省
穀
減
價
平
糴
並
奉
旨
無
收
田
地
一
應

豁
免
其
有
收
成
者
蠲
免
冬
漕
歷
年
未
完
成
熟
之
帶
徵
遞
緩
一
年
原卷
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七
月
起
水
荒
災
歉
四
分
九
釐
三
毫
知
縣
傅
師
閎
會
省
委
稟
報
經

由
浙
撫
張
曾
敭
奏
撥
公
款
銀
三
萬
元
又
帑
銀
二
萬
兩
德

淸

得

千

兩

分
卹
杭
嘉
湖
被
災

各
縣
所
有
災
歉
分
別
蠲
緩
其
熟
田
仍
應
徵
收
是
年
傅
師
閎
徵
收
銀
三
萬
一
千
九

百
十
六
兩
六
錢
八
釐
新
令
陳
宗
元
徵
收
銀
二
千
一
百
七
十
八
兩
五
錢
二
分
八
釐

又
徵
米
二
萬
一
千
五
百
四
石
一
斗
二
升
五
合
溢
完
各
戶
流
抵
次
年
新
賦
原

卷

按

是

年

因

有

控

案

故

詳

錄

並

見

減

賦

册

報

宣
統
元
年
四
月
起
水
荒
災
歉
五
分
八
釐
七
毫
零
知
縣
周
琛
呈
報
巡
撫
增
藩
司
顏

札
縣
平
糶
又
札
准
令
姚
肇
椿
准
部
咨
剔
荒
徵
熟
分
供
支
解
原卷

二
年
二
月
初
十
日

淸
廷
諭
增
韞
奏
查
元
年
被
災
各
縣
所
有
錢
粮
業
經
分
別
應
蠲
應
緩
如
有
災
戶
已

輸
在
官
者
准
其
流
抵
次
年
新
賦
未
完
各
年
舊
欠
均
著
遞
緩
一
年
節

錄

謄

黃

宣
統
二
年
五
月
至
八
月
風
雨
蟲
傷
勘
歉
一
分
一
釐
八
毫
零
藩
司
吳
據
知
縣
林
祖

賢
册
報
准
緩
徵
地
丁
銀
七
千
二
百
二
兩
二
錢
五
釐
四
毫
又
漕
米
六
千
二
百
七
十

四
石
二
斗
八
升
五
合
原卷

宣
統
三
年
九
月
十
六
日
淸
邑
繼
杭
湖
光
復
呈
准
浙
江
都
督
湯
壽
潛
令
免
錢
漕
釐

稅
從
前
遞
緩
民
欠
一
併
蠲
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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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
積
穀

光
緖
二
十
六
年
七
月
知
縣
黃
大
華
奉
省
憲
勸
諭
各
絲
行
每
售
絲
一
元
捐
錢
一
文

作
積
穀
經
費
共
繳
洋
一
千
二
百
元
治

城

六

百

三

十

八

元

新

市

五

百

六

十

二

元

九
月
新
任
潘
紀
恩
奉
撥
二

十
四
年
府
存
漕
餘
項
下
積
穀
錢
一
千
五
十
六
千
七
百
五
十
文
又
留
存
二
十
五
年

解
府
漕
餘
錢
八
百
九
十
七
千
九
百
文
存
典
生
息
二

十

八

年

知

縣

過

鑄

詳

文
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辦

平
糶
宣
統
二
年
辦
撫
卹
訖
徵

信

錄

工
振
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浙
撫
張
曾
敭
奏
請
頒
給
淸
邑
帑
銀
八
千
兩
合
洋
一
萬
八
百
十
元

八
角
以
工
代
振
共
五
十
七
莊
脩
築
二
百
五
圩
支
銀
九
千
七
百
七
十
五
元
工

房

報

册

餘

移
作
卹
焭

宣
統
三
年
閏
六
月
十
七
日
風
雨
爲
災
浙
撫
增
韞
撥
省
款
以
工
代
振
發
給
各
莊
實數

無

卷

可

查平
糶

光
緖
十
五
年
九
月
初
二
日
十
月
初
四
日
浙
撫
崧
駿
先
後
撥
給
省
穀
三
千
石
查
明

極
貧
次
貧
戶
口
委
員
散
放
並
諭
紳
富
助
振
得
銀
一
萬
一
千
餘
元
於
城
隍
廟
設
局

平
糶
水

災

卷
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春
二
月
夏
六
月
浙
撫
張
曾
敭
因
上
年
水
災
撥
給
存
倉
漕
米
二
千

石
實

發

一

千

四

百

石

每

石

繳

價

五

千

四

百

九

十

元

又
平
糶
銀
三
千
元
施
元
因
案
助
銀
一
千
三
百
元
另
提
積

穀
本
利
銀
一
千
八
百
三
十
二
元
二
角
六
分
於
城
內
忠
義
祠
洛
舍
大
廟
分
極
貧
次

貧
平
糶
訖
徵

信

錄

卹
焭

宣
統
二
年
三
月
因
元
年
水
災
提
撥
積
穀
餘
存
銀
二
千
二
百
十
一
元
九
角
四
分
九

釐
又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工
振
餘
存
銀
一
千
三
十
五
元
八
角
散
給
孤
貧
釆

訪

册

以

上

自

淸

嘉

慶

十

九

年

至

宣

統

三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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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一

瘞
亡

淸
乾
隆
五
十
九
年
知
縣
李
賡
芸
捐
貲
掩
胔
撰
揜
骼
記
積
錢
權
子
母
以
作
葬
費
定

瘞
亡
列
入
縣
政
紅
羊
刼
後
久

徵
考
近
所
聞
者
於
民
國
五
年
奉
省
長
令
凡
在
城

廂
一
帶
未
經
砌
密
之
淺
厝
棺
木
應
令
家
屬
一
律
遷
葬
否
則
商
同
善
堂
設
法
掩
埋

免
日
久
朽
壞
屍
骨
暴
露
致
傷
人
道
而
礙
衞
生
本
邑
遵
令
辦
理
餘

詳

建

置

掩

埋

會

優
老

查
乾
隆
十
六
年
二
十
二
年
二
十
七
年
三
十
年
四
十
五
年
四
十
九
年
遇
高
宗
六
幸

浙
江
凡
接
駕
老
民
老
婦
各
賞
給
養
老
銀
牌
一
面
曁
絹
布
棉
米
四
十
九
年
鑾
輿
至

大
麻
時
諭
有
司
查
報
凡
年
在
八
十
以
上
者
賞
給
衣
帛
食
肉
九
十
以
上
者
加
倍
百

歲
以
上
者
賞
銀
十
兩
緞
一
疋
俱
於
司
庫
核
給
每
布
一
疋
折
銀
二
錢
七
分
絹
一
疋

折
銀
五
錢
棉
一
觔
折
銀
一
錢
米
一
石
折
銀
一
兩
二
錢
肉
十
觔
折
銀
四
錢
聽
本
人

自
辦
本
邑
均
由
知
縣
遵
行
無
誤

民
國
三
年
巡
按
使
屈
映
光
巡
閱
淸
邑
給
八
十
歲
以
上
紳
民
三
人
計
紅
黃
素
緞
袍

掛
料
各
一
件
肉
十
觔
新
市
費
模
另
給
令
德
壽
豈
匾
額
一
方

拯
嬰

自
昔
凡
有
姦
生
或
無
力
撫
育
之
子
女
多
棄
之
顧
此
嬰
失
育
卽
爲
夭
殤
不
但
有
傷

仁
政
卽
與
民
族
發
揚
前
途
有
關
礙
焉
於
是
邑
境
乃
有
育
嬰
堂
之
組
織
一
設
城
區

一
設
新
市
鎭
收
育
嬰
孩
子
惠
元
元
其
經
費
半
取
自
公
半
取
自
捐
助
迄
今
未
革
此

外
如
接
嬰
所
等
則
鍾
管
尙
博
新
塘
東
衡
里
等
處
均
有
之
但
苦
無
的
費
致
辦
理
不

能
持
久
耳

新
政

改
革
縣
制

淸
室
白
戊
戌
政
變
庚
子
拳
亂
以
後
自
知
以
非
漢
族
君
臨
中
士
民
心
漸
離
外
交
日

亟
非
變
法
不
足
以
圖
强
茲
將
政
變
以
迄
光
復
有
關
縣
政
者
列
舉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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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二

知
縣

淸
會
典
載
知
縣
秩
正
七
品
至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總
核
官
制
大
臣
奏
定
改
訂
外
官
制

知
縣
升
秩
正
六
品
惟
查
淸
邑
歷
任
縱
非
晉
秩
其
起
銜
必
五
品
也
辛
亥
冬
改
建
民

國
廢
府
存
縣
易
知
縣
爲
民
事
長
南
北
統
一
後
改
稱
知
事
列
入
薦
任
俸
秩
爲
二
等

一
級
嗣
兼
警
詧
所
長
縣
淸
鄕
總
辦
節
制
水
陸
駐
防
營
警
其
他
縣
屬
職
官
均
受
監

督
指
揮

佐
治

淸
邑
舊
設
刑
名
錢
穀
佐
內
政
典
史
司
牢
獄
捕廳

主
簿
察
水
利
河廳

新
市
置
分
司
掌
巡

檢
淸
末
奏
改
官
制
以
主
簿
巡
檢
旣
不
受
理
民
詞
又
無
一
定
責
成
雖
號
分
防
幾
同

虛
設
爰
次
第
奉
裁
並
增
設
下
列
各
員

警
務
長
掌
消
防
戶
籍
巡
警
營
繕
及
衞
生

視
學
員
及
勸
學
所
長
掌
合
邑
敎
育
︹
一
面
裁
撤
敎
官

︺

勸
業
員
掌
農
工
商
業
及
交
通

典
獄
員
掌
縣
監
獄

主
計
員
掌
收
稅

統
計
編
纂
員
掌
各
項
調
查
統
計

文
廟
奉
祀
官
時

已

裁

敎

諭

訓

導

掌
祀
事

按
淸
邑
勸
業
員
及
文
廟
奉
祀
官
二
缺
至
民
國
十
年
後
始
設

民
國
元
年
裁
撤
幕
職
廢
六
房
及
庫
書
等
改

經

徵

科

並
皂
隸
差
役
改

法

警

地
保
改

指

導

人

設
總

務
民
事
警
務
敎
育
財
政
執
法
六
課
各
設
課
長
課
員
新
市
另
設
執
法
員
旋
廢

二
年
併
民
事
警
務
爲
第
一
科
財
政
爲
第
二
科
敎
育
爲
第
三
科
各
設
科
長
一
科
員

二
由
省
民
政
長
委
任

三
年
另
頒
縣
官
制
四
年
超
釐
定
爲
政
務
財
政
敎
育
三
科
各
設
主
任
助
理
等
職
由

知
事
徵
委
呈
報
省
行
政
長
官
咨
部
備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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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三

監
獄
署
爲
知
事
所
轄
掌
獄
政
者
初
名
典
獄
易
名
管
獄

審
判
向
爲
知
縣
專
職
自
前
代
歷
淸
末
未
變
民
國
元
年
始
設
審
判
佐
治
員
另
詳
司

法
目革

新
試
事

查
科
舉
沿
用
前
明
舊
制
以
八
股
文
取
士
不
知
學
者
應
潛
心
經
史
文
藻
其
餘
緖
耳

故
行
之
二
百
餘
年
流
弊
日
深
勦
襲
庸
濫
無
所
發
明
宜
求
實
學
以
挽
囘
積
習
自
各

國
交
通
智
巧
日
闢
尤
貴
博
通
中
外
儲
爲
有
用
之
材
爰
自
光
緖
二
十
八
年
爲
始
凡

遇
考
校
改
試
中
國
政
治
史
事
論
各
國
政
治
藝
學
策
四
書
五
經
義
本
邑
生
童
歲
科

兩
考
以
中
外
政
治
史
事
藝
學
命
題
爲
論
策
及
四
書
五
經
義
不
再
用
八
股
文
程
式

嗣
以
武
科
一
途
亦
因
明
制
所
習
硬
弓
刀
石
及
馬
步
箭
射
施
之
今
日
已
屬
無
用
於

光
緖
二
十
八
年
起
本
邑
武
生
童
考
試
及
赴
鄕
會
試
一
律
停
止
另
於
省
城
設
武
備

學
堂
俾
取
錄
者
入
習
武
事
焉
均

節

二

十

七

年

上

諭

復
以
推
廣
學
堂
必
先
停
止
科
舉
有
詔
自
光
緖
丙
午
科
爲
始
所
有
赴
鄕
會
試
及
本

縣
歲
科
考
試
一
律
停
止
改
由
畢
業
生
酌
給
出
身
高
等
小
學
畢
業
者
爲
廩
增
附
生

中
學
畢
業
者
由
提
學
使
考
取
爲
拔
優
歲
貢
生
報
部
註
册
給
照
中
等
以
上
類
推
然

均
不
過
數
名
而
已
民
國
紀
元
除
中
等
以
上
學
校
有
考
試
外
餘
均
中
輟
十

九

年

起

復

考

試

制

創
辦
敎
育

自
光
緖
丙
午
停
科
舉
興
學
校
設
高
等
初
等
各
學
堂
及
簡
易
識
字
學
塾
後
復
裁
學

政
改
提
學
司
設
勸
學
所
實

行

機

關

敎
育
會
意

思

機

關

裁
訓
導
留
敎
諭
民

國

元

年

廢

以
備
師
範
畢

業
生
之
就
職
前

淸

政

務

處

奏

覆

案

學
制
於
以
丕
變
本
邑
各
小
學
及
其
他
敎
育
機
關
之
沿
革

建
置
志
已
載
之
至
其
行
政
之
變
遷
迄
民
國
又
有
新
紀
元
裁
勸
學
所
設
敎
育
科
主

管
縣
敎
育
視
學
由
科
員
兼
任
至
三
年
又
定
爲
專
職
並
劃
分
學
區
另
設
學
務
委
員

後
改
稱
敎
育
委
員
復
改
區
敎
育
員
五
年
復
設
勸
學
所
置
所
長
所
員
等
職
爲
地
方

學
務
總
匯
處
經
費
支
用
縣
稅
並
設
講
演
所
通
俗
圖
書
館
等
爲
通
俗
敎
育
場
所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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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四

二
年
復
改
勸
學
所
爲
敎
育
局
設
局
長
一
視
學
二
事
務
員
三
主
辦
全
縣
敎
育

勸
除
纏
足

在
昔
漢
人
婦
女
率
多
纏
足
由
來
已
久
有
傷
造
物
之
和
嗣
奉
詔
凡
搢
紳
之
家
務
當

婉
切
勸
導
使
之
家
喩
戶
曉
漸
除
積
習
淸
邑
婦
女
乃
有
天
足
會
之
組
織
以
示
提
倡

至
光
復
以
後
則
全
縣
景
從
焉

禁
除
鴉
片

粤
自
鴉
片
弛
禁
流
毒
徧
中
國
言
之
痛
恨
淸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有
詔
銳
意
圖
强
切
實

申
戒
俾
咸
知
振
拔
以
袪
沈
痼
而
蹈
康
和
定
限
十
年
以
內
將
洋
土
藥
之
害
一
律
革

除
凈
盡
民
國
政
府
又
復
三
令
五
申
惟
迄
今
竟
未
盡
絕
可
慨
也

籌
備
自
治

地
方
自
治
爲
立
憲
之
根
本
城
鎭
鄕
又
爲
自
治
之
初
基
誠
非
首
先
籌
辦
不
可
淸
光

緖
三
十
四
年
轉
奉
上
諭
督
飭
所
屬
選
擇
正
紳
按
照
所
定
章
程
將
城
鎭
鄕
自
治
各

事
宜
妥
速
籌
備
實
力
奉
行
又
迭
奉
諭
飭
以
周
之
比
閭
族
黨
漢
之
三
老
嗇
夫
其
來

自
古
選
舉
自
治
職
員
責
在
州
縣
官
紳
皆
得
其
人
方
有
實
效
而
無
流
弊
所
有
分
年

應
行
擬
辦
各
事
並
按
限
妥
籌
次
第
舉
辦
毋
得
始
勤
終
懈
疲
緩
延
擱
以
致
貽
誤
等

語
經
轉
行
一
體
照
辦

至
論
縣
自
治
自
淸
宣
統
元
年
已
奉
頒
有
縣
地
方
自
治
章
程
次
第
籌
備
但
未
見
諸

實
行
民
國
成
立
乃
本
淸
末
縣
自
治
章
程
加
以
修
正
而
縣
議
會
及
參
議
會
得
相
繼

成
立
三
年
三
月
自
奉
袁
氏
命
令
一
律
解
散
後
另
設
自
治
委
員
以
賡
繼
辦
理
爲
浙

省
之
單
行
法
九
年
續
設
縣
參
兩
會
縱
組
織
與
前
稍
異
卽
謂
之
恢
復
無
不
可
也
其

處
理
自
治
之
職
權
而
爲
法
令
所
規
定
者
首
敎
育
次
交
通
水
利
土
木
工
程
次
公
共

營
業
次
衞
生
慈
善
次
其
他
定
議
員
任
期
爲
三
年
以
議
决
公
約
規
則
及
預
算
决
算

等
項
爲
任
務
參
事
額
設
四
人
會
長
由
知
事
兼
任
執
行
决
議
事
項
管
理
地
方
財
產

其
經
費
本
規
定
以
公
共
營
業
之
收
入
及
自
治
稅
使
用
費
規
費
過
怠
金
等
項
撥
充



ZhongYi

德

淸

縣

新

志

卷
五

法
制

二
十
五

惟
淸
邑
僅
恃
縣
地
方
公
益
費
以
爲
挹
注
其
建
置
沿
革
與
區
域
畫
分
已
詳
輿
地
及

建
置
編
茲
誌
其
崖
略
若
此

又
以
民
治
之
主
體
在
民
而
民
權
之
初
步
在
議
但
因
民
智
未
闢
議
制
未
嫻
乃
有
公

舉
議
員
以
爲
代
議
之
舉
除
縣
城
鎭
鄕
自
治
有
議
員
外
復
舉
有
省
諮
議
局
之
議
員

均
以
之
代
表
民
意
者
也
茲
錄
原
案
於
后

淸
光
緖
三
十
四
年
上
諭
以
據
資
政
院
等
擬
呈
各
省
諮
議
局
及
議
員
選
舉
等
章
程

一
摺
詳
加
披
閱
尙
屬
周
妥
均
照
所
議
辦
理
著
限
一
年
內
一
律
辦
齊
使
國
民
與
聞

政
事
以
示
大
公
先
於
各
省
設
諮
議
局
以
資
歷
練
着
各
該
地
方
有
司
認
眞
監
督
精

擇
愼
取
毋
使
心
術
不
正
行
止
有
虧
之
人
託
足
其
內
致
妨
治
安
等
語
淸
邑
奉
文
遵

辦
初
選
尋
至
湖
州
複
選
而
產
生
議
員
焉

民
國
元
年
浙
省
有
臨
時
省
議
會
之
設
每
縣
推
舉
代
表
一
人
以
組
成
之
二
年
依
奉

頒
省
議
會
暫
行
法
另
選
省
議
員
浙
省
分
十
一
選
舉
區
以
區
內
人
口
之
多
寡
定
議

員
之
名
額
不
以
縣
爲
單
位
而
本
邑
選
民
之
數
足
敷
產
生
議
員
六
年
春
依
修
正
省

議
會
議
員
選
舉
法
另
行
選
舉
之
迄
九
年
以
任
期
屆
滿
又
改
選
焉

禁
販
人
口

淸
宣
統
元
年
十
二
月
奉
飭
以
查
買
賣
人
口
相
沿
已
久
此
次
决
定
一
律
禁
革
貧
民

子
女
准
作
傭
工
舊
時
婢
女
限
年
婚
配
如
有
違
禁
買
賣
嚴
行
處
罰
淸
邑
遵
飭
辦
理

入
民
國
後
奉
禁
尤
嚴

振
興
實
業

淸
時
實
業
幼
稚
法
令
尤
簡
自
民
國
三
年
起
始
陸
續
頒
行
振
興
實
業
之
法
令
以
謀

其
建
設
五
年
命
於
縣
公
署
內
增
設
實
業
科
以
佐
理
實
業
行
政
惟
淸
邑
於
九
年
始

設
專
科
處
理
行
政
事
宜
受
成
於
省
實
業
廳
至
十
三
年
始
設
縣
實
業
局
置
局
長
一

勸
業
員
二
局
長
下
另
聘
專
員
主
辦
公
牘
餘
爲
事
務
員
書
記
其
經
費
由
田
賦
特
捐

內
支
出
之
縣
署
實
業
科
更
名
第
四
科
佐
理
縣
官
主
辦
公
牘
而
承
轉
之
各
種
實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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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六

乃
屆
萌
芽
時
矣

卷
五
勘
誤
表

頁

面

行

字

原

文

更

正

備

註

二五

十

九

十

九

前後前後

一

十

二一五

十

廿

四

至

廿

六

十

二

七

先關

侯

位

敞准

︹
應

空

一

格

︺

神

案

敝新

神

字

空

一

格

德
淸
縣
新
志
卷
五
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