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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　

三
百
四
十
五

漳
州
府
志
卷
之
四
十
六

藝
文
六

乾

隆

志

卷

三

十

雜
著謁

高
東
溪
祠
文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朱
　
熹

惟
先
生
剛
方
之
操
鯁
切
之
言
一
視
險
夷
至
死
不
變
所
謂
一

世
之
偉
人
非
獨
一
鄕
之
善
士
也
熹
敬
仰
高
風
爲
日
旣
久
又

幸
嘗
得
執
筆
編
列
祠
事
而
今
日
之
來
獲
拜
堂
下
則
於
隱
忍

回
互
之
譏
若
有
愧
焉
炷
香
酌
酒
歛
祍
陳
詞
伏
惟
先
生
之
靈

有
以
鍳
之
謹
告

䟦
高
彥
先
家
諸
帖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朱
　
熹

熹
猶
及
見
紹
興
中
年
姦
凶
擅
朝
忠
賢
奔
播
時
事
而
知
漳
浦

高
公
之
爲
烈
也
老
矣
南
來
乃
獲
拜
其
祠
象
於
學
宫
窺
其
𨓜

藳
於
家
集
而
識
其
嗣
子
之
爲
人
又
益
得
其
本
末
之
詳
甚
可

嘆
也
季
士
又
以
此
軸
見
示
如
李
曾
二
胡
諸
公
皆
先
人
所
從

遊
當
日
相
隨
去
國
者
三
復
其
言
益
以
慨
嘆
乃
敬
書
其
後
而

歸
之
紹
熙
辛
亥
四
月
二
十
七
日
新
安
朱
熹
書

朱
子
守
漳
實
蹟
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宋

陳
　
淳

朱
先
生
守
臨
漳
未
至
之
始
闔
郡
吏
民
得
於
所
素
竦
然
望
之

如
神
明
俗
之
滛
蕩
於
優
戱
者
在
在
悉
屏
戢
奔
遁
及
下
車
涖

政
寛
嚴
合
宜
不
事
小
惠
一
行
正
大
之
公
情
絶
無
苟
且
之
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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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　

四
百
五
十
七

意
而
人
心
肅
然
以
定
官
曹
厲
節
志
而
不
敢
縱
所
欲
官
族
循

法
度
而
不
敢
干
以
私
胥
徒
易
慮
而
不
敢
行
姦
豪
猾
歛
蹤
而

不
敢
冐
法
郡
中
訟
牒
日
常
不
下
二
三
百
自
先
生
至
民
訟
不

敢
餙
虛
詞
其
無
情
者
畏
憚
而
不
復
出
細
故
者
相
解
而
自
止

惟
理
實
事
重
不
容
於
私
决
者
不
得
已
而
後
進
故
訟
庭
淸
簡

每
所
聽
不
過
二
三
十
而
已
且
又
爲
歴
以
誌
其
事
自
旬
一
校

其
畢
否
故
吏
無
復
容
其
稽
𣻉
以
賕
邀
於
民
而
民
亦
無
復
患

其
稽
𣻉
以
賕
囑
於
吏
事
早
白
而
人
甚
便
之
郡
俗
於
春
則
諸

寺
爲
傳
經
之
集
諸
坊
爲
朝
嶽
之
會
於
秋
則
諸
鄕
爲
禮
塔
之

社
先
生
聞
之
一
禁
而
盡
息
而
諸
廟
附
鬼
爲
妖
者
亦
相
視
歛

戢
不
敢
復
爲
迎
神
之
舉
郡
俗
良
家
子
女
多
學
佛
老
别
創
精

廬
錯
居
市
廛
峩
冠
緇
裘
出
入
爲
群
至
有
以
敗
度
至
訟
庭
者

先
生
憫
然
爲
文
以
喩
其
父
兄
而
家
閉
精
廬
無
復
肆
出
平
時

姦
民
多
鼠
𥨸
自
先
生
至
未
嘗
有
峻
懲
者
而
皆
望
風
屏
迹
終

先
生
去
徧
四
境
民
皆
安
寢
無
有
夜
警
者
後
三
年
歲
在
甲
寅

有
友
人
自
漳
浦
來
謂
某
曰
南
邑
內
外
盗
𥨸
公
行
比
屋
無
寜

居
人
人
今
始
思
先
生
昔
日
之
化
外
戸
不
閉
眞
爲
太
平
民
而

不
可
得
矣
又
後
三
年
都
市
有
行
刼
者
民
於
是
益
思
先
生
治

下
安
得
而
有
此
也
尤
篤
意
於
學
校
牒
延
郡
士
黃
樵
仲
施
𠃔

壽
石
洪
慶
李
唐
咨
林
易
簡
楊
士
訓
永
嘉
徐
寓
及
淳
八
人
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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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　

四
百
三
十
三

學
表
率
旬
之
二
日
又
領
官
屬
下
州
學
□
□
□
講
小
學
爲
正

其
義
六
日
下
縣
學
亦
如
之
又
創
受
成
齋
教
飬
武
生
員
新
射

圃
時
督
之
射
其
於
民
亦
務
在
教
化
嘗
傍
釋
孝
經
庶
人
章
及

古
靈
先
生
　
　
之
文
散
諭
百
姓
正
月
維
新
又
條
布
孝
悌
之

訓
與
民
更
始
訟
庭
所
斷
則
必
以
人
倫
爲
重
朞
年
人
正
安
習

先
生
之
化
而
先
生
又
行
矣
又
嘗
講
求
民
間
利
病
以
經
界
之

大
爲
民
利
力
奏
行
之
以
鬻
鹽
之
深
爲
民
病
先
罷
其
瀕
海
之

鋪
十
有
一
欲
俟
經
界
之
正
賦
旣
定
然
後
闔
𨛦
而
悉
除
之
此

志
皆
不
克
遂
然
所
以
罷
者
累
政
奉
承
不
敢
變
至
今
民
被
其

惠
也
他
如
罷
上
元
放
燈
以
除
慝
禮
立
風
雷
雨
師
壇
以
正
常

祀
省
燕
約
饋
寛
賦
簡
役
邵
農
厲
兵
善
政
在
民
未
可
悉
記
或

有
譊
譊
不
靖
者
特
出
於
訟
庭
不
得
志
之
强
禦
亦
不
過
以
𢡖

酷
爲
言
而
實
亦
無
可
指
者
今
或
問
諸
鄕
民
府
吏
未
有
不
咨

嗟
稱
贊
心
仰
而
誠
服
亦
可
以
見
公
論
之
所
在
此
某
鄕
邦
所

親
覩
者
其
他
歴
仕
則
有
不
及
知
也

南
靖
城
故
邑
紀
事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羅
大
紘

吉

水

人

萬
歴
丁
酉
夏
吉
水
羅
大
紘
過
訪
故
中
丞
李
孟
誠
先
生
於
漳

郡
起
居
已
問
先
生
所
得
士
則
曰
南
靖
陳
侯
復
舊
邑
九
旬
而

城
成
八
月
而
邑
工
俱
罷
羅
生
曰
有
是
哉
及
歸
過
南
靖
暮
夜

叩
關
入
覩
新
城
之
壯
已
而
侯
來
謁
羅
生
迎
曰
豈
九
旬
成
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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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　

四
百
三
十
七

陳
令
君
耶
侯
答
曰
俗
吏
之
役
何
足
爲
長
者
道
也
坐
而
談
乃

得
其
興
革
之
故
與
成
功
之
所
以
爲
𨒪
者
因
採
摭
其
事
而
紀

之南
靖
濵
双
溪
據
原
野
風
氣
和
民
物
豐
太
史
林
震
李
貞
皆
其

黌
産
也
嘉
靖
末
龍
溪
丞
守
縣
無
備
㓂
襲
城
殘
之
後
令
怠
不

加
戢
上
官
詰
之
莫
能
對
佯
歸
過
於
形
家
不
利
遽
謀
遷
新
城

新
城
倚
　
山
崎
側
而
䧟
遷
三
十
年
居
民
不
滿
二
百
家
盡
胥

隷
傭
保
稍
雨
則
流
沙
淤
民
舍
風
發
飄
屋
瓦
有
警
則
徙
妻
子

依
他
所
以
爲
安
其
謳
唫
而
思
故
邑
非
一
日
之
積
也
陳
侯
涖

南
靖
二
年
得
民
和
父
老
子
弟
涕
泣
言
新
邑
苦
故
邑
便
狀
侯

進
父
老
子
弟
而
諮
之
曰
完
故
邑
誠
便
將
無
有
所
費
與
勞
於

吾
民
也
而
無
有
後
悔
乎
曰
無
費
將
安
出
乎
曰
出
於
畝
將
安

所
役
衆
乎
曰
出
於
里
孰
督
之
曰
擇
其
豪
督
之
侯
竟
白
其
狀

於
兩
臺
及
兩
司
咸
報
可
於
是
會
南
靖
田
得
二
十
六
萬
畝
有

奇
覈
其
上
中
而
差
次
科
之
計
銀
八
千
有
奇
然
自
改
邑
後
民

耗
矣
田
大
半
折
入
他
縣
而
他
縣
人
不
能
耕
仍
土
著
佃
以
田

求
佃
以
佃
入
貲
民
不
能
隱
令
三
老
收
其
入
而
輸
之
官
先
是

侯
議
復
故
城
并
存
山
城
以
爲
塡
縣
人
言
存
山
城
亡
益
於
民

折
之
完
故
城
便
乃
度
折
故
磚
石
爲
資
者
五
千
六
百
尺
有
奇

創
費
築
者
六
百
尺
有
奇
六
百
尺
內
上
賈
授
銀
二
十
次
十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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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　

四
百
四
十

折
故
爲
資
者
半
之
覈
里
中
富
民
任
城
工
者
二
百
餘
人
上
產

受
六
十
尺
以
上
中
產
三
十
尺
以
下
受
賈
如
其
數
任
作
縣
治

者
四
人
受
五
百
作
學
宫
者
四
人
受
四
百
作
觀
察
署
者
一
人

受
百
四
十
作
府
署
者
一
人
受
七
十
作
城
隍
祠
者
一
人
受
八

十
作
江
樓
者
一
人
受
百
七
十
作
水
障
者
二
人
受
百
八
十
作

大
倉
者
一
人
受
四
十
雜
作
者
十
二
人
受
五
十
有
五
任
旣
定

爲
之
期
限
擇
里
中
豪
愿
有
力
者
督
視
之
千
堵
並
興
百
工
具

營
丁
壯
操
作
老
弱
饋
饟
陳
侯
不
自
親
一
事
募
一
役
命
一
匠

廵
行
慰
勞
抵
掌
談
笑
而
城
邑
成
徙
之
期
年
居
鱗
比
人
肩
摩

浸
浸
乎
洋
洋
有
大
國
之
風
是
役
也
造
城
凡
六
千
二
百
七
十

尺
隍
稱
是
爲
闕
四
爲
臺
十
有
五
縣
治
一
黌
宫
一
公
署
二
廪

一
江
樓
一
神
祠
一
水
障
一
雜
作
不
具
論
論
其
較
著
者
費
白

金
六
千
三
百
九
十
有
奇
畝
賦
如
其
費
而
止

圭
㠘
建
塔
募
緣
疏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周
起
元

原
夫
鼇
極
植
地
媧
石
補
天
理
甚
超
忽
維
以
川
融
山
結
不
無

虧
全
天
巧
未
闢
人
力
廼
施
其
手
扶
身
造
亦
有
諸
焉
吾
漳
玉

鈐
開
郡
岐
海
劃
區
元
和
以
來
人
文
肇
興
紫
陽
而
後
治
教
翔

洽
亦
旣
風
華
遒
上
流
峙
炳
靈
矣
東
臨
滄
海
山
川
襟
𢃄
之
勢

到
彼
而
盡
惟
圭
㠘
一
峯
屹
當
巽
維
外
旴
波
濤
則
漭
蕩
無
垠

內
瞻
郡
邑
則
相
錯
如
繡
隆
慶
二
守
羅
公
拱
宸
相
是
地
形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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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百
五
十
七

關
風
氣
築
城
八
靣
以
象
八
卦
雖
陵
谷
變
遷
而
神
理
不
滅
計

所
闕
畧
者
增
高
及
遠
挿
漢
參
雲
蓋
有
待
也
今
卞
城
陶
明
府

博
採
蒭
蕘
以
㠘
當
建
塔
聳
秀
地
靈
請
於
景
源
袁
使
君
主
持

宏
議
特
允
所
請
刻
期
經
厝
以
去
歲
某
月
諏
吉
鳩
僝
因
高
就

勝
駸
駸
乎
有
凌
霄
之
勢
矣
聞
且
條
諸
當
道
大
闡
福
業
襄
厥

盛
媺
而
吾
漳
善
信
勸
施
未
厪
奔
輳
亦
何
以
佐
下
風
焉
竺
氏

微
理
難
可
殫
述
聞
之
婆
娑
置
塔
本
自
耶
舍
尊
者
隨
佛
放
光

卽
成
窣
堵
故
塔
卽
福
地
建
卽
福
緣
今
以
釣
遊
之
所
經
蠡
管

之
所
及
是
㠘
靈
勝
稱
是
法
輪
海
水
上
潮
江
水
逆
流
蜿
蜒
游

龍
勢
能
飛
動
如
其
佛
力
人
力
相
需
罔
後
爲
世
良
緣
亦
有
四

焉
一
者
江
開
兩
岸
塔
建
中
流
當
使
潮
音
虛
嗒
水
月
澄
鱗
靑

蓮
出
波
慧
日
四
照
色
相
浮
漚
疊
空
毛
孔
作
法
界
身
緣
二
者

龍
天
聳
象
巍
峩
拱
揖
勢
如
脫
頴
茅
茹
帝
家
山
圭
露
冕
朝
宗

辰
極
於
以
砥
柱
狂
瀾
撑
持
地
軸
作
宰
官
身
緣
三
者
法
輪
無

改
滄
桑
可
成
五
風
十
兩
廣
鹵
如
雲
而
且
江
妃
順
軌
天
吳
不

波
寳
筏
元
津
普
濟
無
量
作
長
者
身
緣
四
者
琳
幢
旋
規
照
離

雲
日
遂
使
犀
然
鱷
徙
缽
隱
蛟
沈
媚
川
蘊
岫
映
爽
眉
目
作
無

等
等
身
生
大
歡
喜
緣
如
是
傾
渴
如
是
曕
承
故
當
廣
叩
有
緣

冀
開
善
信
莫
靳
檀
施
也
又
今
所
董
役
驅
石
海
東
下
楗
雲
表

計
其
壘
空
萬
斧
之
費
裒
鏹
當
溢
四
千
玲
瓏
九
級
之
尊
爲
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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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　

四
百
二
十

將
逾
百
尺
工
緻
繁
鉅
非
銖
石
可
成
凡
我
能
仁
廣
邀
同
好
結

無
量
緣
開
無
住
捨
庶
積
羽
凌
風
集
流
浮
艦
在
今
日
也
且
漳

之
樂
善
亦
豈
一
時
其
𥙷
助
山
川
亦
匪
一
事
嘉
熙
而
虎
渡
梁

皇
慶
而
開
元
煥
均
創
未
嘗
有
而
莊
侯
之
臨
淵
累
址
應
者
若

雲
意
公
之
丑
口
重
基
施
者
如
雨
龍
川
芝
嶺
福
果
不
磨
今
以

當
道
名
公
鼎
力
而
經
始
於
上
郡
邑
輿
情
恊
力
而
子
趨
於
下

覆
簣
蚤
期
合
尖
有
日
昔
童
子
掇
沙
得
阿
育
果
况
不
朽
在
山

川
埀
庥
在
奕
𥜥
者
哉
其
爲
功
德
不
可
思
議
願
言
隨
喜
普
我

聲
聞圭

㠘
建
塔
後
更
建
佛
閣
及
文
昌
祠
天
妃
宫
募
緣
疏

明

張
　
爕

海

澄

孝

亷

水
國
煙
深
濤
門
天
盡
望
冠
山
之
廻
沬
有
㠘
如
圭
乘
破
浪
之

長
風
連
壺
作
島
靈
氣
之
所
支
柱
夙
建
霞
起
之
標
名
勝
于
焉

廢
興
宜
補
石
鍊
之
色
有
柱
下
史
曰
周
仲
先
簪
筆
觸
邪
則
邦

之
司
直
下
車
過
里
乃
鄕
之
津
梁
旣
龍
種
以
來
歸
增
蜃
樓
以

永
結
爰
白
當
路
立
主
勝
緣
泛
截
流
之
橫
波
中
開
砥
柱
時
凌

霄
之
倒
影
忽
湧
支
提
境
旣
現
夫
化
城
事
宜
環
乎
香
界
是
用

闢
旃
檀
之
寳
地
宏
㵼
法
流
䕶
瓔
珞
之
慈
容
童
輝
慧
炬
蓋
淸

凉
之
小
葉
卽
控
鎭
乎
大
荒
别
有
文
昌
之
宫
渾
帝
車
而
登
進

俔
天
之
妹
奠
川
后
以
安
流
是
皆
震
亘
之
所
乞
靈
坤
維
之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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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　

四
百
二
十
八

受
福
數
楹
竝
峙
百
堵
繁
興
行
挾
如
來
以
渡
江
俟
揖
羣
眞
而

登
嶠
將
使
河
光
似
羃
連
慧
日
於
扶
桑
霓
舞
爲
裳
䕃
閬
風
於

鐵
網
靈
氣
倍
爽
名
勝
常
鮮
人
文
鵲
起
以
𦆯
紛
卽
是
睢
渙
之

繢
水
賈
舶
鱗
次
而
晏
堵
何
妨
潮
汐
之
天
池
眞
水
國
之
芳
因

濤
門
之
盛
業
也
通
都
介
福
慶
非
止
於
一
隅
大
地
輝
煌
功
宜

資
於
衆
部
爲
裘
關
乎
積
翠
合
錦
取
之
累
絲
敢
告
十
方
共
襄

兹
舉
捐
太
倉
𥺀
米
便
佐
布
金
貽
深
林
一
枝
自
參
豐
玉
願
言

隨
喜
勿
謂
唐
捐
倘
終
鳥
革
而
翬
飛
薄
映
龍
堂
之
鱗
屋
庶
揚

葩
石
刼
共
成
應
節
之
觀
孕
璆
文
魮
齊
綴
鳴
磬
之
響
更
恢
海

賦
永
麗
山
經
云
爾

淸
漳
風
俗
考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明

張
　
爕

漳
在
無
諸
國
爲
最
南
漢
武
帝
時
徙
民
江
淮
間
虛
其
地
其
後

爲
綏
安
爲
綏
城
覊
縻
瘴
鄕
聲
教
尚
阻
沈
懷
遠
謂
隂
崖
猿
晝

嘯
陽
畝
秔
先
熟
稚
子
練
葛
衣
樵
人
薜
蘿
屋
蕭
索
景
象
至
今

可
覆
案
也
唐
埀
拱
時
玉
鈐
建
麾
始
得
比
於
郡
國
周
潘
通
籍

而
後
夫
亦
稍
知
學
矣
趙
宋
以
來
經
制
漸
備
生
齒
漸
繁
鈲
𧜴

漸
殷
風
徽
漸
啓
迨
乎
考
𠅘
作
牧
嘉
與
所
部
興
化
名
敎
經
術

遞
爲
沾
𣑱
餘
風
流
韻
葢
歲
逈
猶
有
存
者
則
大
儒
建
標
之
力

也
若
左
道
尊
而
尚
鬼
雄
心
熾
而
喜
爭
戸
說
渺
論
終
復
難
革

習
俗
之
漸
所
由
來
焉
明
興
聖
治
翔
洽
被
於
海
表
易
固
陋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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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　

四
百
五
十
八

文
明
往
往
自
嗇
而
豐
施
雕
𤥨
于
醇
初
又
往
往
刓
厚
而
薄
人

情
物
態
亦
畧
可
言
如
婚
姻
不
甚
擇
婿
在
門
戸
爲
主
其
有
高

間
降
𢖍
脩
庭
𣗳
蓬
者
中
或
别
有
利
焉
則
遠
近
醜
之
男
禮
女

贄
豪
華
相
尚
覺
明
珠
翠
羽
之
屬
大
爲
騰
踴
死
䘮
之
門
粗
知

備
禮
顧
强
半
作
佛
事
紳
韋
猶
然
營
𦵏
一
節
見
窘
隂
陽
家
歲

月
遷
延
十
室
而
九
然
娶
婦
無
不
親
迎
者
讀
禮
無
不
終
制
者

卽
𤨏
族
細
人
盡
知
守
此
尚
依
古
道
之
遺
耳
嘗
試
考
比
年
之

門
士
大
夫
多
能
自
𣗳
坊
表
扄
門
戸
課
洒
掃
談
稼
穡
樂
寒
溫

耳
目
足
跡
不
復
出
百
里
外
而
高
者
乃
披
赤
心
而
憂
國
是
抱

素
業
而
思
名
山
白
屋
繩
樞
人
絃
戸
誦
秃
翁
稍
具
脩
脯
莫
不

阿
兒
作
計
挾
策
而
問
吾
伊
者
士
從
單
門
起
家
以
爲
常
至
後

來
駿
快
又
多
自
童
牙
學
作
馨
語
琴
書
圖
籍
較
有
遠
志
前
此

未
有
也
此
士
風
之
盛
也
田
家
畢
力
從
事
汙
邪
卽
高
邱
懸
崖

可
闢
而
畝
他
或
結
網
而
漁
或
反
裘
而
薪
足
復
生
活
城
闉
之

內
百
工
鱗
集
機
杼
鑪
錘
心
手
俱
應
又
或
别
市
方
物
貿
易
而

時
盈
縮
焉
四
方
環
視
大
有
可
觀
前
此
未
有
也
此
民
風
之
盛

也
甲
第
連
雲
朱
甍
𦘚
梁
負
妍
爭
麗
海
濱
饒
石
門
柱
庭
砌
備

極
廣
長
雕
摩
之
工
倍
於
攻
木
塼
塡
設
色
也
每
見
委
巷
窮
閭

矯
墻
敗
屋
轉
盻
未
幾
合
併
作
翬
飛
鳥
革
之
觀
矣
中
人
家
𦆵

自
存
伶
俜
環
堵
亦
强
自
脩
飾
爲
鄕
里
顏
靣
焉
人
無
貴
賤
多



 

漳
州
府
志
　

卷
之
四
十
六

藝

文

六

　
　
　
十
　

四
百
五
十
八

衣
綺
繡
意
製
相
詭
華
采
相
鮮
葢
一
二
華
胄
貴
人
或
存
寒
素

而
俗
子
官
儀
孌
童
婦
飾
每
每
瓶
無
餘
粟
桁
列
殘
衣
嘗
見
隆

萬
初
年
布
衣
未
試
子
衿
依
然
皂
帽
今
則
冠
葢
相
望
於
道
不

知
何
族
之
弟
子
也
嘆
世
者
謂
竟
盛
之
端
卽
伏
衰
之
路
省
煩

裁
僭
是
當
世
第
一
喫
𦂳
然
一
家
之
繁
費
十
家
取
給
焉
貧
人

因
得
糊
口
其
間
損
有
餘
補
不
足
安
知
非
天
道
乎
所
可
笑
者

一
種
敝
衣
羸
馬
佹
托
淸
脩
而
輦
賄
避
名
攫
金
閉
眼
又
如
老

子
素
封
衣
不
曵
地
食
不
重
肉
弄
牙
籌
爭
刀
錐
徵
以
施
予
賑

貸
揺
頭
而
走
若
者
竟
日
阿
堵
貧
民
不
得
名
其
一
錢
出
孔
甚

慳
入
孔
甚
溢
復
何
益
於
人
世
哉
又
其
甚
者
豪
門
上
族
實
繁

有
徒
蜂
目
旣
嗔
𧲣
聲
乍
展
始
猶
禍
中
黔
庶
也
終
且
煽
虐
士

紳
矣
閭
左
無
頼
䟦
扈
輈
張
雞
肋
安
拳
螳
臂
摧
轍
始
猶
橫
施

村
落
也
終
且
明
目
都
市
矣
大
都
競
勝
終
訟
競
利
啓
棼
鼠
軰

因
憑
社
作
威
虎
冠
以
生
翼
滋
暴
狡
者
視
闇
劣
爲
奇
貨
後
進

凌
長
大
作
死
灰
此
漳
與
四
方
之
所
同
也
築
水
爲
田
淄
澠
稍

混
因
而
攘
奪
不
休
以
夷
爲
市
子
母
旣
羸
因
而
機
械
百
變
此

漳
與
四
方
之
所
異
也
若
夫
行
樂
公
子
間
身
少
年
闘
雞
走
馬

吹
竹
鳴
絲
連
手
醉
歡
遨
神
遼
曠
雖
妨
本
業
然
亦
足
鼓
吹
盛

世
㸃
綴
豐
年
不
容
此
無
以
見
太
平
己
世
重
福
田
每
梵
宫
有

所
脩
葺
金
錢
之
施
不
呼
而
滿
然
多
不
媚
道
而
佞
佛
人
家
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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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　

四
百
二
十
九

禳
置
壇
甚
尊
膜
拜
甚
䖍
焚
香
作
供
甚
備
然
又
不
信
僧
而
信

巫
此
其
不
可
解
者
若
夫
尋
常
閨
閫
之
內
差
敦
四
維
婦
人
非

老
大
足
跡
不
踰
閾
而
貞
女
烈
姬
在
在
有
黃
鵠
之
韵
焉
男
子

安
分
守
法
亦
不
乏
人
老
翁
坐
大
𣗳
下
談
上
皇
及
京
朝
事
儕

軰
艶
耳
以
聽
或
公
家
之
吏
胥
輿
隷
偶
爾
相
遭
輙
起
立
氣
肅

惟
恐
失
乃
公
歡
催
科
在
他
處
最
易
蹲
𨓬
而
漳
人
東
臯
輸
稅

卽
甚
儉
歲
不
敢
縮
額
於
常
供
郡
國
吏
稍
稍
恩
澤
留
在
民
間

去
輙
尸
而
祝
之
或
事
久
經
過
迎
送
至
萬
餘
口
此
亦
末
俗
之

近
于
龎
厚
也
夫
以
孤
㠘
遥
屯
前
代
不
啻
瘠
土
忽
而
聲
名
文

物
爲
東
南
一
大
都
會
然
世
變
江
河
之
慮
亦
復
乘
之
而
趨
是

必
有
人
焉
砥
柱
其
間
臨
尾
閭
而
防
沃
焦
洪
濤
不
至
蕩
嶽
耳

是
所
望
於
司
世
者

明
誠
堂
紀
事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莊
起
儔

先
生
旣
久
廬
墓
北
山
而
浦
東
舊
居
日
就
荒
圮
諸
弟
子
因
請

搆
爲
講
舍
所
謂
明
誠
堂
也
時
甲
申
春
三
月
庚
子
明
誠
堂
落

成
門
人
張
天
維
林
翰
冲
等
爰
先
三
旬
致
簡
同
人
將
以
是
日

共
升
斯
堂
仰
受
傳
習
郡
司
李
曹
公
廣
龍
溪
令
劉
公
鴻
嘉
金

浦
令
沈
公
兆
昌
亦
申
斯
約
而
先
生
以
三
月
朔
日
祭
掃
渡
江

至
十
日
乃
歸
歸
之
前
一
日
浦
南
渠
魁
初
就
俘
馘
先
生
以
餘

孽
未
殄
恐
不
遑
于
爼
豆
而
曹
公
劉
公
已
先
一
日
至
者
諸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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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　

四
百
六
十
五

門
誼
不
敢
辭
庚
子
之
鼂
邑
中
諸
先
生
亦
至
是
日
也
天
氣
淸

和
春
風
四
敷
同
郡
孝
亷
至
者
十
有
六
人
茂
才
遠
近
至
者
八

十
一
人
觀
者
葢
堵
牆
焉
先
生
謁
先
聖
先
賢
畢
乃
請
公
祖
父

母
曰
子
弟
之
不
肖
瘡
痍
之
未
起
頼
豈
弟
樂
只
之
矢
其
文
德

也
以
獲
寧
宇
敢
不
再
拜
諸
公
祖
父
母
西
嚮
請
先
生
曰
以
宗

祏
之
靈
蒼
生
之
福
得
從
爼
豆
以
趨
下
風
敢
不
再
拜
交
拜
畢

乃
共
更
請
先
生
先
生
曰
業
從
諸
老
先
生
之
後
矣
敢
辭
諸
先

生
不
可
亦
皆
再
拜
環
揖
而
入
先
生
敷
長
者
之
席
及
諸
經
論

聽
間
之
坐
稍
後
懸
間
鐘
磬
琴
瑟
各
一
坐
定
講
史
振
聲
讀
誓

誡
凡
七
條
畢
乃
講
書
以
東
西
問
答
相
起
也

因

就

明

堂

二

字

推

論

到

底

繁

不

能

悉

載

講
畢
請
諸
長
者
敎
誨
乞
言
先
生
曰
日
中
矣
勿
多
溷
長

者
爲
乃
召
饔
人
爲
食
次
每
席
八
簋
各
視
主
者
以
定
其
客
先

生
親
饋
祭
酒
畢
乃
就
主
人
之
位
酒
初
廵
歌
者
歌
𠣻
葉
之
詩

先
生
出
致
辭
曰
以
長
者
之
盛
德
訓
討
諸
子
弟
又
無
以
獻
也

敢
以
𠣻
葉
先
於
兎
首
諸
賓
客
謝
過
當
也
就
坐
酒
六
廵
歌
出

車
之
末
二
章
先
生
出
獻
曹
公
曰
以
此
春
日
執
訊
獲
醜
雖
有

飛
鴞
食
椹
變
音
况
倉
庚
乎
乃
皆
再
拜
又
歌
六
月
之
卒
章
先

生
又
獻
曰
雖
無
孝
友
之
朋
願
分
燕
喜
之
慶
曹
公
曰
吉
甫
何

當
張
仲
爲
多
矣
又
皆
再
拜
乃
退
就
位
歌
者
歌
南
山
之
全
篇

先
生
出
獻
劉
公
及
沈
公
曰
以
父
母
之
光
邦
家
也
以
父
母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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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　

四
百
四
十
二

德
音
也
南
山
紀
壽
何
足
多
乎
乃
皆
再
拜
卒
爵
磬
作
就
坐
歌

菁
莪
之
四
章
酒
七
廵
又
歌
隰
桒
之
四
章
及
黍
苗
之
五
章
贊

者
曰
賓
主
交
相
獻
也
先
生
乃
出
獻
公
祖
父
母
曰
今
日
喜
見

君
子
也
小
人
之
於
君
子
猶
黍
苗
之
於
陰
雨
飮
德
而
已
何
報

之
有
乃
皆
再
拜
先
生
又
獻
諸
老
先
生
曰
以
往
者
之
不
愼
罹

于
咎
災
爲
諸
先
生
憂
今
幸
旣
見
菁
莪
隰
桑
不
是
過
也
願
終

教
誨
之
諸
先
生
亦
再
拜
曰
原
濕
將
平
泉
流
將
淸
王
心
將
寧

保
艾
異
日
未
有
艾
也
於
是
揖
而
飮
酬
酢
三
反
乃
復
位
酒
再

廵
講
監
立
于
懸
間
之
左
誦
抑
戒
之
七
章
講
史
立
于
縣
右
誦

賓
筵
之
卒
章
於
是
磬
作
賓
起
金
奏
主
人
及
諸
友
皆
出
肅
賓

於
道
左
長
少
先
後
禮
儀
笑
語
無
有
違
者
葢
自
寗
武
叔
豹
韓

厥
趙
孟
子
產
太
叔
而
下
踰
三
千
年
未
有
與
於
此
者
矣

海
防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陳
元
麟

漳
山
壤
也
泊
于
水
濱
厥
防
二
一
在
陸
一
在
海
海
之
防
分
內

外
防
在
外
者
以
海
爲
主
倭
刼
之
流
盗
困
之
又
船
不
通
則
財

用
竭
米
不
足
民
多
菜
色
故
憂
在
外
洋
防
重
于
浦
詔
防
在
內

者
以
郡
爲
主
以
澄
爲
門
戸
門
戸
疎
則
內
虞
勢
危
蹙
而
浦
詔

亦
殆
故
防
在
內
地
世
平
則
防
外
世
亂
則
防
內
防
在
已
亂
則

亂
大
民
殘
防
于
未
亂
則
亂
弭
民
安
故
已
之
防
未
亂
之
監
也

勝
朝
防
在
外
者
也
始
于
防
倭
終
于
防
盗
用
觀
形
勝
置
寨
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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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四
十
六

藝

文

六

　
　
十
四
　

六
百
六
十
九

銅
山
于
浯
㠘
城
于
鎭
海
于
懸
鍾
于
六
鰲
于
雲
霄
置
汛
于
南

澚
以
扼
閩
廣
○
銅
山
閩
海
重
地
也
其
轄
北
自
金
石
接
于
浯

㠘
南
自
梅
嶺
達
于
廣
爲
水
寨

明

初

江

夏

侯

設

五

水

寨

此

其

一

舊

在

井

尾

澚

景

泰

間

乃

遷

于

所

之

西

門

澚

倭

患

息

水

寨

亦

廢

嘉

靖

間

倭

大

至

廵

撫

覃

倫

廵

按

李

邦

珍

總

兵

戚

繼

光

奏

復

以

欽

依

把

總

領

之

○

浯
㠘
者
海
中
地
也
控
於
漳
爲
澄
門
戸

浯

㠘

亦

水

寨

皆

江

夏

侯

建

乃

海

澄

同

安

門

戸

後

遷

于

厦

門

而

故

地

遂

爲

賊

船

巢

窟

去

海

澄

八

十

里

原

築

水

寨

及

東

西

二

炮

臺

今

廢

○
鎭
海
者
海

濱
一
大
都
會
也
在
澄
浦
之
交
焉
置
衛
城
之

其

地

在

浦

之

二

十

三

都

太

武

山

之

南

洪

武

二

十

一

年

間

周

德

興

城

之

東

西

至

海

西

北

至

郡

城

陸

路

二

百

六

十

里

西

至

廣

東

大

埕

所

陸

路

三

百

六

十

里

西

南

水

路

至

廣

東

南

澚

山

○
懸
鍾
者
詔
安
地
也
去
縣
三
十
里
汛
屬
於
鎭

海
其

地

屬

漳

潮

交

界

處

守

在

洋

林

灣

有

頭

礁

地

方

爲

山

海

要

地

○
六
鰲
爲
浦
屬
自
烏
石

至
於
埭
頭
可
二
十
里
沙
岸
通
焉
亦
屬
於
鎭
海

其

地

爲

船

停

泊

之

所

○

雲
霄
浦
舊
治
也
爲
內
險
達
於
銅
山
爲
漳
蔽
下
疏
於
百
粤

舊有

城

爲

重

鎭

地

外

有

八

尺

門

扼

海

門

爲

賊

犯

六

都

雲

霄

之

路

本

朝

順

治

十

七

年

復

建

鎭

城

海

逆

旣

平

八

尺

門

復

築

東

西

兩

砲

臺

○
南
澚
者
漳
潮
接
壤
也
孤
懸
海
中
可
二
百
里
潮
通
于

柘
林
漳
通
于
懸
鍾
控
二
州

嘉

靖

季

年

許

朝

光

林

道

乾

曾

一

本

吳

平

等

據

爲

巢

穴

勾

㓂

內

訌

萬

歴

四

年

海

防

同

知

羅

拱

辰

乃

相

地

築

城

三

座

一

在

深

水

澚

一

在

雲

葢

寺

一

在

龍

眼

沙

互

相

聫

落

調

兵

哨

守

有

田

三

處

約

五

萬

畝

可

以

屯

耕

自

後

設

副

總

兵

守

之

遂

爲

重

鎭

又

有

走

馬

溪

在

五

都

海

濱

爲

海

日

藏

風

之

所

凡

㓂

往

來

必

泊

于

此

爲

南

澚

之

要

地

又

去

懸

鍾

三

十

里

有

靑

澚

賊

船

多

泊

于

此

○
凡
爲
險
置
兵
守
之
曰
千

戸
曰
副
千
戸
曰
百
戸
指
揮
領
之
統
于
省
之
指
揮
使
司

名

衛

所

軍

○
鯨
鯢
時
翻
波
浪
沸
騰
用
建
参
遊
以
保
羣
生

嘉

靖

三

十

五

年

廵

撫

王

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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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　
　
十
五
　

六
百
○
五

題

設

水

陸

叅

將

三

十

八

年

廵

撫

劉

燾

題

請

福

建

分

爲

南

北

中

三

路

以

漳

州

爲

南

路

叅

將

併

水

陸

爲

一

轄

銅

山

浯

㠘

等

處

自

祥

芝

以

至

大

城

皆

爲

汛

地

控

漳

而

兼

制

泉

萬

歴

間

復

置

澎

湖

南

澚

遊

○
乃
設
副
總
兵
駐
於

南
澚
壓
兩
省
治
水
師

萬

歴

四

年

設

轄

南

澚

遊

兵

柘

林

守

備

二

寨

中

哨

二

遊

福

廣

二

營

陸

兵

○

定
爲
汛
地
四
哨
守
之
曰
勝
澚
曰
娘
宫
前
曰
靑
澚
曰
雲
葢
寺

青

澚

在

南

澚

外

內

有

大

澚

可

泊

西

南

風

船

數

𨾏

其

地

淺

狹

取

水

甚

艱

汛

地

次

衝

○

勝

澚

在

啣

石

灣

之

海

口

相

去

里

餘

有

水

源

一

處

無

論

發

汛

收

汛

兵

船

俱

劄

於

此

可

泊

東

北

風

船

五

六

十

𨾏

內

通

詔

安

外

通

大

海

及

前

浯

䃟

㠘

雲

霄

等

處

去

娘

宫

前

水

程

約

五

十

里

爲

汛

地

次

衝

○

娘

宫

前

可

泊

東

北

風

船

四

五

十

𨾏

一

望

汪

洋

一

望

大

山

山

有

水

源

二

處

倭

㓂

取

汲

于

此

上

至

銅

山

鱟

殻

灣

約

水

程

三

十

餘

里

汛

地

極

衝

○

雲

葢

寺

在

南

澚

山

之

東

南

可

泊

西

北

風

船

五

六

十

𨾏

其

地

有

水

源

二

穴

相

聯

倭

㓂

常

汲

于

此

汛

地

極

衝

○

此

外

又

有

彭

山

與

南

澚

相

對

三

山

並

列

海

中

又

一

島

向

北

尖

尾

四

靣

皆

危

石

暗

礁

不

可

久

住

中

有

泉

海

船

取

汲

于

此

○
爰
有
定
汛
之
期
有
會
哨
之
法

○
其
期
以
春
冬
春
以
淸
明
前
十
日
三
月
撒
冬
以
霜
降
後
十

日
二
月
而
撒
○
其
船
會
哨
上
自
勝
澚
至
於
娘
宫
前
賫
籌
簿

與
銅
山
水
寨
會
下
自
靑
澚
及
於
雲
葢
寺
賫
籌
簿
與
廣
東
柘

林
防
倭
兵
會
瞭
鯨
氣
勦
㓂
盗
○
㓂
外
自
浙
而
趨
閩
入
於
海

必
由
於
銅
山
防
在
古
雷
汛
於
甘
山
於
菜
㠘
而
以
鎭
海
六
鰲

之
兵
薄
之
○
㓂
外
自
廣
而
趨
漳
入
於
海
必
由
於
雲
葢
寺
防

於
彭
山
於
宫
前
於
走
馬
聲
援
於
柘
林
而
以
銅
山
懸
鐘
之
兵

會
之
○
㓂
內
犯
於
浦
詔
必
經
銅
山
㨿
雲
霄
以
截
我
師
之
援

守
在
八
尺
門
扼
之
於
外
洋
而
以
鎭
海
懸
鐘
六
鰲
之
師
救
之

○
㓂
內
犯
於
月
港
必
巢
于
外
浯
㠘
守
在
港
口
防
于
大
泥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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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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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　
　
十
六
　

七
百
十
五

扼
于
鎭
海
而
以
中
左
之
兵
蹙
之

中

左

卽

今

厦

門

爲

泉

地

漳

門

戸

也

舊

名

中

左

所

浯

㠘

遷

防

於

此

○
爲
蛇
若
常
山
首
尾
相
擊
勢
乃
外
寧
○
明
季
爲
內
防

○
海
濵
旣
集
月
港
通
潮
豪
民
射
利
誘
㓂
內
訌
倭
奴
饒
醜
迭

跳
梁

自

正

德

以

後

月

港

豪

民

多

造

巨

船

向

外

洋

交

易

久

之

誘

㓂

內

訌

法

不

能

止

○
乃
設
安
邊
之

舘
遂
建
澄
邑
爲
三
城
曰
縣
治
曰
九
都
曰
港
口

縣

治

舊

爲

草

板

堡

九

都

港

口

舊

亦

民

城

旣

設

縣

乃

築

腰

城

而

縣

之

後

又

設

溪

尾

銃

城

以

㨿

上

流

築

大

泥

銃

城

以

障

下

流

又

以

大

泥

地

低

下

乃

復

築

天

妃

宫

銃

城

又

港

口

設

中

權

關

一

𢃄

沿

江

而

下

直

至

大

泥

銃

城

築

腰

城

長

二

百

七

十

丈

高

六

尺

俱

砌

以

石

及

海

㓂

入

據

遂

毁

溪

尾

大

泥

二

城

僅

存

天

妃

宫

及

港

口

中

權

關

○
二
十
四
將
薄
於
海
𨈆
自
月

港
窺
於
郡
分
擾
於
詔
安

崇

正

間

海

㓂

劉

三

老

劉

香

周

四

老

𡊮

八

老

楊

六

楊

七

等

二

十

四

人

稱

二

十

四

將

○
作
機
兵
就
中
爲
水
哨
副
以
遊
兵
佐
以
客
實
浙
營

澄地

舊

有

濠

門

海

門

島

尾

三

廵

司

各

轄

弓

兵

邑

治

旣

建

乃

額

設

機

兵

分

爲

四

哨

三

哨

在

陸

一

哨

在

水

又

有

遊

兵

客

兵

客

兵

者

浙

營

兵

也

遊

兵

有

哨

船

其

間

多

寡

隨

時

改

制

不

一

○
建
石
城
於
圭
㠘
遏
海
口

㠘

在

海

口

萬

歴

間

築

之

募

土

兵

以

守

其

地

最

要

今

城

毁

宜

復

又

有

錢

㠘

木

㠘

二

城

今

亦

廢

○
堡
兩
鎭

在

鎭

門

爲

內

水

口

要

地

進

士

陳

天

定

築

以

固

郡

城

太

守

施

邦

曜

易

以

石

仍

其

名

曰

陳

公

城

○
明
社
已
屋
海
其
朝

宗
芝
龍
內
附
厥
子
乃
𨓜

唐

藩

旣

平

漳

泉

內

附

鄭

芝

龍

受

撫

其

子

鄭

成

功

𨓜

出

海

外

爲

邊

海

患

幾

五

十

載

○
據
中
左
泊
金
門
曁
於
澎
島
遂
棲
於
臺
灣

中

左

厦

門

也

金

門

在

浯

㠘

對

靣

二

十

里

爲

泉

地

○

澎

島

在

漳

泉

遠

海

之

外

爲

最

要

地

自

料

羅

開

船

二

晝

夜

始

見

山

東

西

十

五

里

南

北

二

十

里

舊

時

倭

奴

往

來

取

水

必

經

于

此

萬

歴

壬

辰

倭

患

朝

鮮

乃

發

兵

守

之

自

鄭

氏

阻

險

臺

灣

此

地

遂

爲

扼

要

葢

欲

往

臺

灣

多

于

此

處

泊

舟

以

待

風

便

○

臺

灣

在

海

島

澎

湖

外

舊

係

琉

球

故

壤

后

倭

奪

而

居

之

又

爲

阿

蘭

人

㨿

之

鄭

成

功

旣

敗

于

江

南

乃

奪

而

守

之

遂

爲

巢

○
入
我
澄
邑
困
我
郡
毁
我
城
郭
用
作
內
禦
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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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　
　
十
七
　

七
百
一
十
一

三
港

順

治

壬

辰

年

澄

守

將

赫

文

興

以

城

叛

海

㓂

遂

踞

之

六

月

圍

郡

城

大

師

至

解

去

甲

午

我

守

將

劉

國

軒

復

以

郡

城

叛

乙

未

克

復

然

沿

海

皆

㓂

而

海

防

宻

矣

○
錦
江
爲
二
洲
三
水
分
焉

爲

烏

礁

爲

古

茂

二

洲

間

其

中

爲

三

港

○
其
中
港
自
海
門
經
古
茂
夾
烏
礁
達
於
三
乂
河

乗風

破

浪

直

抵

郡

城

○
其
南
港
過
大
泥
入
於
海
澄
經
於
石
碼

石

碼

城

爲

十

一

都

去

海

澄

十

里

到

郡

四

十

里

康

熙

元

年

移

鎭

門

城

築

之

爲

海

澄

內

固

南

港

要

地

○
其
北
港
自
石
美
逆

流
至
於
玉
洲
過
三
乂
河
乃
俱
達
于
郡
城
○
用
置
防
於
石
美

於
玉
洲
於
江
東
而
戍
之

石

美

在

龍

之

廿

九

都

明

初

有

土

堡

嘉

靖

間

因

倭

亂

復

砌

以

石

後

被

鄭

香

折

毁

香

成

功

叔

也

康

熙

九

年

復

城

之

今

復

毁

西

至

郡

六

十

里

東

至

厦

門

三

十

里

廹

海

門

○

王

洲

爲

廿

八

都

西

距

郡

四

十

五

里

東

距

石

美

十

五

里

去

厦

門

四

十

五

里

嘉

靖

間

建

以

備

倭

爲

民

城

康

熙

己

未

年

劉

國

軒

毁

之

自

康

熙

二

年

官

兵

屯

此

遂

爲

汛

防

○

江

東

去

城

四

十

里

即

柳

營

江

也

江

有

橋

兩

岸

俱

築

以

城

爲

北

溪

水

口

爲

海

㓂

别

徑

故

置

防

焉

且

遏

北

溪

順

治

壬

辰

海

㓂

入

長

泰

由

此

直

抵

溪

西

○
置
城
於
三
乂
河
遏
三
港
汛
下
滸

汛
福
河
爲
內
圉

三

乂

河

在

鎭

門

外

地

當

三

港

之

衝

爲

海

船

入

郡

必

經

之

所

爲

最

要

地

康

熙

元

年

與

石

碼

仝

建

○

下

滸

原

係

蘇

家

民

城

距

郡

三

十

里

係

龍

溪

十

一

都

地

與

三

乂

河

隔

水

相

望

爲

犄

角

○

福

河

舊

亦

民

堡

與

下

滸

相

望

今

城

廢

爲

汛

地

○
㓂
從
北
港
入
拒
於
石
美
戰
於
玉
洲
守
於
三

乂
河
而
以
下
滸
之
兵
犄
之
㓂
𨓜
於
江
東
則
分
防
萬
松
關
以

遏
陸
路

萬

松

關

爲

岐

山

去

城

三

十

里

去

江

東

十

里

爲

北

行

孔

道

㓂

渡

江

東

陸

行

必

由

于

此

施

公

邦

曜

築

關

設

兵

防

之

○
㓂
從
南
港
入
則
海
澄
捍
之
城
石
碼
爲
內
固
○
若
登

岸
則
防
於
祖
山
頭
戰
於
灣
腰
𣗳
據
水
頭

祖

山

頭

在

石

碼

城

後

海

澄

被

圍

時

官

軍

救

澄

多

戰

没

于

此

其

地

爲

隘

險

○

灣

腰

𣗳

在

十

一

都

鎭

門

之

右

近

水

頭

山

爲

郡

城

通

澄

往

來

之

險

道

海

兵

圍

澄

時

此

地

爲

戰

塲

官

軍

没

焉

○

水

頭

山

亦

要

地

爲

海

澄

入

郡

城

南

路

○
㓂
從
中
港
入
則
禦
在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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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四
十
六

藝

文

六

　
　
十
八
　

四
百
九
十
二

乂
河
防
在
下
滸
內
固
爲
福
河
扼
於
文
山
於
鎭
口
㨿
鳳
山

文山

俗

呼

觀

音

山

龍

之

十

一

都

在

鎭

門

外

半

里

與

鳳

山

對

峙

隔

一

溪

官

軍

海

㓂

常

置

壘

于

此

今

營

迹

尚

存

○
其
置

兵
與
時
多
寡
相
其
所
在
而
汛
防
之

明

時

爲

弓

兵

爲

機

兵

爲

遊

兵

爲

水

哨

兵

爲

土

兵

爲

浙

兵

或

統

以

衛

千

總

或

統

以

欽

依

把

總

名

色

把

總

增

减

隨

時

　

國

朝

沿

海

各

縣

防

守

官

兵

亦

增

减

不

一

元
右
丞
晉
國
羅
公
墓
誌
銘
　
　
　
　
　

元

陳
志
方

進

士

曾
鞏
曰
古
之
人
有
功
德
材
行
志
義
之
美
者
懼
後
世
之
不
知

則
必
銘
而
見
之
或
納
于
廟
或
存
于
墓
一
也
右
丞
羅
公
之
𦵏

也
出
于
亂
賊
之
手
不
及
存
于
墓
姑
勒
之
石
以
藏
于
廟
其
亦

可
也
公
諱
良
字
彥
溫
别
號
雲
橋
少
時
狀
貌
俊
偉
能
文
章
以

善
書
名
値
元
季
之
亂
每
歎
曰
大
丈
夫
當
掃
除
天
下
安
集
四

境
今
舉
世
紛
亂
安
事
毛
錐
爲
也
因
發
廪
募
鄕
民
從
大
將
擊

平
南
勝
𤲞
賊
李
志
甫
功
居
最
奏
授
長
汀
尉
未
幾
𤲞
㓂
吳
仰

海
江
西
賊
詹
天
驥
等
繼
發
公
奉
命
討
平
之
陞
漳
新
翼
萬
戸

至
正
十
三
年
福
安
賊
康
子
政
犯
福
州
帥
憲
兩
府
以
禮
幣
致

公
公
率
兵
千
餘
人
沿
海
道
日
夜
而
進
至
城
下
以
藥
弩
射
之

賊
視
其
矢
驚
曰
漳
州
羅
萬
戸
軍
也
何
以
至
此
卽
駭
散
平
章

開
榮
師
奏
授
黄
金
符
印
是
時
論
八
閩
之
能
將
者
必
首
屈
公

一
指
擬
之
吳
漢
劉
錡
之
流
其
後
南
勝
𤲞
㓂
陳
角
車
李
國
祥

安
溪
賊
李
大
同
安
賊
吳
肥
潮
賊
王
猛
虎
江
西
賊
林
國
庸
後

先
竊
發
西
林
賊
陳
世
民
攻
䧟
南
詔
長
汀
龍
巖
漳
浦
諸
邑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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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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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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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
六

　
　
十
九
　

四
百
五
十
九

悉
削
平
降
其
衆
復
其
邑
陞
福
建
行
省
右
丞
兼
廣
東
道
宣
慰

使
都
元
帥
又
以
樓
船
運
糧
沿
海
道
直
抵
遼
東
以
給
行
在
軍

餉
上
嘉
忠
貞
解
衣
賜
之
進
爵
榮
祿
大
夫
兼
管
內
勸
農
防
禦

事
世
襲
漳
州
路
總
管
柱
國
晉
國
公
封
其
三
代
二
十
六
年
陳

友
定
據
福
建
兵
勢
甚
張
遠
近
望
風
投
欵
公
獨
貽
書
責
之
友

定
大
怒
發
兵
攻
漳
公
設
伏
江
東
以
俟
之
千
戸
張
石
古
等
違

節
制
友
定
兵
渡
柳
營
江
遂
圍
城
連
攻
旬
月
盡
壞
其
先
人
賜

塋
城
中
矢
石
殆
盡
士
卒
不
得
休
息
父
老
埀
涕
請
曰
江
南
道

絶
天
子
萬
里
孤
城
無
援
破
在
旦
夕
元
帥
守
此
欲
爲
誰
耶
公

曰
天
子
命
我
守
此
土
義
當
與
此
土
同
存
亡
豈
可
舍
義
從
賊

耶
先
是
有
百
戸
長
盧
積
者
行
軍
失
律
公
以
法
誅
之
其
子
善

徵
驍
勇
從
置
募
下
時
使
領
北
門
軍
善
徵
遂
開
北
門
以
叛
賊

入
城
公
巷
戰
死
時
至
正
丙
午
九
月
四
日
也
妣
陳
氏
諱
德
金

聞
公
戰
死
卽
自
投
後
園
池
內
二
婢
俱
從
死
公
弟
萬
戸
羅
三

亦
罵
賊
死
長
子
安
賓
將
兵
往
救
公
衆
散
亦
自
刎
壯
士
從
公

死
者
百
餘
人
友
定
義
之
以
禮
𦵏
于
眠
羊
山
父
墳
之
側
嗚
呼

公
以
文
事
而
兼
武
備
負
俊
傑
之
才
蘊
忠
義
之
氣
輕
財
愛
民

謙
己
下
士
其
爲
將
也
披
堅
執
銳
與
士
卒
同
苦
樂
帥
帥
千
一

野
戰
數
十
陷
而
未
嘗
左
次
其
爲
政
也
樽
節
浮
費
賦
役
均
平

有
害
必
除
百
廢
俱
興
友
定
潛
據
又
能
决
大
義
而
不
屈
夫
死



 

漳
州
府
志
　

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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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六

藝

文

六

　
　
二
十
　

四
百
四
十
四

于
忠
婦
死
于
節
父
子
兄
弟
義
萃
于
一
門
嗚
呼
雖
死
猶
生
也

已
公
子
八
人
六
人
殉
難
惟
第
七
子
金
剛
相
有
後
居
龍
溪
第

八
子
添
皃
居
南
靖
三
團
之
處
銘
曰
榖
同
室
死
同
日
者
晉
公

夫
婦
也
生
膝
下
死
侍
側
者
晉
公
父
子
也
忠
義
不
死
千
載
貽

芳
繩
繩
世
世
孫
子
之
光

南
勝
伯
贈
侯
爵
賜
謚
忠
潔
陳
公
墓
銘
　
　
鄭
經
巖

進

士

公
諱
君
用
字
玉
諫
少
時
頭
角
崢
嶸
舉
秀
才
至
元
丁
丑
𤲞
民

黃
二
使
逆
命
郡
兵
追
破
之
餘
黨
李
至
甫
結
聚
南
勝
不
能
㧞

朝
廷
命
重
臣
徵
發
四
省
兵
以
討
之
歴
四
載
經
百
餘
戰
兵
老

民
疲
公
憤
然
曰
大
丈
夫
生
當
利
于
時
死
當
利
于
後
召
募
鄕

民
百
餘
名
率
從
子
陳
進
卿
自
備
兵
粮
詣
軍
陳
獻
攻
圍
之
畧

期
口
夾
戰
公
躬
率
民
兵
直
抵
烏
泥
洞
穿
山
徑
以
入
望
見
志

甫
率
敢
死
士
衝
中
堅
發
矢
中
志
甫
右
臂
直
前
奪
所
佩
刀
馘

其
首
賊
衆
大
潰
大
府
論
公
稱
第
一
以
事
上
聞
朝
廷
嘉
之
授

忠
顯
校
尉
總
府
事
累
遷
至
宣
武
將
軍
同
知
汀
漳
延
邵
興
福

六
路
總
管
遭
丁
外
艱
服
未
闋
潮
賊
率
夏
山
虎
拒
汀
漳
鎭
官

兵
罵
攻
不
利
福
建
帥
閫
奪
情
起
復
命
統
兵
開
府
公
曰
忠
孝

不
能
兩
全
毅
然
承
命
賊
聞
公
威
兵
不
血
刄
皆
望
風
來
降
至

正
庚
子
改
授
宣
武
將
軍
汀
漳
萬
戸
府
正
萬
戸
進
階
南
勝
伯

由
是
北
禦
泉
興
西
靖
汀
贑
南
平
潮
惠
東
肅
海
夸
數
千
里
外



 

漳
州
府
志
　

卷
之
四
十
六

藝
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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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一
　

四
百
四
十
六

莫
不
仰
其
威
惠
至
正
丙
午
年
正
月
二
十
三
日
以
壽
薨
于
正

寢
肅
政
司
髙
建
請
謚
于
朝
制
曰
以
身
殉
國
之
謂
忠
尚
義
亡

利
之
謂
潔
可
贈
君
用
南
勝
侯
謚
忠
潔
歳
丙
午
五
月
男
崇
源

奉
勅
扶
柩
合
二
妣
𦵏
于
龍
溪
石
獅
巖
山
之
陽
余
因
述
其
始

未
而
爲
之
銘
曰
公
之
族
望
本
自
中
華
顯
于
唐
宋
遯
于
海
崖

遭
世
板
蕩
祖
遷
其
家
元
祀
䘮
彫
坌
起
氛
妖
嶪
嶪
漳
士
孽
臣

㚥
驕
相
臣
來
臨
兵
戈
四
集
師
老
民
疲
凶
熖
熠
燿
公
由
布
衣

㨗
刄
奮
起
則
百
斯
人
誓
以
敢
死
拆
爾
尾
毒
擣
爾
心
腹
旣
獲

其
魁
餘
悉
敗
衂
邦
國
爾
寧
錫
我
令
名
豈
不
具
慶
父
母
與
榮

孝
由
忠
立
勲
爵
隨
之
後
昆
銘
石
儼
然
若
思

漳
州
路
達
魯
花
赤
合
魯
侯
墓
表
　
　
　
　
王
　
禕

元
有
盡
節
之
臣
曰
漳
州
路
達
魯
花
赤
諱
迭
理
彌
實
字
子
初

合
魯
温
氏
西
域
人
也
洪
武
元
年
我
師
征
八
閩
閩
八
州
不
兩

月
而
平
當
是
時
合
魯
温
侯
實
監
漳
州
路
于
是
守
將
旣
以
所

部
軍
先
遯
郡
事
又
屬
他
官
總
制
政
不
自
已
出
欲
圖
守
禦
之

䇿
計
未
决
而
總
制
者
已
納
降
俄
報
新
朝
使
者
至
禮
當
郊
迎

侯
從
容
語
左
右
曰
吾
將
圖
之
乃
朝
服
北
面
再
拜
曰
臣
四
十

始
仕
不
數
年
致
位
二
千
石
國
恩
厚
矣
今
力
不
能
禦
敵
義
不

忍
降
報
國
恩
者
惟
有
死
耳
遂
斫
其
印
篆
書
其
笏
曰
大
元
臣

子
置
几
上
卽
引
所
㧞
刀
刎
喉
中
絶
烟
以
死
手
執
刀
按
膝
坐



 

漳
州
府
志
　

卷
之
四
十
六

藝
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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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二
　

四
百
四
十
六

毅
然
如
生
時
郡
民
聚
哭
庭
下
聲
震
地
共
歛
葬
東
門
外
葢
年

四
十
有
六
矣
侯
早
歲
備
宿
衛
年
勞
當
入
仕
以
母
老
不
忍
去

膝
下
不
願
仕
母
殁
服
除
東
宫
素
知
其
才
勉
之
乃
仕
授
承
直

郞
行
宣
政
院
崇
敎
至
辛
丑
陞
奉
訓
大
夫
杭
州
路
治
中
𡬶
改

福
州
壬
寅
以
事
至
京
除
福
建
行
省
理
問
官
階
轉
奉
議
與
福

建
行
省
平
章
燕
只
普
花
同
赴
任
會
盗
起
閩
城
不
得
入
侯
贊

平
章
集
諸
縣
民
爲
兵
圍
城
盗
勢
旣
蹙
乃
闕
城
東
圍
使
出
奔

因
勒
兵
殱
之
以
功
陛
朝
列
大
夫
居
三
年
除
漳
州
路
魯
達
花

赤
階
亞
中
大
夫
時
友
定
據
全
閩
民
苦
其
朘
剝
曰
吾
受
千
里

生
人
之
寄
寧
忍
坐
視
不
加
恤
乎
頗
𨤲
庶
事
之
利
病
而
興
除

之
釋
去
文
事
而
務
存
忠
厚
民
受
其
惠
甚
多
故
其
死
也
漳
人

無
不
痛
思
之
其
可
爲
稱
道
者
如
此
侯
祖
曰
蒲
速
皃
大
都
路

治
中
父
曰
黙
里
馬
合
麻
安
慶
路
治
中
夫
人
回
回
氏
子
男
二

人
長
六
十
宿
衛
爲
速
古
兒
赤
次
普
顔
帖
木
皃
江
酉
行
省
通

事
嗚
呼
世
之
論
者
葢
曰
非
死
之
難
而
處
死
之
爲
難
侯
職
在

守
士
義
不
事
二
姓
而
守
其
土
以
死
可
謂
死
得
其
所
矣
豈
非

盡
節
之
臣
歟
余
至
漳
州
得
侯
死
事
爲
悉
因
嘆
八
州
之
吏
大

小
奚
啻
數
千
百
而
大
節
烈
然
而
侯
者
殆
不
可
一
二
數
爲
書

而
表
之
并
及
其
官
代
世
次
使
刻
諸
石
豈
持
以
慰
漳
人
之
思

而
用
爲
人
世
之
勸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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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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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三
　

四
百
四
十
七

涂
納
言
墓
誌
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黃
道
周

所
貴
秦
匜
者
謂
其
立
照
也
秦
匜
不
立
照
則
無
爲
貴
秦
匜
矣

所
貴
吳
鈎
者
謂
其
立
㫁
也
吳
鈎
不
立
㫁
則
無
爲
貴
吳
鈎
矣

子
鈍
且
陋
寡
所
從
遊
然
猶
及
見
納
言
涂
公
公
自
銓
曹
歸
予

初
登
賢
書
入
謁
揖
袖
中
鏘
然
有
鑰
匙
聲
公
目
攝
久
之
汗
出

及
予
在
詞
林
公
從
留
都
召
入
爲
光
祿
丞
卒
爾
問
公
今
髙
賢

鱗
集
學
行
淳
備
可
爲
師
表
者
公
直
視
久
微
笑
曰
學
自
擇
師

何
必
問
人
予
媿
甚
歸
而
責
沈
時
鄒
南
臯
馮
少
墟
趙
儕
鶴
諸

老
宿
皆
在
都
下
顧
名
位
尊
自
以
珥
筆
不
敢
從
諸
公
游
居
亡

何
公
引
疾
先
出
都
諸
老
次
第
謫
去
余
亦
乞
歸
飬
得
候
公
於

里
門
値
緹
騎
出
逮
周
仲
先
閭
巷
老
穉
醵
錢
聚
香
嗷
嗷
乞
緹

騎
寛
假
道
路
公
顰
蹙
曰
是
奚
爲
爲
虎
衘
負
寧
有
完
理
從
朱

雲
之
言
何
遽
癡
乎
歸
謂
諸
郞
曰
吾
卽
不
測
一
衣
𢃄
水
從
泊

羅
母
爲
嘈
嘈
也
予
觀
世
所
謂
學
士
膽
决
明
雋
無
有
如
公
者

矣
公
初
仕
金
壇
與
顧
奉
常
游
爲
東
林
書
院
主
故
時
論
詆
訶

東
林
亦
首
及
公
公
又
自
以
精
敏
洞
於
人
倫
之
鑑
所
可
否
重

於
阿
衮
塗
負
之
豕
望
影
而
唏
方
從
東
鹿
奏
最
入
改
爲
吏
曹

羣
小
已
反
目
視
之
及
辛
亥
計
發
王
関
西
謝
事
錢
金
鼓
舌
姚

給
事
宗
文
附
和
錢
金
併
力
於
公
以
公
爲
道
學
黨
人
黨
人
之

目
從
此
始
故
事
銓
曹
被
人
言
輙
杜
門
束
裝
公
謂
三
年
以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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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四
　

四
百
五
十
九

造
黨
空
國
旤
乖
不
可
不
辨
乃
爲
三
疏
直
剖
宣
城
所
指
蹤
諸

奸
狀
疏
入
留
中
讀
其
疏
者
至
爲
手
顫
先
是
二
年
趙
儕
鶴
主

察
黜
權
要
戚
屬
爲
御
史
道
隆
所
訐
亦
出
疏
辨
於
是
再
見
故

公
於
趙
公
先
後
稱
相
知
天
啟
之
初
趙
公
秉
銓
起
公
爲
攷
功

鋭
意
澄
序
而
王
永
光
爲
南
總
憲
好
惡
動
相
左
總
憲
欲
去
南

臺
李
希
孔
王
允
成
及
儀
曹
王
象
春
公
大
聲
曰
考
功
奉
天
子

威
靈
𡚁
羣
吏
事
權
非
輕
名
義
至
重
若
黨
邪
䧟
正
二
祖
列
宗

實
式
臨
之
王
總
憲
亦
心
憾
公
而
所
黜
吏
石
三
畏
何
早
軰
皆

夤
緣
潛
京
師
走
璫
門
弄
其
心
手
公
時
已
召
爲
大
理
丞
轉
左

通
政
或
謂
公
曰
吾
道
將
泰
自
古
來
連
茹
之
盛
未
有
如
今
日

公
愀
然
曰
久
旱
驟
霖
無
霂
霂
之
勢
吾
虞
其
竭
矣
旣
而
髙
總

憲
彈
霍
維
華
霍
亦
竄
身
於
璫
與
諸
失
軄
之
徒
謀
翻
𦦨
趙
太

宰
𡬶
以
破
格
爲
失
職
者
所
摭
公
决
意
引
病
去
不
一
年
而
緹

騎
四
出
銀
鐺
相
望
故
天
下
之
膽
决
明
雋
未
有
如
公
者
也
公

竟
以
是
見
絀
於
天
下
病
鬱
鬱
不
起
居
閒
常
問
公
鄒
南
臯
稱

黑
白
不
欲
大
分
明
爲
言
路
指
摘
此
云
何
公
曰
此
自
宋
人
雅

語
耳
論
者
自
詆
韓
魏
公
於
南
皐
何
渉
予
歸
取
名
臣
錄
閱
之

果
然
公
於
書
無
不
窺
而
要
留
意
於
經
世
之
大
至
於
鑑
别
事

物
立
照
立
㫁
其
天
性
云
有
子
五
人
長
伯
案
負
奇
才
登
壬
午

賢
書
次
仲
吉
太
學
生
余
始
識
之
圮
司
公
生
于
萬
歴
甲
戍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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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五
　

一
百
三
十
七

甲
辰
進
士
以
崇
禎
甲
戍
逝
享
年
六
十
先
配
林
贈
宜
人
繼
張

封
宜
人
將
以
崇
禎
癸
未
十
有
二
月
合
𦵏
于
白
塘
山
爲
之
銘

曰
吾
聞
詩
書
皆
好
正
直
譬
之
繩
準
以
爲
物
則
誰
謂
天
求
而

機
不
克
鑄
象
于
鼎
異
類
所
怪
以
劍
試
石
鉛
削
所
駭
誰
謂
道

業
朝
拱
乃
大
見
爾
諸
昆
球
琳
琅
玕
呼
雷
開
冰
㧞
地
出
山
安

知
岱
華
亦
棲
是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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