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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
東
京
考
卷
之
七

嘉
興
石
匏
周
　
城
緝

官
治太

常
寺

按
退
朝
録
太
常
寺
舊
在
興
國
坊
今
三
班
院
是
也
景
祐
初

燕
侍
郎
肅
判
寺
廳
事
畵
寒
林
屏
風
時
稱
絶
筆
其
後
為
判

寺
好
事
者
竊
取
之
嘉
祐
八
年
徙
寺
於
福
善
坊
其
地
本
開

封
府
納
稅
所
英
宗
在
藩
邸
判
宗
正
寺
建
為
廨
舍
既
成
而

已
立
為
皇
子
遂
為
太
常
所
請
焉

按
唐
太
常
置
卿
一
員
少
卿
二
員
博
士
四
員
大
中
祥
符

中
置
博
士
二
員
後
加
至
四
員
今
若
置
判
寺
一
員
同
判

寺
二
員
則
合
唐
之
卿
数
矣
天
聖
元
年
改
同
判
院
為
同

知
院
即
博
士
也

文
獻
通
考
　
國
初
太
常
寺
皆
以
禁
林
之
長
主
判

續

會

要

云

皆

以

兩

制

充

而
禮
院
自
有
判
院
同
判
院
大
中
祥
符
中
符
瑞
繁

縟
别
建
禮
儀
院
輔
臣
主
判
而
知
制
誥
為
知
院
天
禧
末

罷
知
院
天
聖
中
省
禮
儀
院
而
寺
與
禮
院
事
舊
不
相
兼

康
定
元
年
置
判
寺
同
判
寺
並
兼
禮
儀
事
近
有
至
六
七

人
者
元
豐
正
名
始
專
其
軄
焉
卿
掌
禮
樂
郊
廟
社
稷
壇

壝
陵
寢
之
事
少
卿
為
之
貳
丞
參
領
之
元
祐
初
除
呂
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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禮
為
太
常
少
卿
御
史
論
門
蔭
得
官
不
可
任
奉
常
於
是

外
補

皇
祐
中
宋
祁
乞
增
置
一
員
勾
檢
在
寺
文
書
及
掌
出
納

遂
除
胡
瑗
後
省
不
置
元
豐
正
名
初
除
王
子
竒
建
炎
三

年
省
紹
興
十
年
復
置

隣
幾
雜
誌
　
歐
陽
永
叔
修
唐
書
求
罷
三
班
院
乞
一
閒
慢

差
遣
俄
除
太
常
禮
院
因
廵
廳
言
朝
廷
將
太
常
禮
院
作

閒
慢
差
遣
耶

聖
朝
職
略
　
治
平
中
修
禮
書
成
百
卷
名
曰
太
常
因
革
禮

初
歐
陽
修
同
判
太
常
寺
奏
禮
院
文
字
散
失
請
差
官
編

修
至
是
書
成

九
朝
通
略
　
崇
寧
中
米
芾
為
太
常
博
士
奉
詔
以
黄
庭
堅

小
楷
書
作
千
字
文
以
獻

苑
洛
志
樂
　
建
隆
初
用
王
朴
樂
太
祖
謂
其
聲
髙
近
於
哀

思
不
合
中
和
詔
判
太
常
寺
和
峴
考
両
京
表
尺
令
下
一

律
比
舊
樂
始
和
暢

補
筆
談
　
宋
景
文
子
京
判
太
常
日
歐
陽
文
忠
公
刁
景
純

同
知
禮
院
景
純
喜
交
逰
多
所
過
從
到
局
或
不
下
馬
而

去
一
日
退
朝
與
子
京
相
遇
子
京
謂
之
曰
久
不
辱
至
寺

但
聞
走
馬
過
門
李
邯
鄲
獻
臣
立
談
間
改
杜
子
美
贈
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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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文
詩
嘲
之
曰
景
純
過
官
舍
走
馬
不
曾
下
忽
地
退
朝

逄
便
遭
官
長
罵
多
羅
四
十
年
偶
未
識
磨
氊
頼
有
王
宣

慶
時
時
乞
與
錢
葉
道
卿
王
原
叔
各
為
一
體
書
冩
於
一

幅
紙
上
子
京
於
其
後
題
六
字
曰
效
子
美
誶
景
純
獻
臣

復
注
其
下
曰
道
卿
御
著
原
叔
古
篆
子
京
題
篇
獻
臣
小

書
歐
陽
文
忠
公
又
以
子
美
詩
書
於
扇
上
髙
文
莊
在
坐

曰
今
日
我
獨
無
功
乃
取
四
公
所
書
紙
為
一
小
帖
懸
於

景
純
直
舍
而
去
時
西
羗
首
領
唃
厮
羅
新
歸
附
磨
氊
乃

其
子
也
王
宣
慶
大
閹
求
景
純
為
墓
志
送
錢
三
百
千
故

有
磨
氊
宣
慶
之
誚
今
詩
帖
在
景
純
之
孫
概
處
詩
扇
在

楊
次
公
家
皆
一
時
名
流
雅
謔
予
皆
曾
借
觀
筆
跡
可
愛

學
士
院

即

翰

林

院

按
學
士
院
在
樞
密
宣
徽
院
之
北
表
其
深
嚴
宥
密
故
謂
之

北
扉
又
云
北
扉
者
謂
其
在
浴
堂

殿名

之
南
便
於
應
召
也
至

和
三
年
詔
學
士
院
從
官
兩
員
掌
管
勾
編
録
國
朝
以
來
所

撰
制
詔
文
字
承
旨
不
常
置
以
學
士
久
次
者
為
之

石
林
燕
語
　
唐
翰
林
院
本
内
供
奉
藝
能
技
術
雜
居
之
所

以
詞
臣
特
書
詔
其
間
乃
藝
能
之
一
爾
開
元
以
前
猶
未

有
學
士
之
稱
或
曰
翰
林
待
詔
或
曰
翰
林
供
奉
如
李
太

白
猶
稱
供
奉
自
張
垍
為
學
士
始
别
建
學
士
院
於
翰
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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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
之
南
則
與
翰
林
院
分
而
為
二
然
猶
冒
翰
林
之
名
蓋

唐
有
弘
文
館
學
士
麗
正
殿
學
士
故
特
以
翰
林
别
之
其

後
遂
以
名
官
訖
不
可
改
然
院
名
至
今
但
云
學
士
而
不

冠
以
翰
林
則
亦
自
唐
以
來
沿
襲
之
舊
也

唐
翰
林
院
在
銀
䑓
之
北
乾
封
後
劉
褘
之
元
萬
頃
之
徒

時
宣
召
草
制
其
間
因
名
北
門
學
士
今
學
士
院
在
樞
密

院
之
後
腹
背
相
倚
不
可
南
向
故
以
其
西
廊
西
向
為
院

之
正
門
而
後
門
北
向
與
集
英
相
直
因
牓
曰
北
門
兩
省

樞
密
院
皆
無
後
門
惟
學
士
院
有
之
學
士
退
朝
入
院
與

禁
中
宣
命
往
來
皆
行
北
門
而
正
門
行
者
無
幾
不
特
取

其
便
事
亦
以
存
故
事
也

學
士
院
正
廳
曰
玉
堂
蓋
道
家
之
名
唐
李
肇
翰
林
志
末

言
居
翰
苑
者
皆
為
凌
玉
清
遡
紫
霄
豈
止
於
登
瀛
洲
哉

亦
曰
登
玉
堂
焉
自
是
遂
以
玉
堂
為
學
士
院
之
稱
而
不

為
牓
太
宗
時
蘇
易
簡
為
學
士
上
嘗
語
曰
玉
堂
之
設
但

虚
傳
其
語
未
有
正
名
乃
以
紅
羅
飛
白
書
玉
堂
之
署
四

字
賜
之
易
簡
曰
自
有
翰
林
未
有
如
今
日
之
榮
也
即
扃

鐍
置
堂
上
每
學
士
上
事
始
得
一
開
視
最
為
翰
林
盛
事

紹
聖
間
蔡
魯
公
為
承
旨
始
奏
乞
摹
就
杭
州
刻
榜
揭
之

以
避
英
廟
諱
去
下
二
字
止
曰
玉
堂
云



 

宋
東
京
考
　

卷
之
七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　

祖
宗
用
人
多
以
両
省
為
要
而
翰
林
學
士
尤
號
清
切
由

是
登
二
府
者
十
嘗
六
七
杜
正
獻
公
以
清
節
名
天
下
然

一
生
多
歷
外
職
五
為
使
者
徧
典
諸
名
藩
在
内
惟
為
三

司
户
部
副
使
御
史
中
丞
知
開
封
府
遂
至
為
樞
密
副
使

范
文
正
公
自
諫
官
被
謫
召
還
以
天
章
閣
待
制
判
國
子

監
遷
知
開
封
府
復
謫
晚
乃
自
慶
州
亦
入
為
樞
密
副
使

二
公
皆
未
嘗
歷
両
省
而
文
正
之
文
學
不
更
文
字
之
職

世
尤
以
為
歉
也

俗
稱
翰
林
學
士
院
為
坡
蓋
唐
德
宗
時
學
士
召
對
浴
堂

嘗
移
院
於
金
鑾
坡
故
亦
稱
鑾
坡
唐
制
學
士
寓
直
無
常

處
駕
在
大
内
則
置
院
於
明
福
門
駕
在
興
慶
宮
則
置
院

於
金
明
門
不
專
在
翰
林
院
也
然
明
福
金
明
不
以
為
稱

不
常
居
之
爾

國
朝
經
筵
講
讀
官
舊
皆
坐
乾
興
後
始
立
蓋
仁
宗
時
年

尚
幼
坐
讀
不
相
聞
故
起
立
欲
其
近
爾
後
遂
為
故
事
熈

寧
初
呂
申
公
王
荆
公
為
翰
林
學
士
吴
冲
卿
知
諫
院
皆

兼
侍
講
始
建
議
以
為
六
經
言
先
王
之
道
講
者
當
賜
坐

因
請
復
行
故
事
下
太
常
禮
院
詳
定
當
韓
持
國
刁
景
純

胡
完
夫
為
判
院
是
申
公
等
言
蘇
子
容
龔
鼎
臣
周
孟
陽

及
禮
官
王
汾
劉
攽
韓
忠
彦
以
為
講
讀
官
曰
侍
蓋
侍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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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非
師
道
也
且
講
讀
官
一
等
侍
讀
仍
班
侍
講
上
今
侍

講
坐
而
侍
讀
立
不
應
為
二
申
公
等
議
遂
格
今
講
讀
官

初
入
皆
坐
賜
茶
惟
當
講
時
起
就
案
立
講
畢
復
就
坐
賜

湯
而
退
侍
讀
亦
如
之
蓋
乾
興
之
制
也

夢
溪
筆
談
　
唐
翰
林
院
在
禁
中
乃
人
主
燕
居
之
所
玉
堂

承
明
金
鑾
殿
皆
在
其
間
應
供
奉
之
人
自
學
士
已
下
工

技
群
官
司
隷
籍
其
間
者
皆
稱
翰
林
如
今
之
翰
林
醫
官

翰
林
待
詔
之
𩔗
是
也
惟
翰
林
茶
酒
司
止
稱
翰
林
司
蓋

相
承
闕
文
唐
制
自
宰
相
而
下
初
命
皆
無
宣
召
之
禮
惟

學
士
宣
召
者
蓋
學
士
院
在
禁
中
非
内
臣
宣
召
無
因
得

入
故
院
門
别
設
複
門
亦
以
其
通
禁
庭
也
又
學
士
院
北

扉
者
謂
其
在
浴
堂
之
南
便
於
應
召
今
學
士
初
拜
自
東

華
門
入
至
左
承
天
門
下
馬
待
詔
院
吏
自
左
承
天
門
雙

引
至
閤
門
此
亦
用
唐
故
事
也
唐
宣
召
學
士
自
東
門
入

者
彼
時
學
士
院
在
西
掖
故
自
翰
林
院
東
門
赴
召
非
若

今
之
東
華
門
也
至
如
挽
鈴
故
事
亦
縁
其
在
禁
中
雖
學

士
院
吏
亦
止
於
玉
堂
門
外
則
其
嚴
密
可
知
如
今
學
士

院
在
外
與
諸
司
無
異
亦
設
鈴
索
皆
文
具
故
事
而
已

舊
翰
林
學
士
地
勢
清
切
皆
不
兼
他
務
文
館
職
任
自
校

理
以
上
皆
有
軄
錢
惟
内
外
制
不
給
楊
大
年
久
為
學
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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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貧
請
外
表
詞
千
餘
言
其
間
兩
聯
曰
虚
忝
甘
泉
之
從

臣
終
作
若
敖
之
餓
鬼
從
者
之
病
莫
興
方
朔
之
飢
欲
死

京
師
百
官
上
日
惟
翰
林
學
士
勅
設
用
樂
他
雖
宰
相
亦

無
此
禮
優
伶
並
開
封
府
點
集
陳
和
叔
除
學
士
時
和
叔

知
開
封
府
遂
不
用
女
優
學
士
院
勅
設
不
用
女
優
自
和

叔
始

金
坡
遺
事
　
學
士
院
有
雙
鵲
嘗
栖
於
玉
堂
後
海
棠
𣗳
上

每
學
士
會
食
必
徘
徊
翔
集
或
鳴
噪
必
有
大
詔
令
或
宣

召
之
事
因
謂
之
靈
鵲
鼂
公
詩
云
都
聞
靈
鵲
心
應
喜

玉
堂
之
設
密
邇
紫
闥
每
夜
漏
既
下
宮
鑰
並
入
有
大
號

令
大
除
拜
邊
境
急
奏
惟
天
子
與
學
士
知
之
雖
戴
鶡
之

士
充
滿
千
廬
典
司
翰
墨
一
人
而
已
居
是
職
者
豈
不
貴

重
乎
哉

文
獻
通
考
　
學
士
掌
内
廷
書
詔
指
揮
邊
事
曉
逹
機
謀
天

子
機
事
密
命
在
焉
不
當
預
外
司
公
事
蓋
防
纎
微
間
或

漏
省
中
語
故
學
士
院
在
金
鑾
殿
側
號
為
深
嚴
自
藝
祖

以
來
籍
其
才
用
始
令
判
三
銓
及
知
太
常
禮
院
事
開
寳

二
年
以
李
昉
盧
多
遜
並
直
學
士
院
直
院
之
名
始
此
六

年
以
知
制
誥
張
澹
權
直
翰
林
院
權
直
之
名
始
此
翰
林

學
士
無
定
員
凡
他
官
入
院
未
除
學
士
謂
之
直
院
學
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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俱
闕
他
官
暫
行
文
書
謂
之
權
直
宋
率
以
從
官
兼
直
院

若
左
右
史
少
監
之
𩔗
止
稱
權
直
天
聖
元
年
詔
學
士
遇

隻
日
至
晚
出
宿
蓋
故
事
以
雙
日
鎻
院
隻
日
降
麻
也

按鎻

院

機

密

之

謂

也

試

士

撰

麻

皆

如

此

凡
初
命
為
學
士
皆
遣
使
就
第
宣
詔
旨
召
入
院
上
日
勅

設
會
從
官
侑
以
樂
元
豐
中
始
命
佩
魚
執
政
議
事
則
繫

鞋
蓋
與
侍
從
異
禮
也

按
唐
翰
林
學
士
只
取
六
學
之
人
隨
其
官
之
崇
卑
入
院

者
皆
為
學
士
廷
覲
之
際
則
各
隨
其
元
官
立
班
而
學
士

未
嘗
有
一
定
之
品
祕
也
故
其
尊
貴
親
遇
者
號
稱
内
相

可
以
朝
夕
召
對
參
議
政
事
或
一
遷
而
為
宰
相
其
孤
遠

新
進
者
或
起
自
初
階
或
元
無
出
身
至
試
令
草
麻
制
或

試
以
詩
賦
如
試
進
士
之
法
其
人
皆
呼
學
士
自
唐
至
五

代
皆
然
至
宋
則
始
定
制
資
淺
者
為
直
院
暫
行
者
為
權

直
於
是
真
為
翰
林
學
士
者
職
始
顯
貴
可
以
比
肩
䑓
長

舉
武
政
路
矣

避
暑
録
話
　
舊
學
士
院
在
樞
密
院
之
後
其
南
廡
與
樞
密

後
廊
中
分
門
乃
西
向
玉
堂
本
以
待
乗
輿
行
幸
非
學
士

所
得
常
居
惟
禮
上
之
日
得
略
□
其
東
受
院
吏
參
謁
而

已
其
後
為
主
廊
北
出
直
集
英
殿
所
謂
北
門
也
學
士
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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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直
舍
分
於
門
之
兩
旁
每
鎻
院
受
詔
乃
與
中
使
坐
主

廊
余
為
學
士
時
始
請
闢
両
直
舍
各
分
其
一
間
與
北
門

通
為
三
以
照
壁
限
其
中
屏
間
命
待
詔
鮑
詢
畵
花
竹
於

上
與
玉
堂
郭
熈
春
江
晚
景
屏
相
配
當
時
以
為
美
談
後

聞
王
丞
相
將
明
為
承
旨
太
上
皇
眷
愛
頗
厚
乃
旁
取
西

省
右
正
言
廳
以
廣
之
中
為
殿
曰
右
文
則
非
復
余
前
日

所
見
矣

翰
林
續
志
　
唐
學
士
院
深
嚴
非
本
院
人
不
可
遽
入
雖
中

使
宣
事
及
有
文
書
必
先
動
鈴
索
立
於
門
外
候
小
判
官

出
授
授
訖
轉
授
院
吏
院
吏
授
學
士
自
五
代
以
來
其
制

久
廢
易
簡
因
召
對
上
言
上
可
其
奏
自
是
學
士
院
復
置

鈴
索
焉

太
宗
曰
詞
臣
實
神
仙
之
職
也
玉
堂
東
西
壁
延
袤
数
丈

悉
畵
水
以
布
之
風
濤
浩
渺
擬
瀛
洲
之
象
也
修
篁
皓
鶴

悉
圖
廊
廡
竒
花
異
木
羅
植
軒
砌
每
外
喧
已
寂
内
務
不

至
風
傳
禁
漏
月
色
滿
庭
真
人
世
之
仙
境
也
新
學
士
入

院
上
事
宣
徽
告
報
勅
設
儀
鸞
宿
陳
席
幕
大
官
偹
珍
饌

設
上
尊
酒
茗
悉
至
赴
是
設
者
止
鳯
閣
舍
人
餘
不
得
預

坐
居
是
職
者
苟
能
節
用
以
安
貧
杜
門
以
省
事
探
真
如

之
旨
養
浩
然
之
氣
來
者
瞻
望
其
出
處
侍
者
優
假
其
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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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
逍
遥
卒
嵗
非
神
仙
而
何

宋
公
白
賈
公
黄
中
皆
先
逹
鉅
儒
同
在
鼇
禁
又
云
鼇
宫

鼇
島
焉

元
城
語
録
　
玉
堂
両
字
人
多
不
觧
太
宗
嘗
飛
白
書
玉
堂

之
署
賜
蘇
易
簡
此
四
字
出
漢
書
李
尋
傳
玉
堂
殿
名
待

詔
者
直
署
在
其
側
李
尋
待
詔
黄
門
故
云
久
汙
玉
堂
之

署
至
英
廟
時
撤
去
元
豐
中
有
學
士
上
言
乞
摘
上
兩
字

復
榜
院
門
以
為
臣
下
先
寵
詔
可
是
以
殿
名
名
其
院
也

不
避
甚
矣

會
要
　
淳
化
二
年
十
月
承
旨
蘇
易
簡
獻
續
翰
林
志
二
卷

太
宗
嘉
之
賜
御
詩
二
章
又
飛
白
書
玉
堂
之
署
四
字
以

賜
謂
宰
相
曰
卿
可
召
至
中
書
授
之
令
榜
於
廳
額
永
為

翰
林
美
事
易
簡
請
以
二
詩
刻
石
帝
為
書
真
草
行
三
體

命
待
詔
刻
石
以
賜
十
二
月
易
簡
於
本
院
會
學
士
等
觀

飛
白
及
三
體
書
上
聞
之
賜
上
尊
酒
大
官
設
饌
各
賦
七

言
詩
宰
相
參
政
亦
各
賦
詩
易
簡
悉
以
進
呈
翼
日
帝
曰

朕
誦
讀
数
四
可
知
儒
墨
之
盛
學
士
之
貴
也

繒
古
叢
編
　
昔
人
論
玉
堂
乃
前
漢
殿
名
迨
後
翰
苑
則
名

玉
堂
之
署
嗣
又
因
避
諱
直
曰
玉
堂
是
以
殿
名
榜
直
廬

矣
余
考
玉
堂
之
名
不
止
漢
殿
也
楚
蘭
臺
之
宮
亦
有
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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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
按

宋

玉

風

賦

徜

徉

中

庭

北

上

玉

堂

東
漢
文
翁
講
授
之
室
亦
名
玉
堂

天
上
神
仙
壁
記
之
地
亦
名
玉
堂
名
山
仙
人
所
居
之
地

亦
有
玉
堂
至
唐
人
梅
花
詩
有
云
白
玉
堂
前
一
𣗳
梅
今

朝
忽
見
数
枝
開
又
如
古
樂
府
黄
金
為
君
門
白
玉
為
君

堂
則
又
皆
非
翰
苑
之
玉
堂
矣
然
則
玉
堂
之
名
不
始
於

漢
不
專
於
殿
云

七
修
𩔗
稿
　
三
輔
黄
圖
有
大
玉
堂
小
玉
堂
殿
谷
永
傳
損

抑
椒
房
玉
堂
之
盛
寵
註
玉
堂
嬖
幸
之
舍
李
尋
傳
久
汙

玉
堂
之
署
註
玉
堂
殿
在
未
央
宮
是
知
實
嬖
幸
之
處
故

宋
太
宗
飛
白
書
玉
堂
之
署
四
字
葢
待
詔
者
有
直
廬
於

殿
側
故
曰
署
元
豐
中
學
士
請
摘
上
二
字
以
名
翰
院
故

翰
院
亦
名
玉
堂
繼
古
叢
編
謾
言
翰
院
亦
名
玉
堂
之
署

無
着
落
矣
又
曰
後
避
諱
直
曰
玉
堂
尤
非
也

澠
水
燕
談
　
玉
堂
上
東
閣
承
旨
居
之
西
閣
第
二
廳
居
之

玉
堂
後
東
西
各
二
閣
第
三
廳
而
下
分
處
之
玉
堂
後
東

北
一
室
二
間
大
中
祥
符
中
王
相
居
之
入
參
大
政
李
相

廸
又
自
此
閣
拜
命
其
後
入
者
多
求
居
之
此
室
常
不
空

前
簷
有
大
槐
𣗳
意
以
為
祥

說
楛
　
宋
學
士
院
第
三
廳
閣
子
當
前
有
一
巨
槐
素
號
槐

廳
舊
傳
居
此
閣
者
多
至
入
相
學
士
爭
槐
廳
至
有
抵
撤



 

宋
東
京
考
　

卷
之
七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二

前
人
行
李
而
強
據
之
者

說
史
雋
言
　
太
祖
謂
宰
相
曰
翰
林
深
嚴
之
地
當
使
宿
儒

處
之
范
質
等
奏
曰
竇
儀
清
介
重
厚
然
已
自
翰
林
遷
端

明
矣
太
祖
曰
非
斯
人
不
可
當
諭
以
朕
意
勉
令
就
職
即

日
復
入
翰
林
太
祖
嘗
召
儀
草
制
至
宮
門
見
太
祖
魁
岸

跣
足
而
坐
儀
却
立
不
肯
進
太
祖
遽
索
冠
帶
然
後
召
見

儀
曰
陛
下
創
業
垂
統
冝
以
禮
示
天
下
恐
豪
傑
聞
而
觧

體
太
祖
斂
容
謝
之

國
老
談
苑
　
太
祖
一
日
袒
裼
幸
翰
林
院
時
學
士
盧
多
遜

獨
直
上
行
與
語
引
入
寢
殿
因
指
所
御
青
縑
帳
紫
綾
褥

謂
多
遜
曰
爾
在
外
意
朕
豐
侈
耶
朕
用
此
猶
常
愧
之

陳
彭
年
在
翰
林
兼
十
餘
職
皆
文
翰
清
祕
之
目
時
謂
其

署
銜
為
一
條
冰

續
通
鑑
長
編
　
開
寳
二
年
太
祖
命
李
昉
盧
多
遜
分
直
學

士
院
昉
前
在
翰
林
堂
吏
因
事
至
者
每
拜
堂
下
事
已
即

遣
未
嘗
與
坐
至
是
拜
堂
上
更
展
叙
中
外
無
復
曩
日
之

禮
昉
愕
然
詢
同
列
則
云
数
年
矣

談
録
　
盧
相
多
遜
在
朝
行
時
將
歷
代
帝
王
年
暦
功
臣
事

迹
天
下
州
郡
圖
誌
理
體
事
務
沿
革
典
故
括
成
絶
詩
一

百
二
十
章
以
備
應
對
由
是
太
祖
太
宗
每
有
所
顧
問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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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知
者
以
至
踐
清
途
登
鈞
席
皆
此
力
耳

太
祖
以
神
武
定
天
下
儒
學
之
士
初
未
甚
進
用
及
卜
郊

肆
𩔗
備
法
駕
乗
大
輅
翰
林
學
士
盧
多
遜
攝
太
僕
卿
升

輅
執
綏
且
備
顧
問
上
因
歎
儀
物
之
盛
詢
政
理
之
要
多

遜
占
對
詳
敏
動
皆
稱
旨
他
日
上
謂
左
右
也
作
宰
相
須

用
儒
者
盧
後
果
大
用
蓋
兆
於
此

談
苑
　
陶
穀
久
在
翰
林
意
希
大
用
俾
其
黨
因
奏
對
言
穀

宣
力
實
多
微
窺
上
旨
太
祖
曰
頗
聞
穀
草
制
皆
檢
前
人

舊
本
改
換
詞
語
所
謂
依
樣
畵
葫
蘆
耳
何
宣
力
之
有
榖

聞
之
乃
作
詩
書
於
玉
堂
之
壁
曰
官
職
須
由
生
處
有
才

能
不
管
用
時
無
堪
笑
翰
林
陶
學
士
年
年
依
樣
畵
葫
蘆

太
祖
以
其
怨
望
決
意
不
用

舊
制
學
士
朱
衣
吏
一
人
引
馬
所
服
帶
用
金
而
無
魚
至

入
兩
府
則
朱
衣
二
人
引
馬
謂
之
雙
引
金
帶
懸
魚
謂
之

重
金
世
傳
館
閣
望
為
學
士
者
賦
詩
云
眼
前
何
日
赤
腰

下
幾
時
黄
及
為
學
士
又
作
詩
云
眼
赤
何
時
兩
腰
黃
幾

日
重

翰
苑
群
書
　
故
事
學
士
在
内
中
院
吏
朱
衣
雙
引
太
祖
朝

李
昉
為
學
士
太
宗
在
南
衙
朱
衣
一
人
前
引
昉
因
去
其

一
往
時
學
士
入
劄
子
不
著
姓
但
云
學
士
某
盛
度
丁
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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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
為
學
士
遂
著
姓
以
别
之
後
皆
著
姓

歸
田
録
　
陶
榖
為
學
士
嘗
晚
召
對
太
祖
䙝
服
御
便
殿
穀

至
望
見
將
前
而
復
却
者
数
四
左
右
催
宣
甚
急
榖
終
徬

徨
不
進
太
祖
笑
曰
此
措
大
索
事
分
顧
左
右
取
袍
帶
來

上
束
帶
竟
榖
乃
趨
入

往
時
學
士
循
唐
故
事
見
宰
相
不
具
靴
笏
繫
鞋
坐
玉
堂

上
遣
院
吏
計
會
堂
頭
直
省
官
學
士
將
至
宰
相
出
迎
近

時
學
士
始
具
靴
笏
至
中
書
與
常
參
官
雜
坐
於
客
位
有

移
時
不
得
見
者
學
士
日
益
自
卑
丞
相
禮
亦
漸
薄
蓋
習

見
已
久
恬
然
不
復
為
怪
也

嘉
祐
八
年
上
元
夜
賜
中
書
樞
密
院
御
晏
於
相
國
寺
羅

漢
院
國
朝
之
制
嵗
時
賜
晏
多
矣
自
両
制
已
上
皆
與
惟

上
元
一
夕
祗
賜
中
書
樞
密
院
雖
前
両
府
見
任
使
相
皆

不
得
與
是
嵗
昭
文
韓
公
集
賢
曾
公
樞
密
張
太
尉
皆
在

假
不
赴
惟
余
與
西
廳
趙
侍
郎
概
副
樞
胡
諫
議
宿
吴
諫

議
奎
四
人
在
席
酒
半
相
顧
四
人
者
皆
同
時
翰
林
學
士

相
繒
登
二
府
前
此
未
有
也
因
相
與
道
玉
堂
舊
事
為
笑

樂
遂
皆
引
滿
劇
飲
亦
一
時
之
盛
也

青
箱
雜
記
　
前
世
有
翰
林
學
士
本
朝
咸
平
中
復
置
翰
林

侍
讀
學
士
以
楊
徽
之
夏
侯
嶠
呂
文
仲
為
之
又
置
翰
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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侍
講
學
士
以
邢
昺
為
之
侍
讀
侍
講
學
士
自
此
始

職
官
分
紀
　
學
士
院
玉
堂
太
宗
嘗
親
幸
至
今
惟
學
士
上

日
許
正
坐
他
日
皆
不
敢
坐
故
事
堂
中
設
視
草
䑓
每
草

制
則
具
衣
冠
據
䑓
而
坐

按

翰

林

志

唐

至

德

後

天

子

召

集

賢

學

士

於

禁

中

草

書

詔

旨

雖

宸

翰

雖

揮

亦

資

其

檢

討

故

謂

之

視

草

沂
公
筆
録
　
太
宗
嘗
晚
坐
崇
政
殿
召
學
士
竇
儼
對
上
時

燕
服
儼
至
屏
𣗳
間
見
之
不
進
中
使
促
不
應
上
訝
其
久

不
出
笑
曰
䜿
儒
以
我
燕
服
爾
遽
命
袍
帶
儼
遂
趨
出
祥

符
中
予
初
為
學
士
一
日
真
宗
承
明
再
坐
召
對

按

承

明

直

崇

政

之

南

每

崇

政

殿

聴

朝

罷

至

此

謂

之

倒

坐

御

膳

畢

復

坐

謂

之

再

坐

亦
方
燕
服
對
囬
至
院

忽
中
使
傳
宣
撫
諭
曰
適
忘
袍
帶
卿
無
怪
否
予
惶
愧
降

階
將
謝
中
使
復
稱
有
旨
曰
上
以
是
為
愧
勿
俾
稱
謝
及

具
奏
來
他
日
亦
不
可
面
叙
二
聖
優
禮
近
侍
不
亦
至
乎

按

宋

故

事

對

舍

人

以

下

即

燕

服

學

士

以

下

必

袍

帶

而

後

見

堯
山
堂
外
紀
　
蘇
易
簡
在
翰
林
太
宗
一
日
召
對
賜
酒
甚

歡
謂
易
簡
曰
君
臣
千
載
遇
易
簡
應
聲
答
曰
忠
孝
一
生

心
上
悦
以
所
御
金
器
盡
席
賜
之
又
嘗
夜
幸
院
中
易
簡

已
寢
遽
起
無
燭
具
衣
冠
宮
嬪
乃
自
𥦗
格
引
燭
入
照
之

格
上
有
火
燃
跡
後
不
復
易
以
為
玉
堂
一
盛
事

堯
山
堂
偶
雋
□
學
士
院
壁
間
有
題
云
李
陽
生
指
李
𣗳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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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六

姓
生
而
知
之
久
無
對
者
楊
大
年
為
學
士
乃
對
云
馬
援

死
以
馬
革
裹
屍
死
而
後
已

楊
文
公
爲
學
士
時
草
答
契
丹
書
云
鄰
壤
交
歡
草
既
入

真
宗
自
注
其
側
曰
朽
壤
鼠
壤
糞
壤
大
年
遽
改
為
隣
境

明
旦
引
唐
故
事
學
士
作
文
書
有
所
改
為
不
稱
職
當
罷

因
亟
求
觧
職
真
宗
語
宰
相
曰
楊
億
不
通
商
量
真
有
氣

性
廬
陵
集
注
　
太
宗
時
賈
黄
中
宋
白
李
至
呂
蒙
正
蘇
易
簡

同
時
拜
學
士
承
旨
扈
蒙
贈
詩
曰
五
鳯
齊
飛
入
翰
林
其

後
呂
為
相
賈
李
蘇
參
政
宋
為
尚
書

補
筆
談
　
熈
寧
三
年
召
對
翰
林
學
士
承
旨
王
禹
玉
於
内

東
門
小
殿
夜
深
賜
銀
䑓
燭
雙
引
歸
院

麟
䑓
故
事
　
淳
化
七
年
九
月
詔
翰
林
學
士
承
旨
李
昉
翰

林
學
士
扈
蒙
等
閱
前
代
文
集
撮
其
精
要
以
𩔗
分
之
為

文
苑
英
華
續
命
學
士
蘇
易
簡
等
共
成
之
凡
一
千
卷
□

道
山
清
話
　
大
參
陳
彭
年
以
博
學
強
記
受
知
定
陵
□
不

顧
問
無
不
知
者
其
在
北
門
因
便
殿
賜
坐
對
甚
從
客
上

問
墨
允
墨
智
是
何
人
彭
年
曰
伯
夷
叔
齊
也
上
問
見
何

書
曰
春
秋
少
陽
即
令
祕
閣
取
此
書
既
至
彭
年
令
於
第

幾
板
尋
檢
果
得
之
上
喜
自
是
注
意
未
幾
執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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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
暖
妹
由
筆
　
學
士
蘇
平
仲
經
筵
日
講
書
不
行
跪
禮
太
祖

欲
罪
之
對
曰
臣
執
古
聖
人
書
對
今
聖
人
講
故
不
跪

錢
氏
私
誌
　
王
岐
公
珪
在
翰
林
時
中
秋
有
月
仁
宗
問
當

直
學
士
是
誰
左
右
以
姓
名
對
因
命
於
小
殿
對
設
二
位

召
來
賜
酒
公
至
殿
側
侍
班
俄
頃
女
童
小
樂
引
步
輦
至

宣
學
士
就
坐
公
奏
故
事
無
君
臣
對
坐
禮
上
云
天
下
無

事
月
色
清
美
與
其
醉
聲
色
何
如
與
學
士
論
文
若
要
正

席
則
外
廷
賜
晏
正
欲
略
去
苛
禮
放
懐
飲
酒
公
固
請
不

已
再
拜
就
坐
上
引
謝
莊
賦
李
白
詩
美
其
才
又
出
御
製

詩
示
公
公
歎
仰
聖
學
髙
妙
每
起
謝
必
勅
内
侍
挾
持
不

令
下
拜
漏
下
三
鼓
上
悦
甚
令
左
右
宮
嬪
各
取
領
巾
裙

帶
或
團
扇
手
帕
求
詩
内
侍
舉
牙
牀
以
金
鑲
水
晶
硯
珊

瑚
筆
格
玉
管
筆
皆
上
所
用
者
於
公
前
來
者
應
之
略
不

停
輟
都
不
蹈
襲
前
人
盡
出
一
時
新
意
仍
稱
其
所
長
如

美
貌
者
必
及
其
容
色
人
人
得
其
歡
心
悉
以
進
呈
上
云

豈
可
虚
辱
須
與
學
士
潤
筆
遂
各
取
頭
上
珠
花
一
朶
簪

公
幞
頭
簪
不
盡
者
置
公
袖
中
宮
人
旋
取
針
綫
縫
聯
袖

口
晏
罷
月
將
西
沉
上
命
徹
金
蓮
炬
令
内
侍
扶
掖
歸
院

翼
日
問
學
士
夜
來
醉
否
奏
云
雖
有
酒
不
醉
到
玉
堂
不

觧
帶
便
上
牀
取
幞
頭
於
面
前
抱
両
公
服
袖
坐
睡
恐
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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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
也
都
下
盛
傳
天
子
請
客
明
年
中
秋
公
已
參
政
蔡
確

為
學
士
上
講
故
事
命
宮
嬪
求
詩
蔡
奏
才
思
短
澁
酒
再

行
而
止
左
右
不
悦
曰
這
個
學
士
上
何
須
鍾
愛

盛
事
美
談
　
鼂
文
元
公
迥
在
翰
林
以
文
章
德
行
為
仁
宗

所
優
異
帝
以
君
子
長
者
稱
之
天
禧
初
因
草
詔
得
對
命

坐
賜
茶
既
退
已
昏
夕
真
宗
顧
左
右
取
燭
與
學
士
中
使

就
御
前
取
燭
執
以
前
導
出
内
門
傳
付
從
吏
後
曲
晏
冝

春
殿
出
牡
丹
百
餘
盤
千
葉
者
十
餘
朶
所
賜
止
親
王
宰

臣
真
宗
顧
文
元
及
文
僖
各
賜
一
朶
又
嘗
侍
晏
賜
禁
中

名
花
故
事
惟
親
王
宰
臣
即
中
使
為
揷
花
餘
皆
自
戴
上

忽
顧
公
令
内
侍
為
戴
花
觀
者
榮
之

容
齋
隨
筆
　
翰
苑
故
事
今
廢
棄
無
餘
惟
學
士
入
朝
猶
有

朱
衣
院
吏
雙
引
至
朝
堂
而
止
及
景
靈
宮
行
香
則
引
至

立
班
處
公
文
至
三
省
不
用
申
状
但
尺
紙
直
書
其
事
末

云
右
謹
具
諮
報
尚
書
省
伏
候
裁
旨
後
題
年
月
日
押
字

謂
之
諮
報
此
両
事
僅
存

治
平
以
前
謂
翰
林
學
士
及
知
制
誥
為
両
制
自
翰
林
罷

補
外
者
得
端
明
殿
學
士
謂
之
換
職
熈
寧
以
後
乃
始
為

龍
圖
紹
聖
以
來
愈
不
及
矣
修
起
居
注
者
序
遷
知
制
誥

其
次
及
辭
不
為
者
乃
為
待
制
趙
康
靖
馮
文
簡
曾
魯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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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馬
温
公
呂
正
獻
公
是
也
學
士
闕
則
次
補
或
為
宰
相

所
不
樂
者
猶
得
侍
讀
學
士
劉
原
甫
是
也
在
職
未
久
而

外
除
者
為
樞
密
直
學
士
韓
魏
公
是
也
亦
為
龍
圖
直
學

士
歐
陽
公
是
也
後
來
褒
擢
者
僅
得
待
制
王
時
亨
是
也

餘
以
善
去
者
集
英
修
撰
而
止
耳

揮
麈
前
録
　
蒲
宗
孟
在
翰
林
因
入
對
神
宗
曰
學
士
職
清

地
近
非
他
官
比
而
官
儀
未
寵
自
今
冝
加
佩
魚
遂
著
為

令
故
東
坡
謝
入
翰
林
表
曰
玉
堂
賜
篆
仰
淳
化
之
弘
文

寳
帶
重
金
佩
元
豐
之
新
渥

隨
手
雜
録
　
子
瞻
為
學
士
一
日
鎻
院
召
至
内
東
門
小
殿

時
子
瞻
半
醉
遽
命
汲
水
以
漱
已
而
入
對
授
以
除
目
呂

公
著
司
空
平
章
軍
國
事
呂
大
防
范
純
仁
左
右
僕
射
承

旨
畢
宣
仁
忽
謂
官
家
在
此
子
瞻
對
曰
適
己
起
居
矣
宣

仁
曰
有
一
事
要
問
内
翰
前
年
任
何
官
職
對
曰
常
州
團

練
副
使
曰
今
為
何
官
曰
備
員
翰
林
學
士
曰
何
以
遽
至

此
曰
遭
遇
陛
下
曰
不
關
老
身
事
曰
必
是
出
自
官
家
曰

亦
不
關
官
家
事
曰
然
則
大
臣
薦
論
耶
曰
亦
不
關
大
臣

事
子
瞻
驚
曰
臣
雖
無
状
不
敢
别
有
干
請
曰
久
待
要
學

士
知
之
此
是
先
帝
之
意
先
帝
當
飲
食
而
停
箸
看
文
字

則
内
人
必
曰
此
蘇
軾
文
字
也
先
帝
每
稱
曰
竒
才
竒
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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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未
及
進
用
學
士
而
上
仙
耳
子
瞻
哭
失
聲
宣
仁
與
上

左
右
皆
泣
已
而
命
坐
賜
茶
曰
學
士
須
盡
心
事
官
家
以

報
先
帝
知
遇
子
瞻
拜
而
出
徹
金
蓮
燭
送
歸
院
子
瞻
親

語
余
如
此

後
山
詩
話
　
熈
寧
初
荆
公
王
安
石
秉
政
范
蜀
公
鎮
議
事

不
合
自
翰
林
學
士
致
仕
元
祐
初
詔
起
公
曰
西
伯
善
養

二
老
來
歸
漢
室
卑
詞
四
臣
入
侍
為
我
强
起
無
或
憚
勤

公
固
辭
不
至
其
表
有
云
六
十
三
而
致
仕
蓋
不
待
年
七

十
九
而
造
朝
豈
云
知
禮
時
文
潞
公
年
八
十
餘
一
召
而

來
覧
之
笑
曰
景
仁
也
不
看
脚
下

禁
林
燕
會
詩
序
　
學
士
今
日
之
盛
事
有
七
新
學
士
謝
㤙

日
賜
襲
衣
金
帶
寳
鞍
名
馬
一
也
十
月
朔
改
賜
新
樣
錦

袍
二
也
特
宣
草
麻
利
物
三
也
改
賜
内
庫
法
酒
四
也
月

俸
並
給
見
錢
五
也
特
給
親
事
官
隨
從
六
也
勅
設
供
帳

之
盛
七
也
凡
此
七
事
並
特
出
異
㤙
有
以
見
聖
君
待
文

臣
之
優
異
也

□
□
京
考
卷
之
七
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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