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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
郡
或
稱
古
夜
郎
國
舊
府
志
辨
之
謂
今
貴
州
遵
義
府
即
漢
牂
牁
郡

實
為
夜
郎
國
地
而
施
則
非
是
前
漢
書
列
傳
南
夷
君
長
以
十
數
夜
郎

最
大
其
西
靡
莫
之
屬
以
十
數
滇
最
大
自
滇
以
北
君
長
以
十
數
卭
都

最
大
此
皆
椎
髻
耕
田
有
邑
聚
其
外
西
自
桐
師
以
東
北
自
葉
榆
名
曰

嶲
昆
明
編
髮
隨
俗
移
徙
亡
常
處
無
君
長
地
方
可
數
千
里
自
嶲
以
東

北
君
長
以
十
數
徙
莋
都
最
大
自
莋
以
東
北
君
長
以
十
數
冉
駹
最
大

其
俗
或
土
著
或
移
徙
在
蜀
之
西
自
駹
以
東
北
君
長
以
十
數
白
馬
最

大
皆
氐
類
也
此
皆
巴
蜀
西
南
外
蠻
夷
也
始
楚
威
王
時
使
將
軍
莊
蹻

將
軍
循
江
上
略
巴
黔
中
以
西
莊
蹻
者
楚
莊
王
苗
裔
也
蹻
至
滇
池
方

三
百
里
旁
平
地
肥
饒
數
千
里
以
兵
威
定
屬
楚
欲
歸
報
會
秦
擊
奪
楚

巴
黔
中
郡
道
塞
不
通
廼
以
其
衆
王
滇
變
服
從
其
俗
以
長
之
觀
此
則

周
之
未
造
巴
為
楚
有
自
秦
併
巴
為
黔
中
郡
施
虁
西
南
邊
地
遂
牽
合

而
有
夜
郎
之
稱
吾
咸
在
漢
屬
武
陵
郡
又
為
南
郡
地
是
在
當
時
政
令

風
教
儕
於
中
土
何
必
齗
齗
爭
一
詩
人
之
去
留
而
自
齒
於
椎
髻
雕
題

之
俗
哉

後
漢
書
巴
郡
南
郡
蠻
本
有
五
姓
巴
氏
樊
氏
瞫

音審

氏
相
氏
鄭
氏
皆
出

於
武
落
鍾
離
山
其
山
有
赤
黑
二
穴
巴
氏
之
子
生
於
赤
穴
四
姓
之
子

皆
生
於
黑
穴
未
有
君
長
俱
事
鬼
神
乃
共
擲
劍
於
石
穴
約
能
中
者
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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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為
君
巴
氏
子
務
相
乃
獨
中
之
衆
皆
歎
又
令
各
乘
土
船
約
能
浮
者

當
以
為
君
餘
姓
悉
沈
惟
務
相
獨
浮
因
共
立
之
是
為
廩
君
乃
乘
土
船

從
夷
水
至
鹽
陽

清

江

水

一

名

鹽

水

出

都

亭

山

鹽
水
有
神
女
謂
廪
君
曰
此
地
廣
大

魚
鹽
所
出
願
留
共
居
廪
君
不
許
鹽
神
暮
輙
來
取
宿
旦
即
化
為
蟲
與

諸
蟲
羣
飛
揜
蔽
日
光
天
地
晦
冥
積
十
餘
日
廪
君
思
其
便
因
射
殺
之

天
乃
開
明
廪
君
於
是
君
乎
夷
城
四
姓
皆
臣
之
廪
君
死
魂
魄
世
為
白

虎
巴
氏
以
虎
飲
人
血
遂
以
人
祠
焉
秦
惠
王
併
巴
中
以
巴
氏
為
蠻
夷

君
長
世
尚
秦
女
其
民
爵
比
不
更
按
巴
為
古
國
春
秋
桓
公
九
年
巴
行

人
韓
服
通
好
上
國
見
左
氏
傳
自
秦
惠
王
併
之
廢
為
蠻
夷
君
長
世
尚

秦
女
以
示
覊
縻
而
翦
楚
人
之
羽
翼
也
土
船
神
女
諸
説
西
漢
人
為
之

不
過
襲
魚
𦌘
狐
鳴
之
故
智
目
𧩊
酋
長
之
為
天
授
不
必
實
有
是
事
也

劉
攽
註
巴
氏
之
君
可
有
爵
耳
民
何
故
輙
得
之
明
衍
民
字
竊
謂
民
指

樊
瞫
相
鄭
四
姓
而
言
務
相
赤
穴
當
是
漢
時
土
酋
相
傳
云
云
不
必
其

為
巴
子
開
國
之
君
也

舊
志
載
巴
蔓
子
尹
珍
於
人
物
並
祠
鄉
賢
李
氏
宗
汾
以
尹
珍
為
母
歛

人
在
今
貴
州
遵
義
府
乃
漢
武
平
夜
郎
所
置
牂
牁
郡
屬
縣
也
於
施
無

沙
巴
國
即
今
重
慶
以
東
一
帶
地
蔓
子
為
巴
將
軍
因
施
郡
都
亭
山
有

巴
蔓
子
墓
遂
收
入
人
物
義
亦
未
安
竊
謂
尹
珍
之
入
人
物
以
夜
郡
屬

地
之
故
謬
誤
相
沿
允
宜
更
正
至
按
明
一
統
志
施
州
在
春
秋
時
為
巴

國
東
境
地
蔓
子
捐
頭
顱
以
全
本
國
三
城
楚
巴
壤
地
吡
連
所
許
者
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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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吾
施
為
近
桑
梓
存
亡
之
所
闗
係
乞
援
不
已
繼
以
身
殉
揆
情
度
理

安
在
蔓
子
之
不
為
施
人
况
都
亭
既
載
其
墓
則
此
偉
人
傑
士
之
確
為

是
邦
鄉
賢
尤
覺
毫
無
疑
義

舊
府
志
載
唐
李
白
流
夜
郎
時
經
此
登
城
北
碧
波
峰
有
把
酒
問
月
詩

後
置
亭
遂
以
問
月
名
焉
李
氏
宗
汾
據
太
白
年
譜
肅
宗
至
德
二
年
丁

酉
二
月
𣱵
王
璘
兵
敗
白
亡
走
彭
澤
坐
繫
潯
陽
獄
宣
慰
大
使
崔
渙
御

史
中
丞
宋
若
思
為
推
覆
清
雪
若
思
率
兵
赴
河
南
釋
其
因
使
參
軍
事

遂
上
書
薦
白
才
可
用
不
報
乾
元
戊
戍
二
年
即
至
德
三
年
終
以
𣱵
王

事
長
流
夜
郎
次
年
己
亥
未
至
夜
郎
遇
赦
釋
回
憇
江
夏
岳
陽
後
如
潯

陽
此
集
中
有
流
夜
郎
半
道
承
恩
放
還
兼
欣
克
復
之
美
有
懷
示
息
秀

才
作
也
再
把
酒
問
月
篇
原
註
故
人
賈
淳
令
予
問
之
未
題
流
夜
郎
且

白
自
詔
流
夜
郎
如
於
烏
江
留
别
及
贈
辛
判
官
劉
都
使
易
秀
才
憶
蒲

桃
花
諸
作
不
題
曰
流
夜
郎
則
題
曰
時
竄
夜
郎
是
未
至
夜
郎
有
作
自

序
且
然
豈
已
至
夜
郎
之
所
而
自
序
所
作
顧
獨
不
然
乎
洋
洋
數
百
言

皆
以
白
未
至
施
為
疑
愚
按
唐
時
夜
郎
屬
遵
義
好
事
者
辨
之
詳
矣
考

潯
陽
至
夜
郎
一
泝
江
而
上
至
涪
渝
折
而
南
下
至
遵
義
此
一
程
也
一

泝
江
而
上
至
夷
陵
舍
舟
登
陸
經
施
州
酉
陽
涉
烏
江
西
行
入
遵
義
此

又
一
程
也
就
水
道
便
宜
言
由
蜀
入
楚
無
陸
行
之
理
由
楚
入
蜀
陸
行

者
較
多
古
今
罪
囚
遣
戍
必
有
卒
徒
循
驛
遞
解
陸
行
輕
舟
冒
險
者
絕

少
况
白
有
烏
江
留
別
之
詩
及
過
五
溪
到
夜
郎
之
語
此
豈
不
可
為
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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嘗
至
施
之
碻
證
乎
黄
山
谷
詩
夜
郎
留
仙
客
即
繼
以
施
州
肯
回
首
李

白
寄
王
明
府
詩
云
去
嵗
左
遷
夜
郎
郡
今
年
勅
放
巫
山
陽
是
亦
可
見

白
即
未
至
夜
郎
而
施
南
酉
陽
烏
江
一
帶
必
為
足
跡
曾
經
之
地
陳
氏

詩
施
非
夜
郎
考
謂
白
自
梓
州
聞
赦
得
還
往
來
皆
由
水
道
此
臆
説
也

明
豫
章
鄒
維
璉
重
建
問
月
亭
記
冠
絶
羣
言
而
於
李
白
遺
跡
毫
無
疑

詞
亟
錄
之
以
供
衆
覽
記
曰
李
太
白
之
在
唐
可
謂
流
落
不
偶
矣
其
身

後
遺
跡
所
在
慿
弔
珍
惜
有
若
甘
棠
是
故
沔
陽
則
有
太
白
湖
漢
陽
則

有
太
白
樓
江
油
則
有
太
白
臺
姑
蘇
齊
魯
之
間
則
有
太
白
祠
而
施
城

北
碧
波
山
則
有
太
白
問
月
臺
一
峯
特
聳
天
濶
無
垠
江
山
崖
壑
城
郭

煙
樹
無
不
在
目
天
籟
泉
響
烏
語
猿
聲
無
不
在
耳
誠
施
城
之
大
觀
也

予
初
奉
旨
謫
施
親
友
作
詩
贈
行
皆
指
斯
亭
以
為
詞
予
曰
璉
無
謫
仙

才
而
患
難
行
素
講
習
有
年
當
不
令
此
君
在
施
獨
邀
千
古
及
抵
施
訪

之
州
人
張
熙
寰
李
岐
陽
云
年
久
亭
圮
正
欲
新
構
而
時
未
遑
一
日
二

子
載
酒
招
余
同
遊
果
見
奇
絕
如
其
所
聞
為
之
夷
猶
不
忍
去
至
是
亭

成
問
記
於
予
予
曰
古
今
重
太
白
與
太
白
之
所
以
為
亭
重
者
果
酒
與

詩
而
已
乎
清
平
三
調
暗
刺
玉
環
此
諷
諫
也
人
主
倘
悟
禍
水
立
消
豈

有
馬
嵬
之
事
耶
唐
之
宧
者
干
政
自
高
璫
始
媚
竈
實
繁
有
徒
太
白
於

人
主
之
前
呼
役
如
奴
隷
豈
真
使
酒
慢
上
無
人
臣
禮
蓋
借
酒
以
規
刑

餘
賤
役
原
非
天
子
所
當
寵
此
譎
諫
也
使
人
主
能
悟
而
不
留
弊
以
遺

子
孫
又
何
至
北
司
重
於
南
衙
天
子
在
其
掌
中
哉
嗚
呼
太
白
似
醉
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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醉
似
狂
非
狂
有
遠
識
有
深
心
而
又
有
俠
骨
謂
其
為
智
士
可
直
臣
可

酒
僊
詩
聖
足
以
盡
之
哉
予
猶
羡
其
少
時
謁
時
相
題
江
上
釣
鰲
客
相

問
以
何
為
絲
鉤
曰
虹
霓
為
絲
明
月
為
鉤
又
問
以
何
為
餌
曰
天
下
無

義
氣
丈
夫
為
餌
相
𢙀
然
奇
哉
斯
言
已
見
直
道
事
人
落
落
難
合
之
嚆

矢
不
然
以
彼
之
才
稍
自
委
蛇
卿
相
何
難
之
有
然
則
𣱵
王
璘
之
事
何

如
乎
曰
道
廹
脅
不
從
揮
金
明
節
太
白
詩
序
甚
詳
九
江
王
中
丞
昭
雪

疏
詞
亦
甚
明
蘇
子
曕
曰
太
白
能
於
儔
伍
中
知
郭
子
儀
之
為
人
傑
豈

不
能
知
𣱵
王
璘
之
無
成
此
語
足
為
千
秋
鐵
案
矣
予
願
登
斯
亭
者
想

見
其
為
人
即
酒
與
詩
才
不
逮
謫
僊
但
以
義
氣
丈
夫
一
語
相
體
味
勉

力
名
行
仰
止
古
人
無
徒
為
太
白
充
釣
餌
則
太
白
重
而
亭
亦
重
庶
不

負
乎
構
亭
義
舉
哉
此
雖
專
屬
施
城
記
載
而
亦
足
與
吾
咸
歌
羅
碧
山

諸
勝
蹟
互
相
證
明
者
也

黄
山
谷
云
予
旣
作
竹
枝
詞
夜
宿
於
歌
羅
驛
夢
李
白
相
見
於
山
間
曰

予
往
謫
夜
郎
於
此
聞
杜
鵑
作
竹
枝
詩
三
疊
世
傳
之
否
細
憶
集
中
無

有
請
三
誦
乃
得
之
一
聲
望
帝
花
片
飛
萬
里
明
妃
雪
打
圍
馬
上
胡
兒

那
解
聽
琵
琶
應
道
不
如
歸
竹
竿
披
面
蛇
倒
退
摩
圍
山
間
猢
猻
愁
杜

鵑
無
血
可
續
淚
何
日
金
鷄
赦
九
州
命
輕
人
酢
甕
頭
船
日
瘦
鬼
門
闗

外
天
北
人
墮
淚
南
人
笑
青
壁
無
梯
聞
杜
鵑
詩
載
舊
府
志
雜
志
中
按

黄
庭
堅
謫
涪
時
曾
至
施
題
詠
甚
多
石
通
洞
書
有
涪
翁
二
字
歌
羅
驛

或
以
宣
恩
之
高
羅
當
之
竊
謂
詞
臣
所
經
原
不
足
輕
重
即
論
李
之
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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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
登
陸
黄
之
由
涪
赴
施
中
歴
酉
陽
彭
水
黔
江
吾
咸
尚
為
必
由
之
路

斷
不
能
因
舊
志
云
云
遂
謂
宣
之
高
羅
為
是
咸
之
高
羅
山
為
非
也

舊
府
志
以
沙
渠
屬
建
平
郡
治
今
施
南
各
縣
地
按
沈
約
宋
書
州
郡
志

呉
孫
休
𣱵
安
三
年
分
宜
都
縣
置
建
平
郡
領
信
陵
興
山
秭
歸
沙
渠
四

縣
晋
亦
有
建
平
郡
太
康
元
年
呉
平
併
合
𣱵
初

宋

武

帝

年

號

郡
國
有
南
陵

建
始
信
陵
興
山
𣱵
新
𣱵
寕
平
樂
七
縣
按
太
康
地
理
志
無
南
陵
𣱵
新

𣱵
寕
平
鄉
新
鄉
五
縣
疑
是
東
晋
所
立
信
陵
興
山
沙
渠
呉
所
立
建
始

晋
初
所
立
也
又
建
平
郡
領
七
縣
巫
秭
歸
歸
鄉
北
井
泰
昌
沙
渠
新
鄉

此
宋
書
所
載
也
今
按
巫
即
巫
山
縣
秭
歸
即
今
歸
州
歸
鄉
亦
作
歸
州

北
井
即
今
虁
州
大
寕
縣
後
周
省
入
太
昌
按
晋
太
昌
後
周
改
大
昌
大

昌
亦
即
今
夔
州
大
寕
縣
惟
沙
渠
新
鄉
不
詳
所
在
考
水
經
註
渠
出
南

巴
嶺
流
逕
宕
渠
縣
謂
之
宕
渠
水
漢
有
宕
渠
縣
明
一
統
志
渠
縣
本
漢

宕
渠
縣
地
李
氏
宗
汾
以
為
建
平
沙
渠
既
無
明
文
可
考
大
抵
不
離
四

川
順
慶
府
所
屬
州
縣
近
是
且
宋
書
云
沙
渠
晋
起
居
注
太
康
元
年
立

按
沙
渠
是
呉
建
平
郡
所
領
呉
平
不
應
方
立
是
宋
書
不
特
未
據
太
康

地
理
志
註
明
沙
渠
所
屬
併
所
立
亦
且
不
詳
原
志
謂
沙
渠
即
施
州
何

所
據
而
云
然
不
知
此
臆
説
也
今
即
宋
書
州
郡
志
考
之
呉
孫
休
𣱵
安

三
年
分
宜
都
置
建
平
郡
領
信
陵
興
山
秭
歸
沙
渠
四
縣
沙
渠
既
隸
建

平
分
宜
都
郡
置
則
沙
渠
必
近
宜
都
可
知
且
與
秭
歸
諸
縣
同
隸
建
平

則
沙
渠
必
與
秭
歸
縣
相
連
可
知
今
施
東
近
宜
都
東
北
近
秭
歸
興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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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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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其
為
沙
渠
固
已
碻
然
可
信
何
至
越
夔
忠
州
郡
至
順
慶
割
一
渠
縣
來

屬
之
理
尤
有
可
據
者
則
在
夷
水

即

今

清

江

水
經
註
夷
水
又
東
逕
建
平
沙

渠
縣
縣
有
巫
城
南
岸
山
道
五
百
里
其
水
歴
縣
東
出
焉
又
夷
水
自
沙

渠
入
很
山
縣

在

今

長

陽

縣

西

又
東
逕
很
山
縣
故
城
南
又
東
北
逕
夷
道
縣
北

又
東
逕
宜
都
縣
北
東
入
江
沙
渠
為
夷
水
所
經
下
流
入
很
山
宜
都
則

即
夷
水
以
定
縣
沙
渠
之
屬
施
不
大
彰
明
較
著
乎
安
得
謂
無
明
文
可

證
而
牽
一
不
相
連
屬
之
渠
水
且
以
一
字
偶
同
之
渠
縣
當
之
况
渠
縣

屬
今
綏
定
府
非
順
慶
目
前
地
志
舛
誤
乃
爾
真
不
足
資
一
噱
矣

後
漢
書
南
蠻
列
傳
肅
宗
建
初
元
年
武
陵
澧
中
蠻
陳
從
等
反
叛
入
零

陽
蠻
界
其
冬
零
陽
蠻
五
里
精
夫
為
郡
擊
破
從
等
皆
降
三
年
冬
漊
中

蠻
覃
兒
健
等
復
反
攻
燒
零
陽
作
唐
孱
陵
界
中
明
年
春
發
荆
州
七
郡

及
汝
南
頴
川
施
刑
徒
吏
士
五
千
餘
人
拒
守
零
陽
募
充
中
五
里
蠻
精

夫
不
叛
者
四
千
人
擊
里
中
賊
五
年
覃
兒
健
請
降
不
許
郡
因
進
兵
與

戰
於
宏
下
大
破
之
斬
兒
健
首
餘
皆
棄
營
走
還
漊
中
復
遣
乞
降
乃
受

之
於
是
罷
武
陵
屯
兵
賞
賜
各
有
差
和
帝
𣱵
元
四
年
漊
中
蠻
潭
戎
等

反
燔
燒
郵
亭
殺
掠
吏
民
郡
兵
擊
破
降
安
帝
元
初
二
年
澧
中
蠻
以
郡

縣
徭
役
失
平
懷
怨
恨
遂
結
充
中
諸
種
二
千
餘
人
攻
城
殺
長
吏
州
郡

募
五
里
蠻
六
亭
兵
追
擊
破
之
皆
散
降
賜
五
里
六
亭
渠
帥
金
帛
各
有

差
明
年
澧
中
漊
中
蠻
復
叛
郡
官
募
善
蠻
討
平
之
按
漊
中
縣
名
即
今

湖
南
慈
利
縣
地
充
中
即
今
湖
北
鶴
峯
以
西
地
水
經
注
酉
水
出
故
武



 

咸
豐
縣
志

卷
十
二

雜

志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百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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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陵
充
縣
之
酉
源
山
至
沅
陵
縣
南
注
沅
與
漢
書
註
同
明
一
統
志
充
縣

在
慈
利
縣
西
二
百
四
十
里
今
鶴
峯
正
當
慈
利
之
西
計
其
道
里
亦
相

去
不
遠
又
明
史
地
理
志
於
散
毛
宣
撫
司
則
曰
南
有
白
水
河
一
名
酉

溪
自
忠
建
宣
撫
司
流
入
東
南
入
𣱵
順
司
界
於
𣱵
順
司
則
曰
西
南
有

水
溪
即
酉
水
下
流
入
沅
陵
縣
界
於
忠
建
司
則
曰
南
有
白
水
河
今
宣

恩
東
南
一
百
二
十
里
毗
連
鶴
峰
州
界
緣
山
東
南
行
四
十
五
里
地
名

羅
戈
川
白
水
河
實
源
於
此
與
湖
廣
通
志
源
出
宣
恩
鶴
峰
交
界
之
説

合
又
今
酉
水
伏
流
經
卯
峝
復
出
由
百
户
司
流
下
辰
河
按
卯
字
即
丣

字
之
訛
丣
酉
音
近
殆
古
地
而
今
異
名
者
酉
溪
為
五
溪
之
一
五
溪
在

漢
為
蠻
夷
地
而
充
中
五
里
六
亭
之
人
實
預
東
漢
戡
定
之
功
觀
此
則

充
西
之
與
漊
中
其
開
化
遲
速
正
自
不
同
又
馬
援
征
五
溪
至
上
雋
謂

從
壼
頭
則
路
近
而
水
險
從
充
則
塗
夷
而
運
遠
卒
從
壼
頭
進
兵
以
今

考
之
由
辰
州
至
鶴
峰
之
交
所
謂
遠
而
夷
者
殆
舍
咸
來
附
近
壤
地
莫

屬
也

湘
陰
黄
石
珊
大
令
利
川
縣
志
謂
即
後
周
所
置
亭
州
以
都
亭
山
得
名

鹽
水
即
其
附
郭
縣
攷
据
確
鑿
至
烏
飛
縣
不
詳
所
在
以
今
考
之
清
江

建
始
既
别
有
縣
宣
恩
又
毗
連
古
清
江
縣
則
烏
飛
一
縣
其
為
□
來
兩

縣
舊
治
當
無
疑
義
至
隋
省
州
存
清
江
郡
又
改
烏
飛
縣
名
開
夷
按
開

夷
既
為
烏
飛
更
名
是
時
又
曾
别
置
充
州
充
於
宣
恩
為
近
尤
可
信
烏

飛
專
屬
咸
來
舊
疆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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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四
十
三

宋
史
列
傳
林
栗
字
黄
仲
知
夔
州
施
民
覃
汝
翌
與
知
思
州
田
汝
弼
交

惡
汝
弼
卒
汝
翌
率
衆
伐
其
喪
弼
子
祖
周
深
入
報
復
兵
交
於
二
州
之

境
施
黔
大
震
汝
翌
以
重
幣
借
兵
諸
峝
而
乞
師
於
帥
府
栗
以
汝
翌
實

招
亂
移
檄
罷
兵
令
兵
馬
鈐
轄
按
閲
諸
州
密
檄
令
攝
州
事
汝
翌
抗
拒

伏
誅
田
祖
周
懼
與
其
母
冉
氏
獻
黔
江
田
業
計
錢
九
十
萬
緡
以
贖
罪

蠻
民
遂
安
按
思
州
即
今
貴
州
思
南
地
今
之
酉
陽
唐
亦
曰
思
州
田
氏

自
宋
時
世
官
思
州
黔
江
田
業
之
入
於
施
殆
所
以
貰
潢
池
盜
弄
之
辜

而
為
施
黔
接
壤
難
民
稍
資
撫
卹
也
與

宋
史
蠻
夷
列
傳
嘉
祐
三
年
以
施
州
蠻
向
永
勝
所
領
州
為
安
定
州
紹

興
十
二
年
詔
以
施
州
南
砦
路
夷
人
向
再
健
襲
父
思
遷
職
充
銀
青
光

祿
大
夫
檢
校
國
子
祭
酒
兼
監
察
御
史
武
騎
尉
知
懿
州
事
舊
府
志
又

載
本
傳
荆
湖
南
北
路
徼
外
有
南
北
江
蠻
北
江
有
上
中
下
三
溪
州
又

有
龍
賜
夫
賜
忠
順
保
靜
感
化
𣱵
順
州
凡
六
懿
安
遠
新
□
富
來
寕
南

順
高
等
州
十
一
南
江
蠻
自
辰
州
達
於
邵
陽
各
有
谿
峝
觀
此
則
咸
來

二
邑
之
設
州
分
治
由
來
已
久
而
官
斯
土
者
并
領
朝
廷
清
要
重
職
文

化
早
開
人
才
輩
出
殆
可
想
見

元
世
祖
本
紀
至
元
三
十
年
四
月
師
𤩹
散
毛
峝
勾
答
什
用
等
四
人
各

授
蠻
夷
官
以
璽
書
遣
歸
三
十
五
年
五
月
散
毛
峝
主
覃
順
等
來
貢
方

物
陞
其
峝
為
府
明
史
土
司
列
傳
洪
武
五
年
散
毛
宣
慰
使
都
元
帥
覃

野
旺
上
偽
夏
所
授
印
十
七
年
散
毛
沿
邊
安
撫
司
安
撫
覃
野
旺
之
子



 

咸
豐
縣
志

卷
十
二

雜

志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百
四
十
四

起
喇
來
朝
命
為
本
司
僉
事
是
時
大
田
尚
未
設
所
散
毛
司
地
兼
今
來

咸
二
邑
廣
土
衆
民
是
以
百
餘
年
間
朝
廷
恒
重
視
其
人
心
嚮
悖
而
汲

汲
於
控
馭
之
方
也

舊
府
志
載
明
鄒
維
璉
字
德
輝
江
西
新
建
進
士
任
考
功
郎
中
天
啟
三

年
以
攻
魏
璫
戍
施
一
載
後
起
南
太
僕
少
𡖖
廵
撫
福
建
在
施
著
作
題

詠
甚
多
有
友
白
集
大
夢
草
俱
燬
於
兵
燹
其
序
李
一
鳳
重
修
衛
志
序

云
夫
天
地
風
氣
始
於
樸
樸
則
開
開
則
盛
故
聖
人
不
能
不
用
文
以
救

忠
質
之
窮
第
其
過
靡
則
節
之
故
曰
文
明
以
止
余
觀
施
城
雖
鄰
夷
而

漢
官
威
儀
士
紳
文
學
父
老
子
弟
彬
如
也
乃
去
城
不
數
里
民
則
處
於

不
華
不
夷
之
間
以
先
王
垂
世
大
教
莫
如
冠
裳
而
民
且
有
不
冠
之
首

他
又
可
知
若
然
者
豈
以
種
雜
槃
弧
難
遊
文
明
之
治
乎
夫
三
代
以
上

之
中
國
南
不
過
江
黄
呉
楚
四
大
國
春
秋
夷
之
至
於
兩
浙
七
閩
百
粵

之
區
漢
武
始
入
職
方
前
此
斷
髮
文
身
章
甫
無
用
者
今
則
家
絃
户
誦

文
學
比
於
鄒
魯
何
盛
也
毋
亦
風
氣
有
必
開
之
漸
而
人
事
又
迎
其
機

與
之
更
始
也
且
漢
武
初
通
西
南
夷
使
司
馬
相
如
馳
檄
諭
蜀
不
有
蜀

不
變
服
巴
不
易
俗
之
語
乎
施
鄰
巴
蜀
此
亦
可
鑒
則
安
見
其
有
作
新

而
槃
弧
不
可
化
而
中
國
荒
服
不
可
進
而
鄒
魯
耶
施
自
隋
唐
以
來
本

列
州
郡
高
帝
為
控
馭
十
四
土
司
省
州
入
衛
要
非
得
已
其
設
學
餼
諸

生
則
數
更
豐
於
他
郡
可
見
聖
神
本
意
亟
欲
用
夏
變
夷
新
此
一
方
民

而
民
可
自
外
德
化
上
可
漫
無
勞
來
匡
直
之
計
哉
然
欲
化
民
成
俗
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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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四
十
五

當
先
體
省
州
入
衛
之
故
而
後
措
諸
安
全
夫
國
初
設
衛
以
衛
民
耳
其

弊
也
借
民
衛
衛
又
其
弊
也
土
著
不
能
衛
衛
乃
借
客
兵
以
衛
衛
此
天

下
軍
政
之
大
弊
也
施
更
可
異
戸
籍
減
額
餉
停
夫
旣
不
能
白
衛
矣
而

土
著
客
兵
之
衛
衛
者
亦
安
在
甚
至
雉
堞
盡
圮
藩
籬
可
撤
此
不
過
循

渙
而
溺
駕
馬
有
戀
棧
之
思
連
雞
無
俱
棲
之
勢
彼
則
孰
以
僻
陋
為
虞

耳
不
思
恃
陋
而
不
備
莒
之
所
以
見
襲
於
楚
者
語
曰
非
我
族
𩔖
其
心

必
異
安
有
斗
大
孤
城
逼
處
豺
狼
窟
中
而
幸
彼
為
孝
子
順
孫
𣱵
遠
就

我
戎
索
哉
且
今
雖
覊
縻
漢
法
能
如
數
十
年
前
肅
然
不
爽
尺
寸
否
察

影
見
形
智
者
事
也
吾
願
蒞
斯
土
者
無
以
燕
樂
侈
遥
制
無
以
鞭
長
勒

馬
腹
用
對
高
帝
用
夏
變
夷
之
休
命
則
李
大
夫
岐
陽
修
乘
深
意
不
過

在
是
即
璉
藉
空
言
以
維
封
疆
少
報
聖
天
子
不
殺
之
恩
亦
端
在
是
矣

僭
為
之
序
按
鄒
公
直
節
光
明
史
因
戍
施
日
久
於
此
邦
情
狀
知
之
最

悉
故
其
序
李
志
也
洞
中
衛
所
之
要
害
一
轉
瞬
間
而
刼
殺
蹂
躪
之
禍

蔓
延
三
十
餘
年
自
非
終
藉
客
兵
大
力
而
土
酋
末
由
襲
服
且
非
百
八

十
年
前
改
土
歸
流
以
一
勞
圖
𣱵
𨓜
安
在
蠻
雲
瘴
雨
之
鄉
今
竟
同
遊

堯
天
舜
日
之
宇
哉

舊
府
志
載
郡
司
馬
商
盤
字
寶
意
浙
江
會
稽
進
士
乾
隆
十
六
年
官
施

南
下
車
採
風
詩
曰
峝
花
犵
鳥
不
𡬶
常
天
遣
題
詩
到
夜
郎
特
較
江
南

風
土
異
雪
中
解
籜
見
新
篁
放
衙
官
似
放
參
僧
小
院
人
稀
寂
寞
增
乾

鵲
楂
楂
鳩
穀
穀
方
晴
忽
雨
總
無
慿
冉
駹
遺
種
語
侏
𠌯
大
旺
當
年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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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四
十
六

舊
司
苗
錦
如
雲
成
五
色
勝
他
番
褐
紫
駝
尼
遠
山
疊
疊
近
山
攢
負
郭

人
家
佔
地
寛
一
帶
枳
籬
茅
舍
畔
儘
多
豕
柵
少
牛
欄
蕨
薇
嘉
産
并
來

麰
葱
翠
連
坡
忽
滿
疇
春
摘
嫩
苗
秋
貯
粉
全
家
糧
食
不
須
憂
蠻
俗
新

移
尚
未
成
不
知
紡
織
但
知
耕
一
城
四
面
方
如
斗
三
分
居
民
七
分
兵

早
禾
晚
稻
積
京
坻
擊
鼓
鼕
鼕
息
蜡
時
白
酒
黄
雞
盛
背
籠
明
朝
去
賽

竹
王
祠
羊
腸
蟻
穴
路
彎
彎
古
蹟
猶
存
振
武
闗
散
木
良
材
同
一
炬
年

年
十
月
便
燒
山
東
西
贊
佐
舊
曾
聞
忠
峝
唐
崖
兩
處
分
莫
怪
獊
獰
蠻

語
熟
新
來
蠻
府
作
叁
軍
野
性
依
人
飲
啄
同
白
鷴
養
得
羽
毛
豐
一
官

潦
倒
無
歸
思
不
與
開
籠
祇
閉
籠
椎
髻
雕
題
態
若
何
利
宣
餘
習
未
消

磨
金
環
貫
耳
誰
家
女
解
唱
鼅
鼄
蛺
蝶
歌
官
符
商
引
到
山
家
綠
雪
紛

紛
乍
吐
芽
莫
怪
採
茶
時
節
好
火
前
茶
勝
雨
前
茶
是
時
府
縣
設
治
甫

十
餘
年
利
川
汪
家
營
駐
同
知
唐
崖
駐
通
判
觀
此
可
見
當
日
控
馭
之

法
要
以
西
北
邊
境
尤
重
也
而
利
宣
開
化
較
晚
不
逮
來
咸
文
明
差
早

亦
可
想
見

王
協
夢
字
松
廬
江
西
德
化
進
士
和
平
簡
易
正
色
率
屬
守
施
數
載
民

康
物
阜
復
留
心
學
校
士
之
以
文
藝
就
質
者
靡
不
得
益
以
去
後
升
江

南
廵
道
迄
今
八
十
餘
年
施
之
人
知
與
不
知
皆
爭
相
稱
道
甲
申
按
行

至
咸
題
詠
甚
多
古
體
四
首
云
山
石
似
層
冰
一
一
水
痕
凍
鴻
濛
未
闢

時
想
見
勢
澒
洞
浩
乎
挾
天
風
滔
滔
孰
與
控
凝
結
萬
萬
古
猶
訝
波
濤

送
方
理
砉
然
開
可
代
瓴
甓
用
巖
前
一
把
茅
塗
塈
欲
無
縫
山
罅
自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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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四
十
七

畦
山
田
綠
方
種
方
從
山
後
來
忽
度
山
前
去
下
下
而
高
高
沿
緣
百
盤

路
籃
輿
行
山
腰
徑
可
入
縑
素
絕
壁
噴
飛
泉
羣
峰
隱
深
樹
此
間
著
蕉

團
豈
謂
煙
霞
痼
惜
哉
蜀
道
難
覊
遊
寡
歡
趣
且
啖
諸
葛
薇
且
飽
懶
殘

芋
山
靈
笑
我
俗
鳴
騶
到
山
阿
重
巖
歴
石
磴
宛
轉
如
旋
螺
居
人
共
牽

引
直
上
無
延
俄
恍
師
巴
猿
智
連
臂
下
飲
河
阮
孚
蠟
遊
屐
視
此
應
殊

科
部
民
樂
趨
事
吾
政
敢
側
頗
要
須
除
害
馬
無
為
勞
者
歌
石
鼓
定
堅

緻
嵌
空
何
玲
瓏
木
髪
土
為
膚
綿
亘
蠻
煙
中
崇
山
極
鳥
道
絕
澗
開
蠶

叢
山
攢
水
亦
聚
氣
本
相
流
通
天
生
此
略
彴
底
用
丸
泥
封
瀑
泉
自
䀨

耳
飛
雲
應
盪
胸
何
當
迷
遊
侶
桐
帽
支
吟
笻
居
民
勤
苦
官
長
賢
良
即

此
見
一
斑
矣

科
舉
之
制
肇
自
有
唐
有
明
創
為
制
藝
取
士
一
時
讀
書
種
子
爭
以
是

為
進
身
之
階
亦
風
氣
使
然
也
吾
咸
自
有
明
設
所
以
來
士
之
力
學
而

𡚒
跡
者
大
率
因
宧
寄
籍
如
蔣
張
徐
梅
冉
許
邢
楊
諸
姓
為
多
前
清
初

建
楊
氏
一
族
獨
佔
優
勝
楊
小
崧
大
令
瀑
泉
學
記
推
崇
先
德
其
所
紀

叙
要
皆
實
錄
記
中
溯
源
未
設
縣
以
前
楊
氏
一
門
發
跡
者
多
他
惟
梅

蔣
張
邢
冉
盧
孫
廖
倪
陳
趙
金
許
多
陸
徐
而
已
乾
隆
丙
戍
咸
來
宣
利

先
輩
聨
名
請
頒
學
額
太
守
張
飭
各
縣
會
印
具
詳
並
夾
單
陳
請
時
楊

公
昌
麒
捐
銀
數
百
兩
指
定
將
公
進
綬
帶
領
銀
文
冒
雪
徒
步
赴
省
具

呈
蒙
院
司
題
准
今
額
惟
前
赴
荆
宜
應
試
跋
涉
維
難
於
是
六
邑
公
呈

建
考
棚
會
詳
題
准
咸
之
首
事
國
學
梅
常
菁
馮
祖
乾
張
文
淵
廖
洪
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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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四
十
八

邢
思
爵
田
廷
聘
楊
昌
連
廪
生
蔣
珂
增
生
張
秉
恕
梅
常
華
附
生
蔣
進

綬
蔣
進
元
蔣
燦
陳
尚
賢
陸
𣱵
臨
多
能
覃
錫
年
冉
𣱵
海
廖
洪
祿
梅
如

菁
武
庠
倪
登
貴
蔣
元
邢
登
榜
姚
大
德
等
沿
鄉
勸
捐
而
董
事
郡
城
勞

心
勞
力
凡
三
年
棚
始
成
者
恩
貢
楊
勝
忠
國
學
梅
常
菁
也
乾
隆
四
十

六
年
學
使
南
滙
呉
白
華
始
就
施
試
士
然
則
邇
日
之
培
植
文
教
熱
心

公
益
者
楊
昌
麒
楊
勝
忠
父
子
之
功
殆
較
蔣
氏
進
綬
為
尤
多
云
宜
其

族
人
自
乾
嘉
而
後
騰
聲
黌
序
者
之
接
踵
而
起
也

宋
史
五
行
志
太
平
興
國
元
年
五
月
施
州
麥
秀
兩
歧
端
拱
二
年
施
州

虸
蚄
蟲
生
害
稼
大
中
祥
符
七
年
施
州
禾
一
莖
九
穗
至
十
二
穗
嘉
祐

六
年
施
州
歌
羅
砦
生
芝
四
本
元
符
元
年
八
月
施
州
李
木
連
理
紹
興

二
十
三
年
八
月
施
州
大
風
雨

明
湖
廣
通
志
𣱵
樂
初
施
州
地
大
震

舊
府
志
前
清
嘉
慶
三
年
有
年
咸
豐
六
年
夏
五
月
黔
咸
兩
縣
地
震
大

路
壩
山
崩
由
悔
家
壪
板
橋
溪
抵
蛇
盤
溪
三
十
餘
里
皆
成
湖
壓
斃
居

民
以
數
百
計
李
姓
最
多
九
年
清
明
日
晝
晦
夏
四
月
龍
坪
大
水
漂
没

集
塲
居
舍
十
一
年
夏
四
月
雷
震
聖
宮
柱
碎
其
楹
龍
之
爪
是
月
黄
麂

入
城
同
治
二
年
龍
坪
禾

雙穗

三
年
復
雙
穗
蒲
草
塘
東
門
溝
兩
處
水
鬥

四
年
柿
子
坪
秫
雙
穗

前
清
光
緒
十
五
年
庚
寅
五
月
二
十
日
樂
鄉
里
大
水
淹
没
田
廬
甚
多

西
北
江
一
帶
陡
漲
至
十
餘
丈
之
高
十
日
始
消
受
害
者
約
四
五
千
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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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四
十
九

先
是
十
四
年
秋
初
霪
雨
兩
三
月
不
止
五
穀
霉
爛
至
次
年
春
夏
之
交

仍
苦
水
澇
故
是
嵗
水
患
實
為
亘
古
所
僅
見
二
十
二
年
丁
酉
樂
鄉
里

又
大
水
害
稼
特
甚
惟
較
庚
寅
水
災
僅
及
其
半
聞
父
老
云
咸
豐
𥘉
年

八
月
曾
有
漲
率
至
如
此
者
緣
此
水
受
平
樂
二
里
溪
流
甚
多
又
由
西

北
江
下
五
里
即
入
山
峝
伏
流
春
夏
雨
多
水
滙
入
口
褊
狹
田
土
易
遭

淹
没
要
惟
庚
寅
丁
酉
及
咸
豐
年
間
為
最
甚
云

咸
邑
嵗
收
之
豐
歉
雖
曰
天
事
而
民
風
之
華
樸
農
功
之
勤
情
闗
係
實

居
多
數
以
予
聞
父
老
所
傳
述
乾
嘉
以
上
無
論
矣
道
光
咸
豐
間
斗
米

百
數
錢
及
二
三
百
錢
為
止
甚
有
斗
米
不
及
小
錢
百
枚
者
其
豐
稔
之

景
象
十
年
中
恒
五
六
焉
李
悝
曰
穀
甚
賤
則
傷
農
甚
貴
則
傷
民
是
時

家
給
人
足
親
睦
安
謐
如
故
也
推
究
原
因
田
土
之
墾
治
父
詔
其
子
兄

勉
其
弟
深
耕
易
耨
倍
極
勤
勞
加
以
慶
弔
宴
會
以
及
日
用
交
際
概
從

儉
約
以
故
人
民
忮
求
胥
冺
亁
餱
無
愆
其
聰
明
者
有
志
功
名
而
文
明

以
啟
謹
愿
者
盡
力
隴
畝
而
追
呼
無
聞
熙
熙
乎
二
代
郅
隆
景
運
也
同

治
而
降
習
尚
繁
華
澆
漓
小
民
生
計
日
漸
窘
廹
黠
者
流
為
痞
匪
愚
者

安
於
媮
惰
而
穡
事
益
少
講
求
之
人
近
四
十
年
來
惟
同
治
八
九
年
間

及
光
緒
庚
辰
辛
巳
間
辛
丑
壬
寅
間
為
粗
號
有
年
餘
則
概
稱
歉
嵗
至

癸
酉
庚
寅
丁
酉
嵗
大
饑
道
殣
相
望
間
有
人
相
食
者
戊
申
己
酉
庚
戍

辛
亥
四
年
斗
米
價
至
千
錢
以
外
而
民
殊
少
餓
殍
以
窮
户
尚
有
他
項

職
業
而
藜
藿
蔬
菜
猶
足
充
三
分
糧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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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五
十

前
清
咸
同
兵
事
為
吾
咸
巨
難
時
秦
澐
洲
都
尉
躬
與
其
役
光
緒
壬
寅

嘗
手
書
始
末
以
告
徐
夀
林
明
經
實
能
於
當
日
情
狀
言
之
鑿
鑿
亟
登

之
以
供
記
事
之
考
證
其
略
云
咸
豐
十
一
年
六
月
有
客
自
川
來
言
有

賊
由
黔
之
蜀
將
抵
南
川
初
不
介
意
七
月
賊
信
日
熾
咸
來
戒
嚴
居
民

扶
老
擕
幼
各
避
峝
寨
有
言
峝
寨
不
足
恃
不
如
曠
野
可
行
可
藏
紛
紛

議
論
互
相
恐
駭
至
有
堅
巢
不
守
恒
先
遁
去
邑
宰
盧
公
慎
徽
始
諭
防

堵
無
一
至
者
惟
吾
叔
履
卿
公

名

廷

祿

毅
然
赴
難
徐
徽
五
丁
金
舫
兩
先

生
同
往
忽
探
報
八
月
十
一
日
賊
已
抵
羊
角
磧
徐
丁
兩
先
生
沿
途
各

辦
團
練
獨
吾
叔
招
募
勇
丁
二
百
名
朗
山
叔
招
勇
五
十
名
偉
久
兄
與

嶽
均
附
往
焉
適
施
南
協
惠
公
藹
亭
名
春
者
亦
率
本
協
兵
二
百
名
千

總
譚
德
芳
把
總
嚴
得
勝
外
委
沈
光
才
同
防
線
壩
縣
令
又
釋
死
囚
五

十
名
隨
堵
線
壩
來
鳳
縣
令
王
公
頌
山
檄
捕
㕔
高
某
帶
勇
一
百
名
咸

衿
馮
武
級
外
委
曹
占
元
帶
勇
五
十
名
駐
紥
線
壩
之
上
流
龔
家
壩
酉

陽
州
牧
王
公
名
麟
飛
派
勇
一
百
名
協
防
人
心
稍
定
居
民
始
有
遷
回

者
八
月
十
一
日
賊
由
羊
角
磧
起
行
焚
郁
山
鎮
十
二
日
破
梅
子
闗
黔

彭
營
都
司
譚
公
陣
亡
是
日
黔
江
城
䧟
大
掠
燒
殺
然
猶
不
知
為
何
股

賊
也
既
而
屢
犯
我
營
不
得
飛
渡
賊
出
示
誘
民
始
知
為
偽
張
丞
相
傅

丞
相
所
部
許
楊
崔
唐
四
檢
㸃
夥
黨
二
萬
之
衆
惟
悍
酋
許
檢
㸃
驍
勇

殘
忍
所
向
披
靡
無
攖
其
鋒
九
月
十
三
日
天
尚
未
明
賊
由
老
鷹
闗
大

隊
撲
來
對
岸
鳴
角
列
陣
以
待
礟
聲
騰
沸
震
烈
山
谷
吾
叔
令
吾
弟
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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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五
十
一

死
守
河
沿
從
辰
至
午
不
退
一
步
賊
爭
渡
屢
次
輙
被
擊
退
不
料
龔
家

壩
兵
潰
賊
由
上
流
渡
河
暗
繞
石
鼓
栅
登
長
嶺
崗
抄
我
腦
後
别
股
賊

繞
楊
栁
溝
燒
我
老
營
斷
我
歸
路
嗟
乎
險
矣
哉
對
岸
觀
音
崖
寨
民
驚

呼
回
首
已
鋒
刄
交
加
矣
惠
協
戎
已
由
老
營
奔
馳
吾
叔
弟
兄
二
百
名

勇
無
路
可
出
由
石
鼓
栅
賊
來
路
拚
命
衝
出
重
圍
吾
叔
馬
行
稍
遲
返

戈
救
出
縣
官
所
募
亡
命
死
囚
已
早
作
波
臣
矣
吾
叔
侄
且
戰
且
走
實

天
佑
之
豈
人
力
哉
是
日
回
安
樂
洞
作
自
守
計
盧
公
已
擕
眷
遠
避
十

五
日
賊
破
來
鳳
縣
王
公
頌
山
死
之
惠
協
戎
回
郡
會
太
守
陳
公
名
洪

鍾
檄
縣
再
三
懇
邀
非
秦
軍
不
克
禦
敵
叔
以
年
老
辭
嶽
與
偉
人
兄
招

集
舊
部
二
百
名
添
募
二
百
名
協
戎
贈
名
勁
字
營
朗
山
公
亦
帶
五
十

名
濤
安
公
自
備
軍
餉
義
男
五
十
名
副
惠
協
戎
同
剿
又
興
遊
戎
祿
雙

都
戎
慶
制
兵
千
餘
名
各
鄉
團
勇
二
千
名
有
奇
軍
威
復
振
駐
紮
馬
鞍

山
是
年
腊
月
二
十
二
日
夜
果
後
營
劉
觀
察
嶽
昭
細
作
來
文
約
𥠖
明

在
西
北
門
齊
集
攻
城
彼
此
未
諳
遠
近
我
軍
到
時
劉
觀
察
已
奔
北
幸

我
峽
裏
𦊅
出
賊
不
敢
窮
追
觀
察
我
軍
已
不
能
收
隊
矣
相
持
多
時
觀

察
軍
不
能
復
出
許
賊
率
悍
黨
萬
餘
左
右
杪
來
嶽
兄
偉
人
執
鞭
督
戰

不
許
退
縮
賊
亦
不
進
黄
旂
賊
又
由
左
翼
撲
譚
千
總
隊
前
彼
即
飛
奔

一
軍
動
萬
軍
皆
裂
嗚
呼
全
軍
盡
潰
雖
斬
譚
首
不
能
償
其
萬
分
之
罪

也
偉
人
兄
被
俘
以
其
文
弱
未
加
縛
束
飭
跪
不
屈
手
拾
磚
擊
中
偽
楊

檢
㸃
頭
怒
極
以
木
棉
裹
油
焚
身
至
死
罵
不
絕
口
遇
害
在
來
城
桃
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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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五
十
二

井
畔
後
邑
宰
立
石
誌
其
事
嗟
乎
我
兄
能
不
痛
哉
惠
協
戎
興
遊
戎
雙

都
戎
周
守
備
宗
福
朱
守
備
闗
把
總
沈
外
委
等
同
日
陣
亡
者
約
二
十

一
員
其
餘
我
部
哨
官
魏
守
備
連
陞
武
生
邢
大
玘
制
兵
勇
丁
損
至
二

千
有
奇
果
後
營
是
日
亦
損
弁
兵
三
百
有
奇
嶽
雖
獨
生
亦
幾
血
濺
首

領
矣
匹
馬
單
刀
漬
圍
而
出
許
賊
率
數
騎
跟
追
逼
我
斷
溝
中
被
孰
斷

髮
越
坑
舍
騎
而
生
次
年
即
同
治
元
年
正
月
初
二
日
南
兵
再
集
尾
剿

偽
冀
王
石
達
開
竄
由
龍
山
越
咸
豐
連
營
二
百
餘
里
所
至
蹂
躪
刼
掠

一
空
復
盤
踞
咸
邑
丁
寨
等
處
來
鳳
股
匪
仍
負
固
堅
守
初
九
日
龍
山

大
軍
江
公
率
章
武
二
營
寶
慶
𣱵
順
果
健
各
軍
共
四
十
餘
營
進
逼
來

鳳
賊
不
能
戰
繞
城
奔
走
回
竄
咸
豐
與
石
達
開
合
營
由
利
川
往
涪
州

遇
唐
軍
門
有
根
徐
軍
門
邦
道
兩
大
將
敗
走
遂
趨
川
南
出
貴
州
雲
南

邊
境
欲
抄
成
都
腦
後
暗
渡
大
渡
河
走
生
番
猓
猓
地
及
至
雅
州
遇
伏

被
擒
然
石
達
開
率
前
隊
西
行
敗
没
癸
亥
七
月
後
隊
由
舊
路
仍
竄
咸

豐
丁
寨
悍
酋
李
復
猷
賊
之
所
謂
李
宰
輔
是
也
聞
吾
施
兵
備
嚴
折
回

由
張
坪
司
沙
子
塲
下
龍
潭
過
洪
江
浦
市
抵
郴
州
越
廣
西
到
越
南
在

今
所
譚
降
將
黑
旂
劉
𣱵
福
或
曰
即
李
宰
輔
之
舊
部
也
此
吾
鄉
數
百

年
來
一
大
刦
運
特
詳
記
之
以
俾
後
人
勿
忘
云

爾
雅
釋
獸
魋
如
小
熊
竊
毛
而
黄
注
今
建
平
山
中
有
此
獸
狀
如
熊
而

小
毛
麆
淺
赤
黄
色
俗
呼
為
赤
熊
疏
竊
淺
也
狀
如
小
熊
淺
毛
而
黄
者

名
魋
按
廣
韻
麆
音
組
與
粗
同
説
文
疏
也

舊

府
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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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五
十
三

杜
詩
云
籠
竹
和
煙
滴
露
稍
施
地
慈
竹
笋
出
與
林
齊
籜
全
不
解
一
線

彎
彎
如
垂
柳
兩
三
月
方
解
籜
次
年
始
見
枝
葉
山
深
多
霧
午
時
露
珠

猶
滴
未
嘗
不
歎
詩
人
體
物
之
工
也

宋

志

獸
莫
猛
如
虎
施
南
則
有
一
猪
二
熊
三
虎
之
謡
猪
有
羣
有
獨
羣
者
年

未
深
無
大
異
獨
者
經
年
久
無
可
羣
而
羣
亦
莫
敢
近
也
合
抱
木
齧
如

朽
大
石
𠸌
觸
之
立
碎
虎
豹
見
之
咸
避
莫
敢
鬥
者

宋

志

施
黔
中
多
白
花
蛇
螫
人
必
死
縣
中
板
簿
多
退
丁
者
非
蛇
傷
則
虎
傷

之
也
州
連
蠻
獠
三
月
草
長
蛇
盛
九
月
草
衰
蛇
向
蟄
居
民
造
毒
藥
取

蛇
倒
懸
之
以
刀
刺
其
鼻
下
以
器
盛
其
血
第
一
滴
用
以
毒
人
立
死
故

只
取
第
二
第
三
四
者
毒
血
一
滴
以
麫
和
作
四
丸
中
此
毒
者
先
吐
血

須
臾
五
臟
壅
滿
潰
爛
李
純
之
少
監
云
惟
朱
砂
膏
可
治
此
毒
純
之
以

藥
救
人
無
數
仍
刻
其
方
以
救
士
民

談

苑

蝦
蟆
池
在
衛
城
南
二
百
八
十
里
池
中
多
蝦
蟆
方
春
水
生
輙
跳
擲
岸

上
後
渠
生
爪
前
趾
變
翼
隨
衆
禽
飛
去
變
未
成
者
土
人
常
得
於
禽
網

中
童

志

土
産
香
楠
而
民
不
知
蓄
陳
者
絕
少
産
茶
而
民
拙
於
焙
香
者
絕
少
産

五
加
皮
用
以
浸
酒
香
美
有
殊
效
而
民
尚
桂
花
酒
三
者
皆
恨
事

宋

志

俗
以
麯
蘖
和
雜
糧
於
罎
中
久
之
成
酒
飲
時
開
罎
沃
以
沸
湯
置
竹
管

其
中
曰
咂
筸
先
以
一
人
吸
咂
筸
曰
開
罎
然
彼
此
輪
吸
初
吸
時
味
甚

濃
厚
頻
添
沸
湯
則
味
亦
漸
薄
蓋
蜀
中
釀
法
也
鉛
山
蔣
心
餘
太
史
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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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五
十
四

堂
集
有
咂
酒
詩
可
謂
曲
盡
其
妙
兹
不
贅
登

舊

府

志

南
史
解
叔
謙
傳
母
有
疾
夜
於
庭
中
稽
顙
祈
福
聞
空
中
語
曰
此
病
得

丁
公
藤
為
酒
便
瘥
即
訪
醫
及
本
草
註
皆
無
識
者
乃
求
訪
至
宜
都
郡

遥
見
山
中
一
老
公
伐
木
問
其
所
用
答
曰
此
丁
公
藤
療
風
尤
驗
謙
便

拜
伏
流
涕
具
言
來
意
此
公
愴
然
以
四
段
與
之
并
示
以
漬
酒
法
叔
謙

受
之
顧
視
此
人
不
復
知
處
依
法
為
酒
母
病
即
瘥
按
東
醫
寶
鑑
湯
液

篇
云
味
辛
無
毒
主
祛
風
補
血
衰
者
是
其
驗
也
一
名
南
藤
莖
如
馬
鞭

有
節
紫
褐
色
葉
如
杏
葉
而
尖
今
利
川
小
溪
河
猴
子
崖
有
之

舊

府

志

蓮
池
與
柳
池
法
兄
弟
也
本
蜀
籍
蓮
池
入
呉
柳
池
入
楚
各
以
道
顯
柳

池
結
𢊊
咸
邑
治
北
八
十
里
法
名
無
相
所
居
虎
豹
馴
伏
苗
民
和
輯
湼

槃
時
吐
火
自
焚
鄉
人
建
寺
以
祀

宋

志

曹
和
尚
邑
之
麻
柳
壩
人
少
年
販
布
為
業
年
三
十
入
軟
塘
河
觀
音
閣

為
僧
後
掛
錫
於
胡
家
山
嚴
氏
之
家
廟
年
八
十
餘
持
牟
尼
珠
然
大
法

炬
自
焚
觀
者
如
堵
道
光
十
八
年
三
月
望
日
事
也
又
光
緒
初
有
吉
和

尚
者
亦
邑
之
樂
鄉
里
碗
厰
坪
人
入
來
鳳
革
勒
車
某
寺
為
僧
清
修
十

餘
年
亦
積
薪
自
焚
後
頗
著
靈
異
於
寺
之
遠
近
云

附
温
黃
二
烈
士
合
傳

水
性
使
人
通
山
性
使
人
塞
此
就
智
識
概
畧
論
之
也
若
就
道
德
言

則
性
取
堅
定
每
見
僻
遠
山
鄉
人
民
倔
疆
樸
直
不
甘
臣
虜
一
經
激

勵
而
發
焉
不
可
遏
撼
之
不
可
撓
此
其
大
識
大
智
根
本
道
德
不
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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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五
十
五

齗
齗
較
量
聞
見
技
能
之
末
已
也
吾
鄉
自
巴
國
啟
疆
蔓
子
殉
義
久

為
父
老
所
豔
稱
秦
漢
而
下
州
郡
兼
治
迄
於
趙
宋
已
駸
駸
乎
户
詩

書
家
禮
樂
競
勝
聲
明
文
物
之
邦
矣
南
渡
後
蒙
古
内
侵
中
原
雲
擾

而
吾
咸
附
近
各
州
邑
風
氣
自
為
屢
躓
旋
起
遂
以
土
司
傳
四
百
年

前
清
定
鼎
湖
南
北
歸
命
較
早
而
吾
衛
所
土
流
官
民
延
至
康
熙
二

十
一
年
始
奉
正
朔
追
溯
前
此
捐
身
命
竭
膏
血
與
外
人
爭
獨
立
白

治
權
以
保
存
此
漢
代
衣
冠
漢
族
名
義
者
遺
耉
先
民
難
僂
指
數
而

當
辛
亥
仲
秋
鄂
軍
起
義
前
八
月
有
温
黄
二
烈
士
者
固
吾
咸
之
傑

士
亦
即
山
邑
數
百
里
内
人
民
之
代
表
也

温
烈
士
名
朝
鍾
字
靜
澄
一
字
果
齋
邑
西
信
孚
里
大
路
壩
人
少
孤

性
敏
讀
書
過
目
無
忘
下
筆
滔
滔
不
輟
時
制
科
未
廢
同
學
皆
攻
舉

子
業
烈
士
獨
於
經
史
外
旁
涉
諸
子
百
家
佛
道
經
典
謂
天
下
之
理

至
賾
至
邃
陋
儒
所
未
盡
傳
者
非
旁
捜
博
採
不
足
以
窮
天
下
之
變

而
會
其
通
嵗
甲
辰
為
戚
友
敦
促
因
族
籍
入
四
川
黔
江
縣
學
賀
者

方
盈
門
烈
士
謂
所
親
曰
此
君
主
牢
籠
術
漢
族
二
百
餘
年
之
恥
何

榮
譽
足
云
返
里
布
衣
疏
食
日
與
田
夫
野
老
言
因
果
報
應
濟
人
利

物
刺
刺
不
休
後
兼
通
歧
黄
舊
學
診
病
不
問
遠
近
寒
暑
風
雨
一
呼

即
至
至
輙
有
效
畢
則
勸
其
修
德
富
者
或
導
之
作
善
己
惟
飢
餐
渴

飲
他
無
所
受
人
遂
呼
温
神
仙
烈
士
方
懷
大
志
欲
自
韜
晦
更
自
號

為
恍
惚
道
人
家
去
黔
城
近
偶
因
事
至
黔
知
其
才
者
屢
强
以
公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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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五
十
六

不
就
惟
言
某
利
宜
如
何
興
某
弊
宜
如
何
袪
是
非
予
奪
不
稍
寛
假

丙
午
隨
其
師
赴
錦
城
更
名
温
而
理
應
考
通
省
師
範
學
校
主
試
者

評
曰
文
怪
字
怪
名
怪
抑
列
二
名
有
友
慶
曰
從
此
可
鑽
研
科
學
矣

答
曰
予
非
不
知
科
學
之
重
恐
學
得
屠
龍
無
下
手
處
𣓪
而
不
就
遍

遊
川
黔
兩
湖
探
山
川
之
要
隘
訪
草
澤
之
英
雄
聞
鄂
中
有
造
炸
彈

者
從
之
久
而
不
傳
旋
又
從
一
人
學
劍
術
會
其
師
王
雲
笠
以
烈
士

妻
女
在
幄
竊
竊
然
為
似
續
憂
苦
招
之
始
返
於
時
黔
邑
程
君
芝
軒

歸
自
東
瀛
夙
識
其
衷
介
入
同
盟
會
乃
與
咸
黔
二
邑
諸
同
志
翻
印

滅
漢
八
策
激
動
人
心
旋
倡
風
俗
改
良
會
由
一
鄉
至
各
鄉
到
處
演

講
人
多
悟
焉
邑
紳
黄
玉
山
富
於
貲
願
竭
家
相
助
黔
士
王
克
明
談

茂
材
各
傾
囊
恣
其
所
為
勢
力
漸
厚
乃
暗
購
軍
火
土
礟
又
結
鐵
血

英
雄
會
隱
以
兵
法
布
列
其
同
黨
繼
此
三
四
年
内
而
近
邑
不
入
其

黨
者
蓋
亦
尠
矣
既
而
革
命
風
潮
騰
於
各
行
省
湖
北
施
鶴
道
出
示

通
緝
烈
士
時
赴
西
北
各
鄉
廣
事
聨
絡
邑
令
徐
培
亦
學
自
東
瀛
者

與
烈
士
徹
夜
談
謂
時
尚
未
可
勿
徒
取
禍
烈
士
心
卑
其
言
迫
於
時

勢
改
名
孔
保
華
潛
歸
往
江
津
𣱵
川
訪
同
盟
友
謀
起
兵
有
壯
其
志

者
賦
詩
贈
行
曰
世
界
昏
沈
不
計
年
風
毛
雨
血
盡
烽
煙
誰
能
逐
鹿

行
千
里
我
欲
屠
龍
下
九
淵
提
起
環
球
烘
白
日
掀
翻
滄
海
洗
青
天

拚
將
一
著
成
孤
注
免
得
情
絲
恨
縷
牽
烈
士
途
中
偶
占
曰
瀛
海
刼

灰
欲
化
塵
神
州
獅
睡
孰
為
春
龍
將
離
沼
雲
先
起
虎
未
嘯
林
風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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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五
十
七

生
尼
父
尚
輕
亡
國
虜
漢
皃
甘
作
醉
鄉
民
皇
天
有
命
誅
殘
暴
誰
是

攀
鱗
附
翼
人
是
年
庚
戍
日
俄
協
約
報
𥿄
喧
騰
黔
令
王
熾
昌
又
藉

名
苛
征
烈
士
欲
因
以
起
義
冬
十
一
月
下
旬
約
同
志
聚
議
於
彭
水

縣
之
鳳
池
山
其
仇
温
百
川
飛
告
黔
咸
兩
邑
咸
令
不
為
動
而
黔
令

集
附
近
權
紳
議
防
剿
遣
武
舉
孫
常
禮
率
三
百
人
防
大
埡
口
外
委

許
瀛
洲
率
三
百
人
防
八
面
山
餘
分
紥
四
隘
聲
勢
洶
湧
烈
士
左
右

僅
二
百
人
不
得
已
多
方
激
勵
誓
同
一
死
乃
薙
髮
下
山
别
檄
志
士

裴
從
之
集
數
十
人
越
八
面
山
揚
旗
放
礟
牽
制
許
軍
自
統
所
部
二

百
人
直
奔
大
埡
口
與
衆
約
曰
吾
等
倡
義
掃
除
暴
君
汚
吏
救
民
水

火
所
過
地
方
口
食
外
無
絲
毫
犯
官
兵
抵
敵
非
有
令
不
得
妄
開
礟

官
軍
據
要
害
窺
其
至
礟
斃
温
軍
三
人
烈
士
從
山
頂
旁
擊
飛
取
其

統
帶
首
級
官
軍
如
鳥
獸
散
整
隊
入
城
大
呼
同
胞
父
老
子
弟
諸
姑

姊
妹
幸
勿
驚
惶
我
原
為
同
胞
定
大
計
謀
大
業
驅
除
醜
虜
光
復
漢

業
城
内
亦
多
知
烈
士
者
義
旗
所
指
申
明
約
束
闤
闠
無
驚
縣
令
及

權
紳
則
聞
風
早
遁
蓋
十
二
月
初
七
日
也
或
勸
烈
士
設
軍
政
府
攖

城
固
守
馳
檄
四
方
以
待
響
應
答
曰
邑
城
小
而
糧
乏
持
久
非
計
且

僅
得
一
邑
遽
立
政
府
以
自
大
非
吾
輩
素
志
今
莫
如
先
大
破
壞
使

彼
無
可
收
拾
然
後
我
所
入
易
得
志
故
城
内
一
無
佈
置
袛
與
父
老

子
弟
演
説
滿
漢
種
界
及
專
制
政
體
之
暴
横
與
各
處
官
吏
之
貪
汚

人
民
之
苦
楚
凡
有
血
氣
者
皆
宜
起
而
自
强
自
治
聞
者
淚
下
如
是



 

咸
豐
縣
志

卷
十
二

雜

志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百
五
十
八

一
日
復
親
至
四
鄉
集
同
志
應
者
約
七
八
千
人
聚
於
兩
會
塲
人
數

既
多
器
械
尤
缺
畧
為
部
署
令
軍
人
翦
去
髮
辮
載
白
袖
章
外
衣
前

後
一
律
粉
書
國
民
軍
各
軍
長
官
斜
掛
白
帶
於
肩
標
明
職
銜
等
級

每
十
人
一
棚
十
棚
一
隊
五
隊
一
營
兩
營
一
標
四
標
一
師
各
有
長

長
以
施
雲
山
龎
耀
廷
談
會
元
陶
純
五
等
為
最
勇
健
衆
擁
烈
士
任

軍
司
令
總
長
王
克
明
次
長
黄
玉
山
任
後
勁
主
餉
運
倉
卒
成
軍
於

十
二
日
行
抵
城
西
五
里
之
上
沙
壩
暮
雲
漫
天
人
馬
俱
飢
寒
特
甚

𦊅
來
酉
陽
防
軍
及
酉
黔
鄉
團
數
百
陣
於
西
門
外
萬
柳
堤
轟
斃
温

軍
數
人
烈
士
率
勁
旅
緣
武
陵
山
行
後
至
仗
劍
奮
呼
期
於
一
死
相

持
久
之
官
軍
礮
利
能
轚
遠
温
軍
徒
以
義
烈
相
感
激
鏖
戰
至
二
三

更
時
前
仆
後
繼
莫
有
退
志
烈
士
見
事
不
濟
徒
薄
死
無
益
思
退
扼

險
要
自
固
轉
行
至
破
水
坪
而
電
調
川
黔
湘
鄂
大
兵
踵
至
四
面
合

圍
或
勸
其
逃
匿
圖
再
舉
烈
士
曰
首
其
事
者
當
其
難
何
逃
焉
焚
其

會
名
册
隻
身
向
官
軍
前
大
叱
曰
我
温
某
也
一
切
皆
我
所
為
不
與

他
人
事
酉
陽
州
牧
楊
兆
龍
欲
加
拷
訊
烈
士
罵
曰
爾
等
皆
漢
人
不

知
雪
祖
宗
之
恥
反
為
仇
盡
力
真
没
天
理
良
心
問
我
何
為
欲
殺
則

殺
耳
官
兵
分
裂
之
蜀
軍
得
其
頭
鄂
湘
分
其
手
足
時
距
起
義
纔
十

日
耳
報
由
川
湖
兩
督
奏
奬
官
職
者
二
十
餘
人
烈
士
遇
害
時
年
三

十
二
嵗
無
子

黄
烈
士
名
明
星
字
玉
山
邑
西
信
孚
里
蛇
盤
溪
人
幼
性
敦
樸
讀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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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五
十
九

通
大
義
以
不
屑
治
章
句
學
廢
舉
子
業
理
家
政
究
農
商
實
業
居
積

致
富
而
孝
親
恭
友
厚
族
睦
鄰
里
黨
稱
盛
德
焉
前
清
光
緒
壬
午
以

降
嵗
屢
荐
饑
烈
士
於
凶
年
設
賑
糶
局
捐
貲
濟
貧
餘
則
每
春
施
錢

散
種
全
活
甚
衆
歴
十
餘
年
不
少
衰
蛇
盤
溪
至
大
路
壩
行
徑
磱
确

亘
三
十
餘
里
居
民
苦
之
烈
士
慨
捐
千
餘
金
砌
石
削
巉
越
戊
申
己

酉
兩
載
工
竣
行
旅
翕
然
稱
便
又
修
善
堂
施
醫
藥
棺
板
助
育
嬰
學

堂
各
義
舉
但
屬
公
益
雖
巨
貲
不
稍
吝
惜
垂
老
以
鄉
望
素
孚
充
本

里
區
長
主
持
地
方
自
治
公
務
以
慎
以
勤
士
民
咸
嘉
賴
焉
嵗
丙
午

其
戚
温
朝
鍾
遊
錦
城
遇
陳
君
芝
軒
得
革
命
秘
書
歸
家
倡
風
俗
改

良
會
烈
士
首
贊
成
之
隨
延
温
至
其
家
縱
談
時
勢
預
聞
革
黨
秘
謀

未
幾
又
倡
鐡
血
英
雄
會
烈
士
即
捐
貲
數
百
緍
暗
購
軍
火
器
械
又

助
旅
費
遣
其
姪
黄
盛
湘
甥
王
治
安
遊
川
湘
演
説
聨
絡
同
志
而
附

近
志
士
談
作
霖
王
克
明
王
雲
笠
裴
從
之
施
雲
山
楊
松
柏
陶
繩
武

年
萬
順
𥠖
美
全
何
順
臣
謝
國
昌
温
夢
九
温
子
泉
𥠖
煥
光
鄒
前
三

及
其
族
人
黄
海
山
黄
敦
五
黄
凌
雲
等
皆
各
輸
財
出
力
聲
勢
甚
盛

尤
以
烈
士
一
門
為
濟
乏
内
府
嵗
庚
戍
革
命
風
潮
日
益
劇
烈
鄂
督

飛
檄
上
游
道
府
通
緝
黨
人
烈
士
等
相
語
謂
時
期
已
至
北
美
十
三

州
同
日
獨
立
轉
眼
可
卜
當
不
止
如
隋
元
末
造
揭
竿
而
起
者
之
紛

紛
見
告
也
加
以
黔
令
王
熾
昌
方
藉
新
政
籌
款
以
苛
虐
困
良
民
遂

偕
温
王
諸
烈
士
聚
議
於
彭
水
縣
之
鳳
池
山
約
日
起
兵
不
意
温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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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六
十

川
赴
官
告
訐
咸
令
徐
培
怒
置
百
川
於
獄
黔
令
則
集
團
勇
議
防
剿

事
宜
温
軍
不
得
已
於
十
二
月
初
七
日
倉
卒
統
衆
過
蛇
盤
溪
越
大

埡
口
破
黔
江
縣
王
令
潛
逃
斬
武
舉
孫
常
禮
革
軍
入
城
後
因
兵
力

單
弱
回
本
里
號
召
壯
士
圖
進
取
義
兵
八
千
人
軍
需
火
器
胥
於
黄

宅
取
給
甫
入
城
遇
酉
陽
大
隊
兵
團
相
持
未
决
而
鄂
湘
蜀
各
官
軍

踵
至
合
圍
革
軍
敗
北
温
烈
士
及
施
雲
山
數
十
人
死
之
烈
士
素
有

德
鄉
里
競
為
庇
䕶
隱
匿
既
聞
首
要
諸
人
皆
殉
義
且
三
省
官
弁
爭

以
捜
殺
餘
黨
要
功
為
鄉
民
累
乃
挺
身
見
警
務
長
陳
錫
光
請
解
赴

黔
邑
王
令
熾
昌
楊
牧
兆
龍
親
鞫
之
皆
直
供
不
諱
楊
牧
以
事
平
又

奉
蜀
督
不
許
株
連
之
電
諭
欲
曲
為
解
脱
發
署
令
文
拯
覆
訊
仍
始

終
執
一
詞
乃
於
辛
亥
年
四
月
初
四
日
在
黔
城
西
闗
外
與
楊
松
柏

同
遇
害
時
年
六
十
有
二
也
臨
刑
時
神
色
自
若
但
言
我
等
為
漢
族

死
必
能
留
名
千
載
惜
未
親
睹
革
命
成
功
耳
觀
者
皆
為
下
淚
痛
罵

文
令
殘
毒
非
人
烈
士
體
豐
腴
素
木
訥
於
流
俗
少
所
訾
議
及
與
談

古
今
名
節
義
烈
事
輙
激
急
奮
發
有
不
可
遏
抑
之
概
以
故
得
名
晚

而
於
革
命
諸
子
尤
膠
漆
相
投
論
者
謂
是
役
也
非
温
身
任
提
倡
末

由
鼓
動
川
楚
人
心
非
黄
始
終
毁
家
資
助
温
雖
挾
是
大
願
仍
跼
蹐

無
所
措
手
烈
士
死
後
文
令
意
猶
未
慊
復
罰
其
子
錢
二
千
緡
洎
鄂

軍
起
全
蜀
反
正
黔
江
軍
政
府
廹
於
大
義
乃
因
子
盛
林
𥸤
訴
免
其

追
産
入
官
同
時
有
王
克
明
字
湘
月
者
黔
江
世
家
子
名
著
於
鄉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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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六
十
一

二
烈
士
皆
戚
好
起
義
時
正
忙
婚
娶
强
之
始
出
曰
君
等
此
□
□
□

過
卒
然
天
下
大
事
多
成
於
偶
然
願
為
臂
助
不
成
則
以
死
繼
之
立

率
其
侄
王
建
邦
等
星
馳
雲
合
温
軍
驟
增
數
十
倍
及
事
敗
為
其
同

姓
指
名
出
首
王
亦
赴
義
不
屈
遂
遭
剖
腹
刳
心
之
慘
田
産
盡
充
公

其
侄
建
邦
智
勇
深
沈
戰
恒
身
先
士
卒
敗
後
奔
江
楚
辛
亥
十
月
馳

歸
約
同
志
舉
義
再
復
黔
江
城
以
成
死
者
之
志
民
國
元
年
予
歸
自

蜀
西
震
温
黄
王
三
烈
士
之
名
亟
欲
廣
徵
軼
事
為
合
傳
以
垂
於
後

適
温
君
夢
九
黄
君
凌
雲
先
後
以
温
烈
士
傳
黄
烈
士
事
略
見
示
王

氏
以
道
遠
不
果
來
因
畧
加
竄
易
紀
其
大
節
於
此
今
民
國
成
立
黔

邑
官
紳
以
義
兵
所
至
功
德
在
民
為
三
烈
士
設
主
合
祀
於
范
公
祠

而
吾
鄂
省
垣
方
闢
館
稽
勲
廣
事
蒐
羅
所
有
亮
節
英
光
從
此
當
益

顯
赫
烈
士
有
知
其
亦
可
以
瞑
目
也
與

贊
曰
予
曩
在
日
京
與
友
人
談
革
命
謂
宜
熟
誦
大
蘇
留
侯
論
為
伊

尹
太
公
之
謀
不
可
為
荆
軻
聶
政
之
舉
或
者
難
之
以
為
人
人
樂
於

為
伊
尹
太
公
而
憚
於
為
荆
軻
聶
政
則
相
視
莫
敢
先
動
將
陳
涉
世

家
可
以
不
作
而
蕭
相
末
由
傳
開
國
元
勲
矣
顧
時
處
萬
難
才
無
偏

重
亦
視
力
所
能
為
何
如
耳
當
温
軍
初
起
電
聞
予
適
客
蜀
督
趙
次

珊
幕
中
大
吏
以
情
形
熟
悉
密
檄
權
黔
令
為
保
薦
酬
庸
地
也
予
再

四
固
辭
復
面
陳
當
道
飭
所
司
毋
許
張
大
株
連
蓋
逆
憫
其
時
猶
未

可
而
吾
鄉
人
肝
腦
頭
顱
將
盡
膏
泥
塗
藩
溷
而
無
術
拯
拔
也
幸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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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六
十
二

假
之
緣
甫
八
閲
月
武
昌
首
義
遂
告
成
功
與
有
勞
者
利
宣
來
咸
學

生
為
多
雖
曰
鄉
之
人
義
勇
貞
烈
得
天
獨
厚
抑
因
吾
邑
烈
士
勉
為

其
難
遂
廹
不
及
待
用
答
同
仇
於
地
下
與
故
論
者
曰
民
國
之
興
也

成
於
種
族
革
命
者
之
手
尤
成
於
政
治
革
命
教
育
革
命
者
之
苦
口

婆
心
而
鄂
軍
之
起
也
激
於
爭
路
同
志
之
奔
走
號
呼
尤
激
於
邊
鄙

小
邑
之
毫
無
挾
持
舍
身
犯
難
然
天
下
大
器
破
壞
難
建
設
亦
不
易

繼
自
今
鄉
中
父
老
子
弟
必
有
奇
才
異
能
出
而
任
經
營
締
造
之
責

者
不
禁
為
諸
烈
士
焫
香
祝
之

咸
豐
縣
反
正
以
來
紀
事
本
末

冉

焯

孚

來

稿

咸
邑
自
温
黄
諸
烈
士
殉
義
以
後
有
識
之
士
羣
曉
然
於
公
論
既
已

大
張
漢
族
終
當
復
振
而
非
常
之
舉
卒
不
能
不
有
所
慿
藉
時
可
乘

則
一
隅
奏
功
六
合
響
應
至
若
僻
處
邊
疆
又
值
前
清
陸
防
軍
隊
棊

布
星
羅
欲
以
匹
夫
奮
臂
一
呼
出
而
與
之
决
死
生
爭
勝
負
曷
若
待

時
而
動
一
反
手
間
立
睹
神
州
光
復
之
為
愈
也
迨
辛
亥
八
月
武
昌

首
義
閲
數
日
電
信
傳
播
郡
屬
頗
有
聞
者
道
府
以
下
仍
秘
之
直
至

九
月
初
九
日
駐
施
陸
軍
管
帶
李
如
圭
奉
𥠖
都
督
電
令
閤
郡
官
民

悉
樹
漢
字
白
旂
於
時
前
縣
令
徐
培
方
缷
篆
署
令
張
鳴
鳳
驚
懼
失

措
商
之
城
鄉
士
紳
及
前
縣
徐
令
徐
雖
乏
吏
才
曾
留
學
日
本
法
政

於
世
界
大
局
較
為
了
徹
立
贊
成
之
鄉
紳
秦
國
鏞
馮
𣱵
濤
袁
焯
蔣

克
勤
徐
大
均
鄧
文
榘
劉
自
立
王
承
烈
皆
謂
此
吾
漢
族
人
人
當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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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三

之
事
幸
武
漢
志
士
先
得
我
心
尚
何
疑
慮
之
有
張
頗
悟
勉
從
其
請

而
閤
邑
士
民
則
已
權
聲
雷
動
爭
樹
漢
幟
頌
新
國
萬
嵗
矣
旋
集
各

里
紳
民
開
保
安
會
於
興
國
寺
籌
款
團
練
各
保
秩
序
則
學
員
劉
宏

聲
王
承
憲
蕭
焜
燿
馮
家
楨
張
明
鰲
等
尤
惟
熱
心
出
力
惟
是
多
事

之
秋
人
心
不
靖
以
二
百
餘
年
專
制
淫
威
一
旦
敗
於
庠
序
學
徒
偏

裨
卒
伍
之
手
其
賢
良
者
方
以
聞
風
而
慶
昇
平
其
狡
黠
者
且
因
變

故
而
懷
覬
覦
李
管
帶
者
軍
人
中
具
有
普
通
智
識
者
也
施
城
反
正

時
賴
其
平
和
手
段
俾
全
郡
人
民
安
堵
雞
犬
無
驚
不
意
九
月
二
十

日
竟
為
曾
行
道
所
𢦤
致
有
朱
揚
武
繼
任
朱
固
防
軍
管
帶
與
陸
軍

素
不
相
能
而
吾
咸
陸
軍
隊
官
劉
鎮
湘
自
朱
任
部
長
遂
不
能
不
有

張
懋
材
王
宗
義
諸
人
之
更
易
當
劉
鎮
湘
在
咸
始
遘
張
家
坪
旋
坨

之
圍
攻
而
匪
黨
不
敢
窺
及
内
地
繼
有
蔣
吉
亭
會
黨
之
煽
動
而
商

民
不
致
遭
其
荼
毒
陸
軍
消
患
無
形
之
功
亦
未
可
没
迨
至
劉
鎮
湘

南
下
而
張
懋
材
以
軍
餉
勒
派
鄉
民
王
宗
義
以
淫
掠
情
同
盜
賊
凡

此
皆
官
弁
之
胎
禍
釀
亂
皆
不
得
謂
吾
咸
民
之
自
取
也
且
縣
境
近

鄰
川
湘
黔
三
省
俗
尚
淳
良
雖
猝
遇
國
變
訛
言
四
出
本
地
居
民
仍

安
業
不
輕
移
徙
張
家
坪
當
外
匪
出
入
要
道
向
駐
陸
軍
一
棚
自
重

九
復
拔
隊
回
施
九
月
十
九
日
匪
徒
由
來
鳳
誠
一
里
木
車
壩
孫
賓

家
起
事
四
出
剽
掠
流
氓
附
之
其
勢
益
張
二
十
七
日
出
掠
至
大
河

壩
來
邑
西
北
最
盛
村
集
也
距
張
家
坪
僅
五
十
里
居
民
聞
耗
十
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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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六
十
四

九
驚
時
咸
屬
上
平
陽
里
紳
民
王
復
興
呉
秀
峰
冉
福
田
蔣
荆
南
冉

漢
章
等
聨
團
攻
匪
桐
車
壩
紳
民
袁
仁
輔
尹
懋
崧
冉
焯
孚
諸
人
亦

憤
匪
黨
不
知
民
族
大
義
妨
害
治
安
相
與
樹
漢
旂
造
土
礟
糾
合
民

團
預
籌
防
剿
而
樂
鄉
里
徐
秦
丁
魏
諸
族
亦
籌
餉
集
團
為
犄
角
分

期
操
演
部
署
初
定
匪
已
於
是
月
晦
日
直
入
咸
境
盤
踞
平
陽
里
旋

垞
之
民
家
男
女
老
弱
避
竄
巖
穴
間
者
騷
動
及
百
里
之
外
十
月
朔

日
民
團
倡
義
諸
人
率
村
民
千
餘
分
屯
沿
啟
溪
落
人
巖
兩
處
扼
其

咽
喉
不
一
時
來
鳳
鄉
團
楊
政
清
田
虎
卿
曾
虎
臣
張
子
玉
等
報
請

施
南
陸
軍
六
十
餘
人
率
鄉
團
七
百
餘
人
會
同
咸
團
攻
擊
匪
皆
用

巨
礟
民
團
伺
其
將
擊
伏
地
避
匿
猱
行
漸
進
則
以
火
焚
其
村
落
匪

藏
火
藥
乘
勢
炸
發
火
光
大
起
匪
又
聚
於
一
處
四
面
皆
民
兵
一
時

槍
聲
隆
隆
焚
死
及
槍
斃
者
積
胔
盈
厠
計
殺
著
名
匪
首
樊
大
江
覃

吉
武
向
衡
卿
匡
南
山
覃
虎
臣
白
玉
方
田
金
臣
向
輔
臣
楊
光
先
共

九
人
餘
匪
一
百
三
十
五
人
陸
續
追
殺
者
亦
三
十
餘
人
匪
黨
本
甚

衆
剽
悍
者
約
三
四
百
先
分
一
股
入
後
山
抄
掠
故
未
能
聚
而
殲
之

然
亦
足
褫
其
魄
矣
是
役
也
匪
由
鄰
境
竄
入
方
負
隅
固
守
楊
政
清

等
尾
追
疾
行
咸
邑
團
總
呉
月
峰
手
巨
礟
擊
遠
命
中
戰
尤
勇
匪
死

者
百
七
十
有
奇
團
丁
僅
誤
傷
一
人
來
咸
兩
邑
團
練
之
聲
威
大
振

袁
仁
輔
冉
焯
孚
等
復
以
大
局
未
定
開
保
安
會
於
普
子
山
演
説
漢

滿
情
形
聞
者
悽
然
泣
下
已
而
提
倡
翦
辮
樂
從
者
數
十
人
時
鄂
軍



 

咸
豐
縣
志

卷
十
二

雜

志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百

六

十

五

政
府
猶
未
布
翦
髮
之
令
也
繼
又
編
查
村
民
擇
年
壯
者
教
以
兵
式

體
操
其
他
平
樂
二
里
民
團
皆
日
討
申
儆
以
備
不
虞
並
為
長
衛
桑

梓
之
計
南
京
政
府
成
立
變
易
政
體
改
用
陽
歴
至
民
國
元
年
二
月

𨓜
匪
唐
漢
卿
亦
被
酉
陽
團
紳
邱
福
海
遣
人
刺
死
蓋
至
是
而
匪
氛

雖
惡
民
氣
愈
强
矣
三
月
二
十
一
日
又
有
李
南
陔
彭
老
五
李
發
發

三
人
者
聚
匪
七
百
六
十
餘
人
𦊅
來
川
界
之
沙
子
塲
揚
言
復
仇
見

團
軍
勢
大
僅
掠
邊
境
向
白
家
河
一
帶
南
去
民
團
追
之
不
及
而
返

書
曰
有
備
無
患
諒
哉
言
乎
是
月
𣱵
樂
平
三
里
士
民
倡
首
組
織
本

縣
臨
時
議
會
興
利
除
弊
與
民
更
新
至
張
令
解
任
陳
知
事
侃
蒞
咸

時
風
鶴
之
驚
猶
未
盡
息
未
幾
議
長
徐
大
煜
等
與
知
事
秘
密
會
商

略
示
詠
鋤
而
暴
徒
遂
盡
遠
颺
秩
序
即
大
恢
復
噫
嘻
清
政
不
綱
改

革
後
教
育
未
能
驟
興
野
蠻
民
族
不
犠
牲
性
命
以
購
和
平
之
幸
福

而
乘
勢
刦
掠
以
妨
人
羣
之
生
計
其
不
免
天
演
之
淘
汰
也
固
宜
而

我
同
志
諸
君
能
結
團
冒
險
以
弭
大
難
獨
不
能
集
羣
策
羣
力
以
幾

長
治
久
安
能
枕
戈
奮
袂
以
息
内
憂
獨
不
能
出
大
勇
大
智
以
禦
敵

國
外
患
是
則
我
同
胞
所
尤
當
勉
力
以
圖
者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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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六
十
六

□
□
□
成
書
後

□
國
元
年
一
月
予
由
蜀
旋
里
適
寜
遠
張
亷
撝
孝
廉
方
宰
吾
咸
以
軍

□
催
解
及
馮
安
撫
三
科
七
所
之
政
策
敦
請
取
决
行
止
於
時
全
國
秩

序
大
亂
邑
地
當
川
湘
黔
三
省
之
邊
土
匪
乘
間
竊
發
居
民
一
夕
數
驚

及
披
閲
上
峯
來
文
示
諭
無
一
非
朘
民
脂
膏
促
民
死
命
之
舉
乃
商
同

張
令
將
吾
咸
公
私
財
源
合
盤
托
出
另
擬
簡
易
可
行
法
二
十
條
覆
呈

使
署
迨
安
撫
蠲
免
派
餉
之
令
下
而
沔
陽
陳
同
愚
明
府
奉
徼
適
來
方

張
令
任
内
予
固
以
臨
時
縣
會
主
席
秉
議
政
權
洎
陳
明
府
初
政
外
匪

矙
邑
中
新
易
長
官
西
南
邊
地
警
報
時
聞
至
鄂
中
司
署
教
令
歧
出
莫

衷
一
是
都
人
士
羣
以
縣
會
尤
宜
繼
續
成
立
集
思
廣
益
以
輔
官
力
之

不
及
陳
明
府
者
吾
鄂
學
界
中
傑
出
士
也
其
宰
咸
也
以
咸
紳
推
薦
故

奉
軍
政
府
劄
委
其
涖
咸
也
以
留
東
同
學
故
遇
事
每
加
延
訪
自
維
樸

拙
謂
此
過
渡
時
代
又
生
長
極
瘠
簡
縣
無
論
實
無
政
治
能
力
即
有
能

力
而
以
甚
不
均
齊
之
國
民
程
度
又
仰
承
素
無
經
驗
之
傳
舍
大
僚
掣

肘
鑿
枘
在
在
堪
虞
偶
有
建
白
孰
不
以
頑
固
迂
疏
誚
之
幸
明
府
不
棄

凡
所
建
議
皆
蒙
採
納
就
中
重
要
者
如
治
匪
參
用
舊
法
濟
乏
輸
入
外

資
請
緩
辦
初
級
審
檢
所
就
地
行
嚴
格
限
制
選
舉
雖
格
於
情
勢
不
盡

見
諸
施
行
而
明
府
固
皆
許
為
同
調
未
嘗
壅
於
上
聞
是
以
厯
任
兩
年

餘
益
匪
不
敢
逞
而
良
懦
獲
安
征
税
得
其
平
而
怨
讟
不
作
初
級
審
檢

雖
耗
費
逾
萬
而
咸
民
尚
未
受
此
賠
累
自
治
雖
連
帶
停
辦
而
檢
閲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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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六
十
七

縣
行
省
本
會
議
案
或
百
餘
起
或
十
餘
起
以
繞
朝
贈
策
之
心
效
賈
生

漢
室
之
哭
如
饒
民
政
長
所
謂
為
地
方
謀
公
益
者
實
屬
絶
無
或
其
他

六
十
八
屬
甘
居
不
辭
未
可
以
之
厚
誣
吾
咸
也
尤
可
異
者
民
國
元
年

中
吾
鄂
軍
民
兩
府
草
草
成
立
或
朝
布
一
令
不
終
日
而
即
成
反
汗
或

暮
置
一
官
不
經
宿
而
旋
就
裁
撤
紛
歧
矛
盾
若
理
亂
絲
而
明
府
與
予

時
相
商
㩁
謂
某
令
可
虛
應
而
難
期
實
行
某
事
毋
急
進
而
宜
從
緩
圖

鎮
靜
以
竢
審
慎
以
出
如
必
在
在
踵
謬
沿
譌
將
來
補
救
即
云
有
方
而

民
之
受
其
害
者
已
不
尟
矣
有
所
擬
議
多
表
同
情
事
後
追
維
益
徵
契

合
民
國
二
年
春
予
以
省
衆
兩
院
選
舉
異
常
複
雜
决
計
辭
退
議
長
一

席
而
為
第
二
次
臨
時
縣
會
之
組
織
從
此
屏
跡
伏
處
願
絶
口
不
談
國

事
而
明
府
以
吾
咸
秩
序
大
定
思
謀
長
治
久
安
於
是
乎
先
為
調
查
戶

口
圖
表
又
因
第
二
次
臨
時
縣
會
之
請
刻
予
所
著
咸
豐
新
志
并
予
序

言
加
之
奬
飾
予
因
是
有
感
矣
民
國
前
途
之
可
危
論
者
每
謂
近
日
人

民
溺
於
權
利
爭
競
一
途
道
德
教
育
甚
形
退
化
道
德
範
圍
極
廣
而
當

大
亂
之
後
開
創
之
初
惟
躬
行
禮
讓
為
天
下
先
然
後
人
心
帖
服
百
度

維
新
漸
企
平
章
協
和
之
盛
軌
故
虞
書
美
放
勳
曰
允
恭
克
讓
美
重
華

曰
温
恭
允
塞
孔
子
言
禮
讓
為
國
蓋
為
爭
權
利
者
下
鍼
砭
也
至
堯
舜

初
政
皆
在
民
食
其
次
則
先
明
刑
以
𢏺
教
益
見
撥
亂
反
正
必
鋤
暴
始

能
安
良
惡
可
泥
於
干
羽
苗
格
畫
地
為
獄
之
説
遂
欲
倒
行
而
逆
施
耶

大
抵
古
人
刑
措
不
用
皆
在
治
定
功
成
禮
教
大
行
之
後
苗
之
逆
命
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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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六
十
八

於
二
代
授
受
之
間
微
有
疑
議
其
反
抗
在
個
人
非
在
全
國
舜
以
至
誠

修
德
默
為
感
動
而
苗
果
七
自
來
格
如
彼
恃
强
違
法
大
害
治
安
舜
豈

鰓
鰓
偃
武
修
文
為
姑
息
養
奸
之
計
乎
且
舜
代
疆
域
北
不
過
長
城
南

不
過
衡
嶽
東
不
逾
渤
海
西
不
逾
流
沙
而
工
虞
分
職
土
物
制
貢
不
能

先
養
與
教
而
輕
議
設
施
甚
矣
吾
族
共
和
國
家
之
建
設
師
資
匪
遙
返

求
焉
已
得
立
國
大
要
惟
現
值
强
鄰
環
伺
外
債
日
迫
又
不
僅
以
休
養

墨
守
為
萬
全
之
策
耳
年
來
行
政
官
吏
不
避
本
籍
予
𥘉
主
持
縣
會
曾

建
議
近
地
員
紳
任
事
僅
支
半
薪
匪
惟
數
米
而
炊
亦
逆
慮
鄉
紳
不
知

重
名
輕
利
克
己
愛
人
流
弊
所
至
一
切
行
政
實
權
終
必
授
之
遠
籍
加

以
方
今
政
事
首
重
籌
欵
凡
向
日
嵗
收
已
有
者
必
加
增
未
有
者
必
新

取
惟
此
宣
力
服
務
諸
人
義
務
多
而
權
利
少
庶
足
以
息
剜
肉
醫
瘡
之

忿
而
公
家
財
力
亦
得
少
紓
今
政
術
大
更
官
必
出
省
而
予
杞
憂
又
方

長
矣
蓋
民
國
元
年
以
前
以
君
權
無
限
之
故
間
接
至
於
官
吏
濫
用
其

權
激
而
演
成
辛
亥
秋
季
仇
官
排
外
玉
石
不
分
之
慘
局
民
國
元
年
以

後
以
立
法
不
善
之
故
致
使
無
識
暴
民
濫
用
其
權
又
激
而
遍
下
癸
丑

冬
季
解
散
議
會
停
辦
自
治
之
通
令
今
則
國
家
政
權
壹
是
集
於
官
吏

夫
集
權
誠
是
也
特
爭
權
者
日
衆
𥩈
權
者
日
多
在
躬
秉
此
權
者
審
時

觀
變
善
用
之
則
福
民
終
以
利
國
雖
犧
牲
個
人
有
餘
榮
不
善
用
之
則

誤
國
由
於
殃
民
縱
殉
以
身
家
亦
有
餘
罪
讀
大
總
統
第
一
屆
知
事
訓

辭
具
見
政
府
威
信
固
當
保
存
而
其
殷
殷
責
難
於
各
員
者
無
在
不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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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六
十
九

自
利
自
私
濫
用
其
權
為
慮
明
府
宰
咸
他
不
具
論
惟
當
政
局
變
幻
之

衝
持
之
二
十
八
月
之
久
課
諸
己
則
勤
政
而
知
要
取
諸
人
則
雅
量
而

虚
懷
中
庸
稱
大
知
曰
好
問
察
言
執
兩
用
中
操
斯
術
也
以
往
從
政
天

下
不
難
豈
徒
區
區
宰
邑
檀
能
哉
予
故
因
縣
志
刻
成
謹
附
筆
以
待
他

年
論
定
而
吾
咸
縣
會
諸
君
之
苦
心
毅
力
亦
均
不
能
泯
没
於
世
云
民

國
三
年
六
月
朔
日
大
煜
又
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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