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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五

官

師
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循
化
志
卷
之
五

閩
中
海
峯
龔
景
瀚
編

金
臺
星
泉
李
本
源
校

官
師

循
化
㕔
同
知
一
員
正
五
品
乾
隆
二
十
七
年
自
河
州

移
駐
四
十
六
年
大
學
士
公
阿
等
奏
請
改
爲
揀
選
調

補
之
缺
四
十
八
年
奉

旨
改
用
明
幹
旗
員

按
今
同
知
關
防
猶
云
河
州
監
收
錢
糧
兼
管
水

利
葢
沿
舊
未
及
更
正
也

孫
世
儼

山

東

嶧

縣

人

乾

隆

二

十

四

年

二

月

任

河

州

廳

二

十

七

年

移

駐

循

化

于
方
頴

山

東

平

度

州

人

乾

隆

三

十

年

七

月

以

知

州

署

任

曾
希
孔

順

天

宛

平

人

乾

隆

三

十

年

八

月

以

試

用

知

縣

署

任

于
方
頴

乾

隆

三

十

年

十

一

月

再

署

孫
士
儼

乾

隆

三

十

一

年

二

月

回

任

陳
　
常

河

南

濟

源

縣

人

乾

隆

三

十

二

年

三

月

以

試

用

縣

署

任

周
翔
千

乾

隆

三

十

二

年

十

一

月

再

署

張
春
芳

浙

江

歸

安

縣

人

乾

隆

三

十

二

年

開

草

灘

壩

水

渠

德

政

八

工

利

之

十
二
月
任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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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五

官

師
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陳
　
常

乾

隆

三

十

三

年

二

月

再

署

豐
　
　

正

藍

旗

滿

洲

善

福

佐

領

下

人

乾

隆

三

十

三

年

四

月

以

　

署

任

張
春
芳

乾

隆

三

十

三

年

七

月

囘

任

十

月

陞

任

雲

南

大

理

府

知

府

謝
　
桓

順

天

大

興

縣

人

乾

隆

四

十

一

年

七

月

以

候

補

通

判

署

任

善
　
達

正

紅

旗

滿

洲

博

明

佐

領

下

人

乾

隆

四

十

二

年

八

月

任

懲

治

撒

喇

刁

囘

至

今

畏

之

周
兆
熊

江

蘓

長

州

縣

人

乾

隆

四

十

四

年

四

月

以

試

用

布

政

司

經

歴

署

任

吳
廷
芳

浙

江

山

陰

縣

人

乾

隆

四

十

五

年

三

月

以

試

用

通

判

署

任

洪
　
彬

安

徽

祁

門

縣

人

乾

隆

四

十

五

年

十

二

月

任

滿
　
格

鑲

紅

旗

滿

洲

善

德

佐

領

下

人

乾

隆

四

十

七

年

三

月

任

四

十

八

年

調

伊

犂

管

領

卒

於

差

所

達
桑
阿

正

白

旗

滿

洲

　

　

佐

領

下

人

乾

隆

四

十

九

年

三

月

以

候

補

同

知

奏

署

五

十

年

十

一

月

任

遷

江

南

九

江

府

知

府

興

學

校

建

文

廟

學

宫

皆

所

創

作

德
　
慧

廂

白

旗

滿

洲

固

山

額

爾

登

額

佐

領

下

人

乾

隆

五

十

二

年

七

月

署

任

台
裴
英
阿

正

黃

旗

蒙

古

　

　

佐

領

下

人

乾

隆

五

十

二

年

六

月

以

莊

浪

同

知

署

任

五

十

三

年

月

任

凃
躍
龍

雲

南

景

東

廳

人

乾

隆

五

十

四

年

閏

五

月

以

知

州

署

任

萬
培
成

山

西

安

邑

縣

人

乾

隆

五

十

四

年

六

月

以

候

補

直

隷

州

州

判

署

任

台
裴
英
阿

乾

隆

五

十

四

年

十

月

囘

任

遷

直

隷

承

德

府

知

府

張
曾
堉

直

隷

景

州

人

乾

隆

五

十

四

年

十

二

月

以

侯

補

直

隷

州

知

州

署

任

卒

於

任

富
　
昇

鑲

黃

旗

滿

洲

喀

魯

佐

領

下

人

乾

隆

五

十

五

年

二

月

以

候

補

通

判

署
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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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官

師
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
慶
　
齡

正

白

旗

滿

洲

蘓

㮙

額

佐

領

下

人

乾

隆

五

十

五

年

四

月

以

候

補

知

縣

署

任

常
　
格

鑲

紅

旗

滿

洲

和

忠

佐

領

下

人

乾

隆

五

十

五

年

七

月

以

甯

夏

理

事

同

知

署

任

富
　
昇

乾

隆

五

十

六

年

二

月

再

署

廣
　
玉

正

白

旗

滿

洲

成

德

佐

領

下

人

乾

隆

五

十

六

年

十

月

任

那
靈
阿

鑲

白

旗

滿

洲

德

䖍

佐

領

下

人

乾

隆

五

十

六

年

十

一

月

以

河

州

知

州

署

任

龔
景
翰

福

建

閩

縣

人

乾

隆

五

十

七

年

四

月

以

平

凉

知

縣

署

任

問

俗

廣

教

課

土

化

愚

士

民

懷

之

創

修

志乘

張
映
宿

山

西

陽

曲

縣

人

乾

隆

五

十

七

年

八

月

以

隆

德

縣

知

縣

署

任

按
循
化
地
處
極
邊
缺
分
清
苦
番
囘
多
事
官
此

者
視
若
畏
途
大
憲
一
視
同
仁
不
欲
一
人
獨
受

其
苦
又
或
忽
之
爲
不
足
重
輕
之
地
故
𢿙
月
輙

一
易
其
人
自
二
十
七
年
以
來
署
任
者
皆
不
及

一
年
正
任
或
有
歴
二
三
年
者
而
廣
玉
則
并
不

及
兩
月
也
然
番
囘
錯
處
性
旣
獷
悍
而
難
制
勢

又
逼
處
而
易
爭
撫
馭
一
失
其
宜
動
滋
事
𠮓
官

旣
視
爲
傳
舍
苟
安
歲
月
風
土
情
形
毫
不
熟
悉

求
其
爲
斯
土
謀
治
安
之
策
葢
亦
難
矣
四
十
六

年
之
變
洪
彬
雖
無
長
才
亦
以
甫
經
到
任
之
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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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蔓
延
𢿙
處
歴
𢿙
月
之
久
興
兵
動
衆
縻

國
家
百
萬
金
錢
然
後
平
之
使
得
其
人
防
之
于
早

蘓
四
十
三
韓
二
個
兩
匹
夫
耳
擒
而
殺
之
何
難

然
則
深
思
夫

國
家
設
官
之
意
安
邊
之
畧
官
其
可
以
𢿙
易
乎
哉

得
其
人
而
久
任
之
優
之
以
俸
禄
假
之
以
事
權

使
之
無
內
顧
之
慮
則
會
城
亦
無
西
顧
之
憂
孰

得
孰
失
當
早
計
之
矣

監
督
府
同
知
一
員
正
五
品
明
初
設
通
判
河
營
貴
德

保
安
起
臺
糧
𢿙
萬
皆
仰
給
轄
三
十
六
族
二
十
四
關

土
司
招
商
中
馬
州
衛
指
揮
千
戸
俱
𠫊
轄
萬
歴
三
十

二
年
改
設
同
知
然
錢
糧
歸
布
政
紏
覈
屬
本
府
惟
茶

馬
專
司

河

州

志

按
循
化
𠫊
其
始
本
河
州
𠫊
故
明
及
國
初
之
爲

通
判
同
知
者
皆
附
録
之

明
通
判

張
　
賢

山

東

蓬

萊

人

由

監

生

嘉

靖

丁

亥

年

任

劉
維
嶽

山

東

淸

平

人

由

舉

人

嘉

靖

辛

卯

年
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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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阮
廷
桂

湖

廣

邵

陽

人

由

監

生

嘉

靖

丙

午

年

任

王
　
珣

湖

廣

𢖍

陽

人

由

監

生

嘉

靖

丙

申

年

任

向
朝
言

湖

廣

巴

陵

人

由

監

生

嘉

靖

丙

辰

年

任

修

郡

志

陳
世
奉

山

西

屯

留

人

由

選

貢

嘉

靖

庚

戍

年

任

劉
　
慨

直

隷

景

州

人

由

舉

人

嘉

靖

癸

丑

年

任

任
維
鈞

四

川

巴

縣

人

由

進

士

戸

部

主

事

嘉

靖

丙

辰

年

任

歴

陞

按

察

司

僉

事

于
　
珽

直

隷

天

津

人

由

監

生

嘉

靖

戊

午

年

任

宋
　
魯

河

南

葉

縣

人

由

舉

人

嘉

靖

辛

酉

年

任

吕
　
臬

湖

廣

石

首

人

由

舉

人

嘉

靖

丙

午

年

任

李
嘉
臣

直

隷

滑

縣

人

由

監

生

隆

慶

己

巳

年

任

脱
　
鎬

直

隷

新

河

人

由

舉

人

隆

慶

辛

未

年

任

楊
　
雄

山

東

章

邱

人

由

貢

生

萬

歴

四

年

任

申
自
天

河

南

磁

州

人

由

舉

人

萬

歴

十

一

年

任

陸
　
鎬

直

隷

宜

興

人

由

舉

人

萬

歴

十

六

年

任

按
宜
興
今
屬
江
蘓
明
爲
南
直
隷

秦
廷
芳

山

東

定

陶

人

由

選

貢

萬

歴

二

十

一

年

任

王
世
勲

河

南

渉

縣

人

由

選

貢

萬

歴

三

十

年

任

按
此
皆
據
河
州
志
録
之
嘉
靖
以
前
不
可
考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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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

　
　
　
　
　
六

狄
道
州
志
張
賢
以
上
二
十
七
人
自
洪
武
至
正

德
張
賢
一
下
二
十
五
人
自
嘉
靖
至
隆
慶
多
白

涇
等
十
四
人
而
無
劉
慨
等
七
人
其
中
姓
名
亦

少
異
如
王
珣
作
王
　
向
朝
言
作
向
朝
陽
于
珽

作
于
瑶
又
云
隆
慶
二
年
以
後
移
駐
肅
州
考
明

中
肅
州
設
通
判
帶
臨
洮
府
銜
以
肅
州
乃
衛
無

府
也
臨
洮
自
有
通
判
駐
河
州
未
廢
狄
道
志
誤

今
姑
從
河
州
志

明
同
知

徐
有
登

直

隷

江

都

人

由

儒

士

萬

歴

三

十

三

年

任

張
以
翔

河

南

祥

符

人

由

舉

人

萬

歴

四

十

年

任

郭
繼
英

雲

南

鶴

慶

人

由

舉

人

崇

禎

三

年

任

張
汝
賢

李
　
檟

山

西

安

邑

人

由

舉

人

崇

禎

十

一

年

任

唐
萬
齡

江

南

淮

安

人

由

貢

生

崇

禎

十

三

年

任

按
徐
有
登
以
下
六
人
河
州
志
亦
列
于
通
判
然

萬
歴
三
十
二
年
旣
改
同
知
則
此
六
人
固
同
知

也
今
改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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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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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
師

　
　
　
　
　
七

國
朝
同
知

曹
思
訥

北

直

人

由

貢

生

順

治

三

年

任

徐
養
竒

滿

洲

人

順

治

四

年

任

按
河
州
志
職
官
無
徐
養
竒
然
考
其
志
兵
燹
云

順
治
五
年
四
月
二
十
一
日
狪
民
叛
監
都
府
徐

養
竒
遇
害
是
徐
固
河
州
㕔
也
今
以
狄
道
州
補

之

劉
世
祚

山

東

臨

淸

人

由

貢

生

順

治

五

年

任

按
河
州
志
以
爲
八
年
今
考
徐
養
竒
于
五
年
被

害
中
間
不
應
缺
官
今
從
狄
道
州
志

王
朝
宗

浙

江

山

陰

人

由

貢

生

順

治

十

五

年

任

高
應
芬

山

東

安

邱

人

由

貢

生

順

治

十

七

年

任

白
輝
山

山

西

平

定

人

康

熙

元

年

任

陞

鞏

昌

知

府

梁
浩
然

山

東

濟

南

人

由

貢

生

康

熙

六

年

任

陞

嚴

州

府

知

府

黄
　
綬

山

東

安

邱

人

由

進

士

康

熙

七

年

任

修

學

官

聖

廟

建

四

賢

祠

重

修

城

隍

廟

唐
敬
一

四

川

成

都

人

由

舉

人

康

熙

八

年

任

陞

永

平

府

知

府

郞
熙
化

遼

陽

人

由

貢

生

康

熙

十

年

任

陞

平

凉

府

知

府

鄒
　
玗

河

南

河

內

人

由

進

士

康

熙

十

五

年

任

陞

東

昌

府

知
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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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
師

　
　
　
　
　
八

劉
永
棋

北

直

𣕤

强

人

由

恩

貢

康

熙

二

十

年

任

捐

俸

社

學

延

師

訓

蒙

重

修

志

書

劉
餘
霦

順

天

宛

平

人

由

監

生

康

熙

二

十

四

年

任

鄒
嘉
琳

奉

天

瀋

陽

人

由

歲

貢

康

熙

二

十

六

年

任

余
光
炅

湖

廣

大

治

人

由

歲

貢

康

熙

二

十

九

年

任

董
式
金

奉

天

人

由

官

學

生

康

熙

三

十

二

年

任

郭
朝
佐

奉

天

人

由

恩

蔭

康

熙

四

十

二

年

任

整

飭

茶

務

畨

民

無

擾

興

廢

工

民

皆

思

之

按
自
郭
朝
佐
以
後
至
雍
正
六
年
見
于
㕔
卷
老

正
任
有
同
知
于
缺
名
署
任
有
河
州
知
州
顧
爾

昌
餘
皆
不
可
考

李
銘
盤

順

天

大

興

人

由

廩

貢

考

取

州

同

以

同

知

通

判

發

甘

雍

正

六

年

六

月

內

署

任

雍

正

九

年

三

月

補

授

聼

訟

明

决

不

苟

剔

茶

𡚁

修

河

州

東

路

險

道

每

出

關

必

擕

樂

餌

拯

民

疾

苦

畨

漢

感

之

乾

隆

三

年

擢

甘

州

府

按
自
乾
隆
三
年
以
後
見
于
州
卷
者
署
理
有
劉

鶴
鳴

顧
爾
昌

江

蘓

人

乾

隆

三

年

七

月

再

署

是

年

陞

甯

夏

府

卽

于

是

年

殁

于

地

震

之

難

劉
鶴
鳴

直

隷

定

州

人

以

河

州

知

州

署

乾

隆

十

八

年

月

䕶

理

世
　
德

滿

洲

鑲

黄

旂

人

內

閣

中

書

乾

隆

二

十

六

年

三

月

任

三

十

年

陞

西

甯

府

附
入
五
十
七
年
以
後
正
署
官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五

官

師

　
　
　
　
　
九

安
　
福

正

黃

旗

滿

洲

祥

安

佐

領

下

人

以

貴

德

同

知

署

任

五

十

八

年

三

月

內

興
　
恒

正

藍

旗

滿

洲

永

祥

佐

領

下

人

以

秦

安

縣

知

縣

署

任

五

十

九

年

六

月

內

蔣
錦
城

江

蘓

元

和

縣

人

以

河

州

州

判

署

任

六

十

年

七

月

內

劉
之
芳

安

𡽪

無

爲

縣

人

以

府

經

歴

借

補

西

甯

丹

噶

主

簿

署

任

嘉

慶

元

年

二

月

內

成
　
順

鑲

黃

旗

滿

洲

拱

照

佐

領

下

人

嘉

慶

元

年

六

月

內

以

竒

臺

縣

知

縣

陞

授

四

年

八

月

帶

領

撒

喇

土

兵

進

剿

川

匪

經

廣

方

伯

入

奏

五

年

三

月

內

陞

甯

夏

府

翟
　
茳

山

東

青

州

府

博

山

縣

人

嘉

慶

四

年

十

一

月

內

以

直

隷

州

州

判

署

任

佘
景
奎

湖

南

辰

州

府

沅

陵

縣

人

丁

酉

㧞

貢

以

直

隷

州

州

判

　

奏

明

署

任

嘉

慶

五

年

三

月

初

九

日

到

任

十

一

日

奉

　

　

　

旨

賞

給

同

知

銜

旋

題

補

循

化

同

知

張
　
桐

江

蘓

江

甯

府

上

元

縣

人

嘉

慶

六

年

正

月

內

以

四

川

巴

州

知

州

陞

任

國
明
安

滿

洲

鑲

藍

旗

人

嘉

慶

九

年

十

二

月

以

揀

發

同

知

補

授

嘉

慶

十

二

年

懲

辦

西

甯

野

畨

案

內

駐

宗

喀

寺

運

糧

病

卒

和
　
齡

滿

洲

正

藍

旂

人

嘉

慶

十

二

年

二

月

內

以

貴

德

同

知

署

任

德
　
慶

滿

洲

正

藍

旂

人

嘉

慶

十

三

年

十

一

月

初

一

日

以

山

丹

縣

陞

任

張
爾
堈

十

七

年

署

係

乾

隆

丙

午

科

舉

人

山

東

定

陶

縣

人

丁
閬
州

十

七

年

署

係

江

蘓

常

州

府

無

錫

縣

監

生

張
爾
堈

十

八

年

再

署

賈
日
升

嘉

慶

十

六

年

補

授

係

乾

隆

己

酉

科

㧞

貢

山

西

大

同

縣

人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五

官

師
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
潘
緝
勲

十

九

年

署

楊
翼
武

十

九

年

補

係

陝

西

華

陰

縣

增

生

普
　
寳

二

十

年

署

係

內

務

府

鑲

黃

旂

漢

軍

德

　

佐

領

下

筆

帖

式

田
定
芝

二

十

年

代

理

係

乾

隆

甲

寅

科

副

榜

直

隷

邢

臺

縣

人

覺
羅
恒
𤦺

二

十

二

年

署

係

廂

藍

旗

滿

洲

春

貴

佐

領

下

筆

帖

式

程
際
韶

二

十

三

年

補

係

嘉

慶

十

三

年

戊

辰

科

進

士

江

蘓

吳

江

縣

人

王
世
倬

二

十

四

年

署

係

乾

隆

甲

寅

科

舉

人

山

東

觀

城

縣

人

程
際
韶

三

十

五

年

引

　

見

囘

任

蔣
際
韶

道

光

二

年

䕶

理

係

江

蘓

元

和

縣

監

生

林
倬
奎

二

年

署

係

安

𡽪

懷

遠

縣

廩

貢

生

夏
祥
培

二

年

十

二

月

署

係

江

蘓

徐

州

府

邳

州

增

貢

生

盧
銘
瑚

三

年

代

理

係

廂

黃

旂

漢

軍

盧

恩

霖

佐

領

下

貢

生

夏
祥
培

三

年

由

固

原

囘

任

郭
學
泗

四

年

代

理

係

山

西

芮

城

縣

附

貢

生

范
伯
棠

六

年

署

係

陝

西

淳

化

縣

副

榜

劉
金
聲

七

年

署

係

河

南

彰

德

府

臨

漳

縣

廪

貢

生

沈
在
光

八

年

署

係

安

徽

石

埭

縣

供

事

馬
佑
龍

九

年

補

係

山

東

濟

南

府

章

邱

縣

貢

生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五

官

師

　
　
　
　
十
一

夏
日
瑚

十

年

署

係

道

光

五

年

乙

酉

科

㧞

貢

湖

北

施

南

府

利

川

縣

人

羅
文
楷

十

三

年

補

係

嘉

慶

丁

卯

科

舉

人

陝

西

白

水

縣

人

圖
勒
炳
阿

十

四

年

署

係

古

城

廂

黃

旂

蒙

古

珠

昇

阿

佐

領

下

筆

帖

式

海
　
順

十

五

年

補

係

烏

魯

木

齊

廂

黃

旂

滿

洲

筆

帖

式

吕
正
朝

十

六

年

署

係

湖

北

廣

濟

縣

監

生

羅
升
棓

十

七

年

補

係

嘉

慶

己

卯

科

進

士

廣

東

陽

春

縣

人

保
　
忠

十

八

年

署

係

正

黃

旂

蒙

古

穆

騰

額

佐

領

下

筆

帖

式

靳
　
宣

十

九

年

七

月

署

係

順

天

大

興

縣

供

事

祖

籍

安

徽

胡
承
志

代

理

浙

江

山

陰

監

生

吕
正
朝

十

九

年

十

一

月

署

李
國
軒

二

十

年

補

係

嘉

慶

戊

辰

科

舉

人

福

建

閩

縣

人

王
源
怡

二

十

一

年

署

係

嘉

慶

癸

酉

科

㧞

貢

直

隷

容

城

縣

人

李
振
序

二

十

二

年

署

係

安

𡽪

太

湖

縣

監

生

李
國
軒

二

十

三

年

囘

任

色
拉
本

二

十

四

年

署

係

京

城

正

紅

旂

滿

洲

塔

倫

太

佐

領

下

筆

帖

式

吳
龍
光

山

東

海

豐

縣

人

二

十

六

年

由

平

番

縣

陞

補

係

順

天

供

事

循
化
㕔
儒
學
訓
導
一
員
從
八
品
乾
隆
五
十
年
奏
設

在
外
揀
調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五

官

師

　
　
　
　
十
二

楊
錫
輅

陝

西

蒲

城

縣

人

由

戊

子

舉

人

乾

隆

五

十

一

年

以

大

通

縣

訓

導

調

任

李
　
昭

凉

州

府

武

威

縣

人

乾

隆

五

十

一

年

八

月

內

以

河

州

學

正

署

任

楊
芝
年

陝

西

長

安

縣

人

乾

隆

五

十

八

年

四

月

內

以

河

州

學

正

署

任

李
永
豐

慶

陽

府

正

甯

縣

人

乾

隆

五

十

九

年

四

月

內

以

河

州

學

正

署

任

按
自
楊
錫
輅
以
後
李
昭
三
人
並
未
到
任
在
河

兼
署
而
已
其
中
尚
有
㕔
官
兼
攝
姬
樹
綱
始
有

專
責
矣

姬
樹
綱

陝

西

富

平

縣

人

由

丁

酉

舉

人

于

乾

隆

六

十

年

五

月

內

以

平

番

縣

訓

導

調

任

田
　
塏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人

乾

隆

六

十

年

十

二

月

由

狄

道

州

訓

導

調

署

許
　
銘

甘

州

府

張

掖

縣

人

嘉

慶

六

年

十

二

月

內

以

淳

遠

縣

訓

導

署

任

陳
開
科

陝

西

榆

林

府

懷

遠

縣

人

嘉

慶

七

年

四

月

二

十

四

日

任

任
大
受

陝

西

西

安

府

醴

泉

縣

人

嘉

慶

九

年

十

月

十

五

日

以

狄

道

州

訓

導

署

任

傅
天
俊

甯

夏

府

人

嘉

慶

十

年

二

月

以

涇

州

訓

導

調

任

劉
聯
輝

陝

西

漢

中

府

城

固

縣

人

嘉

慶

十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以

河

州

訓

導

署

任

張
博
學

秦

州

清

水

縣

人

嘉

慶

十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以

河

州

學

正

署

任

循
化
遊
擊
一
員
從
三
品
雍
正
八
年
設
在
外
揀
調
乾

隆
四
十
六
年
改
設
𠫵
將
正
三
品
在
外
揀
調
遊
擊

胡
　
璉

四

川

　

　

　

人

雍

正

八

年

以

四

川

會

鹽

營

遊

擊

調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五

官

師

　
　
　
　
十
三

循
化
𠫊
主
簿
一
員
正
九
品
道
光
三
年
四
月

內
大
臣
陝
甘
總
督
那
彦
成
奏
爲
邊
畨
同
知
所
屬
添

設
雜
職
以
資
佐
理
仰
祈

聖
鑒
事
竊
照
西
甯
府
貴
德
循
化
二
處
向
各
設
同
知
一
員

竝
未
設
有
佐
雜
該
二
𠫊
地
方
遼
闊
蒙
番
雜
處
政
務
本

屬
殷
繁
現
在
野
番
均
囘
河
南
防
查
漢
奸
嚴
稽
保
甲
一

切
尤
關
𦂳
要
一
人
經
理
恐
有
顧
此
失
彼
之
虞
該
同
知

若
遇
出
城
查
辦
事
件
城
內
僅
一
教
職
所
有
倉
庫
城
池

監
獄
卽
無
代
行
管
理
之
員
地
處
邊
疆
曷
昭
愼
重
必
須

添
設
佐
雜
恊
同
稽
查
彈
壓
方
爲
周
備
臣
前
此
未
曾
辦

到
今
囘
省
與
藩
司
朱
桂
楨
臬
司
劉
斯
嵋
公
同
酌
議
均

稱
應
請
循
化
𠫊
添
設
主
簿
一
員
貴
德
㕔
添
設
照
磨
一

員
專
司
緝
捕
兼
管
監
獄
均
定
爲
要
缺
三
年
邊
俸
屆
滿

在
外
揀
員
更
替
如
果
始
終
奮
勉
以
應
陞
之
缺
卽
陞
惟

遽
請
另
行
添
設
俸
餉
一
切
諸
多
繁
費
查
有
省
城
按
察

司
煩
缺
照
磨
僅
止
盤
騐
蘭
州
道
所
管
茶
封
再
無
專
司

之
事
又
臯
蘭
縣
河
橋
簡
缺
主
簿
專
管
黃
河
拆
建
浮
橋

竝
橋
頭
抽
收
木
植
木
稅
事
務
本
簡
應
請
將
此
二
缺
改



 

循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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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五

官

師

　
　
　
　
十
四

於
循
化
貴
德
其
照
磨
所
遺
㸃
騐
茶
封
事
宜
歸
併
按
司

獄
辦
理
主
簿
所
遺
河
橋
等
事
併
與
同
城
之
蘭
州
府
經

歴
經
管
均
可
兼
顧
無
誤
如
此
裁
改
旣
不
處
縻
經
費
而

於
邊
防
重
地
實
屬
有
裨
再
改
設
官
員
例
應
對
缺
裁
改

今
擬
裁
汰
之
河
橋
主
簿
係
屬
簡
缺
有
礙
銓
政
查
平
羅

縣
屬
石
嘴
煩
缺
主
簿
原
因
吉
蘭
泰
鹽
池
歸
於
內
地
辦

理
而
設
今
鹽
務
久
經
停
止
不
准
行
銷
該
主
簿
止
於
稽

查
河
岸
竝
不
煩
劇
應
改
爲
簡
缺
歸
部
月
選
一
轉
移
間

卽
與
定
例
相
符
臣
因
地
方
𦂳
要
起
見
是
否
有
當
理
合

恭
摺
奏

聞
伏
祈

皇
上
聖
鑒
飭
部
議
覆
如
蒙

聖
思
愈
允
其
議
裁
之
按
照
磨
係
正
九
品
新
設
之
㕔
照
磨

係
屬
從
九
品
階
級
不
一
亷
俸
役
食
均
不
相
同
應
候

命
下
之
日
同
建
修
衙
署
各
事
宜
再
行
分
晰
照
例
咨
部
議

辦
合
併
陳
明
謹

奏
五
月
十
二
日
奉

硃
批
吏
部
議
奏
欽
此
八
月
初
九
日
准
吏
部
咨
六
月
三
十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五

官

師

　
　
　
　
十
五

八
日
奉

硃
批
依
議
欽
此

主
簿
一
員
每
歲
俸
銀
三
十
三
兩
一
錢
一
分
四
釐
亷

六
十
兩
原
額
吏
攢
一
名
例
無
額
設
工
食

循
化
同
知
門
子
一
名
每
季
工
食
一
兩
五
錢

皂
隷
四
名
每
季
工
食
銀
六
兩

馬
夫
一
名
每
季
工
食
銀
一
兩
五
錢

禁
卒
二
各
每
季
工
食
銀
三
兩

以
上
官
役
亷
俸
工
食
銀
每
歲
共
該
銀
一
百
四
十
一
兩

零
按
季
在
司
庫
請
領
支
給

增
補

黃
南
金

候

補

縣

丞

署

主

簿

郭
學
泗

州

同

借

補

張
繼
昌

浙

江

紹

興

府

人

軍

功

陞

任

朱
肇
麟

浙

江

山

陰

縣

人

順

天

大

興

縣

藉

卓

異

陞

任



 

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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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　
十
六

土
司

明
初
河
州
通
判
管
二
十
四
關
土
司
今
皆
不
可
考
然
大

抵
中
馬
十
九
族
皆
有
之
或
有
一
土
司
而
兼
管
𢿙
族
者

如
癿
藏
族
王
土
司
之
管
癿
藏
紅
崖
等
六
族
是
也
其
後

或
存
或
亡
至
康
熙
雍
正
年
間
猶
有
間
見
于
州
巷
者
如

老
鴉
族
之
土
司
馬
鎭
國
川
撒
族
之
土
司
龍
興
海
是
也

而
今
無
聞
焉
葢
已
夷
爲
編
戸
矣
又
有
僧
職
亦
世
職
如

鴻
化
靈
藏
等
寺
皆
有
國
師
禪
師
管
理
族
民
如
土
司
之

例
雍
正
五
年
追
囘
勅
印
改
爲
都
綱
但
管
本
寺
僧
人
而

族
民
不
受
其
約
束
矣
今
之
可
見
者
惟
癿
藏
土
司
自
明

迄
今
相
承
不
絶
而
有
名
無
實
事
寄
漸
淸
其
撒
喇
族
二

土
司
及
珍
珠
族
土
司
則
中
絶
而
復
續
者
也
向
化
族
及

邊
都
溝
雖
有
千
戸
百
戸
而
皆
不
達
部
官
給
委
牌
而
已

其
餘
起
臺
溝
上
龍
布
不
龍
布
各
寨
皆
有
昂
𧴲
或
曰
百

戸
頂
戴
自
四
品
至
七
品
止
不
知
其
所
由
來
何
衙
門
所

委
亦
不
知
其
世
襲
興
否
也
凡
土
司
雖
爲
𠫊
屬
而
承
襲

俱
由
河
州
加
結
故
宗
圖
供
册
州
卷
爲
詳
其
可
知
也
今

俱
詳
録
之
以
備
考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　
十
七

口
外
珍
珠
族
土
司

珍
珠
打
剌
二
族
世
襲
指
揮
使
一
員
韓
成
璋
管
思
巴

佃
等
畨
漢
土
民
共
一
十
八
處
土
兵
六
十
名

按
打
剌
族
亦
十
九
族
之
一
而
今
無
其
名
葢
爲
珍

珠
族
土
司
所
兼
管
而
久
遂
併
一
族
也

始
祖
韓
端
月
堅
藏
係
山
外
川
卜
族
番
僧
明
洪
武
六

年
奉
勘
合
同
胞
弟
韓
哈
麻
率
領
部
番
歸
附
以
招
中

茶
馬
之
勞
永
樂
年
間
賜
韓
哈
麻
安
撫
司
之
職
節
軰

傳
替
萬
歴
年
間
口
外
火
酋
作
亂
韓
完
卜
與
叔
普
綱

永
昌
二
寺
國
師
韓
羅
漢
導
引
官
兵
有
功
加
授
世
襲

指
揮
使
明
季
流
㓂
大
亂
劫
掠
番
族
指
揮
使
印
劄
被

失
完
卜
故
後
我

朝
定
鼎
子
韓
千
貫
無
慿
承
襲
各
憲
查
明
原
曲
准
授
外
委

土
司
之
職
同
普
綱
永
昌
二
寺
國
師
管
束
番
族
在
河

𠫊
衙
門
總
理
一
十
九
族
招
中
茶
馬
事
務
故
子
永
嘉

襲
故
子
世
公
襲
從
前
並
無
把
守
關
隘
之
責
雍
正
元

年
口
外
逆
夷
跳
梁
親
王
代
青
和
碩
器
被
逐
入
老
鴉

關
世
公
同
國
師
韓
且
令
札
矢
領
族
民
守
隘
報
知
河



 

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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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　
十
八

營
領
兵
到
關
日
夜
防
範
于
是
始
有
老
鴉
關
大
山
嶺

隘
口
之
責
乾
隆
元
年
於
遵

旨
議
奏
事
案
內
查
造
世
職
原
委
取
具
履
歴
宗
圖
清
冊
咨
部

二
年
因
岷
州
土
司
趙
世
興
懇
恩
承
襲
事
案
內
奉
部
飭

查
世
公
事
同
一
體
造
具
冊
結
咨
部
六
年
兵
部
題
請
奉

旨
准
襲
祖
職
十
二
年
故
子
雯
十
四
年
襲
三
十
年
故
子
成

璘
三
十
一
年
襲
四
十
六
年
三
月
起
臺
堡
陣
亡
無
嗣

弟
成
璋
四
十
七
年
襲

州

卷

一
世
韓
端
月
堅
藏
授
普
綱
永
昌
二
寺
都
綱
之
職
弟
韓

哈
麻
授
河
州
珍
珠
族
鎭
撫
司
之
職

二
世
領
占
巴
襲
都
綱
之
職
兄
韓
禮
襲
鎭
撫
司
之
職

三
世
札
矢
巴
襲
禪
師
之
職
故
弟
領
占
藏
卜
襲
三
弟
韓

巴
麻
加
襲
珍
珠
安
撫
司
之
職

四
世
汪
束
班
丹
襲
禪
師
之
職
弟
韓
令
眞
襲
安
撫
司
之

職
五
世
南
哈
矢
甯
襲
禪
師
弟
韓
南
堪
巴
襲
安
撫
司

六
世
韓
羅
漢
襲
禪
師
　
兄
韓
宗
奔
襲
安
撫
司

七
世
韓
𧴲
南
加
授
國
師
兄
韓
完
卜
加
授
珍
珠
族
指
揮



 

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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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　
十
九

使
八
世
韓
千
貫
授
外
委
土
司

九
世
韓
班
麻
襲
國
師
弟
韓
永
嘉
襲
外
委
土
司

十
世
韓
官
住
加
襲
禪
師
故
弟
且
令
札
矢
襲
國
師
三
弟

世
公
授
指
揮
使

十
一
世
韓
巴
麻
𧴲
南
襲
國
師
改
授
都
綱
弟
韓
雯
襲
指

揮
使

十
二
世
韓
莪
堅
旺
堅
𠫵
襲
都
綱
弟
韓
成
璘
襲
指
揮
使

陣
亡
三
弟
韓
成
璋
襲
指
揮
使

州

卷

始
祖
端
月
堅
藏
係
山
外
川
卜
族
番
僧
洪
武
六
年
奉

旨
在
阿
撒
川
金
佛
寺
說
法
管
束
僧
番
人
等
二
十
二

年
陞
都
綱
執
事
二
十
四
年
同
內
官
爾
尼
御
史
朶
爾

只
齎
勅
撫
番
納
馬
二
十
五
年
金
佛
寺
火
奉
旨
移
老

鴉
關
內
自
修
寺
一
座
病
故
姪
領
占
巴
永
樂
六
年
欽

取
南
京
寫
經
賜
經
一
藏
象
牙
圖
書
一
方
陞
剌
麻
十

四
年
入
貢
欽
賜
眞
修
禪
師
領
勅
一
道
銀
印
一
顆
象

牙
圖
書
一
方
宣
德
二
年
欽
賜
名
普
綱
寺
故
姪
劄
矢

巴
正
統
六
年
襲
建
寺
一
座
九
年
賜
名
永
昌
故
弟
領



 

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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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　
　

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
占
藏
卜
成
化
八
年
襲
故
姪
汪
東
班
丹
二
十
二
年
襲

故
姪
南
哈
矢
甯
卜
嘉
靖
六
年
襲
故
韓
宗
奔
係
俗
韓

羅
漢
年
㓜
長
姪
韓
完
卜
例
應
襲
萬
歴
十
八
年
火
酋

入
犯
經
畧
尙
書
鄭
監
軍
萬
主
事
梁
同
固
原
總
兵
尤

令
完
卜
導
引
虜
穴
清
掃
兩
川
蒙
題
准
襲
免
其
赴
京

後
思
打
令
族
勾
虜
內
犯
總
督
李
巡
撫
賈
巡
按
吳
委

羅
漢
同
姪
完
卜
撫
招
生
番
窺
探
虜
情
萬
歴
二
十
四

年
三
月
羅
漢
引
官
兵
由
土
門
關
出
境
深
入
古
爾
半

昆
都
魯
與
虜
對
敵
同
姪
完
卜
親
斬
虜
酋
首
級
一
顆

以
鎭
撫
陞
指
揮
隨
蒙
督
撫
按
具
題
羅
漢
陞
國
師
三

十
一
年
給
勅
一
道
銅
印
一
顆

韓

羅

漢

履

歴

韓
完
卜
陝
西
臨
洮
府
河
州
人
由
衛
鎭
撫
陞
本
衛
指

揮
使
萬
歴
十
八
年
火
酋
入
犯
經
畧
尙
書
鄭
委
令
召

復
生
番
阿
力
等
一
百
餘
族
納
馬
千
餘
匹
十
九
年
從

固
原
總
兵
尤
於
莾
剌
川
南
山
搗
勦
火
酋
部
落
阿
卜

列
帳
房
斬
首
一
百
二
十
餘
級
并
清
兩
川
二
十
四
年

三
月
隨
臨
鞏
道
副
使
張
由
土
門
關
至
莾
剌
川
火
酋

及
昆
都
魯
夕
成
巢
穴
斬
首
並
生
擒
一
百
三
十
餘
名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二
十
一

夷
器
千
件
馬
牛
羊
三
萬
完
卜
親
斬
酋
首
一
級
部
下

斬
首
二
十
餘
級
督
撫
按
題
叙
兵
部
議
覆
加
陞
二
級

授
指
揮
僉
事
二
十
六
年
五
月
臨
鞏
道
副
使
張
委
理

參
營
右
哨
千
總
事
二
十
八
年
三
月
委
收
獲
降
畨
川

藏
六
□
等
男
婦
二
千
一
百
餘
名
口
並
悵
房
頭
畜
千

餘
三
十
年
正
月
領
兵
於
昆
都
魯
遇
虜
斬
首
六
十
二

級
九
月
火
眞
等
酋
入
犯
領
兵
斬
首
二
百
一
十
三
級

督
撫
按
題
叙
三
十
七
年
正
月
皷
畨
燒
焚
虜
橋
領
兵

戰
於
杓
端
城
斬
虜
首
六
十
餘
級
七
月
委
署
河
州
衛

印
務
本
年
四
月
兵
部
議
覆
加
陞
二
級
授
指
揮
使
十

二
月
兵
部
推
陞
甯
夏
石
空
寺
堡
守
備
三
十
九
年
四

月
告
病
囘
衛
甯
夏
廵
撫
崔
晋
署
西
路
𠫵
將
四
十
年

復
以
病
辭
二
月
囘
衛

韓

完

卜

履

歴

按
土
司
自
明
以
來
歴
年
久
遠
又
經
兵
火
册
籍
散

失
其
子
孫
亦
不
能
知
其
所
自
宗
圖
親
供
大
都
據

所
傳
聞
往
往
錯
謬
官
府
無
案
可
稽
亦
但
據
其
所

呈
轉
以
咨
部
而
不
知
其
非
實
也
予
過
韓
家
集
得

韓
羅
漢
韓
完
卜
履
歴
於
其
家
統
書
一
摺
紙
墨
淡



 

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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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二
十
二

舊
葢
明
時
物
也
因
節
録
之
亦
足
以
考
証
得
失
明

之
土
司
皆
屬
衛
所
所
轄
故
鎭
撫
百
戸
千
戸
等
官

皆
衛
官
也
無
鎭
撫
司
之
名
因
衛
鎭
撫
而
訛
爲
鎭

撫
司
又
因
鎭
撫
司
而
訛
爲
安
撫
司
明
時
土
司
雖

倣
宋
元
之
舊
有
安
撫
宜
慰
等
官
然
韓
氏
未
嘗
授

此
職
也
觀
完
卜
履
歴
明
云
由
衛
鎭
撫
陞
本
衛
指

揮
使
可
見
今
乃
云
永
樂
年
間
賜
韓
哈
麻
安
撫
司

之
職
誤
矣
安
撫
司
則
不
屬
衛
矣
完
卜
何
縁
復
爲

衛
鎭
無
而
陞
指
揮
僉
事
又
陞
指
揮
使
乎
考
韓
氏

僧
俗
二
世
職
其
僧
職
自
端
月
堅
藏
始
授
都
綱
至

領
占
巴
陞
剌
麻
又
陞
禪
師
至
羅
漢
而
陞
國
師

國
朝
相
傳
不
改
迨
至
雍
正
五
年
巴
麻
𧴲
南
始
追
去

國
師
印
勅
改
授
都
綱
葢
因
都
統
達
之
奏
也
其
俗

職
自
韓
哈
麻
始
授
衛
鎭
撫
歴
𢿙
傳
而
至
完
卜
以

功
陞
指
揮
僉
事
又
陞
指
揮
使
至
其
子
千
貫
當

國
初
以
印
劄
失
落
未
襲
但
爲
外
委
土
司
至
世
公
始

於
乾
隆
二
年
襲
指
揮
之
使
職
是
爲
指
揮
使
者
明

時
僅
完
卜
一
人
而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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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二
十
三

本
朝
自
世
公
至
今
土
司
成
璋
僅
四
人
耳
其
得
姓
之
由

詢
之
成
璋
云
番
俗
稱
其
主
皆
爲
漢
轉
爲
平
音
則

爲
韓
考
唐
囘
紇
吐
番
皆
稱
可
漢
合
而
言
之
則
有

韓
音
故
撒
喇
族
土
司
亦
韓
姓
理
或
然
也

兵
部
爲
欽
奉
上
諭
事
武
選
司
案
呈
兵
科
抄
出
本
部

彚
題
前
事
內
開
兵
科
抄
出
三
品
頂
戴
陝
甘
總
督
李

疏
稱
河
州
珍
珠
打
剌
二
族
指
揮
使
土
司
韓
成
璘
跟

隨
楊
士
璣
起
臺
堡
被
逆
賊
傷
害
並
無
子
嗣
所
遺
土

務
例
應
胞
弟
承
襲
今
查
明
應
襲
土
司
韓
成
璋
實
係

已
故
土
司
韓
雯
原
配
正
妻
劉
氏
所
生
第
三
子
並
無

庻
出
過
繼
乞
養
異
姓
情
弊
現
年
二
十
七
歲
例
應
承

襲
等
情
具
題
奉

旨
該
部
議
奏
欽
此
查
陣
亡
指
揮
土
司
韓
成
璘
所
遺
之
職

該
督
旣
稱
並
無
子
嗣
例
應
伊
胞
弟
承
襲
今
查
明
應

襲
土
司
韓
成
璋
實
係
已
故
土
司
韓
雯
原
配
正
妻
劉

氏
所
生
第
三
子
並
無
庻
出
過
繼
乞
養
異
姓
情
弊
現

年
二
十
七
歲
例
應
承
襲
世
職
取
具
宗
圖
冊
結
同
原

領
號
紙
送
部
承
襲
等
語
查
與
例
相
符
應
如
該
督
所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二
十
四

請
韓
成
璋
准
其
承
襲
河
州
珍
珠
打
剌
二
族
指
揮
使

土
司
之
職
換
領
號
紙
令
其
衹
領
任
事
等
因
於
乾
隆

四
十
七
年
二
月
初
六
日
具
題
本
月
初
七
日
奉

旨
依
議
欽
此
相
應
頒
給
號
𥿄
令
其
衹
領
任
事
可
也
須
至

號
紙
者
右
號
紙
給
河
州
珍
珠
打
剌
二
族
指
揮
使
土

司
韓
成
璋
准
此
乾
隆
四
十
七
年
二
月
二
十
日

㕔卷

口
內
癿
藏
族
土

癿
藏
族
世
襲
土
百
戸
一
員
王
斌
　
管
癿
藏
紅
崖
端
言

迭
古
回
回
仰
化
六
族
土
兵
二
百
名

按
㕔
册
以
爲
五
品
頂
戴
然
百
戸
不
應
得
此
或
以

邊
番
優
寵
之
歟

始
祖
王
且
禄
明
洪
武
三
年
大
夫
鄧
愈
招
撫
安
挿
河

州
癿
藏
地
方
編
入
河
州
銀
川
里
十
甲
輪
徭
以
且
禄

爲
撫
番
頭
目
故
于
王
官
卜
矢
加
襲
嘉
靖
三
十
年
奉

旨
發
金
牌
一
面
勘
合
一
道
勅
開
癿
藏
大
族
招
番
納

馬
令
王
官
卜
矢
加
轄
守
癿
藏
烏
能
紅
崖
三
關
火
燒

領
一
隘
統
轄
癿
藏
紅
崖
等
六
族
招
中
茶
馬
故
無
嗣

胞
弟
王
賞
下
襲
勦
虜
有
功
加
授
軍
衛
總
旗
故
子
王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二
十
五

桑
吉
襲
䁱
番
語
奉
委
口
外
偵
探
虜
情
火
落
赤
犯
邊

隨
征
斬
虜
三
級
故
子
王
揣
目
襲
屢
出
口
斬
獲
虜
首

陞
授
河
州
衛
世
襲
百
戸
又
陞
正
千
戸
繼
陞
起
臺
堡

守
備
故
子
王
國
柱
崇
禎
元
年
襲
百
戸
勦
賊
有
功
陞

指
揮
僉
事

興
朝
定
鼎
順
治
二
年
國
柱
及
子
拱
斗
率
所
部
投
誠
於

靖
遠
大
將
軍
英
王
從
河
州
任
副
將
搜
逐
流
賊
有
功

總
督
孟
准
給
加
衛
都
司
順
治
五
年
甘
凉
河
州
囘
民

作
亂
領
土
兵
赴
河
州
守
禦
四
月
有
餘
歴
諸
戰
功
加

授
遊
擊
囘
任
七
年
故
子
王
拱
斗
於
九
年
奉

旨
前
代
各
土
官
歸
順
有
功
者
查
明
准
襲
拱
斗
具
呈
歴
叙

戰
功
襲
授
指
揮
僉
事
頒
給
勅
書
一
道
號
𥿄
一
張
康

熙
十
四
年
吳
逆
變
亂
兼
西
夷
犯
境
侯
張
委
署
保
堡

守
備
防
邊
無
虞
題
准
實
授
復
調
拱
斗
之
子
吉
臣
領

土
兵
二
百
名
自
備
鞍
馬
恢
復
臨
洮
有
功
撥
防
河
州

洮
岷
界
之
景
古
堡
拱
斗
繼
授

鉄二

字

誥
封
明
威
將
軍

誥
勅
二
道
故
子
王
吉
臣
守
禦
景
古
堡
三
年
未
襲
故

子
王
鎭
海
於
康
熙
二
十
八
年
赴
部
襲
授
河
州
衛



 

循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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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二
十
六

世
襲
百
戸
領
勅
一
道
號
紙
一
張
三
十
六
年
噶
爾
旦

叛
奉
督
憲
文
領
兵
防
守
邊
隘
雍
正
元
年
西
夷
猖
厥

率
子
王
統
西
領
土
兵
守
三
關
無
虞
乾
隆
元
年
故
子

王
統
西
四
年
襲
百
戸
故
無
嗣
弟
王
維
西
之
子
王
車

位
於
十
五
年
襲
三
十
九
年
故
子
王
斌
於
四
十
年
襲

州卷

按
此
據
其
宗
圖
親
供
所
開
者
亦
不
無
錯
誤
王
且

祿
于
洪
武
三
年
歸
附
而
其
子
王
官
卜
矢
加
於
嘉

靖
三
十
年
授
招
番
納
馬
之
勅
中
間
已
歴
十
一
朝

而
父
子
僅
兩
世
疑
非
實
也
王
揣
目
以
功
授
百
戸

又
陞
正
千
戸
而
子
王
國
柱
僅
襲
百
戸
或
千
戸
未

准
世
襲
之
故
至
國
柱
以
功
陞
指
揮
僉
事
其
子
王

拱
斗
亦
於
順
治
九
年
襲
授
指
揮
僉
事
則
已
世
襲

矣
而
拱
斗
之
孫
鎭
海
又
僅
襲
百
戸
何
也
豈
中
間

緣
事
黜
降
而
其
家
諱
而
不
書
耶
又
㕔
書
諸
土
司

襲
代
之
際
更
換
號
紙
而
已
而
王
氏
何
以
獨
得
專

勅
王
統
西
之
勅
具
在
追
敘
其
曾
祖
王
拱
斗
而
不

及
其
父
鎭
海
又
似
絶
而
續
封
者
皆
可
疑
當
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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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五

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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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七

勅
陝
西
河
州
衛
百
戸
王
統
西
自
爾
土
司
歸
誠
向
化

故
歴
代
授
官
管
束
本
土
官
人
等
爾
係
王
拱
斗
嫡
曾

孫
仍
依
先
例
命
爾
世
襲
實
授
百
戸
照
舊
管
束
土
官

土
軍
並
各
該
家
口
爾
須
欽
承
殊
恩
加
意
撫
綏
務
令

得
所
聨
屬
衆
志
禁
捕
㓂
盗
遇
有
邊
警
聼
調
殺
賊
一

應
軍
機
重
務
悉
聼
川
陝
總
督
甘
肅
廵
撫
提
督
總
兵

官
節
制
有
功
一
體
陞
賞
爾
宜
益
殫
忠
勤
用
圖
報
稱

毋
得
𥝠
佔
科
櫌
及
縱
容
别
官
侵
漁
尅
害
以
致
衆
情

不
附
責
有
所
歸
爾
其
勉
之
故
勅
乾
隆
五
年
閏
六
月

十
九
日

㕔

卷

兵
部
爲
欽
奉
上
諭
事
武
選
清
吏
司
案
呈
兵
科
抄
出

本
部
彚
題
前
事
內
開
兵
部
抄
出
陝
甘
總
督
勒
疏
稱

河
州
土
司
王
軍
位
病
故
當
經
咨
部
並
飭
查
明
應
襲

之
人
詳
請
題
襲
去
後
茲
據
甘
肅
布
政
司
詳
稱
查
河

州
應
襲
土
司
王
斌
實
係
已
故
土
司
百
戸
王
車
位
嫡

長
男
例
應
承
襲
父
職
並
無
庶
出
旁
支
亦
無
違
礙
等

𡚁
取
具
支
𣲖
宗
圖
親
供
印
甘
各
結
同
原
領
號
𥿄
一

併
呈
齎
臣
覆
查
無
異
相
應
具
題
等
因
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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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五

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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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八

旨
該
部
議
奏
欽
此
查
王
車
位
所
遺
之
職
該
督
旣
稱
查
明

嫡
長
男
王
斌
例
應
承
襲
父
職
並
無
庻
出
旁
支
亦
無

違
碍
等
弊
取
具
支
𣲖
宗
圖
親
供
印
甘
各
結
同
原
領

號
𥿄
送
部
承
襲
等
語
查
與
例
相
符
應
如
該
督
所
請

王
斌
准
其
承
襲
河
州
癿
藏
土
百
戸
之
職
等
因
于
乾

隆
四
十
年
九
月
十
九
日
題
本
月
二
十
二
日
奉

旨
依
議
欽
此
爲
此
合
給
該
土
弁
號
紙
令
其
袛
領
任
事
可

也
須
至
號
紙
者
右
號
紙
給
癿
藏
族
土
百
戸
王
斌
准

此
㕔卷按

以
上
二
土
司
皆
口
內
也
其
口
內
尚
有
鴻
化
靈

藏
等
族
或
昂
𧴲
或
鄕
老
或
鄉
約
均
無
土
司
各
族

有
民
糧
有
族
糧
民
糧
在
州
族
糧
在
㕔
衣
服
風
俗

俱
與
漢
人
無
異
問
之
亦
稱
爲
漢
人
葢
在
內
地
多

年
漸
摩
已
久
卽
兩
土
司
亦
徒
擁
虛
名
而
實
無
事

權
也

撒
喇
族
二
土
司

口

外

撒
喇
族
上
四
工
世
襲
土
千
戸
一
員
韓
昱
　
管
東
鄉
之

清
水
工
西
鄉
之
街
子
工
查
家
工
蘓
只
工



 

循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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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二
十
九

按
撒
喇
族
土
兵
共
一
百
二
十
名
此
與
上
珍
珠
癿

藏
二
族
皆
按
乾
隆
二
十
九
年
冊
書
之
然
皆
報
上

之
𢿙
非
其
實
也
每
有
徵
調
臨
時
視
所
用
之
𢿙
以

土
民
充
之
無
定
𢿙
居
恒
亦
無
額
設
也
各
官
土
兵

於
乾
隆
四
十
六
年
爲
總
督
李
裁
革
則
今
口
內
土

司
葢
無
土
兵
撒
喇
族
四
十
六
年
四
十
九
年
囘
變

兩
次
調
遣
土
兵
皆
逾
千
數
今
㕔
屬
有
事
同
知
叅

將
皆
可
以
撤
調
之
亦
無
定
𢿙
也

又
按
撒
喇
族
舊
傳
四
房
五
族
韓
昱
爲
長
房
韓
光

祖
爲
二
房
其
三
房
四
房
皆
韓
姓
也
五
族
則
雜
姓

而
馬
姓
居
十
之
九
四
房
屬
韓
昱
五
族
屬
韓
光
祖

此
其
大
畧
也
街
子
工
有
馬
姓
百
餘
家
□
韓
光
祖

蘓
只
工
之
别
列
莊
皆
馬
姓
前
爲
韓
光
祖
管
今
又

屬
於
韓
昱
其
中
亦
不
無
器
錯
也
此
外
又
有
番
民

如
查
汗
大
寺
工
五
莊
而
番
莊
居
其
二
夕
厰
一
工

則
全
番
民
矣
其
由
來
皆
不
可
考
别
工
亦
有
之
今

又
有
內
地
囘
民
遷
居
工
內
者
亦
爲
所
屬

始
祖
韓
寳
舊
名
神
寶
係
前
元
撒
剌
爾
世
襲
達
魯
花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　
三
十

赤
洪
武
三
年
五
月
鄧
大
夫
不
歸
附
六
年
收
集
撒
剌

爾
世
襲
百
戸
撥
河
州
衛
征
黑
白
二
章
咂
等
處
四
月

授
値
字
六
百
五
十
六
號
世
襲
誥
命
一
道
昭
信
校
尉

管
軍
百
戸
職
銜
十
八
年
撥
河
州
衛
右
所
管
軍
故
子

韓
撒
都
剌
襲
二
十
五
年
征
罕
東
等
處
番
賊
二
十
六

年
欽
賜
金
牌
一
面
納
馬
一
百
二
十
匹
調
征
雲
南
建

昌
二
十
七
年
征
大
炒
圍
有
功
九
月
授
女
字
八
百
一

十
號
誥
命
一
道
昭
信
校
尉
百
戸
職
銜
二
十
八
年
征

洮
州
上
答
立
等
族
有
功
故
子
韓
貴
永
樂
二
十
二
年

襲
宣
德
十
年
調
凉
州
等
處
從
指
揮
劉
永
追
達
賊
至

黑
山
戰
敗
阿
魯
臺
朶
爾
只
伯
等
正
統
元
年
勅
陞
本

衞
所
副
千
戸
職
銜
調
凉
州
扒
沙
等
處
剿
賊
有
功
賞

狐
帽
胖
襖
二
年
從
總
兵
趙
安
征
扳
并
等
處
故
子
韓

𤦺
正
統
十
四
年
襲
副
千
戸
職
從
總
兵
王
敬
甘
州
征

達
賊
有
功
景
泰
六
年
從
總
兵
蕭
敬
征
亦
令
眞
集
追

達
賊
至
可
可
腦
兒
天
顺
元
年
蒙
賞
又
從
總
兵
劉
傑

追
賊
至
三
十
里
舖
遇
孛
羅
戰
有
功
故
弟
韓
愷
成
化

五
年
襲
從
撫
甯
侯
朱
赴
延
綏
慶
陽
敗
達
賊
有
功
故



 

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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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三
十
一

子
韓
清
宏
治
十
一
年
襲
調
甘
州
等
處
備
禦
故
子
韓

通
正
德
十
一
年
襲
選
委
甘
甯
等
處
沿
邊
把
守
嘉
靖

四
十
四
年
故
子
韓
仲
福
𤶑
疾
係
韓
勇
萬
歴
十
九
年

襲
委
龍
溝
堡
中
軍
復
委
貴
德
營
把
總
三
十
二
年
故

弟
韓
增
萬
歴
四
十
三
年
襲
調
赴
甘
州
備
禦
故
子
韓

進
忠
天
啓
三
年
襲
委
何
營
千
總
調
赴
黑
章
咂
漢
南

沔
縣
等
處
剿
賊
有
功
崇
禎
七
年
軍
門
陳
題
授
鳳
縣

守
備
又
調
至
岐
山
寶
鷄
麻
嶺
關
等
處
戰
退
八
大
王

囘
賊
有
功
十
年
軍
門
陳
題
奏
奉
旨
加
都
司
僉
書
管

漢
羌
遊
擊
陣
亡
子
韓
愈
昌
遺
孤
未
襲
䕶
理
副
千
戸

事
務
撫
番
有
功
康
熙
十
六
年
靖
逆
將
軍
張
委
隨
征

都
司
職
銜
故
子
韓
炳
未
襲
四
十
四
年
西
甯
總
兵
殷

委
守
備
職
銜
同
日
欽
差
商
又
委
都
司
職
銜
雍
正
元

年
大
將
軍
調
征
阿
爾
加
囊
𧴲
有
功
二
年
調
赴
卓
子

山
黃
羊
川
剿
番
有
功
六
年
十
二
月
河
協
冐
征
王
喇

夫
旦
炳
以
佳
口
外
本
族
刁
悍
請
設
官
彈
壓
川
陜
總

督
岳
題
請
依
議
七
年
六
月
兵
部
給
雅
字
七
十
二
號

號
𥿄
授
保
安
堡
撒
剌
土
千
戸
乾
隆
元
年
故
子
韓
文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三
十
二

廣
三
年
襲
十
一
年
故
子
韓
旭
十
三
年
襲
二
十
八
年

故
弟
韓
昱
二
十
九
年
襲
四
十
六
年
三
月
領
老
教
土

兵
至
蘭
州
剿
新
教
逆
匪
有
功
奏
明
賜
三
品
頂
戴
花

翎
一
朶
四
十
九
年
五
月
領
土
兵
剿
鹽
荼
逆
囘
有
功

議
敘
加
職
一
等

州

卷

合

㕔

卷

兵
部
爲
欽
奉
上
諭
事
武
選
清
吏
司
案
呈
兵
科
抄
出

本
部
彚
前
事
內
開
陜
甘
總
督
楊
疏
稱
韓
旭
病
故
遺

缺
今
查
有
胞
弟
韓
昱
現
年
三
十
歲
例
應
承
襲
造
具

宗
圖
冊
籍
各
結
送
部
等
因
具
題
奉

旨
該
剖
議
奏
欽
此
查
該
督
旣
稱
土
千
戸
韓
旭
病
故
並
無

子
嗣
查
明
應
襲
土
司
韓
昱
實
係
已
故
韓
旭
胞
弟
取

具
宗
圖
供
甘
結
送
部
承
襲
等
語
查
與
土
司
承
襲
之

例
相
符
應
將
韓
旭
准
其
承
襲
河
州
撒
喇
族
土
千
戸

之
職
換
給
號
𥿄
頒
發
該
督
令
其
任
事
等
因
乾
隆
二

十
九
年
八
月
二
十
五
日
題
九
月
初
一
日
奉

旨
依
議
欽
此
爲
此
合
劄
土
弁
遵
奉
任
事
施
行
須
至
號
紙

者
㕔

卷

撒
喇
族
下
四
工
世
襲
土
千
戸
一
員
韓
光
祖
　
管
東
鄉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三
十
三

之
孟
達
工
張
哈
工
夕
厰
工
西
鄕
之
查
漢
大
寺
工

始
祖
韓
沙
班
係
河
州
衛
右
所
軍
籍
於
明
季
年
間
從

大
夫
歸
附
河
州
口
外
撒
剌
地
方
有
功
嘉
靖
三
十
一

年
八
月
內
在
於
乞
請
議
復
金
牌
舊
制
以
遵
國
體
以

馭
邊
方
以
資
軍
政
事
案
內
領
獲
金
牌
一
靣
准
授
世

襲
百
戸
之
職
嗣
後
相
傳
並
未
承
襲
沙
班
子
韓
清
諫

子
韓
承
恩
承
恩
子
韓
大
用
但
接
替
辨
理
族
務
康
熙

四
十
四
年
西
甯
總
兵
殷
委
守
備
職
銜
又
欽
差
商
委

都
司
職
銜
雍
正
元
年
大
將
軍
年
調
征
阿
爾
加
囊
𧴲

有
功
又
調
卓
子
山
剿
番
有
功
雍
正
六
年
呈
請
河
協

冐
設
官
安
兵
七
年
六
月
在
於
遵
旨
議
奏
事
案
內
兵

部
給
雅
字
七
十
一
號
號
紙
授
保
安
堡
撒
拉
土
千
戸

之
職
管
轄
五
族
乾
隆
三
年
故

營

卷

二

年

故

族
人
韓

天
祿
告
爭
土
職
五
年
息
結
九
年
子
振
武
襲
十
四
年

故
子
玉
麟
十
五
年
襲
二
十
八
年
故
子
光
祖
襲
四
十

六
年
襲
三
月
領
土
兵
至
蘭
州
剿
新
教
逆
匪
有
功
奏

明
賜
四
品
頂
戴
花
翎
一
朶
四
十
九
年
五
月
領
兵
剿

鹽
茶
逆
囘
有
功
議
敘
加
職
銜
一
等

州

卷

合

㕔

卷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三
十
四

按
州
㕔
兩
卷
宗
圖
親
供
皆
據
韓
氏
所
自
開
者
其

中
不
無
舛
錯
而
韓
光
祖
之
卷
尤
甚
韓
寶
旣
爲
前

元
撒
拉
爾
世
襲
達
魯
花
赤
洪
武
三
年
鄧
大
夫
下

歸
附
何
以
又
云
六
年
收
集
撒
喇
爾
考
雍
正
九
年

韓
哈
卽
之
供
明
云
從
哈
宻
來
三
百
六
十
一
年
溯

其
年
分
是
韓
氏
本
哈
宻
囘
人
明
初
始
入
此
地
不

得
元
時
已
爲
撒
喇
達
魯
花
赤
撒
喇
本
番
地
收
集

有
功
明
遂
以
此
地
賜
之
故
遂
稱
撒
喇
族
今
八
工

尚
有
各
番
莊
則
撒
喇
本
地
番
之
遺
種
也
明
初
鄧

愈
爲
御
史
大
夫
取
河
州
所
云
鄧
太
夫
當
指
愈
也

至
韓
沙
班
旣
稱
從
大
夫
歸
附
則
亦
明
初
人
與
韓

寶
同
時
何
以
至
嘉
靖
三
十
一
年
始
領
金
牌
授
百

戸
之
職
且
身
歴
十
一
朝
亦
不
應
享
壽
如
此
之
久

韓
大
用
當
康
熙
雍
正
年
間
今
據
州
卷
爲
沙
班
曾

孫
使
沙
班
係
洪
武
時
人
兩
朝
已
𢿙
百
年
而
韓
氏

僅
歴
四
世
謬
妄
已
甚
推
尋
其
故
一
族
無
兩
土
司

之
例
明
初
爲
撒
剌
族
土
官
者
韓
寶
之
長
房
子
孫

而
已
其
後
生
齒
日
繁
乃
令
次
房
管
理
外
姓
五
族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三
十
五

不
過
頭
目
之
類
非
土
司
也
韓
沙
班
亦
韓
寶
子
孫

不
知
相
去
幾
代
爲
嘉
靖
時
人
係
次
房
管
理
五
族

者
分
地
分
民
相
承
已
久
當
三
十
一
年
清
理
茶
政

復
設
金
牌
因
授
以
百
戸
之
職
然
韓
氏
長
房
已
于

正
統
元
年
陞
授
副
千
戸
則
百
戸
仍
其
所
屬
協
辨

茶
馬
不
能
抗
衡
兩
大
也
至
鼎
革
之
後
兩
房
俱
未

襲
職
而
各
有
分
地
漸
昧
初
制
將
軍
總
兵
以
其
勢

均
力
敵
各
授
以
外
委
土
司
而
韓
大
用
尤
有
才
畧

爲
一
族
所
畏
服
雍
正
八
年
設
官
安
營
遂
並
授
土

千
戸
之
職
儼
然
抗
體
矣
所
開
宗
圖
將
韓
沙
班
推

而
遠
之
以
示
與
韓
寶
同
係
世
職
不
知
年
代
世
次

之
牴
牾
其
迹
不
可
掩
也
韓
天
祿
控
争
未
必
不
爲

此
惜
其
卷
無
存
遂
不
可
考
耳

兵
部
爲
欽
奉
上
諭
事
武
選
司
案
呈
兵
科
抄
出
本
部

彚
題
前
事
內
開
准
甘
肅
巡
撫
常
疏
稱
河
州
撒
喇
族

土
司
韓
玉
麟
病
故
查
明
已
故
韓
玉
麟
之
長
子
韓
光

祖
實
係
嫡
親
長
男
並
無
假
冐
違
礙
等
弊
取
具
宗
圖

冊
結
題
請
承
襲
父
職
等
因
具
題
奉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三
十
六

旨
該
部
議
奏
欽
此
查
先
經
該
撫
咨
報
河
州
撒
喇
族
土
司

韓
玉
麟
病
故
並
稱
查
明
應
襲
之
人
等
因
在
案
今
該

撫
旣
稱
查
明
已
故
土
司
韓
玉
麟
之
長
子
韓
光
祖
現

年
二
十
歲
實
係
嫡
親
長
男
取
具
宗
圖
冊
結
送
部
承

襲
等
語
查
與
土
司
襲
職
之
例
相
符
應
將
韓
光
祖
准

其
承
襲
河
州
撒
喇
族
土
司
之
職
換
給
號
紙
令
其
任

事
等
因
於
乾
隆
二
十
八
年
十
月
二
十
四
日
題
本
月

二
十
六
日
奉

旨
依
議
欽
此
爲
此
合
劄
該
土
弁
遵
奉
任
事
施
行
須
至
號

紙
者

㕔

卷

按
光
祖
亦
襲
土
司
之
職
與
韓
昱
同
而
號
紙
泛
稱

土
司
不
言
其
爲
何
職
以
原
奏
未
詳
故
亦
仍
其
文

兩
土
司
本
無
印
信
凡
有
事
件
俱
用
白
頭
文
稟
呈

報
四
十
七
年
六
月
韓
昱
韓
光
祖
在
省
稟
請
制
憲

照
在
莊
浪
魯
土
司
西
甯
李
土
司
之
例
頒
賜
關
防

經
布
政
司
議
詳
平
番
土
司
魯
璠
等
係
指
揮
銜
向

有
部
頒
印
信
今
該
土
司
韓
昱
等
止
係
千
戸
職
銜

若
請
頒
部
印
恐
干
駁
詰
但
土
司
有
管
朿
土
兵
之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三
十
七

責
若
以
白
文
申
禀
亦
不
足
昭
信
守
請
照
營
弁
之

例
由
司
頒
給
木
戳
給
發
鈐
用
十
一
月
頒
給
其
文

曰
循
化
撒
喇
族
上
六
工
土
千
戸
之
鈐
記
循
化
撒

喇
下
六
工
千
戸
之
鈐
記
本
年
十
二
月
韓
昱
私
塡

路
照
給
囘
民
查
轄
西
印
徃
西
甯
貿
易
四
十
八
年

經
布
政
司
將
兩
土
司
鈴
記
吊
銷
四
十
九
年
韓
昱

韓
光
祖
復
禀
河
州
鎭
轉
禀
制
憲
懇
請
鈴
記
司
議

仍
行
刻
給
止
許
申
呈
文
禀
印
用
不
得
於
所
屬
囘

民
給
照
閏
三
月
頒
給
以
撒
喇
族
字
不
雅
馴
改
其

文
曰
循
化
㕔
屬
管
理
上
六
工
番
囘
土
千
戸
鈴
記

循
化
㕔
屬
管
理
下
六
工
番
囘
土
戸
鈐
記

㕔

卷

按
族
分
之
名
如
內
地
之
圖
里
撒
喇
以
地
名
族

分
外
番
地
名
不
可
以
漢
字
解
者
多
矣
自
當
因

其
實
而
書
之
且
其
名
已
達
於

御
聽
兵
部
號
紙
有
之
不
宜
擅
爲
改
今
以
文
不
雅
馴

改
曰
云
云
循
化
所
屬
番
民
多
矣
將
盡
歸
韓
氏

二
千
戸
所
管
也
况
所
云
上
六
工
下
六
工
又
豈

盡
雅
馴
乎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三
十
八

土
都
司
韓
玉
麟
　
崖
幔
工
囘
民
由
土
外
委
把
總
千

總
守
備
遞
陞
經
㕔
營
鎭
給
委
乾
隆
四
十
六
年
大
學

士
公
阿
以
捜
查
撒
喇
逆
囘
有
功
賞
給
土
都
司
職
銜

不
世
襲
無
所
管
囘
民

土
守
備
一
員
韓
六
十
三
今
改
名
福
　
街
子
工
囘
民

乾
隆
四
十
九
年
陜
甘
總
督
福
　
以
石
峯
堡
進
勦
逆

囘
出
力
賞
給
土
千
總
頂
戴
軍
務
告
蕆
敘
功
又
給
土

守
備
劄
付
不
世
襲
無
所
管
囘
民

土
千
總
五
員
韓
尼
牙
思
四
十
九
年
石
峯
堡
有
功
奏

賞
藍
翎
六
品
頂
戴
韓
光
前
　
韓
光
成
　
韓
有
祥

俱
四
十
六
年
由
㕔
委

土
把
總
五
員
　
韓
光
福
　
韓
光
祿
　
韓
義
龍
　
韓

位
　
韓
玉
成
　
俱
四
十
六
年
由
㕔
委

口
外
向
化
族
土
司

向
化
族
土
千
戸
一
員
哈
𧴲
南
札
矢
　
管
理
南
鄕
二
十

一
寨
番
民
六
千
八
百
二
十
六
戸

□
□
按
戸
𢿙
與
前
不
同
此
或
以
實
戸
言
也
其
各
寨
又

有
百
戸
十
二
人
未
詳
分
管
何
寨
據
㕔
州
稱
千
戸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三
十
九

五
品
頂
戴
然
今
千
戸
戴
暗
藍
頂
亦
未
詳

其
前
領
茶
中
馬
在
河
州
十
九
族
之
内
而
其
首
領
不

可
考
雍
正
年
間
總
督
岳
發
給
委
牌
管
理
族
務
歴
來

接
替
俱
以
委
牌
爲
慿
不
報
部
乾
隆
二
十
九
年
千
戸

哈
羅
藏
他
開
以
事
退
革
經
㕔
驗
選
哈
𧴲
南
札
矢
承

辦
詳
准
照
舊
接
替
管
事
仍
取
親
供
宗
圖
册
結
備
案

不
報
部

㕔

卷

按
此
則
向
化
族
上
司
非
世
襲
也

口
外
邊
都
溝
土
司

邊
都
溝
世
襲
土
百
戸
一
員
𧴲
南
　
管
理
西
鄕
七
寨
戸

七
百
九
十
六
戸

按
㕔
卷
謂
管
西
鄉
六
寨
番
民
六
千
六
十
三
戸
考

邊
都
番
寨
實
有
七
寨
卽
以
實
戸
言
不
應
至
十
倍

之
多
誤
也
今
從
前
冊
此
土
司
承
襲
最
久
前
明
永

樂
年
間
奉
有
勅
書
一
道
銅
牌
一
靣
象
牙
圖
記
一

顆
奉
天
承
運
皇
帝
勅
曰
俺
漢
人
地
面
西
邊
西
手
裡
草

地
裡
與
俺
每
好
生
近
麽
道
我
父
皇
太
祖
高
皇
帝
時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四
十
一

那
漢
每
好
意
思
多
曾
到
有
𢲅
卽
了
大
位
子
恁
河
州

衛
邊
多
𥩪
頭
目
賞
思
故
不
忘
俺
父
皇
太
祖
高
皇
帝

恩
德
知
天
道
自
來
進
貢
十
分
至
誠
俺
見
恁
這
好
意

思
與
了
名
分
中
書
舍
人
便
將
俺
的
言
語
勅
裡
面
寫

得
仔
細
教
他
囘
去
做
昭
信
校
尉
河
州
衛
邊
多
站
百

戸
世
世
子
孫
做
勾
當
者
本
族
西
番
聽
管
領
著
若
有

不
聽
管
朿
的
將
大
法
度
治
他
你
兵
曹
如
勅
毋
怠
永

樂
元
年
五
月
初
五
日
上
鈐
勅
命
之
寶

㕔

卷

銅
牌
正
面
二
字
　
　
　
　
信
符

漢

字

背
面
十
二
字

篆

文

皇
帝
聖
旨

合

當

差

發

　

㕔

卷

不

信

者

死

象
牙
圖
記
四
字

篆

文

廣

行

圓

覺

背
刻
宣
德
二
年
月
日

㕔卷

按
今
百
戸
𧴲
南
不
知
卽
賞
思
古
子
孫
否
承
襲
幾

代
已
不
可
考
雍
正
八
年
營
卷
百
戸
名
掇
什
群
堅

錯
或
群
𧴲
南
之
父
也
銅
牌
葢
卽
明
制
之
金
牌
以

徵
調
士
兵
中
易
茶
馬
有
兩
面
一
藏
內
府
有
事
合

爲
騐
其
制
當
有
契
合
之
處
而
卷
內
未
詳
及
之
至

象
牙
圖
記
或
明
中
以
賜
番
僧
者
輾
轉
入
於
百
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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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四
十
一

手
非
其
舊
也

口
內
沙
馬
族
土
司

沙
馬
族
土
司
蘓
姓
在
中
馬
十
九
番
族
之
內
久
爲
㕔

屬
自
雍
正
四
年
河
岷
二
㕔
互
相
推
委
遂
除
此
族
今

錄
其
始
未
以
存
餼
羊
之
意

河
㕔
顧
詳
查
河
州
㕔
衙
門
向
統
一
十
九
族
內
蘓

土
司
沙
馬
一
族
係
岷
民
耕
種
岷
地
因
蘓
土
司
掛

銜
河
州
衛
是
以
在
河
㕔
辦
理
茶
馬
事
務
雍
正
元

年
准
鞏
昌
府
關
一
件
族
蠧
包
收
等
事
蒙
院
憲
批

示
云
完
納
當
差
應
歸
岷
㕔
河
州
一
切
雜
差
永
行

禁
革
是
沙
馬
一
族
久
已
岷
㕔
管
轄
毫
無
疑
義

岷
㕔
熊
覆
查
敝
屬
沙
馬
里
載
之
版
籍
非
沙
馬
族

也
里
中
俱
係
納
糧
應
丁
里
民
從
無
番
族
戸
口
田

地
雖
有
土
司
一
名
蘓
成
威
在
彼
住
居
伊
之
承
襲

掛
銜
與
夫
招
中
茶
馬
皆
在
河
州
與
本
衙
門
毫
無

關
渉
欽
差
達
周
牌
本
部
統
本
鎭
揆
厥
情
由
沙
馬

一
族
向
隨
土
司
在
河
州
當
差
故
名
之
爲
族
後
批

歸
岷
州
同
民
戸
納
糧
應
丁
故
名
之
爲
里
是
族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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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五

土

司

　
　
　
四
十
二

里
雖
異
其
名
而
沙
馬
之
民
則
無
異
也
如
果
今
日

歸
岷
當
差
之
民
卽
當
日
在
河
當
差
之
民
則
該
㕔

不
必
再
分
族
里
自
應
該
㕔
造
冊

岷
㕔
熊
呈
沙
門
一
里
非
自
雍
正
元
年
二
月
始
歸

岷
㕔
衙
門
管
轄
是
年
奉
督
撫
兩
憲
批
歸
本
㕔
完

納
當
差
者
亦
有
由
來
土
司
蘓
成
威
欲
將
沙
馬
里

里
民
作
爲
部
落
田
地
圖
爲
己
有
與
百
姓
搆
訟
多

年
至
今
未
結
故
於
雍
正
元
年
唆
使
里
民
安
七
十

二
等
將
同
宗
之
安
家
保
住
等
以
族
蠧
包
收
等
事

控
於
成
威
而
成
威
代
安
七
十
二
等
同
詳
督
撫
兩

憲
批
布
按
二
司
轉
行
臨
鞏
二
府
因
案
內
拖
累
難

堪
現
在
人
犯
訊
供
詳
覆
蒙
撫
憲
批
歸
卑
㕔
管
轄

是
今
沙
馬
里
民
人
止
納
岷
州
錢
糧
不
許
兼
辦
河

州
差
使
非
向
隨
土
司
在
河
州
當
差
故
名
之
爲
族

今
日
批
歸
於
岷
改
名
之
爲
里
也
若
冐
昧
查
造
是

將
朝
廷
赤
子
委
𣓪
番
族
此
里
丁
糧
何
從
徵
解

土
司
蘓
成
威
移
河
州
衛
文
查
本
司
始
祖
於
洪
武

初
年
歸
誠
奉
旨
安
挿
沙
馬
族
地
方
每
年
招
中
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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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五

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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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三

馬
外
歲
貢
銀
五
十
兩
土
地
人
民
俱
有
土
司
統
轄

由
明
迄
今
無
異
自
康
熙
三
十
七
年
前
洮
岷
道
謝

將
前
項
貢
銀
改
作
地
丁
本
族
遂
有
納
糧
田
地
一

十
七
頃
九
十
六
畝
五
分
應
丁
番
人
三
十
九
名
其

錢
糧
仍
照
舊
例
本
司
徵
收
彚
解
飭
文
印
牌
現
存

不
料
至
康
熙
五
十
七
年
奉

旨
調
土
兵
進
藏
隨
征
有
部
落
安
四
哇
等
俱
怕
出
兵
暗
賄

岷
㕔
官
吏
盡
將
土
司
之
部
落
二
千
內
有
士
兵
五

百
借
三
十
九
名
之
丁
一
十
七
頃
之
賦
違

旨
包
裹
此
削
奪
本
司
土
地
人
民
所
由
來
也
至
雍
正
元
年

奉
前
鎭
憲
調
土
兵
五
百
人
赴
軍
前
而
岷
㕔
唆
撥

安
四
哇
等
叛
抗
不
遵
本
司
因
事
關
軍
務
備
呈
前

督
憲
未
得
結
案
本
年
正
月
復
現
蒙
批
審
今
奉

旨
安
挿
岷
㕔
是
將
本
司
所
轄
之
沙
麻
族
葢
以
輸
丁
之
名

納
糧
之
地
朦
混
揑
詳
查
有
岷
之
沙
麻
里
地
止
有

一
十
七
頃
零
丁
止
有
三
十
九
名
而
本
司
所
轄
沙

麻
族
番
人
二
千
餘
地
有
千
頃
如
果
係
里
民
里
地

應
按
名
輸
徭
按
畝
納
糧
斷
未
有
承
種
千
頃
而
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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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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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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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四

納
十
七
頃
之
賦
二
千
餘
人
止
報
三
十
九
丁
之
理

此
岷
㕔
熊
學
烈
欺
瞞
包
裹
之
弊
不
問
可
知
矣
如

果
沙
麻
族
之
部
落
盡
係
里
民
其
無
糧
之
地
無
丁

之
人
故
明
三
百
年
姑
置
勿
論
我

朝
定
鼎
岷
㕔
歴
經
多
員
何
不
照
例
籍
察
報
部
入
額

何
𢿙
百
年
在
本
司
屬
下
中
馬
應
兵
現
有
印
牌
冊

籍
足
據
豈
前
任
之
岷
㕔
皆
愚
而
今
日
之
岷
㕔
獨

智
哉
如
岷
㕔
所
云
奉
兩
憲
批
歸
管
轄
不
許
兼
辦

河
州
差
使
本
司
卷
查
憲
批
不
過
禁
河
㕔
衙
門
之

陋
規
未
聞
將
沙
麻
一
族
盡
歸
岷
㕔
而
不
應
河
州

之
招
中
也
現
有
岷
㕔
齎
到
卷
案
可
稱
再
如
岷
㕔

所
云
朝
廷
赤
子
委
𣓪
番
族
此
里
丁
糧
從
何
徵
解

不
知
岷
㕔
現
有
額
徵
三
十
九
名
之
丁
一
十
七
頃

之
賦
歸
於
何
項
沙
麻
族
載
在
河
志
若
被
岷
㕔
包

裹
而
此
族
之
守
隘
調
遣
何
人
應
差
倘
土
司
有
玷

官
箴
例
宜
叅
處
不
應
將
土
地
人
民
違
旨
强
奪
本

司
不
得
不
歴
歴
披
陳
也

按
此
事
争
控
幾
及
一
年
蘓
土
司
所
言
情
或
有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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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五

河
州
旣
無
田
地
岷
州
又
無
族
民
則
沙
馬
一
族
作

何
着
落
未
有
蘓
成
威
孑
然
一
身
可
稱
爲
一
族
者

也
沙
馬
里
之
丁
糧
自
係
沙
麻
族
之
田
地
其
後
河

州
㕔
詳
請
委
員
會
勘
又
奉
有
鞏
昌
府
改
土
歸
流

之
文
大
抵
三
十
九
名
丁
一
十
七
頃
地
之
外
俱
應

查
文
武
冊
㕔
卷
不
全
未
知
作
何
歸
結
聞
蘓
成
威

以
此
案
謫
戍
而
沙
麻
一
族
遂
廢
矣

河
州
土
司
何
氏

番
族
各
土
司
皆
㕔
所
轄
惟
何
氏
爲
河
州
屬
河
州
記
未

詳
其
本
末
也
今
附
錄
之

何
氏
河
州
右
丞
里
人
始
祖
何
鎻
南
元
投
榮
祿
大
夫

陝
西
等
處
行
中
書
省
平
章
政
事
世
襲
土
著
爲
頭
宣

慰
使
司
都
元
師

中

間

有

脫

誤

元

置

吐

蕃

宣

慰

使

司

於

河

州

鎭

當

爲

吐

蕃

宣

尉

使

司

都

元

帥

也

明
洪
武
三
年
衞
國
公
鄧
愈
統
兵
招
撫
傾
心
歸
附
太

祖
授
河
州
衞
世
襲
指
揮
同
知
賜
姓
何
氏
弟
汪
家
奴

授
岷
州
衛
世
襲
指
揮
僉
事
次
子
敏
授
錦
衣
衛
僉
事

𧴲
南
故
長
子
何
銘
於
洪
武
三
十
年
授
鎭
國
將
軍
洮

陽
節
度
使
本
衞
世
襲
指
揮
同
知
有
功
陞
授
都
指
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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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六

同
知
永
樂
四
年
命
徃
烏
思
藏
迎
大
寶
法
王
九
年
征

甘
肅
逆
虜
至
沙
金
城
陣
亡
子
何
忠
襲
指
揮
同
知
故

子
英
襲
有
功
正
統
六
年
陞
授
都
指
揮
僉
事
故
子
端

襲
指
揮
同
知
領
兵
甘
凉
備
禦
故
子
勲
襲
嘉
靖
五
年

征
洮
州
斬
虜
有
功
統
兵
守
碾
伯
等
處
繼
征
甘
州
陣

亡
子
𤣲
襲
故
無
嗣
弟
珽
襲
故
子
穜
襲
領
班
軍
在
甘

凉
地
方
防
禦
有
功
故
子
永
吉
天
啟
四
年
襲

國
朝
定
鼎
順
治
二
年
率
子
揚
威
領
原
管
四
十
八
戸
部
落

歸
附
隨
河
州
任
副
將
截
殺
流
賊
收
獲
馬
騾
器
械
等

物
五
年
三
月
甘
凉
西
甯
河
州
囘
民
作
亂
揚
威
領
四

十
八
戸
部
落
同
老
鴉
關
撫
番
韓
國
師
領
馬
歩
番
漢

部
落
驅
截
漢
泥
沿
山
迎
剿
囘
黨
十
年
十
一
月
兵
部

行
查
揚
威
具
結
申
請
於
十
三
年
九
月
襲
授
指
揮
同

知
之
職
康
熙
十
八
年
六
月
故
子
承
襲
於
二
十
一
年

襲
四
十
一
年
六
月
故
子
福
慧
㓜
妻
祁
氏
代
管
五
十

九
年
三
月
祁
氏
故
各
憲
委
福
慧
暫
管
土
務
雍
正
元

年
逆
夷
跳
梁
代
青
和
碩
氣
逃
入
老
鴉
關
河
協
岳
副

將
委
領
部
落
至
老
鴉
關
小
南
岔
同
官
兵
把
守
乾
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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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七

三
年
奉

旨
行
查
給
咨
赴
部
於
四
年
七
月
襲
三
十
六
年
十
二
月
故

子
武
三
十
七
年
九
月
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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