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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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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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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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閘
壞
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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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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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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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先

於
此
者
乎
於
是
用
前
監
丞
沈
温
公
闢
爲
一
大
閘
之
議
命

濠
寨
官
梁
仲
祥
李
讓
計
徒
庸
度
材
用
量
工
程
乃
以
狀
上

從
其
請
明
年
二
月
命
工
人
山
取
石
陶
甓
煅
灰
以
濠
寨
官

王
守
恭
董
之
市
物
於
有
司
謀
將
以
五
月
經
始
衆
議
以
爲

茲
役
實
大
非
朝
夕
可
成
暑
雨
方
行
必
妨
興
事
曷
以
來
年

公
曰
霖
雨
天
道
豈
可
預
必
安
能
優
游
度
日
待
來
年
以
已

事
諉
後
人
乎
乃
親
爲
經
營
揆
度
以
舊
址
弊
於
屢
作
改
卜

地
於
其
東
掘
地
及
泉
降
汶
河
底
四
尺
順
水
性
也
袤
其
南

北
爲
尺
百
廣
其
東
西
爲
尺
八
十
下
於
平
地
爲
尺
二
十
有

二
土
木
之
工
又
入
其
下
八
尺
上
爲
石
基
以
承
閘
閘
之
崇

與
地
平
自
基
以
上
縮
掘
地
之
深
一
尺
兩
壁
直
南
北
爲
身

皆
長
五
十
尺
其
南
張
兩
翼
爲
雁
翅
皆
長
四
十
五
尺
其
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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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端
折
以
東
西
各
附
於
旁
亦
長
四
十
五
尺
不
爲
兩
翼
斂
其

前
隘
漲
水
也
前
盡
基
肩
岸
受
水
欲
其
前
也
後
遜
基
八
之

一
壘
石
爲
崖
承
之
出
基
之
南
五
尺
長
爲
尺
二
十
有
五
五

分
基
之
廣
闊
其
中
之
一
以
爲
明
入
明
三
分
身
之
一
爲
金

口
廣
尺
深
咫
板
十
有
三
方
盈
金
口
之
廣
長
亘
明
入
金
口

兩
端
各
盡
其
身
上
下
以
啟
閉
者
十
二
其
一
不
動
閾
以
大

石
爲
兩
臬
夾
制
其
前
郤
始
議
參
用
新
舊
石
舊
石
皆
薄
小

而
新
石
少
公
因
爲
度
材
所
堪
差
別
其
用
無
尺
寸
之
枉
新

遂
以
贏
又
皆
大
石
自
基
成
顛
凡
十
一
疊
舊
不
一
用
焉
石

相
疊
比
則
以
鐵
沙
磨
其
際
必
脗
合
無
間
故
其
締
構
之
工

釦
砌
之
密
會
通
諸
閘
所
未
有
凡
用
石
大
小
以
段
計
二
千

六
十
有
奇
土
方
以
尺
計
三
萬
三
千
六
百
五
十
甓
以
萬
計

一
千
有
六
石
灰
以
斤
計
四
十
六
萬
三
千
瓦
礫
以
擔
計
二

萬
四
千
木
大
小
以
株
計
一
萬
三
百
一
十
鐵
剛
柔
以
斤
計

三
萬
九
百
一
十
五
麻
炭
諸
物
稱
是
糜
錢
一
萬
七
千
餘
緡

役
徒
千
人
木
石
之
工
二
百
八
十
八
人
始
事
於
五
月
七
日

畢
役
於
九
月
十
日
閘
旣
成
衆
請
識
其
事
於
石
屬
筆
於
予

予
曰
汶
古
名
川
昔
畢
公
馬
公
用
之
則
爲
轉
漕
之
益
爲
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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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漑
之
利
後
人
用
之
則
有
橫
潰
之
憂
有
墊
溺
之
患
水
性
非

異
蓋
用
之
善
不
善
也
馬
公
旣
善
用
之
又
碑
其
言
以
示
來

者
其
爲
慮
深
矣
不
有
茲
役
曷
彰
馬
公
之
識
其
言
巳
驗
碑

仆
於
水
而
改
作
石
堰
之
碑
尙
存
豈
天
忌
馬
公
之
言
先
發

其
機
耶
將
使
後
人
獨
受
其
害
而
不
䝉
其
利
耶
惟
是
雨
暘

時
若
漕
運
無
愆
天
其
或
者
悔
禍
於
人
俾
思
馬
公
之
言
乎

旣
不
獲
辭
遂
爲
敘
其
始
末
以
見
堽
城
閘
水
利
喉
襟
且
表

馬
公
之
言
爲
鑒

重
修
洸
河
記

劉

承
元

人

爵

里

未

詳

洸
河
乃
今
汶
水
支
流
也
名
不
載
於
傳
記
洸

水

乃

古

名

川

見

於

水

經

注

者

尤詳

或
因
舊
而
加
以
新
名
尤
不
可
知
其
源
則
出
於
泰
山
郡

萊
蕪
縣
原
山
之
陽
折
而
之
南
達
於
會
通
漕
運
南
北
其
利

無
窮
會
被
之
源
洸
也
洸
之
源
汶
也
時
霖
雨
作
泰
岱
萬
壑

溝
瀆
之
間
合
注
而
之
汶
洪
濤
洶
湧
泥
沙
溷
奔
徑
入
於
洸

所
以
淤
填
也
至
元
此

亦

順

帝

至

元

也

是

年

庚

辰

次

年

卽

改

元

至

正

後

文

所

云

至

正

辛

巳

是

也

六
年
監
丞
宋
公
不

著

其

名

濬
自
牐
口
至
石
刺
事
鐫
於
珉
然
洸

之
源
雖
通
而
其
流
猶
梗
公
謂
不
疏
其
流
源
將
安
之
又
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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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前
功
徒
費
後
患
復
萌
會
通
之
津
從
而
涸
也
詢
及
其
佐
得

濠
寨
岳
聚
所
度
自
石
刺
至
高
吳
橋
南
王
家
道
口
淺
澀
者

延
袤
五
十
六
里
百
八
十
步
呈
准
中
書
符
下
東
平
濟
甯
兼

贊
厥
役
公
以
令
使
王
允
濠
寨
朱
良
義
奏
差
寨
因
普
化
馳

驛
來
督
帥
本
監
及
二
路
夫
以
口
計
者
萬
有
二
十
濬
自
至

正
二
年
二
月
十
八
日
落
成
於
三
月
十
四
日
按
良
義
以
舉

武
計
者
二
萬
三
百
四
十
有
奇
以
尺
爲
工
計
者
四
十
萬
七

百
數
良
義
字
仁
可
燕
山
人
兼
明
儒
吏
數
且
優
嫺
監
丞
開

其
源
於
前
少
監
不

著

姓

名

瀹
其
流
於
後
逝
波
滔
滔
永
濟
會
通

之
流
使
漕
事
無
虞
非
公
之
忠
誠
爲
國
遠
慮
與
屬
吏
有
司

之
謁
心
又
孰
能
興
此
事
立
此
功
耶
今
以
爲
國
勞
民
實
逸

道
存
焉
吾
知
公
之
慮
將
必
建
千
百
載
遠
大
之
勳
行
且
發

軔
於
此
矣
同
知
東
平
路
事
伯
顏
察
兒
奉
議
濟
甯
路
判
官

商
承
德
兗
州
判
官
王
承
事
甯
陽
縣
達
魯
花
赤
兀
難
仄
汶

上
縣
簿
登
仕
佐
郎
饒
裕
咸
董
厥
役
已
乃
僉
議
曰
少
監
公

之
功
宜
勒
后
以
昭
悠
久
迺
請
文
於
予
義
弗
獲
辭
遂
援
筆

而
紀
其
嵗
月
公
西
京
人
始
由
提
點

武
參
書
奎
章
參
贊

經
筵
檢
校
藝
文
至
正
辛
巳
陞
都
水
少
監
是
年
秋
仍
分
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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甯
陽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九

東
平
至
則
廣
積
儲
修
公
廨
利
靡
不
舉
其
才
略
過
人
遠
矣

是
爲
記重

修
聖
廟
記

李
惟
明
見

前

甯
陽
縣
教
諭
王
致
遠
吿
予
曰
山
東
邑
僻
而
隘
者
惟
甯
陽

所
部
氓
社
八
戸
於
學
者
田
二
十
畝
公
需
仰
給
爲
甚
艱
夫

子
廟
載
築
惟
一
殿
嵗
永
灰
裂
多
紛
山
藻
摧
落
聖
哲
黯
慘

春
秋
有
事
席
草
萊
以
陳
祀
至
元
己
卯
秋
元

有

兩

至

元

一

爲

世

祖

改

元

年

號

己

卯

則

十

六

年

一

爲

順

帝

改

元

年

號

己

卯

則

五

年

也

簿
君
陳
臺
靳
夢
臣
到
任
首

謁
廟
乃
慨
然
日
天
下
之
治
出
自
夫
子
本
弗
敦
枝
其
茂
乎

遂
以
重
修
爲
已
任
而
同
官
協
力
割
祿
緡
爲
公
需
君
親
董

役
胥
徒
無
擾
耗
甫
閱
月
而
紛
裂
摧
落
者
一
新
創
兩
廡
各

四
楹
召
畫
工
繪
賢
徒
各
在
列
者
於
廡
神
門
改
正
櫺
星
又

立
我
元
加
封
夫
子
號
碑
落
成
之
日
儼
然
爲
甯
陽
壯
觀
於

是
尹
喬
公
敏
達
魯
花
赤
兀
難
仄
中
書
掾
劉
敬
源
典
史
郭

受
益
合
議
欲
爲
記
之
君
曰
是
役
也
實
長
官
志
諸
公
贊
翼

吾
特
督
工
職
當
稱
矣
奚
記
焉
僉
曰
記
者
誌
其
年
月
以
示

將
來
非
矝
德
也
蓋
聖
人
無
古
今
廟
貌
有
興
廢
若
一
旦
異



ZhongYi

甯
陽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十

於
今
俾
後
人
修
葺
之
仍
公
創
也
是
烏
可
以
不
記
敢
請
先

生
爲
之
文
予
旣
述
致
遠
言
竊
謂
堯
舜
聖
之
至
者
也
得
天

位
以
治
民
家
沐
其
膏
人
沾
其
休
其
德
澤
淪
浹
於
天
下
深

且
溥
矣
孔
子
聖
而
無
位
以
行
其
道
是
弗
堯
舜
若
也
奚
堯

舜
之
祠
蕭
然
於
今
而
孔
子
之
廟
巍
乎
徧
天
下
世
愈
遠
而

祠
愈
嚴
者
豈
宰
我
所
謂
賢
於
堯
舜
也
歟
今
簿
君
不
曰
是

役
在
令
而
迺
以
任
己
旣
成
不
自
以
爲
功
曰
長
官
欲
然
長

官
不
曰
然
而
曰
當
勒
珉
以
誌
年
月
其
勞
謙
不
伐
去
彼
爲

所
不
當
爲
而
僚
朋
相
猜
者
遠
矣
君
諱
良
弼
幼
習
國
語
六

司
倉
稅
再
尉
名
縣
至
斯
而
能
稱
益
遠
致
遠
沇
人
諱
思
甯

至
正
二
年
四
月
日

重
修
公
廨
記

王
思
誠
字

致

道

嵫

陽

人

至

治

元

年

進

士

累

官

國

子

監

祭

酒

諡

獻

肅

元

史

有

傳

縣
本
春
秋
魯
之
闡
邑
漢
爲
甯
陽
屬
泰
山
郡
後
漢
屬
東
平

國
晉
幷
入
剛
後
魏
廢
剛
平
移
置
平
原
鄕
以
名
縣
平

原

乃

僑

置

縣

並

非

以

鄕

名

縣

且

不

白

後

魏

始

詳

沿

革

考

隋
開
皇
十
六
年
以
與
平
原
同
名
改

爲
龔
邱
屬
魯
郡
宋
大
觀
四
年
避

宣
聖
諱
削
爲
龔
金
源

氏
復
今
名
隸
兗
州
國
朝
至
元
二
年
省
入
嵫
陽
二
十
三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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甯
陽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十
一

置
巡
檢
司
大
德
元
年
復
爲
縣
徙
廨
於
舊
治
之
西
以
舊
廨

作
縣
之
儒
學
至
正
四
年
秋
騎
寇
數
百
掠
滕
涉
兗
而
來
鳴

鉦
擊
鼓
挺
兵
入
城
以
紅
帕
裏
首
衣
婦
人
衣
周
走
而
呼
聲

震
天
地
火
其
廨
舍
延
燒
民
廬
烟
火
連
夕
弗
滅
寇
退
未
遑

營
建
僑
居
僧
寺
民
屋
以
聽
事
焉
七
年
縣
尹
中
山
劉
允
始

割
俸
爲
之
倡
而
邑
人
好
事
者
多
出
財
爲
之
助
迺
鳩
材
撤

舊
址
而
爲
前
堂
若
東
西
吏
舍
若
庖
廚
若
架
閣
庫
二
十
又

一
間
董
之
者
提
舉
王
君
居
仁
等
也
功
未
及
訖
而
劉
君
以

代
去
新
尹
單
州
梁
君
彥
謙
臨
漳
宋
君
郁
繼
之
十
年
三
月

方
卒
其
功
彥
謙
若
郁
又
以
上
官
之
至
無
所
於
館
也
度
廳

背
有
隙
地
坎
且
奥
郁
以
身
督
工
取
土
於
隍
填
以
爲
基
構

後
堂
若
東
西
房
若
常
平
倉
若
儀
門
十
又
五
間
石
其
中
唐

峻
其
周
垣
溷
於
艮
陬
作
什
器
若
干
事
明
年
三
月
落
成
於

是
廨
舍
煥
然
加
於
舊
矣
八
年
之
間
五
罹
騎
寇
掠
民
財
炳

民
居
上
下
不
勝
其
驚
擾
新
廨
幸
免
於
火
十
一
年
寇
又
至

尹
若
簿
皆
爲
所
止
已
而
釋
之
賊
竊
縣
印
尋
敗
復
得
其
印

嗚
呼
殆
哉
按
縣
昔
之
爲
龔
也
民
衆
土
廣
國
初
版
圖
逸
燬

恣
民
所
占
而
籍
於
他
邑
者
十
之
九
所
存
者
八
社
而
已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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甯
陽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十
二

郭
門
外
道
以
西
及
西
北
二
門
循
東
北
一
隅
皆
隸
汶
上
而

東
門
泰
安
之
地
也
故
汶
上
之
社
八
十
有
四
而
泰
安
之
社

百
有
二
十
負
郭
南
他
屬
邑
小
戸
寡
政
煩
賦
重
邑
人
不
堪

其
命
列
狀
上
於
朝
懇
懇
以
不
均
爲
言
廷
論
憫
焉
移
文
臬

司
審
覆
之
蓋
將
從
所
請
也
曩
予
以
夏
官
侍
郎
丁
內
艱
劉

尹
嘗
來
卽
謀
於
我
將
經
始
茲
廨
也
且
曰
俟
功
畢
願
文
紀

嵗
月
余
諾
之
未
幾
余
起
守
河
間
入
爲
禮
部
尙
書
勸
農
山

東
自
泰
安
過
甯
陽
邑
僚
佐
郊
迓
宿
於
新
廨
之
後
堂
時
西

原
文
逸
處
士
致
遠
按

元

李

惟

明

重

修

聖

廟

記

有

教

諭

王

致

遠

諱

思

甯

沇

人

似

卽

思

誠

之

昆

弟

行

不

惟

同

姓

同

輩

且

思

誠

字

致

道

思

甯

字

致

遠

亦

相

近

亦
來
會
梁
尹
持
處
士
之
子

嘉
所
撰
新
廨
事
狀
請
予
爲
之
記
予
未
遑
也
今
年
春
予
改

長
成
均
梁
尹
又
伻
居
仁
之
子
洊
來
徵
予
文
遂
先
述
其
邑

之
因
革
次
紀
廨
之
廢
興
終
列
社
之
多
寡
而
詳
書
以
爲
記

庶
來
者
有
所

云
至
正
十
三
年
仲
秋
上
旬
日

分
撥
縣
界
記

李
伯
貞
舊

志

云

明

金

谿

人

甯
陽
兗
之
屬
邑
也
自
西
漢
厯
晉
魏
皆
仍
舊
制
晉

時

已

廢

甯

陽

逮

隋
更
曰
龔
邱
宋
曰
龔
縣
至
金
復
舊
名
所
轄
民
社
自
金
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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甯
陽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十
三

元
屢
罹
兵
革
版
籍
殘
毁
其
故
城
西
黃
等
悉
入
於
泰
安
汶

上
而
本
縣
止
存
八
社
及
聖
朝
開
疆
之
始
首
命
浙
東
王
文

珪
簿
領
是
邑
簿

領

乃

督

率

之

義

非

主

簿

之

簿

也

且

是

時

甫

定

縣

邑

豈

有

不

置

令

而

置

簿

之

理

初

視
事
按
諸
版
籍
而
所
筦
者
止
八
社
民
不
過
三
百
戸
且
是

邑
實
東
省
之
要
衝
往
來
絡
繹
地
狹
民
稀
事
又
劇
於
他
邑

若
此
民
將
何
堪
一
日
乃
禮
諸
老
而
問
之
曰
郭
門
之
外
皆

隸
別
邑
何
耶
諸
老
厯
以
上
事
對
於
是
訪
諸
碑
誌
而
考
實

其
故
乃
申
聞
所
司
達
諸
省
憲
此

豈

主

簿

所

得

爲

未
幾
檄
下
俾
州

縣
原
據
之
土
地
悉
令
復
舊
而
泰
安
汶
上
以
沿
革
日
久
忍

弗
能
與
又
三
載
洪
武
五
年
春
正
月
僉
山
東
憲
事
李
公
漢

按
治
茲
邑
下
車
首
閱
故
事
乃
慨
然
歎
曰
事
之
遲
者
舉
而

行
之
錯
者
改
而
正
之
我
之
任
也
遂
舉
正
其
事
帖
下
州
縣

來
者
喻
之
以
禮
不
受
命
者
威
以
刑
俾
泰
安
汶
上
保
社
不

日
而
悉
復
其
舊
自
故
城
等
四
社
軍
民
一
千
二
百
四
十
四

戸
乃
泰
安
復
歸
之
地
西
黃
等
五
村
軍
民
五
百
七
十
九
戸

乃
汶
上
復
歸
之
地
於
是
垂
髫
戴
白
欣
然
而
相
謂
曰
而
今

而
後
復
得
歸
祖
父
之
邦
矣
而
縣
有
繁
劇
之
務
吾
儕
小
人

惟
力
是
事
嗚
呼
土
地
人
民
入
於
鄰
邑
之
版
籍
不
克
正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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甯
陽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十
四

百
有
餘
年
一
旦
明
白
非
爲
邑
者
之
幸
曰

爲

邑

者

非

縣

令

而

何

實
一

邑
斯
民
之
幸
也
雖
然
王
公
肇
其
謀
匪
僉
憲
李
公
莫
能
終

其
事
若
不
記
諸
石
無
以
示
遠
而
垂
後
世
也
於
是
乎
書

重
修
縣
治
記

許

彬
明

邑

人

見

列

傳

治
有
常
處
斯
視
瞻
尊
而
政
刑
肅
理
之
必
然
也
夫
環
千
里

而
爲
郡
郡
有
治
則
州
縣
仰
焉
環
百
里
而
爲
邑
邑
有
治
則

鄕
社
仰
焉
其
興
廢
補
敝
則
又
係
乎
居
職
者
之
賢
否
何
如

耳
甯
陽
兗
之
屬
邑
其
厯
代
隸
置
改
革
載
在
祭
酒
王
思
誠

教
授
韓
珪
韓

珪

非

教

授

之
記
茲
不
贅
按
縣
治
舊
在
城
東
北
隅

元
大
德
元
年
徙
於
今
所
而
以
舊
廨
爲
學
宫
至
正
四
年
燬

於
兵
官
僚
聽
訟
僧
寺
民
屋
者
三
年
明
年
七
月
縣
尹
劉
允

始
仍
舊
址
營
建
未
幾
代
去
尹
梁
彥
謙
繼
之
十
年
三
月
始

得
落
成
洪
武
中
主
簿
王
文
珪
王

文

珪

非

主

簿

修
之
宣
德
中
知
縣

孔
公
朝
按

此

記

知

舊

志

誤

以

公

朝

爲

朝

典
史
邢
敏
創
建
麗
譙
之
樓
而
廳

廊
之
傾

者
重
加
修
葺
惜
其
規
制
狹
隘
弗
稱
仰
瞻
厯
嵗

滋
久
寖
入
敝
壞
一
日
知
縣
王
傑
傑

爲

令

在

正

統

間

舊

志

列

洪

武

孟

方

剛

之

後

今

據

此

記

改

正

縣
丞
齊
郁
劉
震
主
簿
張
贇
典
史
李
順
謀
出
俸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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甯
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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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十
五

修
復
於
是
役
民
丁
之
在
官
者
百
餘
人
積
材
庀
事
輦
石
陶

甓
工
獻
其
能
民
効
其
力
經
營
締
搆
易
故
就
新
光
華
增
於

昔
而
人
不
知
其
勞
正
堂
五
問
高
二
丈
廣
兩
倍
之
深
殺
於

廣
者
三
之
一
後
堂
三
間
高
一
丈
八
尺
廣
視
正
堂
不
及
者

相
半
深
殺
於
正
堂
者
五
之
一
作
廈
於
正
堂
之
前
爲
廊
於

正
堂
之
後
立
兩
廂
以
翼
其
左
右
搆
儀
門
以
肅
其
出
入
建

幕
廳
於
庚
方
起
燕
寢
於
坎
位
其
低
昂
廣
狹
亦
皆
稱
是
他

若
戒
石
有
亭
架
閣
有
庫
庖
湢
廩
庾
靡
不
具
焉
經
始
於
正

統
壬
戌
七年

十
月
之
望
落
成
於
明
年
四
月
之
朔
專
其
事
而

司
會
計
者
震
也
工
旣
告
成
光
祿
寺
少
卿
王
賢
惟
善
曁
余

皆
以
內
艱
居
家
惟
善
謂
余
宜
有
言
紀
其
事
以
彰
諸
公
同

心
協
力
知
所
當
務
且
俾
後
之
來
者
知
敬
承
而
勿
墜
也
按原

文

删

去

二

段

鄕
貢
進
士
題
名
記

許

彬

國
家
聖
聖
相
承
八
十
餘
年
文
運
亨
嘉
而
四
海
之
內
渢
渢

乎
絃
誦
之
聲
仁
義
禮
樂
之
化
揚
於
假
邇
故
士
之
育
乎
學

校
者
莫
不
爭
自
奮
勵
務
以
學
行
文
章
取
科
第
登
庸
於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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甯
陽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十
六

者
後
先
相
望
雖
唐
虞
之
雍
雍
穆
穆
成
周
之
濟
濟
藹
藹
不

是
過
也
甯
陽
兗
之
鉅
邑
密
邇
闕
里
士
之
出
於
科
目
者
恆

不
乏
人
順
天
府
尹
王
公
惟
善
曁
余
皆
甯
陽
人
嘗
欲
取
邑

之
鄕
貢
士
勒
石
於
學
爲
後
來
者
勸
然
以
羈
宦
京
師
志
未

遂
焉
天
順
元
年
春
適
知
縣
事
翟
君
文
冕
來
朝
惟
善
以
爲

言
文
冕
诺
之
歸
語
同
官
縣
丞
傅
祐
陳
義
主
簿
吳
忠
典
史

賴
忠
教
諭
沈
益
訓
導
王
質
皆
欣
然
從
命
乃
相
與
命
工
礱

石
取
邑
之
登
名
鄕
舉
者
自
洪
武
永
樂
以
至
於
今
勒
名
於

上
其
有
第
進
士
者
小
注
於
下
而
倂
錄
其
官
蓋
所
以
重
科

目
之
選
而
啟
諸
士
子
嚮
用
之
心
也
惟
善
謂
余
宜
有
言
記

之
余
維
今
仕
進
之
途
不
一
而
科
第
爲
最
盛
是
石
之
勒
不

取
諸
前
無
以
驗
今
人
則
效
之
實
不
錄
諸
今
又
何
以
啟
後

人
景
仰
之
心
哉
故
善
學
者
於
此
藏
焉
修
焉
一
舉
首
而
寓

乎
目
得
不
起
其
高
山
仰
止
之
心
乎
息
焉
游
焉
一
舉
足
而

感
乎
中
得
不
動
其
景
行
行
止
之
念
乎
其
所
以
觀
感
興
起

而
爲
成
德
達
材
之
助
者
豈
小
補
哉
宋
儒
嘗
曰
人
之
所
難

得
於
天
者
聰
明
辯
智
敏
給
之
材
旣
得
之
矣
能
學
問
修
爲

以
自
稱
而
不
弊
於
無
窮
之
慾
此
亦
天
之
所
難
得
於
人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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甯
陽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十
七

也
天
能
以
人
之
所
難
得
者
與
人
人
能
以
天
之
所
難
得
者

徇
天
砥
礪
修
習
以
底
於
成
就
而
卒
不
爲
無
窮
之
慾
所
壞

者
亦
豈
世
所
易
得
哉
諸
士
子
生
聖
賢
之
邦
遇
明
盛
之
時

得
於
天
者
旣
厚
而
學
問
修
爲
又
底
於
成
他
日
發
舒
所
藴

而
大
展
所
學
其
可
不
修
身
制
行
思
所
以
徇
天
而
肯
爲
無

窮
之
慾
所
壞
哉
孰
謂
流
芳
貽
誚
於
百
世
之
下
者
不
本
於

今
之
賢
否
耶
文
冕
諸
君
之
所
以
爲
此
舉
者
意
有
在
也
文

冕
名
弁
陝
之
涇
陽
世
家
由
解
元
間
擢
今
官
有
寬
仁
之
政

且
能
誘
掖
士
類
而
爲
士
君
子
所
稱
道
云

重
建
魯
義
姑
姊
廟
記

許

彬

魯
義
姑
姊
廟
在
甯
陽
東
七
十
里
南
義
社
爵
山
之
麓
厯
嵗

滋
久
而
興
廢
補
敝
者
不
知
其
幾
也
正
統
中
縣
丞
齊
郁
又

撤
而
新
之
乃
茲
復
壞
巡
按
山
東
監
察
御
史
泰
和
康
公
名驥

盧
龍
李
公
適
過
祠
下
顧
瞻
廟
貎
不
稱
神
棲
乃
命
縣
之
主

簿
吳
忠
據

此

及

前

記

則

忠

乃

天

順

間

任

舊

志

誤

列

成

化

李

沂

後

里
人
奎
文
閣
典
籍

許
越
募
緣
重
建
一
時
官
僚
富
室
輕
財
重
義
之
士
各
以
其

貲
來
助
者
不
下
數
千
百
計
乃
相
度
高
亢
之
所
移
於
舊
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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甯
陽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十
八

北
三
十
步
許
創
建
立
廟
三
間
爲
楹
者
五
深
一
丈
七
尺
闊

四
丈
有
奇
高
視
深
殺
二
尺
左
右
前
各
三
間
外
爲
大
門
一

間
其
高
深
袤
亦
皆
稱
是
繚
以
周
垣
植
以
松
柏
經
始
於
天

順
辛
巳
五年

正
月
之
望
落
成
於
是
年
五
月
之
朔
先
是
里
人

順
天
府
尹
王
賢
惟
善

重
義
姑
旣
徵
中
外
諸
才
士
大
夫

詩
歌
鏤
板
以
行
顧
余
亦
里
人
也
舊
居
館
閣
素
欽
義
姑
之

名
且
重
繡
衣
之
尙
義
簿
與
典
籍
之
區
畫
措
置
而
典
籍
余

之
嗣
子
也
竊
嘗
論
之
莫
柔
於
人
心
不
可
以
威
劫
不
可
以

法
持
不
可
以
力
奪
也
莫
强
於
人
心
可
以
誠
感
可
以
德
化

可
以
義
動
也
蓋
義
者
制
事
之
本
感
化
之
機
可
以
動
天
地

感
鬼
神
可
以
格
鳥
獸
化
强
暴
觀
於
强
齊
伐
魯
虓
虎
之
勢

方
張
長
蛇
之
毒
已
熾
孰
不
以
爲
萬
鈞
壓
卵
魯
必
爲
之
韲

粉
矣
顧
義
姑
一
孱
弱
之
婦
倉
卒
遇
之
於
郊
詢
及
抱
姪
攜

男
之
事
不
背
公
而
向
私
第
割
恩
而
全
義
詞
語
從
容
一
出

肺
腑
齊
將
義
之
曰
魯
未
可
伐
也
婦
人
猶
知
秉
公
義
况
朝

臣
士
大
夫
乎
乃
聞
於
齊
君
按
兵
而
還
魯
得
免
禍
因
訪
得

婦
人
賜
帛
百
端
號
曰
義
姑
姊
孔
子
聞
之
曰
列

女

傳

公

正

信

誠

云

云

乃

劉

向

語

今

輒

以

屬

之

孔

子

未

知

何

據

初

閱

舊

志

義

姑

姊

傳

有

孔

子

聞

之

曰

一

語

深

以

爲

怪

不

意

乃

襄

敏

誤

之
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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甯
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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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十
八
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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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十
九

義
姑
姊
公
正
信
誠
果
於
行
義
惜
其
姓
名
不
傳
不
能
無
遺

憾
於
後
也
然
義
姑
之
秉
公
行
義
固
出
於
天
性
亦
豈
非
本

於
周
公
風
化
之
所
漸
濡
乎
故
先
儒
嘗
曰
魯
則
重
禮
教
崇

信
義
猶
有
先
王
之
遺
風
焉
觀
此
則
義
姑
之
所
爲
初
豈
逆

意
齊
將
之
問
魯
君
之
賜
哉
其
心
亦
出
於
至
誠
而
非
尋
常

矯
揉
有
所
爲
而
爲
焉
者
比
之
晉
僕
射
之
事
蓋
有
間
矣
兗

州
太
守
郭
鑑
通
判
田
懋
推
官
范
雯
各
以
其
貲
來
助
且
屬

余
記
之
故
爲
記
之
如
右
他
如
錢
穀
之
出
入
則
耆
老
宋
祥

畢
玉
張
賢
掌
之
工
作
之
都
料
則
有
梓
人
王
佚
作
張
權
而

晨
昏
啟
閉
司
香
火
者
則
廟
祝
孔
達
也
其
他
以
貲
來
助
者

庸
書
以
碑
陰
云

二
老
歸
榮
堂
記

王

越
字

世

昌

明

濬

縣

人

景

泰

二

年

進

士

累

官

三

邊

總

制

屢

立

戰

功

封

威

甯

伯

改

武

佩

平

胡

將

軍

印

充

總

兵

官

加

少

保

卒

贈

太

傅

諡

襄

敏

明

史

有

傳

按

越

許

彬

門

人

見

彬

墓

碑

歸
榮
堂
者
知
甯
陽
縣
事
關
西
翟
弁
爲
其
邑
之
二
老
作
也

二
老
學
同
塾
進
同
籍
仕
同
朝
官
同
品
退
同
歸
緋
袍
金
帶

蒼
顔
華
髮
並
輿
聯
席
望
之
若
神
僊
鄕
人
榮
之
爲
父
者
起

教
子
之
心
爲
臣
者
興
忠
君
之
念
乃
是
邦
家
之
光
非
特
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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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二
十

里
之
榮
而
已
也
弁
知
其
然
搆
堂
以
歸
榮
名
者
有
由
然
矣

堂
直
縣
治
之
南
稍
西
朝
元
觀
故
址
厥
位
面
陽
效
歐
陽
子

畫
舫
齋
之
制
木
不
加
雕
斲
之
而
已
牆
不
加
飾
圬
之
而
已

高
明
亢
爽
足
快
心
目
中
前
爲
二
門
面
崇
墉
背
麗
譙
灌
木

陰
翳
禽
鳥
和
鳴
暇
日
燕
遊
其
間
凝
眸
遠
睇
萬
慮
俱
忘
意

豁
如
也
工
部
主
事
嘉
禾
倪
廷
瞻
名

禺

海

鹽

人

適
以
水
利
駐
節

甯
陽
謂
盛
事
不
可
無
傳
乃
走
書
索
余
文
記
之
嗚
乎
仕
宦

而
至
將
相
富
貴
而
歸
故
鄕
二
老
有
焉
二
老
者
順
天
府
尹

王
公
惟
善
禮
部
左
侍
郎
兼
翰
林
學
士
許
先
生
道
中
也
公

起
家
鄕
舉
登
乙
榜
授
校
官
陞
戸
科
給
事
中
進
光
祿
少
卿

以
至
今
官
守
法
奉
公
京
民
仰
戴
忠
勞
著
於
輦
轂
淸
聲
聞

於
朝
野
今
年
七
十
有
八
王

公

以

成

化

三

年

卒

年

八

十

三

是

年

乃

天

順

六

年

也

先
生

由
進
士
厯
翰
林
檢
討
編
修
修
撰
陞
太
常
寺
卿
今
皇
上
新

復
大
寶
首
進
今
官
詔
入
館
閣
當
大
言
之
任
凡
鋪
張
神
藻

黼
黻
鴻
猷
供
奉
左
右
者
多
先
生
筆
已
而
爲
奸
囘
所

當時

作

記

卽

直

書

不

諱

如

此

足

徵

公

論

出
參
陜
藩
尋
有
賜
環
之
命
今
年
七
十

有
一
夫
士
之
遭
遇
盛
時
而
得
進
退
始
終
俯
仰
無
愧
若
二

老
者
幾
何
人
哉
計
其
所
生
之
年
當
國
朝
統
御
之
初
太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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甯
陽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二
十
一

全
盛
之
日
天
地
渾
厚
靈
長
之
氣
得
之
最
先
故
能
全
所
賦

予
究
所
設
施
其
進
也
豐
功
偉
烈
足
以
羽
儀
乎
朝
廷
其
退

也
盛
德
雅
望
足
以
敦
厚
乎
風
俗
此
堂
之
所
以
作
而
余
之

所
以
記
歟
作
二
老
歸
榮
堂
記
删

去

末

段

及

詩

堽
城
堰
記

商

輅
字

宏

載

明

湻

安

人

鄕

會

殿

試

皆

第

一

明

代

三

元

惟

輅

一

人

累

官

吏

部

尙

書

謹

身

殿

大

學

士

卒

贈

太

傅

諡

文

毅

明

史

有

傳

汶
泗
二
水
齊
魯
名
川
汶
出
濟
南
萊
蕪
縣
泗
出
兗
州
泗
水

縣
二
水
分
流
南
北
不
相
通
自
古
舟
楫
浮
於
汶
者
自
兗
北

而
止
浮
於
泗
者
自
兗
南
而
止
元
時
南
方
貢
賦
之
來
至
濟

甯
舍
舟
陸
行
數
百
里
由
衞
水
入
都
至
元
二
十
年
始
自
濟

甯
開
渠
抵
安
民
山
引
舟
入
濟
陸
行
二
百
里
抵
臨
淸
入
衞

二
十
六
年
復
自
安
民
山
開
渠
至
臨
淸
乃
於
兗
東
築
金
口

堰
障
泗
水
西
南
流
由
濟
河
注
濟
甯
兗
北
築
堽
城
堰
障
汶

水
南
流
由
洸
河
注
濟
甯
汶
之
下
流
又
築
戴
村
堰
障
之
西

南
流
南
抵
濟
甯
北
抵
臨
淸
而
汶
泗
二
水
悉
歸
漕
渠
於
是

舟
楫
往
來
無
阻
因
名
之
曰
會
通
河
我
太
祖
高
皇
帝
定
鼎

金
陵
無
事
漕
運
向
之
河
堰
廢
損
殆
盡
太
宗
文
皇
帝
遷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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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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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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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二
十
二

於
北
爰
命
大
臣
相
視
舊
規
築
堰
疏
渠
漕
運
以
通
第
堰
皆

土
築
每
遇
霖
潦
衝
決
水
盡
泄
漕
渠
盡
涸
隨
築
隨
決
嵗
以

爲
常
民
甚
苦
之
成
化
庚
寅
工
部
員
外
郎
張
君
克
謙
奉
命

治
河
厯
觀
舊
跡
歎
曰
濬
泉
源
疏
漕
渠
此
嵗
不
可
廢
至
若

堰
壩
以
石
易
土
可
一
勞
永

何
乃
因
循
弗
爲
經
久
計
乎

於
是
督
夫
採
石
首
修
金
口
堰
不
數
月
告
成
凡
應
用
之
需

以
一
嵗
樁
木
等
費
折
納
沛
然
有
餘
曰
斯
堰
旣
修
堽
城
堰

亦
不
可
已
方
度
材
舉
事
遽
以
言
者
召
還
已
而
巡
撫
都
御

史
牟
公
名俸

覩
其
成
績
極
加
歎
賞
騰
章
奏
保
用
畢
前
功
至

則
以
堽
城
舊
址
河
闊
沙
深
難
於
用
力
乃
相
西
南
八
里
許

其
地
兩
岸
屹
立
根
連
河
中
堅
石
縈
絡
比
舊
址
隘
三
之
一

乃
謂
於
此
置
堰
事
半
於
古
功
必
倍
之
遂
擇
癸
巳
九
月
望

日
興
事
委
兗
州
府
同
知
徐
福
陰
陽
正
術
楊
達
耆
民
張
倫

許
鑑
分
領
其
役
儲
材
聚
料
百
需
咸
備
明
年
春
三
月
命
工

淘
沙
鑿
底
石
如
掌
平
底
之
上
甃
石
七
級
每
級
上
縮
八
寸

高
十
有
一
尺
中
置
巨
細
石
煮
秫
米
爲
糜
加
灰
以
固
之
底

廣
二
十
五
尺
面
加
石
板
甃
二
層
廣
一
十
七
尺
開
甃
口
七

各
廣
十
尺
高
十
一
尺
置
木
板
啟
閉
遇
山
水
泛
漲
啟
板
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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甯
陽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二
十
三

從
故
道
西
流
水
退
閉
板
障
水
南
流
以
灌
運
河
兩
端
爲
逆

水
鴈
翅
二
各
長
四
十
一
尺
順
水
鴈
翅
二
各
長
三
十
五
尺

中
爲
分
水
五
各
廣
二
十
三
尺
袤
一
百
三
十
八
尺
兩
石
際

連
以
鐵
錠
石
上
下
護
以
鐵
拴
甃
口
上
橫
以
巨
石
或
三
或

四
各
長
十
餘
尺
河
舊
無
梁
民
頗
病
涉
堰
成
遂
通
車
輿
有

元
舊
閘
引
沙
入
洸
洸
淤
汶
水
不
能
入
茲
堰
東
置
閘
爲
二

洞
皆
廣
九
尺
高
十
一
尺
中
爲
分
水
一
旁
爲
鴈
翅
二
亦
用

板
啟
閉
以
候
水
之
消
漲
漲
則
閉
板
以
障
黃
潦
消
則
啟
板

以
注
淸
流
洞
上
覆
以
石
石
之
兩
旁
仍
甃
石
高
一
十
有
八

尺
中
實
以
土
與
地
平
俾
水
患
不
致
南
浸
洸
河
免
於
沙
淤

閘
之
南
新
開
河
九
里
引
汶
水
通
洸
河
口
逼
崖
自
顛
至
麓

皆
堅
鑿
石
兩
閱
月
始
通
肇
工
於
九
年
九
月
訖
工
於
十
年

十
月
是
役
所
費
較
之
金
口
不
啻
數
倍
而
民
不
知
勞
擾
者

似
前
折
納
外
所
增
無
幾
蓋
處
置
得
宜
區
畫
有
方
所
以
開

漕
運
無
窮
之
利
者
實
在
於
此
都
憲
喜
其
功
之
成
命
兗
郡

守
錢
源
徵
余
文
以
記
往
嵗
克
謙
還
自
東
魯
語
及
修
堰
之

役
余
心
喜
之
乃
今
績
用
有
成
可
靳
於
言
耶
昔
白
公
穿
渠

民
得
其
利
歌
曰
衣
食
京
師
億
萬
口
若
克
謙
斯
堰
之
築
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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甯
陽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二
十
四

河
允
賴
公
私
兼
濟
視
白
渠
之
利
不
亦
尤
大
矣
乎
余
故
備

書
其
事
爲
記
克
謙
名
盛
常
之
宜
興
人
也
天
順
庚
辰
進
士

都
水
員
外
郎
功
名
事
業
此
其
發
軔
云
成
化
十
一
年
記

都
水
分
司
新
廨
記

徐

源
明

長

洲

人

工

部

分

司

主

事

見

監

司

表

都
水
掌
凡
天
下
河
渠
壩
堰
之
政
甯
陽
之
有
分
司
始
自
永

樂
中
旣
浚
會
通
河
引
東
郡
諸
泉
作
金
口
堽
城
牐
堰
以
堨

汶
泗
洸
沂
灌
通
運
渠
便
諸
貢
之
船
也
朝
廷
以
爲
上
源
之

地
工
役
材
料
浚
鑿
之
事
維
是
國
計
所
倚
不
可
無
官
以
董

之
爰
命
工
部
官
一
人
專
總
焉
官
率
三
嵗
一
易
然
以
甯
陽

四
距
泉
堰
適
均
也
故
前
後
臨
政
者
悉
駐
節
於
此
厥
初
廨

宇
未
備
乃
或
巷
處
民
間
其
後
旦
則
寓
政
藩
司
退
則
復
入

私
第
至
天
順
間
始
有
搆
爲
公
廨
以
自
別
者
惜
乎
旣
去
而

敓
之
成
化
八
年
宜
興
張
君
克
謙
來
莅
茲
政
乃
訪
而
葺
之

加
闢
廣
焉
於
是
規
模
略
備
然
猶
座
無
几
閣
地
無
砌
甎
塵

逐
步
履
案
席
硯
筆
風
沙
膠
滿
焉
廳
之
南
障
以
厚
牆
中
錮

以
四
板
門
其
二
不
設
樞
軸
莫
可
啟
無
以
異
於
庫
藏
之
室

月
朔
羣
吏
聽
政
與
諸
州
縣
會
文
白
事
者
悉
蔽
廳
壁
之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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甯
陽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二
十
五

或
見
或
隱
召
有
所
對
僅
可
中
門
覿
其
面
是
豈
向
明
爲
治

之
意
乎
越
明
年
己
亥
明

年

謂

源

莅

任

之

明

年

是

年

爲

成

化

十

五

年

泉
脈
旣
浚

堰
役
且
休
乃
乘
農
事
之
隙
議
改
新
之
且
易
其
梁
木
之
甚

腐
者
縣
舉
耆
老
張
英
督
工
因
得
隙
地
乃
徙
後
堂
於
北
者

三
丈
六
尺
兩
廂
房
悉
退
一
屋
之
地
徙
前
廳
於
後
堂
之
基

前
廳
爲
露
臺
退
儀
門
於
北
縮
正
門
於
儀
門
廳
事
之
前
邃

以
二
軒
門
壁
之
害
明
者
咸
撤
去
之
地
甃
以
甎
屋
壁
不
尙

采
飾
加
堅
固
已
耳
創
始
於
是
嵗
九
月
乙
丑
落
成
於
十
月

庚
子
由
是
四
顧
豁
然
凡
泉
脈
之
浚
治
堰
牐
之
節
宣
材
石

之
豐
窳
官
屬
之
勤
惰
出
則
廉
其
弊
入
則
稽
其
成
上
有
所

觀
示
下
有
所
贍
聽
爽
然
若
倍
精
神
矣
旣
而
學
諭
莆
田
宋

叔
昭
等
來
言
曰
維
是
布
政
之
廳
閱
月
之
役
耳
材
不
加
費

工
不
告
勞
能
使
向
之
塵
暗
隘
陋
之
室
一
旦
煥
爲
淸
明
淨

虛
之
府
是
不
可
以
無
記
予
旦
暮
居
斯
廳
者
也
竊
亦
感
於

世
之
庸
惰
陋
劣
以
自
蔽
其
明
者
豈
特
斯
堂
已
乎
法
令
政

教
本
明
也
而
柔
懦
以
蔽
焉
者
多
使
皆
奮
而
更
焉
則
猶
斯

堂
革
污
以
就
潔
淸
明
之
可
仰
也
必
矣
天
理
德
性
本
明
也

而
物
欲
以
蔽
焉
者
多
使
皆
克
而
復
焉
則
猶
斯
堂
去
暗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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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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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二
十
六

向
明
高
明
之
可
望
也
必
矣
然
則
斯
堂
也
固
可
爲
吾
修
政

復
性
之
助
也
奚
但
廨
宇
廳
屋
之
間
而
已
也
因
記
而
刻
之

石
成
化
庚
子
十

八

年

秋
九
月
吉
日

覯
泉
亭
記

吳

寬
字

原

博

明

長

洲

人

成

化

八

年

進

士

會

試

廷

試

皆

第

一

累

官

禮

部

尙

書

入

東

閣

專

典

誥

卒

贈

太

子

太

保

諡

文

定

明

史

有

傳

自
國
家
遷
都
於
燕
太
倉
益
實
長
府
益
充
皆
以
漕
運
而
致

其
食
貨
之
入
孰
非
舟
楫
之
所
載
乎
由
京
師
而
南
舳
艫
相

銜
維
纜
相
結
凡
數
千
里
不
絶
其
舟
楫
之
來
孰
非
河
渠
之

所
浮
乎
地
勢
隆
汙
望
若
階
級
置
牐
蓄
水
洩
復
盈
焉
其
河

渠
之
通
孰
非
源
泉
之
所
濟
乎
泉
多
見
於
齊
魯
之
地
其
發

甚
微
其
流
甚
迂
微
則
易
湮
迂
則
易
竭
迺
滔
滔
汨
汨
出
而

無
窮
者
又
孰
非
人
力
所
濬
而
導
乎
工
部
所
掌
水
利
其
一

朝
廷
特
設
主
事
分
治
之
三
嵗
始
代
去
成
化
十
六
年
予
同

年
洛
陽
喬
君
名縉

廷
儀
奉
命
以
往
當
嵗
之
春
泉
脈
始
動
廷

儀
輒
率
官
吏
召
卒
徒
出
而
從
事
畚
鍤
所
施
濬
導
如
法
勤

敏
之
稱
徹
於
中
朝
顧
所
至
露
坐
無
以
爲
風
日
之
庇
乃
使

人
伐
山
木
築
亭
泉
上
曰
吾
將
督
役
於
是
而
覯
夫
泉
之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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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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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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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二
十
七

也
因
以
覯
泉
名
之
書
來
求
予
文
以
紀
其
成
惟
古
人
之
樂

多
託
於
山
水
之
間
若
柳
公
於
愚
泉
歐
陽
公
於
釀
泉
可
以

槪
見
獨
惜
其
人
皆
放
斥
於
外
而
不
得
盡
其
用
於
時
徒
啜

其
淸
潄
其
甘
以
爲
自
娛
之
資
而
已
若
廷
儀
則
以
泉
爲
職

者
也
方
其
從
事
於
斯
厯
曠
野
入
重
山
險
遠
幽
邃
皆
有
足

跡
可
謂
天
下
之
至
勞
而
何
有
於
樂
者
及
功
之
將
畢
視
其

溢
然
而
出
沛
然
而
行
濟
乎
河
渠
而
浮
乎
舟
楫
載
乎
食
貨

以
給
乎
國
用
當
是
時
有
志
於
是
務
者
亦
可
爲
天
下
之
至

樂
而
遂
忘
乎
勞
矣
故
泉
一
也
渟
蓄
而
無
爲
覯
之
者
樂
其

適
乎
已
發
洩
而
有
用
覯
之
者
樂
其
利
乎
世
適
乎
己
者
小

利
乎
世
者
大
然
則
泉
也
人
也
詎
爲
此
乎
爲
彼
乎
初
廷
儀

受
代
爲
吾
友
徐
君
仲
山
名源

其
勤
敏
予
尤
知
之
仲
山
嘗
著

泉
志
凡
泉
之
形
狀
與
其
出
之
正
側
匯
之
深
廣
流
之
向
背

具
載
於
編
計
散
見
州
邑
間
者
百
二
十
餘
而
無
關
於
漕
渠

者
不
預
其
用
心
可
謂
密
矣
今
廷
儀
且
滿
任
而
閩
黃
君
世

用
名巂

將
往
代
之
世
用
久
仕
於
外
練
達
詳
慎
天
官
卿
特
推

擇
爲
此
舉
其
職
殆
無
難
者
書
曰
惟
周
公
克
慎
厥
始
惟
君

陳
克
和
厥
中
惟
畢
公
克
成
厥
終
夫
亭
不
足
書
而
泉
則
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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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二
十
八

事
也
以
三
君
之
相
繼
敢
敘
其
功
而
望
其
成
焉

修
城
記

喬

縉
明

洛

陽

人

工

部

分

司

主

事

見

監

司

表

城
所
以
禦
暴
保
民
池
所
以
設
險
守
國
兗
之
甯
陽
在
春
秋

時
爲
讙
闡
之
地
國
朝
邑
焉
有
城
堡
溝
池
雉
堞
樓
櫓
嵗
久

傾

湮
塞
陵
夷
迨
成
化
辛
丑
十

七

年

蕩
覆
而
無
復
限
隔
暮

夜
之
戎
交
相
往
來
若
履
平
地
趨
坦
途
略
無
趑
趄
抵
東
尤

甚
隍
水
絶
流
雉
堞
仆
砌
運
渠
固
減
其
湍
碧
居
民
亦
罹
其

杌
隍
是
嵗
仲
冬
夜
盜
鼓
譟
而
入
燬
民
廬
劫
民
財
而
去
越

明
日
吏
民
案
視
胥
躑
躅
屹
立
匪
直
歎
形
勢
之
夷
而
深
慨

夫
泉
利
之
由
廢
也
檄
移
郡
集
民
告
以
築
浚
民
憚
勞
以
爲

越
二
嵗
始
可
有
成
迺
躬
督
之
以
浚
以
築
爲
隍
爲
塹
宣
言

勸
勞
始
辛
丑
十
月
訖
壬
寅
十

八

年

正
月
四
壁
林
立
百
堞
豎

峙
環
渠
深
邃
泉
派
流
通
事
不
持
久
民
不
告
勞
雖
非
雉
堞

峭
拔
湯
池
洶
險
亦
可
以
禦
保
而
恃
守
也
卒
之
民
獲
底
定

盜
亦
遠
迹
水
通
運
渠
國
稅
利
溥
是
雖
俄
頃
之
爲
抑
亦
小

補
於
治
道
焉
爾
若
夫
時
序
遷
流
修
墜
起
廢
不
能
不
有
待

於
後
之
君
子
也
是
用
筆
之
以
記
嵗
月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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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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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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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二
十
九

東
泉
亭
記

李
承
祖
明

濟

甯

人

宏

治

庚

戌

進

士

前

志

云

主

事

都
水
江
夏
王
君
公
大
考

宏

治

間

都

水

主

事

有

咸

甯

王

子

成

公

大

殆

其

字

歟

但

曰

江

夏

則

不

可解

奉
命
治
泉
於
東
方
乃
卽
廳
事
東
偏
結
茅
爲
亭
名
曰
東

泉
亭
不
忘
所
事
也
公
大
始
至
據
圖
考
志
周
行
案
視
得
泉

源
通
塞
之
故
親
率
屬
吏
而
程
其
勞
壅
者
浚
淤
者
滌
蕪
穢

不
治
者
翦
薙
而
爬
剔
焉
或
種
木
以
固
其
址
或
鑿
石
以
補

其
敝
又
裁
去
其
無
益
而
勞
人
者
環
數
百
里
地
役
夫
幾
萬

人
時
作
息
而
收
成
功
如
是
者
三
閱
嵗
及
代
而
還
朝
有
日

矣
承
祖
時
過
訪
公
大
共
坐
亭
中
時
暑
甚
久
之
淸
風
入
竹

颯
然
拂
几
席
顧
野
花
灼
灼
含
芳
抒
秀
於
小
山
間
列
於
泉

外
於
是
洗
觴
對
酌
酒
酣
樂
甚
因
謂
公
大
君
之
莅
茲
土
也

以
有
事
於
東
泉
而
遂
以
東
泉
名
茲
亭
亭
去
泉
頗
遠
就
亭

而
索
泉
無
有
也
公
大
笑
曰
子
謂
吾
亭
之
遠
東
泉
邪
抑
知

東
泉
之
不
遠
吾
亭
邪
吾
自
蚤
嵗
從
事
於
學
得
之
身
而
思

見
乎
時
今
受
明
天
子
寵
命
有
事
於
泉
夙
夜
在
公
惟
不
稱

任
使
是
懼
故
以
東
泉
名
吾
亭
不
敢
須
臾
忘
也
漕
事
方
殷

而
吾
東
泉
沛
然
同
流
共
濟
使
國
用
有
賴
而
明
天
子
少
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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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三
十

左
顧
之
憂
吾
怡
然
在
吾
亭
然
後
卽
安
逮
水
落
泉
竭
匯
衆

流
而
下
一
勺
之
益
甚
於
千
金
則
吾
視
吾
亭
蹴
然
不
能
安

雖
欲
一
日
於
是
乎
處
不
可
得
已
然
則
寄
東
泉
於
吾
亭
固

吾
志
也
而
奚
較
乎
吾
亭
之
遠
東
泉
否
邪
承
祖
聞
其
言
而

韙
之
作
東
泉
亭
記
以
告
後
之
君
子

城
隍
廟
鐘
鼓
樓
記

汪
克
章
邑

人

見

選

舉

表

國
家
稽
古
定
制
而
城
隍
之
祀
周
天
下
若
今
顯
祐
伯
之
神

其
一
也
神
奠
茲
土
陰

居
民
善
者
旣
有
所
恃
而
不
恐
惡

者
復
有
所
畏
而
不
爲
每
朔
望
嵗
時
祭
奠
者
繩
繩
然
而
水

旱
疾
疫
有
求
必
於
神
是
禱
顧
棟
宇
之
麗
像
設
之
嚴
新
之

者
前
縣
令
劉
公
名

永

安

也
而
鐘
鼓
之
設
未
及
有
事
於
廟
猶

稱
缺
焉
邑
民
路
端
好
善
崇
禮
慨
然
以
創
建
爲
任
捐
貲
僦

工
作
時
領
袖
乃
陳
鐘
鼓
於
殿
之
東
西
而
材
瓦
以
庀
之
其

崇
幾
丈
餘
廣
視
崇
殺
二
之
一
翬
飛
屹
立
足
快
瞻
仰
且
冶

鐵
以
爲
香
鑪
者
十
有
五
枚
以
置
殿
之
前
後
及
廊
廡
間
由

是
廟
事
孔
飭
凡
考
擊
焚
修
闡
神
之
幽
而
祝
其
貺
者
罔
有

弗
悅
故
老
傳
論
以
爲
自
國
初
主
簿
王
公
文
珪
首
莅
斯
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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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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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一

迄
今
廟
更
幾
治
而
未
有
若
今
日
之
備
者
也
厥

哉
工
肇

於
正
德
癸
酉
八年

春
而
是
嵗
之
秋
成
之
路
欲
勒
其
事
於
石

會
疾
弗
果
已
而
疾
篤
且
愈
戴
神
之
惠
益
深
不
忘
也
乞
余

言
以
記
之
余
以
神
非
人
不
享
人
非
神
不
賴
神
人
交
欣
政

是
以
和
我
太
祖
再
造
乾
坤
山
川
鬼
神
効
靈
者
弗
翅
城
隍

也
而
神
之
司
城
隍
者
爲
烈
聖
聖
相
承
道
脈
日
昌
而
神
之

庥
日
敷
民
事
神
敬
罔
或
渝
是
知
今
廟
之
美
成
之
者
若
人

也
而
非
神
之
靈
其
孰
使
之
卽
神
之
靈
之
能
感
人
則
國
家

福
德
之
隆
本
固
而
源
深
者
其
弗
驗
邪
是
可
書
也
故
爲
之

記
以
付
石
工
使
咸
知
我
皇
明
靈
長
之
慶
羣
神
翊
相
之
機

而
凡
爲
善
以
去
惡
者
蓋
益
有
鑒
於
斯
焉

改
浚
新
柳
泉
記

王
大
化
明

儀

真

人

爵

秩

未

詳

柳
泉
泉
之
著
者
也
出
甯
陽
城
西
平
地
土
中
舊
嘗
入
於
洸

以
達
於
泗
漕
之
利
存
焉
肆
惟
末
流
浸
淫
淪
於
沙
者
幾
七

十
年
非
其
性
也
嘉
靖
丙
戌
五年

默
泉
吳
子
來
董
泉
事
補
偏

刮
垢
式
克
有
緖
越
明
年
丁
亥
周
爰
詢
咨
而
喟
然
曰
漕
渠

之
仰
於
泉
猶
人
身
之
理
於
脈
也
謂
衣
帶
之
微
以
卒
事
固



ZhongYi

甯
陽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三
十
二

不
可
然
蔑
焉
是
一
脈
未
理
而
得
謂
恔
乎
迺
召
屬
吏
語
之

曰
胡
村
之
南
可
棄
也
其
壤
惡
洸
河
之
東
可
渠
也
其
勢
下

道
則
古
河
之
西
可
引
也
夷
而
徑
也
僉
曰
唯
唯
因
請
於
少

司
空
蘭
谿
章
公
名拯

公
曰
盍
亟
圖
之
天
實
貽
之
以
竢
子
也

於
是
卜
日
糾
工
指
洸
之
兩
涯
曰
牐
此
則
爲
牐
者
二
蓄
洩

時
矣
指
邑
之
南
曰
橋
此
則
爲
橋
者
一
涉
無
病
矣
指
民
田

麗
於
西
河
之
西
者
曰
易
此
則
罔
用
厲
矣
蓋
心
計
而
身
親

之
不
憚
瘁
焉
導
若
泉
東
至
於
洸
又
東
至

河
折
而
南
又

東
入
於
蛇
眼
金
馬
諸
泉
旣
與

合
於
泗
而
其
利
猶
夫
舊

也
經
始
於
丁
亥
秋
九
月
之
朔
迄
戊
子
春
三
月
告
成
渠
之

長
以
步
計
二
千
一
百
七
十
有
六
廣
也
步
有
奇
石
以
尺
計

一
千
九
十
有
五
甎
以
塊
計
如
其
數
以
觔
計
者
灰
一
萬
六

千
八
百
四
十
檾
二
百
三
鐵
一
百
六
十
椿
木
以
根
計
五
百

四
十
梢
柴
以
箇
計
八
百
三
十
力
役
於
泉
夫
以
名
計
五
百

二
十
財
取
於
曠
役
以
觔
計
者
三
洸
河
灘
地
價
之
民
者
以

畝
計
一
十
有
八
夫
以
數
十
年
湮
廢
復
之
一
旦
無
違
時
無

狃
常
無
問
有
司
默
泉
者
可
謂
無
負
於
其
職
也
弗
可
泯
也

遂
爲
之
記
俾
來
者
觀
焉
庶
有
徵
乎
默
泉
子
名
鵬
字
萬
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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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三

浙
之
秀
水
人
舉
癸
未
進
士
濟
川
之
才
特
其
小
試
云

靈
峯
禪
寺
記

吳
雲
臺
明

莆

田

人

教

諭

見

秩

官

表

浮
屠
氏
入
中
國
自
漢
永
平
始
蔓
延
而
祀
之
者
徧
天
下
其

間
崇
替
相
尋
觀
諸
傅
蕭
之
論
與
元
魏
之
時
每
怪
空
桑
之

斥
言
正
矣
終
不
能
使
瑀
之
心
屈
能
令
無
復
孑
遺
矣
終
不

能
已
延
昌
之
侈
建
其
勢
則
然
也
王
荆
公
所
謂
佛
氏
能
以

禍
福
語
傾
天
下
故
隆
尙
如
此
其
弗
信
乎
然
而
琳
宮
梵
宇

世
之
幽
人
高
士
每
不
厭
登
臨
棲
跡
者
則
固
以
其
足
爲
娛

遊
騁
目
之
資
暫
空
其
滯
礙
之
懷
耳
予
從
江
南
來
遇
上
方

奇
勝
輒
往
觀
之
至
是
登
伏
山
靈
峯
禪
寺
見
石
壁
峭
絶
老

樹
如
龍
禪
宮
上
下
倚
而
列
焉
其
基
創
自
政
和
宋

徽

宗

年

號

修

於
國
朝
景
泰
天
順
年
間
嗣
後
增
搆
雄
觀
具
存
獨
門
垣
傾

圮
堊
漆
寖
敝
舊
碑
仆
於
荒
煙
野
草
中
不
能
不
使
觀
者
躊

躇
興
歎
也
邑
二
尹
楊
君
名

季

深

奉
都
水
顧
公
名翀

命
重
修
堽

城
堰
以
伐
石
至
亦
若
有
愀
然
於
懷
者
歸
而
告
諸
邑
宰
羅

侯
名祐

相
與
捐
俸

寺
僧
圓
慧
等
令

者
正
之
敝
者
新
之

仆
者
起
而
琢
之
爰
過
訪
語
予
俾
予
爲
之
記
予
曰
碑
仆
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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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四

之
可
也
琢
竄
舊
文
者
何
曰
以
殘
缺
剝
落
之
甚
存
者
又
皆

浮
屠
緖
語
懼
滋
觀
者
惑
故
也
予
惟
佛
氏
與
吾
儒
誠
異
矣

然
其
道
以
無
爲
爲
宗
以
明
心
見
性
爲
法
門
言
彌
近
理
去

吾
儒
之
說
幾
何
所
貴
識
者
能
辨
之
耳
矧
夫
民
之
愚
誘
之

以
因
果
怵
之
以
報
應
眩
之
以
慈
鐙
慧
鏡
般
若
臺
諸
幻
語

有
不
翕
然
從
之
也
者
然
則
侯
之
飭
新
宇
易
舊
鐫
固
以
增

登
臨
之
勝
又
不
令
其
民
爲
禍
福
語
所
惑
侯
之
趣
良
足
嘉

哉
侯
陜
之
麟
遊
人
以
國
子
上
舍
來
爲
今
官
性
豈
弟
治
多

崇
雅
斯
舉
也
亦
足
以
觀
其
人
焉

新
建
南
關
魯
義
姑
姊
祠
記

張
文
鳳
明

常

熟

人

工

部

分

司

主

事

見

監

司

表

嘗
謂
教
化
風
俗
國
家
之
所
恃
以
立
也
天
理
民
彝
吾
人
之

所
恃
以
生
也
六
經
語
孟
之
講
明
漢
唐
諸
賢
之
論
列
有
宋

數
君
子
前
後
著
述
記
載
千
言
萬
語
悉
不
越
此
焉
爾
是
故

忠
者
得
之
爲
忠
孝
者
得
之
爲
孝
節
義
者
得
之
而
爲
節
爲

義
皆
足
以
植
人
紀
勵
世
風
而
民
生
實
有
賴
焉
時
降
俗
漓

人
心
陷
溺
當
事
者
以
教
化
風
俗
爲
不
急
之
務
語
及
天
理

民
彝
則
以
爲
迂
遠
而
不
切
於
事
讀
書
談
道
之
士
質
美
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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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五

高
篤
信
而
力
行
者
固
代
有
其
人
庸
儒
俗
吏
計
利
害
而
不

顧
義
理
蔑
聖
賢
之
訓
以
爲
不
必
盡
合
者
亦
多
矣
抑
豈
知

其
如
布
帛
菽
粟
然
民
生
不
可
一
日
闕
焉
者
哉
於
此
有
人

焉
獨
以
身
任
其
責
天
相
之
人
成
之
無
所
爲
而
爲
也
明
效

大
驗
昭
揭
宇
宙
使
天
下
後
世
不
惟
賢
且
知
者
信
之
雖
愚

夫
愚
婦
亦
不
得
不
信
之
此
其
於
聖
賢
古
訓
有
大
發
明
不

費
辭
說
所
以
尊
崇
而
揚
厲
之
以
風
天
下
也
豈
可
與
一
節

一
行
之
士
例
論
哉
吾
於
魯
義
姑
事
重
有
感
焉
全
孤
數
語

君
用
以
安
忠
矣
而
忠
不
足
以
名
之
也
兄
子
旣
全
宗
祀
攸

託
孝
矣
而
孝
不
足
以
名
之
也
守
己
不
辱
敵
人
起
敬
節
矣

義
矣
而
節
義
不
足
以
名
之
也
卒
之
身
名
俱
完
而
周
公
伯

禽
之
魯
實
嘉
賴
之
於
乎
教
化
風
俗
果
何
負
於
人
國
也
哉

天
理
民
彝
果
可
一
日
而
不
全
於
吾
人
也
哉
余
嘗
讀
列
女

傳
而
義
其
事
及
來
甯
陽
乃
其
故
里
也
遂
得
瞻
拜
祠
下
竊

怪
二
千
餘
年
未
有
能
張
大
之
者
僅
一
許
翰
林
爲
之
記
一

王
京
兆
爲
之
表
章
詠
歌
然
祠
宇
荒
僻
弗
稱
祠
典
缺
而
未

載
濳
德
幽
光
尙
有
闡
揚
未
至
者
豈
以
有
所
待
而
然
歟
鳳

治
泉
之
明
年
爲
嘉
靖
己
亥
十

八

年

爰
復
爲
立
祠
於
甯
陽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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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六

南
門
外
爲
屋
三
楹
繚
以
周
垣
有
門
有
廡
規
制
略
備
經
始

於
某
月
日
落
成
於
某
月
日
且
議
春
秋
致
祭
勿
替
求
邑
之

節
婦
二
烈
女
一
配
焉
俾
士
大
夫
之
往
來
觀
者
知
不
獨
有

義
姑
姊
將
益
信
周
公
伯
禽
之
魯
其
化
大
以
遐
也
庠
生
王

正
容
京
兆
裔
孫
聞
茲
舉
而
義
之
謂
宜
記
厥
成
以
詔
後
世

不
辭
書
而
鏤
諸
石

節
婦
配
享
記

馮

熊
明

金

華

人

工

部

分

司

主

事

見

監

司

表

國
家
稽
古
定
制
化
民
成
俗
凡
有
功
德
於
民
則
祀
之
有
義

夫
節
婦
孝
子
順
孫
則
旌
之
昭
大
典
也
甯
陽
之
南
門
外
新

遷
魯
義
姑
祠
其
中
配
享
者
節
婦
齊
氏
程
氏
烈
女
許
氏
皆

我
明
之
己
旌
者
也
其
表
章
崇
重
之
意
具
在
碑
記
可
考
已

嘉
靖
嵗
癸
卯
二

十

二

年

孟
母
朱
氏
卒
闔
縣
士
大
夫
嘉
其
節
白

之
當
道
請
從
祀
義
姑
以
待
我
聖
天
子
之
旌
於
是
巡
撫
石

塘
曾
公
名銑

出
練
帛
二
端
遣
官
弔
奠
提
學
虞
城
楊
公
覈
實

其
事
復
議
之
云
朱
氏
守
節
存
孤
儉
身
奉
母
之
死
靡
他
已

遂
同
穴
之
願
所
生
不
忝
可
方
異
代
之
媛
禮
宜
從
祀
例
當

奏
旌
迺
於
甲
辰
二

十

三

年

仲
夏
朔
行
縣
置
主
送
祠
以
祀
之
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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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七

巳
二

十

四

年

制
下
旌
表
其
門
又
逾
年
將
易
前
主
其
子
廩
生
守

禎
以
碑
記
未
載
恐
其
久
而
或
湮
也
自
具
石
泣
道
苦
節
之

事
屬
余
記
之
按
狀
朱
氏
夫
孟
緒
其
先
鄒
人
實
子
孟
子
之

後
素
孝
友
好
義
樂
施
家
無
餘
儲
娶
朱
氏
甫
六
載
而
卒
生

子
守
禎
僅
三
月
於
時
朱
年
二
十
四
家
貧
竭
力
營
葬
哀
毁

骨
立
欲
以
身
殉
其
母
勸
之
曰
汝
獨
不
念
汝
夫
遺
囑
乎
汝

繼
姑
老
且
無
出
當
奉
以
終
年
汝
幼
子
孤
且
多
疾
當
保
以

承
嗣
朱
泣
而
從
命
迺
勤
紡
績
以
供
養
育
其
事
繼
姑
也
敬

愛
兼
至
有
疾
則
竭
力
扶
持
及
故
終
喪
不
茹
葷
酒
君
子
謂

孺
人
能
盡
婦
道
矣
其
於
遺
孤
保
其
身
體
訓
之
行
誼
蔚
然

爲
時
名
儒
君
子
謂
孺
人
能
盡
母
道
矣
其
從
夫
命
也
一
時

遺
囑
終
身
恪
守
至
於
償
遺
金
祀
絶
嗣
尤
足
嘉
焉
君
子
謂

孺
人
能
盡
妻
道
矣
夫
盡
婦
道
孝
也
盡
母
道
慈
也
盡
妻
道

貞
也
孝
以
廣
仁
慈
以
成
教
貞
以
立
身
其
完
懿
全
節
足
以

風
矣
以
之
從
祀
於
義
姑
廟
貌
不
有
光
乎
蓋
義
姑
之
遇
患

難
全
兄
妹
母
子
之
恩
而
化
齊
保
魯
有
安
社
稷
之
功
孺
人

之
厯
艱
苦
崇
貞
一
孝
慈
之
美
而
維
風
植
範
有
表
世
俗
之

德
所
謂
易
地
則
皆
然
者
在
昔
魯
侯
襃
封
其
義
今
聖
天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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甯
陽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三
十
八

旌
表
其
節
皆
以
彰
善
於
前
而
勸
善
於
後
也
廟
有
祀
碑
有

記
遐
邇
見
聞
有
餘
勸
矣
故
勒
之
石
以
俟
觀
風
者
采
焉

令
佐
題
名
記

吳
孟
祺
明

邑

人

見

列

傳

題
名
者
因
其
名
而
名
之
也
名
之
者
卽
其
名
而
考
其
實
也

子
能
食
父
命
之
名
如
呼
某
爲
某
之
類
是
也
臣
能
仕
君
命

之
名
如
授
某
人
爲
某
官
之
類
是
也
子
不
聽
父
命
曰
非
其

子
也
臣
不
遵
君
命
尙
可
謂
之
臣
乎
是
故
環
百
里
之
境
而

爲
縣
立
之
長
而
名
曰
知
言
於
縣
事
無
弗
知
也
而
又
佐
之

以
丞
以
簿
以
尉
皆
求
所
以
知
其
所
未
知
者
耳
設
一
事
有

不
得
其
理
則
民
斯
有
一
之
不
得
其
安
者
名
之
所
繫
其
重

蓋
如
此
甯
之
爲
邑
自
國
初
以
至
於
今
百
九
十
餘
禩
矣
官

是
者
指
不
勝
屈
而
題
名
之
石
闕
然
未
見
乃
嘉
靖
三
十
七

年
秋
邑
侯
郭
君
完
主
簿
王
君
濟
美
始
協
謀
而
鼎
建
之
稽

諸
往
牒
詢
及
父
老
由
令
而
下
僅
得
若
干
人
將
序
而
列
諸

珉
昭
範
示
戒
也
已
乃
屬
余
記
之
余
觀
其
人
雖
殊
途
異
秩

然
其
間
固
有
爲
循
吏
爲
健
吏
爲
懦
吏
爲
酷
吏
爲
貪
吏
者

循
知
之
上
也
健
次
之
懦
又
次
之
乃
若
爲
酷
爲
貪
則
甘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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甯
陽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三
十
九

暴
棄
而
昧
於
所
趨
者
甚
矣
君
子
於
是
乎
鑒
往
於
是
乎
警

心
或
職
賦
焉
必
常
常
而
曰
賦
國
經
費
也
吾
民
得
無
有
地

瘠
糧
肥
靠
捐
排
甲
者
乎
抑
有
虛
文
促
解
破
產
大
戸
者
乎

有
則
吾
何
丞
或
職
馬
焉
必
常
常
而
曰
馬
武
備
也
吾
民
得

無
有
羣
牧
失
宜
種
類
弗
孳
者
乎
抑
有
坐
困
高
値
勉
巿
上

貢
者
乎
有
則
吾
何
丞
或
職
簿
職
尉
焉
必
常
常
而
曰
奸
盜

國
蠹
也
勾
攝
期
會
將
無
沈
滯
而
未
稽
者
乎
狗
鼠
伺
竊
將

無
滋
蔓
而
養
患
者
乎
有
則
吾
且
安
用
矣
由
是
爲
令
者
又

以
其
大
中
至
正
之
心
臨
於
上
而
曰
丞
如
是
也
簿
如
是
也

尉
如
是
也
吾
何
知
矣
惟
是
本
以
六
條
防
以
十
害
盡
慮
研

思
而
出
則
事
無
弗
得
其
理
民
無
弗
得
其
安
矣
於
此
而
上

之
人
我
知
也
則
曰
上
之
政
也
吾
之
命
也
吾
奚
加
上
之
人

不
我
知
也
則
亦
曰
上
之
政
也
吾
之
命
也
吾
奚
損
吾
知
共

吾
君
父
之
命
已
耳
嗚
呼
是
非
所
謂
天
下
之
真
知
而
循
良

之
極
選
也
乎
匹
夫
細
民
懵
不
知
學
名
曰
仁
而
或
挾
刃
名

曰
義
而
或
白
奪
未
足
深
怪
也
獨
稱
學
道
行
義
之
君
子
而

亦
或
襲
其
爲
不
大
可
怪
也
哉
嗚
呼
正
嘉
而
前
吏
之
知
名

者
何
數
也
自
是
而
後
寥
寥
焉
蓋
民
之
憔
悴
也
極
矣
予
惻



ZhongYi

甯
陽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四
十

焉
敢
以
諗
夫
後
之
君
子

創
修
泮
池
記

吳
孟
祺

余
觀
思
樂
之
詩
曰
旣
作
泮
宫
淮
夷
攸
服
又
曰
在
泮
飲
酒

獻
馘
獻
囚
獻
功
蓋
古
者
自
辟
廱
而
下
列
國
之
學
必
有
頖

頖
之
制
如
半
璧
然
而
今
之
鄕
學
亦
多
有
之
意
者
效
法
於

璧
水
之
遺
相
沿
而
弗
廢
歟
吾
甯
無
泮
泮
之
創
自
都
水
張

君
文
鳳
始
君
蘇
之
常
熟
人
余
乙
丑
之
同
年
友
也
奉
命
來

督
齊
魯
諸
泉
之
水
使
畢
濟
於
漕
逾
年
底
績
㴨
㴨
如
也
乃

一
日
視
學
見
其
規
制
備
飾
獨
泮
池
稱
缺
乃
慨
然
曰
是
缺

也
而
惡
乎
宜
我
其
任
之
於
是
諸
文
學
髦
士
咸
以
請
曰
信

哉
吾
其
樂
觀
厥
成
矣
乃
以
庚
子
嘉

靖

十

九

年

仲
春
涓
吉
相
宜

計
庸
慮
用
材
也
則
取
諸
工
之
曠
役
也
則
取
諸
夫
之
餘
猶

不
足
也
則
割
俸
以
益
乃
於
櫺
星
門
内
肇
開
巨
池
東
西
以

尺
計
者
長
丈
有
五
闊
視
長
殺
三
之
二
深
視
闊
倍
之
蓋
彷

彿
乎
半
璧
而
不
膠
其
制
也
底
以
石
布
周
以
甎
疊
防
崩
涸

也
石
梁
中
起
板
橋
旁
翼
便
趨
蹌
也
諸
文
學
髦
士
相
與
喜

曰
信
矣
夫
君
之
言
也
泮
微
君
妥
成
會
余
起
遷
謫
晉
留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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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四
十
一

戸
曹
郎
道
吾
甯
遂
以
記
請
無
何
君
則
以
北
屯
田
郎
擢
去

乃
言
曰
君
之
爲
是
泮
也
不
費
公
帑
不
奪
民
力
視
今
之
仕

者
智
淫
於
自
封
志
役
於
夤
緣
遑
恤
其
他
其
弗
如
是
者
則

碌
碌
如
石
斬
斬
如
槁
循
襲
擬
老
成

稜
擬
厚
慎
屈
其
指

以
計
遷
而
於
學
校
也
徒
責
多
士
以
揖
候
進
趨
崇
眉
目
之

觀
己
耳
餘
奚
問
吾
聞
君
之
於
多
士
也
簡
其
才
而
教
焉
憐

其
乏
而
周
焉
士
戴
其
德
勃
勃
焉
興
矣
其
務
於
作
人
類
如

此
故
其
創
是
泮
也
或
曰
將
以
協
地
靈
翕
風
氣
翊
多
士
而

助
之
奮
焉
耳
余
則
曰
有
大
焉
夫
泮
之
爲
言
班
也
長
人
者

之
政
教
將
於
是
乎
班
焉
而
政
教
也
者
其
德
之
著
乎
君
宰

新
會
宰
内
黃
皆
巨
邑
也
聖
賢
獨
隱
隱
起
儕
輩
間
用
陟
今

官
猗
歟
政
之
成
也
乃
茲
於
學
校
獨
加
之
意
視
諸
君
子
不

翅
其
子
弟
抑
亦
教
之
餘
響
矣
乎
故
欲
知
君
之
德
者
觀
諸

政
焉
止
矣
欲
知
君
之
政
者
觀
諸
教
焉
止
矣
繄
詩
實
有
之

曰
匪
怒
伊
教
順
彼
長
道
克
明
其
德
夫
長
道
固
政
也
是
三

言
者
魯
之
人
昔
以
頌
其
君
矣
今
藉
以
爲
張
君
記
無
亦
可

乎
僉
曰
可
哉
則
記
之
時
嘉
靖
癸
亥
四

十

二

年

桐
岡
席
侯
名禮

以

重
修
學
宫
於
泮
水
有
力
焉
大
同
志
而
增
後
觀
事
得
附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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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四
十
二

建
置
齋
舍
學
田
記

李
孟
春
明

阜

平

人

教

諭

見

秩

官

表

我
國
家
稽
古
定
制
設
學
育
材
必
建
之
堂
以
宣
教
分
之
齋

以
肄
業
給
之
田
以
賙
恤
制
也
甯
庠
堂
宇
卑
隘
兩
齋
傾
頽

幾
數
十
年
學
田
之
制
稱
缺
甚
非
敷
化
作
人
至
意
己
巳
隆慶

三年

春
邑
侯
秦
公
名

吉

士

恢
堂
制
而
新
之
齋
舍
學
田
尙
未
及

焉
庚
午
四年

何
公
名

玉

德

繼
至
甫
三
日
謁
廟
講
學
卽
歎
曰
齋

以
翼
堂
也
弗
備
何
以
飾
觀
田
以
養
賢
也
弗
備
何
以
周
急

矧
今
聖
天
子
聿
修
百
度
化
理
維
新
而
學
制
廢
缺
如
此
何

以
宣
揚
德
意
於
是
卽
以
興
起
斯
文
爲
己
任
方
欲
創
建
增

置
而
入
覲
之
期
至
矣
迨
考
最
言
旋
他
務
未
遑
輒
諏
日
鳩

工
築
基
選
良
凡
材
木
瓦
甎
鐵
枲
堊
漆
之
類
舉
皆
區
處
齋

之
東
西
爲
間
各
五
南
北
植
楹
各
六
而
其
戸
牖
之
明
檐
阿

之
飾
塗
墍
之
固
俱
可
經
久
自
是
堂
宇
巍
峩
兩
齋
豎
峙
學

制
煥
然
改
觀
己
復
查
荒
田
之
新
墾
未
經
稅
者
有
南
白
等

社
共
地
一
頃
九
十
畝
嵗
計
其
入
儲
之
於
學
凡
士
有
婚
喪

不
足
洎
貧
窶
弗
能
自
贍
者
咸
取
給
焉
佃
者
無
得
欺
隱
守

者
無
令
侵
漁
永
爲
甯
庠
公
費
之
需
吁
二
事
兼
舉
一
時
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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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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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四
十
三

新
可
謂
急
所
先
務
而
作
人
之
道
至
矣
盡
矣
昔
文
翁
興
學

於
蜀
夷
風
大
化
學
者
比
齊
魯
焉
况
以
齊
魯
之
地
而
遇
公

之
振
作
如
此
文
翁
豈
得
專
美
於
前
耶
後
之
游
於
斯
業
於

斯
必
有
以
究
其
文
物
之
所
從
來
是
公
之
德
澤
貽
於
無
窮

也
故
記
之
於
石
以
垂
不
朽
云

重
修
東
嶽
廟
記

王
正
容
明

邑

人

見

良

吏

傳

維
泰
山
爲
五
岳
之
宗
山
之
高
也
其
神
必
靈
故
祠
宇
徧
東

郡
甯
陽
東
郭
外
數
武
有
廟
在
焉
莫
稽
肇
建
興
衰
亦
幾
厯

春
秋
矣
余
謝
政
家
居
偶
出
郊
瞻
拜
祠
下
顧
門
壁
傾
堙
室

宇
滲
漏
而
寢
殿
尤
不
足
以
庇
風
雨
乃
屬
邑
人
李
思
學
先

撤
寢
殿
而
新
之
規
制
率
迫
隘
弗
廣
拓
舊
址
而
稍
遷
於
北

者
二
十
餘
尺
高
廣
視
昔
有
加
時
嘉
靖
甲
子
四

十

三

年

春
三
月

也
左
有
元
君
祠
三
間
又
四
載
隆
慶
戊
辰
二年

春
二
月
羽
流

曹
永
甯
鼎
新
其
棟
宇
亦
與
寢
殿
相
直
嵗
久
正
殿
亦
漸
弗

飭
謀
諸
邑
經
厯
朱
君
學
易
鄕
耆
紀
元
卿
周
之
楨
協
力
贊

襄
諏
吉
營
建
遠
近
好
善
者
聞
茲
舉
而
義
之
相
率
輸
貨
殫

力
不
約
而
同
計
工
若
料
若
干
緡
爲
殿
廊
若
干
間
繚
以
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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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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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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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四
十
四

垣
經
始
於
萬
厯
八
年
春
二
月
丙
子
迄
夏
四
月
庚
午
落
成

其
基
砌
鞏
固
結
搆
精
研
煥
然
金
碧
輝
映
足
以
妥
神
靈
嚴

嵗
祀
一
方
稱
雄
鎮
焉
或
問
余
曰
禮
諸
侯
祭
山
川
季
氏
之

旅
尼
父
斥
其
僭
今
茲
之
舉
義
乎
否
耶
余
應
之
曰
天
王
封

建
列
國
山
川
在
境
内
使
主
其
祭
制
也
而
於
福
善
禍
淫
禦

灾
捍
患
合
四
境
而
陰
騭
之
旣
有
其
神
則
凡
嵗
時
有
所
祈

禱
有
所
報
賽
以
仰
其
庥
者
將
不
於
神
是
享
乎
譬
諸
井
泉

雖
屬
諸
地
主
而
一
方
之
附
麗
於
左
右
者
皆
得
汲
而
飲
之

旣
得
而
飮
之
則
從
而
浚
之
亦
宜
也
矧
岳
鎮
載
諸
祀
典
出

膚
寸
之
雲
以
霖
雨
天
下
尤
利
澤
之
及
民
者
由
是
而
幽
明

協
應
以
調
四
時
之
風
雨
以
衍
國
家
靈
長
之
運
者
有
賴
矣

孰
云
僭
因
刻
諸
石
以
爲
記
云

重
修
石
梁
口
土
堤
記

胡

瓚
明

桐

城

人

工

部

分

司

主

事

見

宦

績

傳

醫
書
有
云
有
餘
利
瀉
不
足
利
補
此
言
似
之
而
非
也
業
已

外
溢
必
且
中
耗
總
之
不
足
安
得
有
餘
夫
惟
時
其
吐
納
密

其
腠
理
令
元
氣
不
洩
於
鍼
芒
斯
上
策
乎
治
渠
之
法
何
以

異
此
汶
自
堽
城
而
西
旣
厚
爲
堤
而
障
之
矣
石
梁
獨
當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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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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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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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四
十
五

衝
而
地
最
下
嵗
虞
嚙
蝕
有
司
憚
於
創
始
稍
稍
補
苴
可
幸

無
費
而
隨
築
隨
決
卒
未
有
建
必
然
之
畫
而
一
勞
永
佚
焉

者
嵗
丁
酉
萬

厯

二

十

五

年

余
承
乏
東
泉
會
大
霖
雨
三
汶
橫
潰
乘

瑕
而
入
故
堤
益
不
支
其
所
嚙
蝕
殆
盡
夫
水
之
積
不
厚
則

負
大
舟
也
無
力
國
家
六
師
之
命
寄
於
漕
而
漕
之
命
寄
於

汶
汶
之
下
流
廑
廑
以
十
之
三
益
漕
而
上
源
旣
洩
其
何
所

濟
甯
陽
令
李
君
請
發
水
衡
金
錢
三
百
六
十
有
奇
治
河
徒

役
七
百
人
往
治
之
余
爲
奏
記
總
河
今
大
司
空
楊
公
名

一

魁

從
其
請
時
金
口
坎
河
二
役
並
舉
而
泉
夫
方
有
事
於
東
泉

急
無
可
使
者
爲
出
夫
家
之
征
如
其
數
期
以
春
月
受
功
入

夏
而
釋
而
令
朝
京
師
攝
者
計
戸
而
徵
徵
且
聚
糧
稍
後
期

越
四
月
猶
未
底
績
余
惟
水
潦
將
降
豫
防
之
謂
何
因
檄
翁

丞
董
之
顧
獨
念
東
郡
泉
壩
之
役
以
千
計
而
甯
陽
得
十
分

之
一
此
曹
之
荷
鍤
而
食
其
力
者
誰
非
民
脂
膏
奈
何
重
罷

之
而
至
令
舍
穡
事
耶
復
申
前
約
盡
四
月
歸
農
其
所
未
竟

則
集
新
萊
肥
三
邑
之
夫
一
百
二
十
有
奇
助
之
用
大
歡
悅

丞
且
賈
其
餘
勇
爲
修
磯
嘴
壩
以
殺
其
勢
皆
始
慮
之
所
不

及
者
也
亡
何
令
至
自
京
師
益
嚴
乾
沒
淸
宂
蠹
較
前
費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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甯
陽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四
十
六

一
百
有
奇
凡
役
百
有
十
旬
築
堤
長
百
有
餘
丈
於
是
伐
石

河
千
屬
余
爲
記
以
詔
來
世
者
其
言
曰
是
役
也
大
司
空
主

之
使
君
度
之
而
郡
丞
實
經
紀
之
微
獨
此
也
鄙
邑
介
在
汶

陰
國
家
旣
係
命
於
汶
卽
捐
讙
闡
數
百
畝
之
地
爲
汶
假
道

其
焉
辟
害
而
况
迴
狂
瀾
於
中
流
脫
民
生
於
魚
鱉
豈
鄙
邑

專
承
之
一
二
鄰
封
嘉
受
其
賜
顧
沐
民
不
佞
以
勤
使
君
煩

後
命
唯
是
出
納
會
計
有
司
事
也
其
敢
貪
功
以
徼
大
戾
余

嘉
令
之
慮
事
周
也
其
不
伐
也
翁
丞
之
不
懈
也
俾
余
得
藉

手
告
成
事
以
復
於
大
司
空
抑
又
何
幸
焉
是
爲
記
郡
丞
唐

君
名
禎
令
李
君
沐
民
縣
丞
翁
道
例
得
並
書

洸
橋
記

胡

瓚

甯
陽
縣
治
北
一
舍
許
爲
堽
城
元
人
於
其
地
引
汶
水
別
注

以
益
泗
漕
是
爲
洸
國
家
築
壩
戴
村
汶
自
是
畢
達
天
井
而

所
謂
洸
者
厯
縣
南
三
十
里
始
受
柳
泉
諸
流
合
於
濟
而
柳

泉
更
在
洸
以
下
西
流
滲
入
於
沙
嘉
靖
中
先
都
水
使
者
檇

李
吳
公
名鵬

始
建
洸
河
閘
爲
柳
泉
假
道
焉
於
是
洸
僅
通
一

綫
餘
且
化
爲
平
陸
矣
顧
霖
潦
時
降
溝
澮
暴
盈
幾
不
辨
牛



ZhongYi

甯
陽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藝
文

記

四
十
七

馬
兩
涯
之
民
率
若
望
洋
是
漕
渠
不
獲
其
涓
滴
之
利
而
害

移
之
民
者
奚
啻
尋
丈
則
勝
國
之
濫
觴
也
余
旣
治
東
泉
甫

下
車
居
民
以
爲
言
時
侍
御
吳
公
名

崇

禮

方
倡
其
鄕
三
老
李

春
鳴
若
而
人
欲
就
吳
公
所
創
閘
南
架
爲
飛
虹
者
十
一
東

西
長
二
十
餘
丈
闊
殺
二
十
之
一
高
如
之
業
有
成
議
余
乃

請
於
總
河
安
邑
楊
公
名

一

魁

報
可
擇
日
舉
事
稍
稍
規
度
令

梁
下
各
鍵
以
版
時
其
啟
閉
俾
柳
泉
仍
出
東
道
每
嵗
杪
輒

助
以
畚
鍤
之
卒
千
指
而
又
躬
爲
巡
閱
間
出
廩
餼
之
餘
勞

之
總
河
泌
水
劉
公
名

東

星

以
問
水
至
亦
捐
穀
五
鍾
自
令
以

下
皆
有
助
梁
成
有
日
矣
余
將
代
至
明

都

水

主

事

三

年

更

代

瓚

於

萬

厯

二

十

五

年

抵

任

則

是

年

爲

二

十

七

年

春
鳴
乃
持
册
走
汶
上
謁
余
請
記
宣
言
曰

幸
使
君
始
之
願
使
君
卒
之
余
辭
若
曰
始
事
則
鄕
先
生
勸

率
則
令
余
奚
知
春
鳴
比
三
返
足
盡
瘇
必
得
請
乃
已
余
謂

川
無
舟
梁
過
賓
指
其
國
衰
乘
輿
濟
人
君
子
疵
其
惠
渺
夫

非
有
司
事
第
古
所
謂
徒
杠
輿
梁
云
者
嵗
一
易
置
非
若
飛

虹
之
建
一
勞
永
佚
蓋
五
行
之
工
畢
具
計
糜
金
錢
千
二
百

有
奇
今
有
司
徒
操
筦
鑰
一
錢
一
穀
悉
有
主
者
是
於
何
取

給
焉
夫
其
手
口
俱
作
厯
三
嵗
僅
克
成
之
彼
量
期
計
庸
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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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八

當
幾
何
今
有
司
任
事
久
者
不
過
三
四
年
是
不
有
所
迫
而

不
及
爲
則
必
有
所
避
而
不
肯
爲
於
是
下
始
代
上
爲
政
上

始
代
下
爲
名
矣
是
役
也
乘
天
時
順
地
宜
力
惡
其
不
出
於

身
貨
惡
其
不
出
於
帑
誰
謂
王
道
不
在
讙
闡
間
耶
瓚
聞
之

上
好
禮
故
下
易
使
今
世
急
催
科
緩
撫
字
使
爲
之
上
者
急

與
之
急
緩
與
之
緩
彼
將
餬
口
不
遑
又
安
能
賈
其
餘
勇
與

河
伯
爭
一
旦
之
命
而
利
所
不
可
知
之
人
爲
則
余
所
稱
鄕

先
生
之
功
鉅
矣
余
五
日
河
上
耳
旣
慮
其
始
又
樂
其
成
方

與
出
途
者
共
歌
利
涉
而
又
藉
手
逭
波
臣
之
罰
不
大
有
榮

施
也
哉
嗟
乎
當
吳
公
之
爲
閘
也
用
五
行
之
材
多
以
萬
計

夫
非
水
衡
錢
其
以
爲
壑
也
余
乃
因
工
於
暇
因
具
於
素
事

豈
其
半
而
功
實
倍
之
則
創
之
與
因
相
去
萬
矣
余
旣
復
春

鳴
之
請
用
記
年
月
以
諗
來
者
而
重
有
感
於
吳
公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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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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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九

友
竹
軒
記
增

補

薛

瑄

山
東
王
惟
善
先
生
分
教
開
封
之
鄢
陵
卽
其
居
之
西
偏
作

堂
爲
藏
修
之
所
環
堂
之
外
種
竹
數
百
竿
每
退
自
黌
序
則

必
往
游
其
間
洞
闢
軒
檻
挹
淸
風
坐
綠
陰
手
披
書
史
心
惟

訓
義
顧
瞻
囘
復
整
肅
身
心
以
增
益
其
所
未
行
而
勉
其
所

未
至
遂
名
其
軒
曰
友
竹
因
以
俾
余
記
余
聞
君
子
之
取
友

取
其
德
也
直
者
有
以
正
吾
之
曲
信
者
有
以
實
吾
之
妄
多

聞
者
有
以
廣
吾
之
狹
陋
是
皆
友
之
益
也
苟
其
所
取
之
不

端
則
爲
害
可
勝
道
哉
昔
孔
子
論
直
諒
多
聞
便
柔
佞
給
之

損
益
正
謂
此
也
先
生
儒
其
中
文
其
外
其
平
昔
之
所
友
固

能
知
所
去
取
矣
今
復
以
友
竹
名
軒
何
耶
蓋
昔
人
旣
兼
友

古
今
之
善
士
猶
以
爲
未
足
又
取
草
木
之
香
潔
秀
異
可
愛

者
以
寓
其
好
若
騷
客
之
蘭
陶
潛
之
菊
周
子
之
蓮
林
逋
之

梅
雖
所
取
不
同
而
各
爲
所
適
之
志
則
一
也
况
竹
之
爲
物

直
而
不
曲
勁
而
不
凋
而
又
鏘
鳴
風
雨
聲
聞
於
遠
有
似
乎

直
諒
多
聞
之
德
以
之
爲
友
則
耳
目
所
接
心
志
所
適
爲
益

其
可
一
二
數
耶
以
是
知
先
生
之
用
心
殆
庶
幾
於
古
人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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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
不
違
乎
孔
子
之
教
矣
雖
然
先
生
教
有
成
績
行
將
去
此
而

敭
於
天
朝
後
之
人
有
至
是
軒
而
聞
先
生
之
風
者
能
因
竹

以
廣
思
是
亦
孔
子
之
徒
也

卷
十
八
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