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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首

叙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三

修

長

樂

縣

志

叙

祜

於

癸

酉

冬

除

長

樂

令

今

年

餘

矣

長

樂

處

鄂

省

極

邊

故

容

美

土

司

所

轄

雍

正

末

始

撥

地

改

縣

立

學

酌

額

則

在

乾

隆

中

葉

閒

文

物

衣

冠

日

趨

於

盛

而

志

獨

缺

咸

豐

壬

子

李

君

玉

山

始

蒐

輯

成

書

不

二

十

年

復

為

田

逆

所

燬

同

治

庚

午

龍

君

艮

山

乃

補

而

修

之

自

祜

下

車

後

亟

切

攷

求

吏

以

補

修

志

進

公

暇

細

閲

觀

星

野

氣

候

知

天

文

觀

疆

域

山

川

知

地

理

觀

沿

革

營

建

知

人

事

觀

產

植

賦

税

知

物

力

官

師

學

校

立

於

上

而

教

化

可

成

農

桑

禮

樂

興

於

下

而

風

俗

可

厚

選

舉

文

學

忠

孝

節

烈

耆

老

闡

揚

於

鄉

國

而

人

材

可

盛

倫

紀

可

明

瀏

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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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首

叙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一

過

闔

邑

瞭

然

李

龍

二

公

之

禆

益

於

斯

土

且

禆

益

於

官

斯

土

者

豈

淺

鮮

哉

顧

由

辛

未

迄

今

又

逾

四

載

時

事

遷

移

可

增

者

復

多

適

奉

藩

憲

札

修

爰

有

三

修

之

舉

雖

然

樂

邑

廣

輪

五

百

里

守

土

者

不

能

徧

履

而

周

知

也

徒

恃

詢

訪

搜

羅

以

冀

文

損

事

增

難

矣

矧

瘠

貧

之

區

資

用

不

贍

張

皇

苴

補

保

無

脫

漏

繁

複

乎
祜

從

事

兹

役

實

深

懼

焉

迺

與

學

博

劉

君

曁

邑

人

士

共

商

信

者

存

之

浮

者

汰

之

疑

者

闕

之

繼

起

諸

人

物

則

續

之

經

費

則

捐

廉

助

之

委

曲

詳

盡

悉

仍

舊

章

率

古

也

或

典

要

更

張

易

從

時

制

遵

今

也

閲

數

越

月

告

成

抑

猶

蕭

規

曹

隨

之

遺
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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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云

爾

後

之

司

牧

此

土

者

其

尚

匡

所

未

逮

焉

斯

則

祜

之

厚

幸

也

夫

是

為

叙

光

緒

元

年

乙

亥

嵗

仲

陽

之

朔

同

知

銜

知

長

樂

縣

事

長

沙

鄭

敦

祜

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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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補
修
縣
志
序

朝
廷
張
官
設
吏
凡
以
為
民
也
事
之
無
闗
於
民

者
雖
足
炫
耀
鉅
觀
不
宜
以
役
作
吏
之
心
力
其

有
闗
於
民
則
雖
至
鑯
之
端
茍
有
所
闕
畧
亦
不

得
謂
為
細
事
末
務
坐
視
焉
而
弗
早
為
之
所
况

其
事
若
甚
微
而
所
繫
正
匪
小
焉
者
乎
長
樂
縣

故
容
美
所
隸
五
峰
司
地
雍
正
十
三
年
改
置
縣

設
邑
宰
理
其
民
榛
莽
甫
闢
無
志
乘
之
紀
咸
豐

壬
子
嵗
前
令
李
公
玉
山
盡
心
民
事
集
邑
人
士

創
修
縣
志
紀
載
詳
眀
同
治
八
年
冬
予
奉
檄
權

縣
篆
縣
處
萬
山
中
土
瘠
民
貧
欲
有
所
循
以
保

乂
檢
志
閲
版
闕
片
數
十
詢
之
吏
吏
曰
此
田
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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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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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之
變
遘
燹
厄
也
今
六
年
矣
梓
費
無
所
出
靡
過

而
問
者
予
念
郭
公
夏
五
佚
久
難
稽
斯
則
無
如

何
耳
版
多
煨
燼
遺
編
尚
存
及
今
補
之
猶
有
可

考
患
祇
在
乏
資
萊
蕪
甑
雖
㡬
欲
生
塵
當
壹
意

節
縮
以
完
斯
舉
越
眀
年
春
積
養
亷
七
十
金
亟

傾
橐
出
之
呼
手
民
補
刊
復
慮
近
嵗
節
烈
歴
久

或
湮
没
弗
彰
詳
慎
採
錄
續
登
之
簡
甫
逾
月
而

鏤
工
告
成
夫
吾
人
出
而
服
官
宜
務
其
急
且
大

者
以
有
補
斯
民
迂
逺
瑣
細
之
圖
當
不
屑
為
亦

不
暇
為
區
區
補
鋟
志
版
續
紀
懿
行
數
端
此
奚

足
道
然
而
志
之
所
載
罔
非
教
養
斯
民
之
務
儻

竟
聽
其
闕
而
莫
之
顧
斷
簡
殘
編
風
霜
剝
蝕
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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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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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
久
日
甚
後
雖
有
慨
然
議
修
者
考
獻
徵
文
苦
無

可
據
將
此
身
既
無
補
於
民
復
使
前
人
為
民
之

意
泯
焉
無
存
不
益
滋
予
戾
歟
然
則
今
之
闕
者

使
全
其
事
雖
若
甚
微
而
俾
異
日
愛
民
之
宰
有

所
考
證
遵
而
循
之
變
而
通
之
以
乂
康
斯
民
其

所
繫
正
匪
小
也
予
亦
惟
兢
兢
以
盡
為
民
之
心

焉
耳
若
遂
謂
能
修
舉
廢
墜
則
固
猶
有
愧
吾
民

也
已

同
治
九
年
庚
午
孟
夏
上
澣

署
長
樂
縣
事
溈
甯
龍
兆
霖
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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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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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𥙷

續

縣

志

序

且

事

有

見

易

而

实

難

所

為

小

而

所

關

知

鉅

者

不

深

維

夫

事

之

本

末

始

終

所

完

□

而

第

觀

其

大

概

鮮

不

詔

易

平

小

弓

及

亟
殘
缺
敗
壞
磨
滅
而
不
可
收
拾
而
始
歎
事

大
而
難
爲
不
亦
□
哉
然
天
下
事
往
往
不
至

扵
殘
缺
敗
壞
磨
滅
而
不
可
收
拾
亦
終
無
以

知
圖
易
而
爲
小
者
怕
関
□
大
而
其
幼
為
志
鉅

余
扵
然
君
艮
山
補
续
长
樂
縣
志
而
有
概
乎

其
言
也
夫
樂
邑
初
無
所
谓
志
也
歲
庚
戌
李
君

玉
山
耒
宰
斯
土
始
建
议
谋
之
年
餘
積
經
費

盈

千

聚

邑

之

學

士

文

人

遠

搜

旁

採

頓

年

其
書
成
嘻
可
渭
勤
矣
志
□
距
今
垂
二
十
年

甲

子

冬

田

□

滋

事

焚

掠

縣

城

書

籍

蕩

然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修

志

始

名

　
　
　
　
二

乙
丑
春
始
入
城
求
觀
其
書
明
經
集
数
本
於

城
南
梅
民
詢
之
士
人
皆
云
全
書
颇
少
問
其
板

有
云
存
考
棚
者
有
云
由
礼
悉
存
民
房
者
余

固
知
其
必
殘
缺
也
数
年
以
來
官
扵
斯
者
多

日
不
暇
及
或
暇
及
矣
旋
以
經
費
僅
□
而
止

余

當

言

于

學

曰

李

买

創

修

此

志

多

厯

年

所
夫
一
縣
之
大
一
時
之
創
一
人
之
力
求
其
美

差
皆
備
不
可
略
也
況
□
之
以
兵
燹
趁
此
殘

缺
不
多
所
費
小
而
易
图
不
然
敗
𣶬

磨
滅

不
可
收
拾
僅
□
已
然
頻
年
設
局
邑
士
玄
然
□

緩
也
或
有
待
也
去
冬
龍
买
耒
甫
下
車
即
留

心
學
校
培
植
人
才
公
餘
之
暇
殷
殷
以
志
書

爲

念

今

者

访

版

拾

缺

数

十

片

躬

自

校

對

且

書

且

鐫

工

時

採

擇

莭

□

耆

年

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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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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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序雨
粟
以
來
人
多
著
述
结
繩
而
後
代
有
篇
章
宇
宙

间
之
天
文
地
理
人
事
諸
大
端
一
切
均
足
流
傳
不
朽

者
皆
賴
有
典
冊
以
志
之
耳
志
為
史
之
一
端
國

史
而
外
在
天
下
有
一
統
志
在
省
會
有
通
志
在
郡

孙
莫
不
各
有
志
推
之
瀛
寰
亦
有
記
西
域
亦
有

志
外
夷
事
實
無
不
可
一
览
而
周
知
也
長
樂
何
獨

無
志
乎

春

自

道
光
庚
戍
来
宰
斯
土
即
蒐
求
志
乘

網
羅
舊
闻
或
者
曰
長
樂
屬
長
陽
等
孙
時
固

各
有
志
土
司
時
有
容
美
田
舜
年
所
著
世
述
錄

後
有
邑
拔
貢
楊
福
煌
所
著
漁
洋
小
記
然
而
既

已
改
土
且
有
拨
入
之
地
則
事
蹟
在
他
志
或
可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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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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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載
也
况
世
述
錄
漁
洋
小
記
亦
未
免
畧
而
不
详
之
弊

乎
進
而
詢
之
或
又
曰
前
任
王
君
與
學
博
沙
君
著
有

草
志
二
本

春

急
詢
所
在
則
曰
前
任
𡊮
君
攜
入
省
垣

失
去
更
詢
其
副
本
又
曰
無
之
繼
而
淹
關
讯
弁
陳
君

以
前
任
喬
君
所
著
竹
枝
词
見
示

春

阅
之
知
其
誠
不

足
以
發
志
也
然
則
長
樂
將
終
無
志
乎
㢤

春

因
是

慨
然
興
編
輯
之
念
為
引
示
閤
邑
士
民
自
夏
徂
冬
年
一

應
者
辛
亥
春
正
商
諸
學
博
潘
君
命
集
各
紳
士
谋

之
僉
以
經
費
無
出
為
□
而
眷

念
亦
將
息
矣
秋
九
月

少
尹
張
君
復
慫
恿
其
事

春

念
又
興
舟
集
各
紳
士

謀
之
已
定
分
修
採
訪
諸
色
人
矣
而
又
以
十
一
月
为
期

至
期
竟
無
一
至
者

春

念
又
將
息
矣
壬
子
春
正
邑
𨕖
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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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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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
田
君
泰
斗
来
請
以
身
任
其
事
相
約
分
修
諸
人
至

局
與
事
花
朝
乃
與
楊
君
嘉
□
陳
君
仁
齡
向
君

日
暉
曾
君
煜
廷
至
局
春
乃
出
其
平
日
凢
身
所
經

厯
與
耳
目
所
見
□
悉
筆
於
草
者
數
則
以
為
抛
磚

引
玉
之
□
然
而
晨
星
寥
落
未
經
採
訪
者
多
不
数
日

诸
君
又
分
散
矣
夏
四
月
楊
君
田
君
與
賴
君
榮
光
昆

季
暨
分
汳
採
訪
諸
君
接
踵
而
至
各
願
分
任
其
事
其

未
至
者
借
魚
雁
達
之
而
士
林
中
且
有
徘
徊
觀
望

並
阻
挠
其
事
者
噫
異
矣

春

頷
之
惟
令
賴
楊
田
陳
諸

君
立
稿
向
劉
诸
君
編
次
凡
孙
之
天
文
地
理
人
事
诸

大
端
莫
不
旁
搜
逺
引
期
以
𩔰
微
闡
幽
徵
實
考
信

隆
椘
粤
兵
警
迭
傳
而

春

終
不
忍
以
為
山
九
仞
功
虧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
一
簣
止
也
閲
十
月
而
無
成
盖
編
輯
志
書
如
是
之
難

矣
斯
舉
也
經
費
得
自
各
保
士
民
其
始
終
任
事
賴

田
向
諸
君
之
力
而

春

不
與
專

春

学
问
粗
淺
識
欠
谫

陋
竊
以
為
此
志
告
成
將
後
之
览
者
觀
乎
天
文
不

徒
知
氣
候
之
炎
涼
必
思
莭
宣
之
有
道
觀
乎
地

理
不
徒
知
幅
貟
之
廣
阔
必
思
經
理
之
有
宜
觀
乎

人
事
生
植
宜
繁
也
防
禦
宜
𡶇
也
賦
役
宜
均
也
禮

制
宜
謹
也
營
建
非
尚
夫
華
舉
老
少
必
急
於
安

懷
學
校
立
而
後
人
才
以
育
教
化
興
而
後
風
俗
愈

淳
朙
倫
紀
重
莭
義
賢
師
長
行
實
政
於
上
邑
人

士
敦
善
俗
於
下
則
斯
志
一
切
均
足
流
傳
不
朽
者
又

不
徒
供
博
雅
宏
通
之
彥
指
摘
非
笑
已
也
其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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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
禆
於
斯
邑
者
豈
淺
鲜
㢤
是
為
序

咸
豐
二
年
壬
子
吉
月

賜
同
進
士
出
身
知
長
樂
孙
事
保
山
李
焕
春
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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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首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長

樂

縣

志

告

成

序

一

舉

而

三

善

備

焉

者

其

創

修

邑

志

之

謂

乎

搜

往

昔

之

奇

可

以

道

古

也

綜

當

時

之

務

可

以

論

今

也

垂

取

法

之

資

可

以

傳

後

也

自

來

通

都

大

邑

山

川

人

物

彪

炳

寰

區

未

有

不

由

傳

述

記

載

而

來

者

則

邑

志

之

修

誠

重

矣

雖

然

志

之

修

也

難

志

之

創

修

也

尤

難

苟

非

公

正

慈

良

留

心

經

濟

者

何

以

倡

厥

議

苟

非

文

章

學

問

超

越

尋

常

者

何

以

主

厥

事

苟

非

同

心

協

力

多

所

贊

襄

者

何

以

竣

厥

功

况

樂

邑

自

改

土

而

後

迄

今

百

數

十

年

先

代

之

遺

書

半

歸

殘

缺

耆

老

之

稱

述

漸

就

遺

忘

山

川

如

故

而

疆

域

之

沿

革

古

蹟

之

源

流

不

能

悉

考

也

民

物

依

然

而

學

校

中

之

人

才

輩

出

鄕

黨

中

之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芳

行

可

嘉

不

能

盡

稽

也

前

邑

侯

有

志

肇

修

解

任

而

未

能

卒

業

前

紳

士

約

畧

成

稿

經

始

而

未

能

圖

終

此

雖

創

修

之

維

艱

亦

以

不

易

成

之

書

必

待

非

常

之

人

而

後

成

焉

耳

道

光

丁

未

予

承

乏

學

篆

與

諸

生

聚

講

者

數

年

叙

及

志

書

恒

有

志

而

未

逮

嵗

庚

戌

滇

南

名

進

士

李

玉

山

先

生

由

南

漳

來

宰

斯

邑

勤

於

吏

治

公

餘

之

暇

樂

與

諸

生

講

經

史

課

文

藝

循

循

然

稱

善

誘

焉

期

年

而

風

行

草

偃

爰

集

闔

邑

紳

士

議

定

修

志

章

程

不

但

捐

亷

爲

倡

亦

且

身

任

其

勞

無

間

寒

暑

考

諸

史

乘

之

留

遺

稽

諸

土

司

之

著

述

索

諸

逺

年

之

案

牘

証

諸

隣

封

之

記

載

徵

諸

本

邑

之

文

獻

日

與

　

長

嗣

君

少

白

叅

互

考

訂

攄

著

作

之

宏

才

備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
諸

體

以

潤

色

其

間

信

以

傳

信

疑

以

傳

疑

綱

舉

目

張

彚

成

一

部

而

邑

中

之

量

力

輸

資

者

羣

焉

踴

躍

任

編

修

採

訪

以

及

謄

錄

對

讀

飭

材

鳩

工

者

亦

復

各

勤

乃

事

共

襄

美

舉

正

惟

良

有

司

之

文

章

經

濟

足

以

深

服

人

心

是

以

一

唱

百

和

相

與

有

成

若

斯

也

今

日

者

志

書

告

竣

闔

邑

增

光

山

水

將

發

其

靈

科

甲

可

卜

其

盛

不

獨

輶

軒

問

俗

太

史

陳

風

與

通

都

大

邑

無

以

異

卽

後

之

官

斯

土

者

開

卷

了

然

亦

將

多

所

裨

益

知

其

山

川

高

下

可

以

悟

農

桑

之

宜

悉

其

風

土

人

情

可

以

明

教

化

之

道

是

　

先

生

治

一

時

之

樂

邑

直

合

百

世

之

樂

邑

而

治

之

矣

然

則

一

舉

而

三

善

備

焉

者

其

創

修

邑

志

之

謂

乎

是

爲

序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
旹

咸

豐

三

年

嵗

次

癸

丑

仲

春

月

長

樂

縣

儒

學

訓

導

霽

堂

潘

炳

勲

謹

序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序志

與

史

一

也

然

史

統

美

惡

而

並

紀

志

則

專

紀

夫

美

所

以

表

章

軼

事

勝

蹟

而

勸

懲

之

意

卽

寓

乎

其

中

樂

邑

改

土

百

餘

年

矣

志

獨

缺

如

雖

前

任

大

令

王

公

學

博

沙

公

輯

有

草

志

二

本

然

皆

畧

而

未

詳

且

更

散

而

無

徵

謂

非

樂

邑

憾

事

哉

雖

然

有

足

幸

者

庚

戌

夏

我

　

玉

山

父

臺

李

公

以

滇

西

名

宿

來

宰

是

郡

甫

下

車

卽

切

切

以

輯

志

爲

念

越

期

年

政

𥳑

刑

淸

民

咸

安

之

　

公

於

是

曉

諭

紳

耆

議

輯

志

書

邑

人

士

多

以

長

樂

地

僻

山

深

惴

惴

然

恐

其

經

費

難

濟

而

　

公

之

念

究

未

嘗

一

日

釋

也

辛

亥

冬

仍

召

集

闔

邑

紳

耆

會

議

諭

誨

諄

諄

命

光

等

分

司

其

事
光

適

以

家

務

蝟

集

兼

之

嵗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暮

未

果

今

年

春

楊

笙

賓

田

一

山

諸

君

設

立

志

局

於

試

院

公

廨

光

於

四

月

初

始

得

附

驥

尾

焉

光

才

疎

學

淺

一

切

事

不

敢

妄

置

一

喙

悉

惟

　

公

命

是

聽

公

聽

政

之

暇

日

以

搜

羅

爲

事

並

分

任

田

一

山

諸

君

採

訪

自

天

文

地

理

建

置

以

及

職

官

人

物

藝

文

諸

大

端

無

不

條

分

縷

晰

探

溯

其

源

流

考

覈

其

眞

僞

品

定

其

類

次

一

一

筆

之

於

書

且

隨

時

商

確

務

編

爲

善

本

不

期

年

而

帙

成

嗚

乎

盛

矣

夫

天

下

事

有

所

本

而

因

之

則

易

爲

力

無

所

憑

而

創

之

則

難

爲

功

　

公

於

樂

邑

百

餘

年

未

修

之

志

以

一

身

肩

之

而

董

其

成

是

豈

偶

然

哉

蓋

其

思

於

心

者

深

故

其

告

厥

成

也

速

非

徒

以

宏

通

淹

雅

爲

工

也
光

不

揣

固

陋

爰

輟

數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
語

俾

後

之

覽

者

讀

其

書

想

見

其

爲

人

而

　

公

之

顯

微

闡

幽

善

善

從

長

之

心

遂

以

大

著

於

天

下

咸

豐

二

年

嵗

次

壬

子

嘉

平

月

漁

洋

關

居

士

賴

榮

光

鏡

河

氏

謹

譔

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目

錄
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長
樂
縣
志
目
錄

卷
首序

文
　
凡
例
　
姓
氏
　
輿
圖

卷
一分

野
　

翼

宿

圖

　

翼

宿

考

　

氣

候

附

卷
二疆

域
　

疆

界

　

路

程

　

舖

遞

　

鄕

　

保

　

村

　

坪

莊

　

埫

　

圈

　

場

　

街

道

　

沖

　

壩

　

义

地

　

拐

　

舖

溶

　

店

卷
三山

川
　

山

别

名

附

尖

　

臺

　

門

　

坡

　

嶺

　

岡

　

峯

峽

　

埡

　

營

　

灣

　

巖

巖

屋

附

　

石

　

寨

　

嗷

堡

　

棚

　

漕

　

窪

　

磴

　

窩

　

坑

　

荒

　

頭

腦

　

面

鼻

孔

附

嘴

　

口

　

頸

項

　

子

　

洞

　

河

水

　

泉

　

池

　

井

　

溪

澤

江

附

溝

　

洲

　

堰

卷
四沿

革
　

考

　

五

峯

司

　

石

梁

司

　

水

濜

司

　

長

芓

司

下

峝

長

官

　

深

溪

長

官

　

源

通

司

　

說

附

卷
五營

建
　

城

垣

　

衙

署

　

廟

　

寺

　

祠

　

庵

　

壇

　

院

閣

　

觀

　

宫

　

坊

　

堂

　

門

　

樓

　

臺

院

金

　

石

　

橋

　

梁

渡

附

　

關

隘

園

　

水

利

附

卷
六官

師
表
　

宦

績

附

卷
七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目

錄
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武
職
官
表
　

軍

政

附

卷
八物

産
　

穀

　

豆

　

瓜

　

蔬

　

笋

　

蕈

菌

　

菓

　

花

竹

　

木

　

草

　

藥

　

貨

　

禽

　

獸

　

魚

　

介

蟲

　

古

樹

附

卷
九賦

役
　

戸

口

　

田

賦

　

條

餉

　

俸

工

　

雜

稅

　

鹽

務

官

租

　

倉

儲

附

　

社

倉

附

　

捐

欵

附

卷
十學

校
　

設

學

源

流

　

臥

碑

　

尊

諡

加

封

考

　

從

祀

里

居

考

　

名

宦

　

鄕

賢

　

昭

忠

祠

　

學

田

附

書

院

附

　

賓

興

田

房

附

卷
十
一

禮
樂
　

祭

品

　

樂

章

　

樂

器

　

祭

文

　

祭

儀

　

社

稷

厲

壇

　

耕

耤

　

上

任

　

立

春

　

朔

望

　

迎

詔

鄕

飮

卷
十
二

風
俗
　

冠

婚

　

喪

祭

雜

祀

附

嵗

時

　

土

習

　

農

業

工

藝

女

紅

附

商

賈

　

漁

戸

　

弋

獵

　

樵

採

船

戸

　

力

役

　

防

禦

　

廬

室

　

食

用

服

飾

　

器

具

　

宴

會

　

土

著

卷
十
三

人
物
　

選

舉

　

議

叙

　

忠

烈

　

世

襲

　

忠

孝

　

忠

正

忠

勇

　

孝

友

文

正

　

孝
友
慈
善
　

友

愛

　

信

義

公

正

　

慈

善

　

廉

幹

　

文

學

　

隱

𨓜

　

流

寓

耆

老

　

節

烈

　

方

伎

卷
十
四

藝
文
上

疏

　

議

　

文

　

碑

　

記

　

序

　

傳

　

畧

　

攷

辯

　

跋

　

啟

　

呈

　

示

　

引

　

誌

慕

誌

附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目

錄
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
卷
十
五

藝
文
下
　
　

四

言

　

五

絶

　

五

律

　

五

排

　

五

古

六

言

　

七

絶

　

七

律

　

七

排

　

七

古

詞

賦

附

卷
十
六

雜
紀

卷
末跋

　
捐
修
姓
氏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凡

例
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凡
例

一
長
樂
古
多
長
陽
地
明
末
漸
屬
土
司
雍
正
十
三
年
改
土

設
縣
舊
有
容
美
土
司
田
舜
年
所
著
世
述
錄
載
五
峯
水

濜
石
梁
各
司
列
傳
與
其
山
川
古
蹟
改
土
後
邑
㧞
貢
楊

福
煌
所
著
漁
洋
小
紀
未
免
畧
而
不
詳
嘉
慶
年
間
前
任

王
霈
霖
與
學
博
沙
象
乾
爲
草
志
二
本
未
經
梓
行
後
任

𡊮
巘
因
去
任
回
籍
𢹂
去
稿
遂
遺
失
邑
中
更
無
副
本
惟

存
田
文
相
紀
畧
稿
數
頁
貢
生
歐
陽
文
斗
叙
文
一
則
而
已

至
前
任
喬
守
中
有
竹
枝
詞
七
十
八
首
亦
未
免
考
核
不

精
譏
貶
太
過
余
因
網
羅
舊
聞
討
求
軼
事
凡
邑
之
沿
革

天
文
地
理
人
事
諸
大
端
叙
其
顚
末
或
繫
以
說
有
久
經

俗
傳
者
亦
並
記
之
期
於
疑
以
傳
疑
信
以
傳
信
焉

一
沿
革
疆
域
湖
北
通
志
載
元
以
前
爲
蠻
荒
地
明
初
始
置

五
峯
深
溪
石
寳
石
梁
下
洞
平
茶
水
濜
源
通
墖
坪
三
長

官
司
亦
未
爲
確
論
查
容
陽
世
述
錄
與
五
峯
張
氏
家
乘

長
陽
縣
志
各
書
載
五
峯
各
司
爲
元
夏
時
之
長
官
明
末

買
管
長
陽
之
崇
德
鄕
芝
蔴
坪
安
寧
鄕
唐
家
坪
等
地
又

長
茅
關
設
指
揮
一
員
菩
提
隘
設
廵
檢
一
員
天
啟
七
年

退
保
漁
洋
關
是
五
峯
司
爲
元
夏
長
官
長
樂
古
多
長
陽

地
土
司
買
管
者
半
改
土
後
再
撥
長
陽
石
門
等
縣
地
以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凡

例
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益
之
而
設
縣
非
若
通
志
所
云
光
非
若
喬
氏
竹
枝
詞
註

謂
幽
谿
冷
谷
古
爲
棄
壤
雖
有
割
據
莫
可
紀
述
元
明
間

始
假
年
號
隷
於
職
方
之
説
也
今
惟
叅
世
述
錄
各
書
及

改
土
案
定
其
四
界
俾
閲
者
知
與
鄰
封
犬
牙
相
錯
之
有

在
庻
臂
指
互
相
聯
絡
首
尾
藉
以
聲
援
而
保
甲
之
宜
有

良
法
亦
可
知
矣

一
分
野
之
説
原
屬
渺
茫
前
人
辨
之
詳
矣
然
周
禮
保
章
氏

以
星
野
察
九
州
災
祥
後
人
因
之
作
志
者
必
備
載
樂
邑

居
長
陽
鶴
峯
之
中
亦
以
翼
星
分
野
爲
斷
存
之
以
俟
精

於
推
測
者

一
樂
邑
山
脈
數
支
來
自
巴
蜀
水
泉
肆
出
歸
於
江
湖
似
亦

未
能
悉
紀
今
則
山
必
核
其
形
勢
水
必
究
其
源
流
有
通

乎
鄰
邑
者
必
詳
載
之
以
見
接
壤
之
要
隘
而
物
産
賦
役

卽
各
以
類
從
其
後

一
樂
邑
營
建
凡
城
垣
衙
署
壇
廟
橋
梁
諸
制
創
於
前
人
有

年
月
可
考
者
詳
之
無
考
者
闕
之
寺
觀
古
蹟
亦
如
之
其

碑
記
文
詞
馴
雅
者
收
入
藝
文
志
僅
存
基
址
者
亦
登
於

册
以
俟
淸
復

一
沿
革
秩
官
選
舉
史
書
並
皆
畫
表
按
年
分
格
井
然
有
條

樂
邑
沿
革
在
土
司
時
年
月
皆
無
可
考
歸
流
後
秩
官
無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凡

例
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
論
文
武
皆
有
表
記
其
碑
刻
尙
有
遺
漏
者
補
入
之
無
考

者
姑
因
而
存
之
選
舉
在
明
時
樂
邑
爲
土
司
地
入
長
陽

縣
庠
者
五
峯
司
張
之
儒
昆
季
十
餘
人
在
漁
洋
關
則
有

向
邦
逵
至
　
本
朝
改
土
後
乾
隆
初
年
設
縣
未
設
學
中

文
武
舉
者
二
人
俱
入
他
縣
籍
設
學
後
中
副
車
武
舉
者

二
人
餘
則
恩
㧞
嵗
貢
而
已
所
以
然
者
以
地
方
未
富
足

士
爲
家
計
累
耳
奮
志
靑
雲
猶
有
望
於
來
者
軍
功
捐
輸

議
叙
亦
爲
收
錄
以
見
邑
人
𢚩
公
好
義
爲
將
來
勸
流
寓

有
實
事
者
亦
附
載
之

一
名
宦
取
信
於
口
碑
人
物
務
凖
諸
鄕
評
凡
文
武
宦
績
可

考
者
雖
秩
有
崇
卑
必
兼
收
並
錄
至
如
川
楚
咽
喉
在
土

司
時
重
賦
課
以
養
壯
兵
改
土
後
分
宜
鎭
兵
以
防
守
之

軍
政
可
資
捍
衛
而
民
壯
保
甲
與
民
間
自
衛
之
術
亦
相

爲
表
裏
故
備
錄
之
其
本
邑
名
賢
操
行
不
一
凡
有
可
記

者
必
記
其
生
平
行
事
大
畧
則
顯
微
闡
幽
善
善
從
長
意

也
且
耆
老
爲

熙
朝
人
瑞
婦
女
節
孝
守
貞
年
例
已
符
悉
爲
記
載
生
存
逾

五
十
者
亦
附
錄
之
卽
激
烈
過
中
者
亦
搜
羅
收
入
以
勵

風
化

一
史
書
藝
文
必
載
明
前
賢
著
書
名
目
分
經
史
子
集
之
類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凡

例
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
尊
經
學
重
人
文
也
今
遍
爲
搜
羅
其
於
邑
事
有
關
足
資

典
據
者
悉
照
古
集
成
式
先
詩
賦
後
各
體
□
司
時
忠
愛

所
流
風
雅
可
歌
者
亦
錄
之
雜
記
一
册
旁
引
羣
書
博
採
遺

事
要
以
資
來
者
之
考
證
耳

保
岫
李
煥
春
識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修

志

姓

名

　
　
　
　
一

修
志
姓
名

主
　
修

長
　
樂
　
縣
　
知
　
縣
　
李
煥
春

玉

山

雲

南

保

山

縣

人

道

光

甲

辰

科

進

士

長
　
樂
　
縣
　
儒
學
訓
導
潘
炳
勲

霽

堂

黄

州

府

蘄

水

縣

人

道

光

辛

卯

科

舉

人

分
　
修

候

選

直

隷

州

州

判
賴
榮
光

道

光

丁

酉

科

㧞

貢

候
選
訓
導
議
叙
紀
錄
二
次
楊
嘉
壽

嵗

貢

候
　
選
　
訓
　
　
　
導
　
陳
兆
元

嵗

貢

候
　
選
　
教
　
　
　
諭
　
田
泰
斗

道

光

己

酉

科

㧞

貢

叅
　
訂

太
　
　
學
　
　
　
生
　
　
李
　
素

少

白

雲

南

保

山

縣

人

監
　
局

長
　
樂
　
縣
　
典
　
史
　
張
　
淳

厚

堂

陝

西

山

陽

縣

人

邑
　
　
生
　
　
員
　
　
　
陳
遇
文

渭

川

湯
卓
千
　
　
　
鄒
嶧
山

幹

園

採
　
訪

候
　
選
　
訓
　
　
　
導
　
賴
榮
先

嵗

貢

胡
宗
興

嵗

貢

邑
　
　
廩
　
　
生
　
　
　
李
春
榮

香

蹊

佘
國
瀛

仙

洲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修

志

姓

名

　
　
　
　
二

楊
東
榮
春
軒

邑

生

員
　
　
向
日
暉

曉

陔

鄒
克
讓

學

孟

王
正
懋

姫

訓

劉
國
柄

劉
振
華

楠

洲

杜
岐
庭

鳯

岡

邑
　
　
武
　
　
生
　
　
　
駱
世
香

蘭

陵

謄
　
錄

邑
　
　
生
　
　
員
　
　
　
陳
仁
齡

壽

亭

曾
煜
廷

余
國
茂

松

坡

邑
　
　
文
　
　
童
　
　
　
周
步
奎

魏
大
春

張
灭
勲

邑
　
　
書
　
　
吏
　
　
　
峯
子
組

曾
德
修

補
修
謄
錄
邑
書
吏
　
　
　
畢
治
萬

勸
　
捐

候

選

復

設

教

諭
　
賴
汝
霖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修

志

姓

名

　
　
　
　
三

邑
　
　
生
　
　
員
　
　
　
向
日
暉

張
方
旦

曉

江

邑
　
　
職
　
　
員
　
　
　
王
光
德

一

齋

邑
　
　
監
　
　
生
　
　
　
覃
長
新

曉

谷

本
城
保
鄕
約
　
梅
相
錦
　
本
城
街
長

保
正
　
吳
士
華
　
吏
書
　
　
　
黄
承
先

紹

祖

長
樂
坪
鄕
約
　
顔
邦
瑾
　
戸
書
　
　
　
黄
家
華

保
正
　
張
立
太
　
禮
書
　
　
　
劉
家

益珍

百
年
闗
保
正
　
薛
元
太

石
梁
保
鄕
約
　
劉
校
忠

漁
洋
闗
鄕
約
　
向
元
祿

清
水
灣
鄕
約
　
張
明
英

黄
連
山
保
正
　
呉
潮
煥

石
柱
山
保
正

升
子
坪
保
正
　
裴
明
典

仁
和
坪
鄕
約
　
朱
景
運

平
溪
保
鄕
約

石
　
保
鄕
約
　
向
元
秀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輿

圖

志
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長
樂
縣
志
卷
之
首

長
樂
古
楚
地
在
荆
州
西
南
壤
接
丹
陽
爲
其
邊
儌
可
無

疑
也
秦
漢
而
下
屬
佷
山
者
歴
有
年
所
矣
以
言
其
內
則

連
天
門
容
美
之
區
以
言
其
外
則
接
夷
道
松
枝
之
域
有

明
之
末
爲
容
美
土
司
屬
官
五
峯
水
濜
石
梁
各
司
買
管

侵
佔
者
自
抵
東
採
花
白
魚
麥
莊
水
濜
石
梁
本
城
諸
地

直
達
百
年
關
焉
雍
正
末
年
改
土
以
來
再
撥
長
陽
石
門

地
益
之
而
設
縣
東
仍
界
宜
都
松
滋
枝
江
南
仍
界
石
門

西
則
界
鶴
峯
北
仍
界
長
陽
建
始
巴
東
等
州
縣
其
繡
壤

相
錯
者
蠶
叢
幾
五
百
里
誠
不
可
無
輿
圖
以
周
知
其
地

域
也
今
以
縣
城
爲
綱
而
以
四
界
爲
目
舉
凡
所
置
三
十

四
保
犬
牙
形
勢
並
分
汛
塘
舖
及
其
山
川
可
紀
者
合
全

局
而
繪
於
首
使
人
不
出
戸
庭
其
大
勢
卽
可
一
覽
而
知

復
舉
城
垣

聖
宫
衙
署
圖
之
縣
志
所
重
也
至
於
奇
境
勝
概
足
供
遊
覽
者

並
繪
於
𥳑
以
見
此
中
别
有
天
地
不
獨
桃
源
古
洞
之
專

美
仙
境
云
志
輿
圖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彊

域

圖
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疆

域

圖
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周
禮
地
官
司
徒
以
天
下
土
地
之
圖
周
知
九
州
之
地
域

廣
輪
之
數
辨
其
山
林
川
澤
邱
陵
原
隰
之
名
物
而
辨
其

邦
國
都
鄙
之
數
於
是
制
其
畿
疆
查
其
日
景
設
其
社
稷

辨
其
土
物
凡
夫
政
教
禮
樂
風
俗
人
物
一
切
所
由
起
焉

甚
矣
版
章
輿
圖
之
重
也
長
樂
自
古
爲
長
陽
石
門
兩
縣

與
容
美
接
壤
之
區
改
土
後
再
撥
長
石
宜
都
松
滋
枝
江

地
以
益
之
而
設
縣
其
封
疆
之
界
百
餘
年
來
已
劃
然
矣

而
欲
使
人
知
其
疆
域
界
限
山
川
建
置
並
可
會
其
分
野

禮
教
風
俗
諸
端
於
象
外
者
舍
圖
其
何
從
哉
予
編
斯
志

而
紀
一
縣
事
實
求
其
令
後
之
人
可
以
考
典
不
忘
者
猶

貴
先
有
以
按
圖
而
稽
焉
圖
疆
域
　
　
　
　
　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城

垣

圖
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城

垣

圖
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
城
垣
古
有
定
制
創
建
必
懷
逺
圖
總
以
足
資
捍
衛
爲
要
子
輿
氏
謂
築
城

鑿
池
與
民
守
之
豈
與
所
云
固
國
不
以
山
谿
之
險
一
語
相
背
乎
正
謂
有

險
可
固
而
守
禦
必
有
其
人
其
灋
不
然
卽
金
城
湯
池
無
足
恃
也
樂
邑
城

垣
其
來
厯
體
制
見
於
後
文
嘗
詢
之
居
民
云
乾
隆
初
改
土
卜
地
漁
洋
關

長
樂
坪
紫
金
坪
等
處
因
稱
其
土
較
輕
故
建
於
此
予
謂
必
取
其
適
中
非

關
係
捍
衛
之
大
者
必
取
其
土
重
也
喬
公
云
時
廑
堂
上
之
憂
亦
以
其
形

勢
未
得
缺
陷
難
補
需
改
作
耳
雖
然
改
作
豈
易
言
哉
天
時
不
如
地
利
地

利
不
如
人
和
誠
要
論
矣
抑
又
聞
之
嘉
慶
二
年
白
蓮
教
竄
入
白
魚
寨
彼

時
大
木
易
求
城
中
設
有
水
卡
一
聞
風
鶴
兵
勇
入
民
皆
散
則
今
日
之
人

和
又
可
易
得
耶
然
而
守
斯
土
者
正
必
計
如
何
而
可
致
眾
志
之
成
城
焉

修
志
者
有
城
必
有
圖
而
樂
城
正
未
易
圖
余
故
繪
其
憑
山
越
澗
以
肖
厥

眞
更
寫
夫
遠
岫
遥
峯
以
補
所
缺
云
圖
城
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文

廟

圖
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文

廟

圖

　
　
　
　
　
六

孔
子
之
祀
自
漢
以
來
厯
代
之
典
禮
攸
隆
矣
惟

本
朝
定
鼎
而
後
令
天
下
各
府
州
縣
莫
不
立
廟
其
制
度
足
垂

千
古
而
勿
替
焉
樂
邑

文
廟
建
於
乾
隆
三
年
前
任
張
曾
瑴
厯
任
來
亦
隨
時
修
葺
予
蒞

斯
土
瞻
謁
之
餘
其
禮
門
義
路
𣠄
星
門
大
殿
之
摧
折
者

亦
間
有
修
理
誠
以
妥
侑

先
師
之
靈
爽
者
正
不
敢
不
整
肅
也
况
當
兹

聖
天
子
崇
尙
學
校
之
時
明
禮
教
育
人
才
正
人
心
厚
風
俗
皆

於
是
乎
在
尤
必
加
之
意
也
哉
圖
學
宫
　
　
　
　
　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官

廨

圖

　
　
　
　
　
七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官

廨

圖

　
　
　
　
　
八

官
舍
之
設
重
矣
□

朝
廷
德
澤
之
流
將
於
官
乎
代
沛
焉
教
化
之
施
將
於
官
乎
代

宣
焉
政
令
之
行
將
於
官
乎
代
布
焉
此
土
之
所
以
設
官
與

官
之
一
切
皆
奉
行
夫
公
事
者
均
賴
此
也
長
樂
官
舍
本

五
峯
張
土
司
衙
基
乾
隆
初
年
改
土
時
前
任
張
曾
瑴
因

而
改
建
有
上
房
二
堂
兩
厢
西
花
㕔
大
堂
科
房
儀
門
大

門
倉
神
衙
神
福
德
各
祠
矣
而
捕
衙
監
獄
灣
潭
同
知
署

今

改

縣

丞

署

及
漁
洋
關
縣
丞
署

今廢

與
守
備

今

改

千

總

署

把
總

今廢

城
守
各
汛
營
署
次
第
建
焉
後
又
縣
署
中
建
草
㕔
倉
房

左
建
考
棚
焉
凡
此
非
以
飾
觀
瞻
資
休
閒
也
夫
亦
曰
官

之
居
斯
舍
必
有
盡
其
致

君
澤
民
之
道
者
耳
官
舍
之
設
洵
重
矣
哉
圖
衙
署
　
　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灣

潭

圖
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

 

長
樂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
灣

潭

圖
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立
馬
襄
𧙪
歧
路
爲
問
灣
潭
何
處
城
西
鳥
道
盤
雲
北
去

蠶
叢
捲
霧
雞
窠
之
水
西
流
茅
莊
河
從
北
注
黑
沙
溪
滙

成
川
横
河
奔
趨
紅
渡
計
程
八
九
十
里
𦠞
見
峯
巒
回
互

紅
池
嶺
下
霞
蒸
白
果
灣
中
雲
䕶
回
龍
觀
畔
撩
眸
細
柳

營
邊
散
步
村
墟
煙
寺
紅
芳
山
市
人
家
綠
樹
中
坪
梅
鹿

焉
𡬶
古
洞
龍
鬚
何
慕
底
須
道
入
柘
溪
前
去
崎
嶇
無
數

但
看
山
似
淨
瓶
貳
尹
猶
留
舊
署
其
中
景
况
蕭
閒
㟁
表

頻
勞
指
顧
莫
覔
灣
裏
深
潭
尙
見
水
光
皎
素
空
中
玉
鏡

飛
來
一
片
氷
心
布
濩
歌
成
一
曲
霓
裳
宰
官
現
身
得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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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

洋

關

圖

　
　
　
　
二

山
蒼
蒼
兮
水
茫
茫
入
漢
關
兮
訪
漁
洋
間
花
封
兮
均
百
里
認

桃
源
兮
景
物
芳
田
圃
廣
兮
土
膏
腴
百
穀
成
兮
彚
繁
昌
牛
羊

息
兮
雞
犬
靜
衡
宇
對
兮
風
俗
良
通
舟
楫
兮
商
賈
集
貨
財
殖

兮
珍
錯
藏
連
山
睛
兮
樵
柯
響
天
堰
曉
兮
叱
犢
忙
鐘
聲
動
兮

機
鳴
軋
夜
雨
歇
兮
書
舘
凉
綠
陰
濃
兮
依
古
寺
客
閒
坐
兮
話

滄
桑
秦
漢
古
兮
晉
唐
逺
宋
元
杳
兮
前
明
亡
設
雄
關
兮
界
漢

土
連
百
年
兮
長
茅
長
巡
政
置
兮
兵
衛
奮
伊
古
來
兮
屬
佷
陽
値

聖
朝
兮
闢
土
地
成
樂
國
兮
併
乃
疆
憶
天
官
兮
石
鼓
畔
吊
古
蹟
兮

花
院
旁
談
往
事
兮
時
已
暮
日
之
夕
兮
月
昏
黄
來
峽
口
兮
聽

漁
唱
當
高
歌
兮
酒
一
觴
信
仙
境
兮
圖
不
到
望
美
人
兮
天
一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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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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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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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
　
　
　
二

天
地
間
山
水
成
耦
卽
名
山
亦
有
偶
焉
縣
城
北
去
三
十
里
至

水
濜
司
厯
牛
車
坪
經
黄
連
坪
岡
嶺
重
曡
中
又
有
二
石
柱
一

挺
高
百
餘
丈
圍
逕
數
十
丈
望
之
如
人
立
狀
其
旁
一
柱
較
矮

亦
高
數
十
丈
首
如
仰
釡
中
間
積
水
一
泓
澄
澈
四
時
不
涸
其

上
樹
木
陰
翳
鳴
禽
上
下
而
樵
逕
崎
嶇
人
踪
罕
至
若
神
山
之

可
望
而
不
可
卽
噫
斯
不
又
一
奇
哉
世
述
錄
載
張
昊
修
有
衙

基
此
其
是
歟
然
稱
其
地
出
黄
連
蜜
蠟
而
無
水
則
又
可
疑
也

由
旁
過
馬
鞍
山
果
老
洞
在
焉
再
上
天
門
埡
紆
道
磨
架
洲
卽

通
佷
山
古
縣
閲
其
境
者
蓋
亦
可
目
眩
心
迷
飄
飄
然
作
飛
仙

想
矣
因
圖
石
柱
九
嶺
並
繪
之
以
見
奇
觀
之
不
孤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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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天
生
橋
古
名
天
星
橋
容
美
宣
慰
司
田
舜
年
世
述
錄
載
在
五
峯
治

內
今
在
本
城
東
北
三
十
里
由
白
鹿
莊
後
過
靑
巖
冲
下
將
至
其
處

山
逕
右
起
一
石
巖
高
𢿙
十
丈
里
人
移
建
祖
師
廟
其
上
廟
不
甚
大

躡
層
階
而
升
亦
可
小
憇
自
此
下
坡
至
平
處
忽
有
數
十
丈
深
溝
中

接
一
逕
甚
平
坦
寬
約
八
尺
餘
兩
旁
有
樹
大
逾
拱
把
匀
齊
排
列
濃

陰
覆
地
黛
色
參
天
行
數
武
立
橋
頭
望
之
橋
開
甕
門
眞
如
石
砌
樹

根
卽
自
石
縫
中
長
出
晴
時
水
甚
淸
淺
下
溝
上
視
橋
心
有
太
極
圖

暈
旁
有
一
孔
斜
漏
天
光
如
星
然
所
以
名
天
星
橋
也
溝
中
水
自
山

上
流
來
與
靑
巖
冲
下
西
來
之
水
合
前
係
土
坪
無
可
行
處
忽
面
山

下
有
一
石
洞
水
泗
入
洞
中
伏
流
不
知
所
往
此
道
通
小
林
口
石
子

冲
入
百
年
關
見
於
春
詩
註
者
纂
詳
矣
尤
愛
此
天
生
奇
境
爲
邑
中

第
一
名
勝
也
故
圖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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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弌
天
蒼
翠
潑
下
壷
瓶
冰
消
𠮓
白
凍
解
送
青

艸
痕
添
綠
蒼
氣
流
馨
嫩
入
木
穗
濃
飛
溪
汀

四
旹
吐
秀
万
仭
鍾
霛
荆
南
錦
障
蜀
道
圍
屏

𣑯
蕐
洞
口
遙
望
亭
亭
提
非
飛
鳥
挈
無
五
丁

折
登
雲
屐
載
㠯
醁
𨤀
揮
太
白
筆
繪
其
眞
形

蔥
蘢
滿
𥿄
人
目
一
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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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樂
山
子
登
乎
蠟
樹
坡
諸
高
處
見
有
奇
峯
揷
天
排
列
雲
際
者
問
諸

深
山
民
曰
此
何
境
也
深
山
民
曰
此
石
柱
山
保
之
石
柱
山
也
由
百

年
關
過
淸
水
灣
可
達
其
境
卽
由
漁
洋
關
過
小
河
上
猴
獮
坡
亦
可

達
其
境
自
是
可
通
水
田
子
升
子
坪
界
山
諸
保
焉
樂
山
子
曰
盍
言

其
狀
深
山
民
曰
平
地
上
𦊅
生
石
砫
其
數
有
九
高
者
百
丈
低
亦
數

十
𡬶
參
差
大
小
不
一
其
形
非
飛
鳥
莫
能
上
皆
石
之
所
凝
結
以
成
者

也
樂
山
子
嘆
曰
是
殆
媧
皇
所
煅
煉
使
鬼
斧
神
斤
刪
削
而
成
絶
無

斧
鑿
㾗
者
與
深
山
民
曰
相
傳
石
柱
本
十
經
雷
霆
拆
去
其
一
前
二

里
許
有
九
條
嶺
諺
云
石
柱
九
嶺
者
此
何
以
故
樂
山
子
曰
是
必
天

道
惡
盈
别
炫
其
奇
故
爲
此
九
柱
九
嶺
以
應
重
陽
之
數
也
此
殆
造

化
神
秀
所
鍾
有
如
詩
家
所
云
撐
住
荆
南
萬
古
天
者
蓋
常
此
終
古

而
非
共
工
氏
之
頭
所
能
觸
折
矣
試
圖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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