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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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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
序

樂
邑
為
五
峯
舊
地
句
隸
土
司
盤
山
險
塞
華
夷
雜
處
由

宋
迄
明
未
通
聲
教
逮
我

朝
之
撫
有
區
夏
也
𠅘
育
萬
彙
丕
胃
無
疆
聖
澤
汪
洋
無
遠
弗

屆
雍
乾
之
際
各
土
司
慕
義
稽
顙
率
土
歸
誠
由
是
改
流

設
縣
築
城
郭
修
廨
署
建
學
校
井
疆
賦
税
漸
次
聿
興
百

餘
年
來
重
熙
累
洽
駸
駸
乎
與
上
邑
爭
衡
矣
至
同
治
三

年
冬
容
陽
宣
慰
田
氏
苖
裔
名
思
羣
者
狡
焉
不
逞
有
司

失
於
控
馭
遂
揭
竿
嘯
聚
變
起
倉
卒
横
行
城
市
文
武
衙

署
付
之
一
炬
未
幾
官
軍
雲
集
聲
罪
致
討
殄
厥
渠
魁
散

厥
黨
羽
一
方
賴
以
底
定
然
而
縣
署
遭
燬
棟
宇
無
存
官

吏
蓬
棲
露
處
趨
公
無
所
嗟
乎
以
一
邑
政
令
所
出
之
地

而
蕩
柝
若
此
是
烏
可
以
已
乎
前
署
任
劉
君
因
特
陳
請

各
大
府
批
准
勸
捐
修
復
奈
樂
邑
民
貧
地
瘠
俗
鮮
葢
藏

未
揖
者
既
艱
於
助
已
捐
者
復
艱
於
收
兼
以
僻
處
山
陬

苦
乏
匠
作
因
循
輾
轉
幾
𩔖
道
謀
直
至
劉
君
去
後
而
代

理
王
君
適
來
派
紳
士
等
以
董
其
事
收
集
捐
費
如
𢿙
始

於
丁
卯
年
八
月
内
鳩
工
庀
材
擇
吉
建
𥪡
越
明
年
戊
辰

春
余
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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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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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
屑
竹
頭
狼
藉
盆
地

亟
召
局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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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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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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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
連
日
監
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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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年
六
月

内
告
成
計
修
復
大
堂
内
廂
房
四
間
穿
廳
一
座
二
堂
三

間
西
進
花
廳
一
間
進
内
上
房
五
間
穿
廳
一
座
廂
房
四

間
余
復
於
二
堂
内
添
修
左
右
小
花
廳
各
一
間
規
模
粗

備
輪
奐
一
新
矣
抑
余
尤
有
歉
者
查
志
載
署
後
有
園
名

亦
樂
園
内
曲
池
板
橋
方
舟
草
𠅘
諸
勝
景
四
圍
環
以
竹

樹
山
石
頗
極
清
幽
閒
曠
之
趣
今
池
尚
在
湮
蕪
不
治
而

橋
與
草
𠅘
均
廢
無
遺
蹟
惟
有
枯
柳
𢿙
株
蕭
然
滿
目
揺

蕩
寒
煙
疎
兩
耳
記
曰
有
其
舉
之
莫
敢
廢
也
余
不
敏
有

志
修
葺
惟
現
與
邑
人
士
議
建
寳
塔
及
奎
星
樓
勢
難
並

工
而
舉
容
待
來
年
刑
政
稍
暇
從
長
計
畫
而
已
是
役
也

創
議
於
劉
君
營
建
於
王
君
而
余
承
乏
其
後
董
其
未
竟

聿
親
厥
成
爰
因
邑
人
士
請
序
於
余
而
畧
誌
其
顛
末
如

此
以
備
後
之
人
欲
考
建
置
興
廢
之
由
而
無
從
者
是
為
序

大
清
同
治
七
年
嵗
次
戊
辰
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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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噩
月
朔
之
四
口

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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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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