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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hongYi

德
平
縣
志
序

卷
之

一

德
平
縣
志
原
序

上
高
趙

鏄

予
始
視
篆
德
平
每
詢
故
考
變
病
文
獻
之
罔
徵
也
則
嘆

曰
志
可
以
弗
修
乎
時
邑
事
旁
午
未
遑
也
及
將
報
政
乃

檄
校
師
士
採
摭
具
稿
稿
呈
而
予
奉

簡
書
内
補
然
心

歉
焉
未
始
一
日
忘
也
比
因
駉
務
少
暇
檢
故
笥
得
前
錄

思
未
卒
業
卽
刪
修
付
諸
梓
人
補
闕
典
也
夫
德
平
之
爲

邑
舊
矣
地
以
名
别
名
以
時
異
上
徵
星
野
下
稽
往
牒
而

沿
革
之
跡
昭
矣
故
首
志
建
置
禹
定
九
州
表
名
山
大
川

是
疆
域
之
辨
也
可
無
書
乎
故
次
志
山
川
鄕
鎭
民
攸
止

也
撫
之
則
聚
虐
之
則
散
而
登
耗
於
是
乎
稽
故
志
鄕
鎭

王
公
設
險
以
守
國
城
池
其
大
者
也
堅
瑕
葺
毁
斯
守
土

之
重
務
也
故
志
城
池
土
殖
物
以
爲
民
資
而
或
誅
求
於

土
之
所
無
至
竭
澤
以
漁
焉
是
資
民
者
適
以
厲
民
粟
米

力
役
賦
於
戸
口
頃
流
徙
日
衆
豈
兩
稅
有
弗
平
耶
均
司

牧
者
所
當
念
也
故
志
土
産
志
戸
口
風
鼓
於
上
俗
沿
於

下
雖
叔
世
習
尚
滋
漓
然
猶
有
齊
魯
之
遺
休
焉
變
而
之

道
易
易
耳
故
志
風
俗
官
之
有
廨
咸
需
民
財
力
以
搆
之

也
厚
下
安
宅
其
恫
民
之
艱
而
培
其
基
乎
故
志
公
署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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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平
縣
志
序

卷
之

二

校
書
院
士
所
羣
聚
講
業
而
出
以
楨
國
者
也
師
不
失
□

教
弟
子
不
失
所
學
庶
無
負
修
舉
之
意
耶
故
志
學
校
志

書
院
典
祀
兆
守
有
域
禮
之
大
經
非
無
文
之
秩
也
歲
時

當
愼
於
潔
備
乎
故
志
壇
墠
郵
傳
古
侯
遺
懷
方
之
制
也

而

滋
於
肙
濫
民
疲
於
奔
命
當
路
者
其
審
裁
節
之
宜

乎
故
志
郵
傳
禮
有
其
舉
之
莫
敢
廢
也
矧
廟
貌
而
尸
祝

之
者
多
有
功
於
民
者
也
可
勿
錄
乎
故
志
祠
廟
釋
老
之

宫
遍
海
内
歷
唐
宋
迄
今
豪
傑
起
而
排
之
者
不
少
矣
乃

卒
無
損
於
其
盛
豈
二
教
淪
浹
肌
膚
而
惟
以
虚

勝
耶

矧
其
教
亦
足
以
使
人
淸
心
寡
慾
以
基
天
下
之
治
故
志

寺
觀
造
舟
爲
梁
著
於
詩
而
扛
摧

約
雜
見
子
史
君
子

於
此
可
以
觀
政
矣
故
志
橋
梁
弔
古
興
上
世
之
思
墟
墓

式
過
客
之
車
是
人
心
之
不
可
冺
也
故
志
古
蹟
志
塜
墓

鳴
珂
碎
錦
所
以
昭
賢
表
遇
崇
功
保
庸
所
以
礪
世
摩
鈍

是
咸
作
之
勸
也
故
志
牌
坊
志
功
賞
設
官
分
職
自
有
邑

以
來
其
姓
字
堙
没
不
傳
者
多
矣
而
炳
焉
特
著
必
其
政

理
之
可
述
也
故
志
職
官
志
名
宦

國
朝
以
科
貢
爲
正

途
而
出
於
科
者

躋
崇
膴
貢
則
鮮
有
顯
赫
亦
其
勢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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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平
縣
志
序

卷
之

三

耳
故
志
科
目
志
應
貢
史
籕
旣
邈
姿
媚
日
新
邑
之
擬
跡

歐
顔
者
踵
曵
矣
故
志
中
書
源
深
流
遠
根
沃
末
茂
影
響

之
理
也
覩

天
寵
推
貤
之
隆
者
其
思
深
源
而
沃
根
乎

故
志
恩
封
孝
義
貞
節
民
之
紀
也
每
懼
夫
輿
論
之
弗
協

耳
兹
論
定
於
學
校
則
公
矣
公
而
不
載
曷
以
樹
風
故
志

孝
義
貞
節
邑
自
禰
正
平
而
下
巋
然
爲
衆
所
瞻
企
者
代

不
數
人
固
間
氣
之
鍾
也
義
當
特
書
以
傳
故
志
人
物
夫

志
以
紀
事
事
以
文
顯
凡
文
之
有

於
事
各
以

附
如

一
統
志
之
例
舍
是
無
錄
者
矣
故
詩
文
不
專
志
天
道
遠

人
道
邇
災
祥
非
所
急
也
而
要
之
天
人
交
感
之
際
微
矣

故
志
災
祥
終
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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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平
縣
志
序

一

重
修
德
平
縣
志
原
跋

大
梁
王
霖

德
平
舊
有
志
歲
久
漶
漫
闕

不
足
觀
矣
霖
也
執
般
鬲

之
符
數
欲
修
輯
而
朱
墨
紛
厝
議
未
遑
也
迨
乙
巳
夏
乃

始
延
集
諸
髦
士
各
據
所
見
設
局
分
曹
蒐
羅
舊
籍
採
掇

新
事
目
稽
而

編
之
數
閱
月
而
彚
集
合
帙
遂
將
付
之

梓
人
巳
而
深
思
之
志
當
閱
世
無
以
率
簡
殺
靑
乎
不
佞

再
讀
而
庚
考
之
取
材
於
衆
稽
斷
於
獨
芟
浮
汰
冗
訂
舛

正
訛
寧
略
弗
備
弗
敢
誣
也
寧
朴
弗
蕐
弗
敢
溢
也
弗
阿

弗
襲
罔
敢
弗
愼
焉
越
明
年
丙
午
迄
一
周
而
告
成
僉
謂

不
佞
宜
有
序
以
紀
歲
月
示
來
䙫
不
佞
乃
爲
之
曰
志
史

之
遺
也
周
禮
小
史
掌
郡
國
之
志
自
昔
重
之
寧
以
文
勝

侈
篇
牒
之
富
韓
子
曰
巧
匠
目
意
中
䋲
必
以
規
矩
爲
度

上
知
㨗
舉
中
事
必
以
先
王
之
法
爲
比
治
大
治
小
太
上

因
之
耳
古
今
異
俗
新
故
異
備
總
之
不
離
民
情
者
近
是

其
情
之
所
安
於
巳
然
者
法
也
吾
順
其
所
不
得
不
然
者

法
法
也
民
不
愛
其
情
官
不
易
其
法
不
然
者
萬
人
異
心

以
聽
一
人
之
用
是
最
下
者
與
之
爭
而
脊
脊
多
事
矣
百

里
風
物
萬
家
情
態
具
在
志
中
雖
弗
備
則
事
巳
核
矣
雖



ZhongYi

德
平
縣
志
序

二

裒
益
張
弛
厥
有
成
憲
凡
我
士
民
且
相
與
觀
摩
競
奮
以

偕
之
大
道
而
躋
諸
雍
熙
然
則
是
編
也
衮

蓍
龜
儼
然

斯
在
信
今
啟
後
豈
云
小
補
噫
嘻
我
公
之
雅
志
是
舉
其

用
意
良
深
且
遠
矣
余
不
文
聊
僭
數
言
於
簡
端
以
竢
諸

來
者
併
竊
取
於
附
驥
之
義
云

萬
曆
丙
午
孟
秋
之
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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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平
縣
志
序

一

重
修
德
平
縣
志
原
序

邑
人
季
東
魯

邑
故
有
志
創
於
趙
龍
窩
先
生
遡
柔
兆
執
徐
迄
今
巳
五

十
年
往
矣
蒞
兹
上
者
無
慮
數
十
易
其
間
錯
注
調
停
雖

同
歸
於
維
風
起
敝
而
事
以
時
更
法
因
人
異
試
就
今
所

張
設
質
諸
故
乘
中
葢
十
無
一
二
合
也
觀
風
者
卽
欲
按

籍
問
因
革
所
由
其
奚
從
焉
大
梁
王
公
以
良
史
之
才
綰

符
德
邑
每
慨
文
獻
無
徵
屬
以
治
定
功
成
卧
䕶
多
暇
爰

取
舊
帙
一
訂
正
之
書
成
且
付
剞
劂
余
得
而
卒
業
見
其

綜
括
詳
明
體
裁
簡
當
一
切
脂
澤
冗
蔓
無
關
利
病
語
悉

爲
芟
薙
而
宏
綱
衆
目
燦
若
數
一
二
辨
黑
白
者
故
披
疆

域
則
幅

具
在
閱
丁
繇
則
登
耗
不
爽
考
建
置
則
沿
革

若
列
睂
稽
官
師
則
淑
慝
如
指
掌
揭
科
選
則
百
代
之
人

物
斯
彰
標
節
孝
則
潛
德
之
淸
芬
可
挹
若
名
賢
制
作
閭

風
尚
以
至
灾
異
品
彚
亦
蒐
摭
不
遺
所
謂
其
事
核
其

體
直
誠
一
邑
成
書
百
世
信
史
矣
然
以
余
觀
於
古
昔
列

國
有
史
所
以
勸
媺
懲
惡
彰
往
䂓
來
春
秋
擣
扤
靡
非
是

物
豈
徒
區
區
垂
空
文
存
故
事
巳
哉
語
曰
趾
欲
固
視
故

歩
是
典
告
成
不
苐
繼
宰
吾
邑
者
用
以
起
治
功

風
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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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平
縣
志
序

二

弗
餙
則
質
未
漓
矣
弗
敢
弗
愼
則
直
而
不
阿
考
信
有
據

矣
紀
其
事
傳
其
信
同
民
出
治
志
之
意
在
斯
乎
或
曰
時

移
物
換
法
令
更
張
若
然
將
膠
柱
守
株
乎
不
佞
曰
否
否

諺
云
爲
政
猶
沐
也
雖
有
棄
髮
必
爲
之
愛
愛
棄
髮
之
費

而
忘
長
髮
之
利
又
不
知
權
矣
去
好
去
惡
貴
順
民
也
去

太
去
甚
以
維
法
也
一
邑
之
實
錄
在
是
異
日
者
循
而
酌

之
寧
勤
飭
於
官
勿
增
法
於
民
後
之
君
子
當
饒
爲
之
不

佞
固
未
逮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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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平
縣
志

凢
例

一

凢
例一

一
書
大
綱
前
後
次
第
各
有
義

如
天
地
設
位
則

分
野
疆
域
之
宜
先
人
事
增
蕐
則
文
章
詩
賦
之
宜

末
有
民
而
後
有
官
故
鄕
鎭
雖
微
必
先
於
城
池
公

署
有
材
而
後
有
貢
故
物
産
雖
細
不
後
於
田
賦
征

輸
政
立
而
教
可
興
則
學
校
之
必
因
乎
公
署
也
明

治
而
幽
亦
治
則
壇
墠
廟
祠
之
必
繼
乎
學
校
也
至

橋
梁
古
跡
之
紛
錯
必
人
事
居
先
寺
觀
陵
墓
之
遞

詳
則
相
從
以

若
官
師
以
下
人
物
因
之
人
事
旣

終
則
災
祥
備
志
凡
此
大
約
凖
趙
公
舊
志
及
一
省

通
志
兩
書
酌
定
之
非
敢
以
無
主
之
胸
不
爲
憑
臆

卽
爲
固
陋
也
以
俟
高
明
者
考
鍳
焉

一
德
之
舊
志
一
修
於
明
嘉
靖
年
俶
載
趙
公
再
修
於

萬
曆
丙
午
儆
恒
王
公
兩
人
嘉
績
美
政
皆
班
班
可

考
然
兩
書
優
劣
前
後
較
然
趙
公
高
文
卓
識
可
以

不
朽
王
公
手
筆
未
免
偏
駁
多
端
補
苴
失
體
故
鄙

見
折
衷
大
槩
以
趙
書
爲
的
惟
萟
文
不
以

附
另

列
一
徧
則
王
公
之
舊
式
而
亦
從
劉
公
之
意
别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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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平
縣
志

凢
例

二

所
表
章
也

一
邑
乘
之
修
廢
誠
司
牧
者
之
責
然
攷
訂
舊
聞
網
羅

新
帙
則
不
能
無
藉
於
愽
物
君
子
焉
況
德
志
之
不

修
六
十
餘
載
其
中
復
經
鼎
革
則
需
補
葺
更
定
者

尤
多
是
役
也
考
古
酌
今
愽
觀
約
取
弘
網
細
目
固

由
臆
見
所
裁
而
所
頼
較
讐
參
訂
則
本
邑
劉
公
孟

釆
一
人
之
力
居
多
若
前
志
未
詳
事
故
間
攷
史
書

補
入
者
一
二
條
餘
皆
出
自
劉
公
篋
笥
所
授
也
夫

縉
紳
先
生
退
處
鄕
邑
束
修
自
好
而
復
能
强
學
博

聞
足
當
獻
老
之
席
者
若
劉
公
誠
足
師
矣
故
亟
表

而
著
之
以
示
後
之
學
者

一
丙
午
志
各
條
首
有
小
序
末
有
論
斷
雖
似
文
釆
可

觀
然
揆
之
於
義
頗
爲
支
贅
今
悉
芟
之
非
難
别
搆

然
文
無
禆
實
徒
以
誇
多
闘
靡
貽
誚
識
者
故
不
敢

效
顰

一
沿
革
之
切
民
利
病
者
田
賦
爲
大
矣
其
重
輕
厚
薄

各
因
乎
時
亦
萬
世
得
失
之
林
也
爲
吏
者
遵
制
奉

行
垂
爲
定
式
凡
使
下
之
可
絶
侵
牟
上
之
可
稽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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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平
縣
志

凢
例

三

最
而
巳
其
條
則
一
照
現
年
賦
役
全
書
至
催
科
撫

字
意
又
存
乎
法
外
不
必
筆
之
於
書
以
邀
譽
也

一
人
物
不
另
立
總
目
卽
在
科
甲
文
學
孝
義
諸

中

葢
以
邑
無
先
聖
先
賢
故
也
惟
名
宦
鄕
賢
之
祠
學

宫
者
則
另
列
兩
萹
以
便
稽
名
不
厭
其
複

一
人
物
有
善
則
書
過
則
不
書
志
之
與
史
體
微
不
同

者
在
此
至
名
宦
現
任
鄕
賢
現
存
者
俱
不
得
書
俟

論
定
也

一
貞
節
已
旌
者
固
書
其
未
旌
者
亦
書
孝
義
之
有
可

見
者
無
不
書
葢
釆
之
輿
論
之
公
亦
善
善
則
長
之

意
也
然
不
無
採
訪
未
及
者
以
俟
後
之
君
子
表
章

焉
一
藝
文
一
項
凡
古
今
文
章
之
可
傳
者
則
錄
之
而
祠

廟

記
之
僅
同
記
事
者
宜
不
在
其
列
故
削
者
多

而
增
者
不
能
數
數
葢
以
傳
久
遠
不
敢
濫
予
貽
誚

後
人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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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平
縣
志

目
錄

一

山
東
濟
南
府
德
州
德
平
縣
志
目
錄

卷
一封

域

山
川

鄕
鎭

風
俗

物
産

田
賦

城
池

卷
二公

署

學
校
書

院

附

壇
墠

廟
祠

寺
觀

牌
坊

橋
梁

郵
傳

市
集

古
蹟
八

景

附

陵
墓

卷
三官

師

名
宦

鄕
賢

科
甲

貢
士

椽
階

勛
爵

封
贈

恩
廕

隱

文
學

孝
義

貞
節

災
祥

卷
四藝
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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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平
縣
志

卷
之
一

一

山
東
濟
南
府
德
州
德
平
縣
志
卷
之
一

渤
海
戴
王
縉
紳
黃
重
修

邑
人
劉
胤
德
克
滋
叅
較

封
域分

野

天
文
虛
危
之
次

建
置
沿
革

德
平
本
古
鬲
國
地

三
代
屬
兗
州

春
秋
戰
國
屬
齊

秦
屬
齊
郡

西
漢
爲
平
昌
縣
屬

靑
州
部
平
原
郡
分
置
鬲
般
安
德
重
平
皆
在
今
縣
境

内

東
漢
改
爲
西
平
昌
與
鬲
般
安
德
仍
屬
靑
州
平

原
郡

晉
仍
西
平
昌
鬲
般
安
德
屬
冀
州
平
原
國

南
宋
復
平
原
郡
餘
皆
仍
晉
置

北
魏
分
置
鬲
縣
屬

齊
州
部
東
平
原
郡
又
置
安
德
般
屬
靑
州
都
樂
安
郡

大
和
中
復
名
平
昌
省
鬲
重
平
入
焉
屬
渤
海
郡
熙
平

中
改
屬
樂
陵
郡
後
又
分
安
德
鬲
入
冀
州
部
安
德
郡

隋
復
名
平
昌
及
般
屬
兗
州
部
平
原
郡

唐
省
般

與
鬲
縣
置
安
德
平
昌
二
縣
屬
河
北
道
德
州
平
原
郡

後
唐
始
名
德
平

宋
熙
寧
中
省
入
安
德
縣
屬
德

州

河
北
東
路

金
復
名
德
平
仍
屬
德
州

山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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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一

二

西
路

元
仍
德
平
屬
德
州

山
東
東
西
道

明
仍

德
平
屬
濟
南
府

山
東
省

國
朝
因
之

道
里

東
西
廣
七
十
五
里
南
北
衺
七
十
五
里
東
至

武
定
州
一
百
二
十
里
南
至
臨
邑
縣
七
十
里
西
至
德

州
一
百
二
十
里
北
至
寧
津
縣
五
十
里
東
南
至
商
河

縣
五
十
里
東
北
至
樂
陵
縣
九
十
里
西
南
至
陵
縣
九

十
里
西
北
至
吳
橋
縣
九
十
里
距

京
師
七
百
五
十
里
距
江
寧
一
千
七
百
里
距
本
府
一
百

八
十
里

山
川基

山

在
縣
治
西
二
十
里
高
五
丈
周
三
百
六
十
步

狀
若
臺
基
故
名
上
有
寺

鈎
盤
河

在
縣
南
門
外
遶
西
門
永
豐
橋
下
北
流
半

里
折
而
東
之
其
道
經
齊
河
禹
城
平
原
陵
縣
德
平
由

海
豐
入
海
今
淤

鬲
津
河

在
縣
治
東
南
里
許
其
道
與
鈎
盤
河
同
今

亦
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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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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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一

三

按
許
商
云
鬲
津
河
在
鬲
縣
今
鬲
縣
故
城
在
河
之
東

南
十
里
河
名
或
始
此

黑
水
灣

在
縣
治
西
北
三
十
五
里
其
水
黑
色
舊
傳

有
秃
尾
龍
潛
於
淵
中
其
深
莫
測
今
逢
旱
則
涸
葢
巳

久
矣

土
河

在
縣
治
西
北
十
里
相
傳
卽
徒
駭
河
俗
呼
爲

土
考
邢
子
愿
臨
邑
志
亦
云
南
由
齊
河
經
禹
城
平
原

德
州
德
平
東
北
經
樂
陵
兩
岸
舊
有
堤
甚
高
廣
至
明

嘉
隆
間
土
人
狥
利
忘
患
沿
堤
墾
種
盡
平
其
堤
以
至

不
能
捍
水
河
道
漸
淤
間
蓄
蘆
葦
水
愈
壅
滯
至
樂
陵

尤
甚
民
皆
田
之
矣
每
夏
澇
水
無
所
洩
卽
滙
於
德
平

縣
北
之
田
病
之
秋
成
無
望

甘
露
泉

在
城
外
西
南
隅
水
淸
而
甘
爲
槩
縣
井
泉

第
一
土
人
于
其
旁
别
爲
井
遂
遠
不
及

鄕
鎭長

魁
鄕
圖
有
七
在
縣
城
東

懷
仁
鄕
圖
有
四
在
縣
城
東
南

禹
功
鄕
圖
有
五
在
縣
城
西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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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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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基
山
鄕
圖
有
十
一
在
縣
城
西

宜
豐
鄕
圖
有
十
三
在
縣
城
北

孟
顯
屯
城
東
三
十
里

袁
里
長
屯
城
東
南
五
里

車
里
長
屯
城
東
北
十
五
里

司
林
兒
屯
城
西
南
三

十
里

韓
里
長
屯
城
西
北
三
十
五
里

劉
里
長
屯

城
西
四
十
里

許
驢
兒
屯
城
西
北
三
十
里

李
官

屯
城
西
二
十
里

盧
官
屯
城
西
二
十
里

郭
里
長

屯
城
西
十
五
里

孫
里
長
屯
城
西
八
里

臺
頭
屯

城
西
二
十
里

魯
里
長
屯
城
西
北
五
里

橋
上
屯

城
西
北
十
五
里

孔
家
鎭
屯
城
東
北
三
十
里

鬧

溝
屯
城
西
北
四
十
里

長
魁
臺
店
城
東
十
五
里

懷
仁
店
城
東
南
二
十
里

理
合
務
鎭
城
南
二
十
里

糜
鎭
城
西
二
十
里

重
平
鎭
城
西
北
三
十
里

孔
家
鎭
城
東
北
三
十
里

王
家
營
城
西
南
十
八
里

吳
令
寨
城
西
南
三
十
里

党
家
寨
城
西
南
十
五

里

小
官
寨
城
西
北
二
十
里

孝
義
庄
城
北
二
十

里

桑
林
店
城
西
三
十
里

任
家
集
城
西
南
三
十

里

義
渡
口
城
西
北
四
十
里

范
家
橋
城
西
十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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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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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里

興
龍
鎭
城
西
南
二
十
里

風
俗按

古
平
原
志
云
德
平
人
尚
忠
勇
家
業
農
桑
風
俗
淳

厚
亦
謂
無
黨
嘉
靖
丙
辰
志
云
男
多
耕
女
多
織
士
多

務
功
名
俗
尚
淳
厚
濶
達
多
大
節
此
風
之
美
也
又
云

小
民
多
頑
狠
好
訟
㒺
惜
身
家
昔
朴
而
寡
僞
近
亦
餙

詞
相
訐
管
子
所
謂
貪
麤
好
勇
朱
子
所
謂
覇
政
餘
習

者
亶
其
然
乎

節
令

元
旦
長
至
祭
先
拜
長
戚
友
交
賀

正
月
十
五
競
作
花
燈

淸
明
祭
掃
先
塋

端
午
以
角
黍
蒲
觴
相
餽
問

七
月
十
五
薦
新
家
廟

重
陽
花
糕
酒
果
家
自
爲
節

十
月
朔
祭
掃
先
塋

臘
月
二
十
三
日
夜
祀
竈

歲
余
祭
内
外
諸
神

冠
禮
久
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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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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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婚
禮
重
親
迎
男
家
不
計
裝
女
家
不
計
財
小
民
不
盡

然喪
禮
士
大
夫
不
尚
佛
事

祭
禮
能
四
時
舉
行

物
產糓

類

黍

稷

大
麥

小
麥

蕎
麥

豆
各

色

俱

有

糝
子

蘇
子

芝
蔴

糓

蔬
類

白
蘿
蔔

葫
蘿
蔔

白
菜

芥

芹

莧

葱

韭

胡
荽

蒜

茄

萵
苣

茼
蒿

菠
蔆

苦
蕒

蔓
菁

甘
露

莙
達

白
花

羊

角

薺

瓜

果
類

桃

李

杏

棗

櫻
桃

葡
萄

梅

沙
果

橊

柰

秋

花

葵

菊

牡
丹

芍
藥

金
鳳

木
槿

滴
滴
金

金
盞

薔
薇

鷄
冠

石
竹

馬
蘭

萱
草

匾
竹

米
壳

金
雀

丹
桂

玉
簪

小

藍

綿
花

紅
花

靑
蔴

麻

苜
蓿

蓬

葦

茅

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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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木
類

松

栢

椿

楊

榆

柳

桑

荆

棗

槐

藥
類

地
黃

大
黃

牽
牛

枸

牛
蒡

車

前

蟬
蛻

酸
棗
仁

桃
仁

杏
仁

艾

葶
藶

槐
角

益
母
草

菟
絲

茵
陳

萆
蔴

蒺
藜

括
婁

蟲
類

牛

馬

騾

驢

羊

豕

犬

猫

狐

兔

貍

蝟

鷄

鵞

鴨

鴿

鳩

鶯

鴈

燕

鸛

雀

鵲

鶉

鴉

啄
木

鷂

蝙
蝠

蠶

蜂

蟋
蟀

蛇

蛙

鯉

鯽

鮎

鰍

蝦

白
魚

黑
魚

田
賦地

畞

古
原
額
㭍
千
叄
百
玖
拾
壹
頃
貳
拾
捌
畞
係

肆
尺
大
步
弓
明
萬
曆
九
年
奉
行
用
叄
尺
叄
寸
步
弓

丈
量
地
壹
萬
捌
百
㭍
拾
貳
頃
貳
拾
玖
畞
鄕
民
不
便

虛
數
遺
累
兩
院
道
府
檄
下
本
縣
仍
復
原
額
萬
曆
三

十
一
年
知
縣
王
霖
申
允
改
行
條
鞭
自
報
地
數
分
上

中
下
三
等
原
額
不
失
上
地
捌
百
㭍
拾
貳
頃
陸
拾
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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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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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畞
叄
分
中
地
陸
千
貳
百
捌
拾
叄
頃
壹
拾
壹
畞
八
分

下
地
貳
百
叄
拾
伍
頃
伍
拾
壹
畞
崇
禎
年
間
淸
丈
二

等
地
共
㭍
千
貳
拾
伍
頃
貳
拾
肆
畞
肆
分
陸
釐
肆
毫

叄
絲
今
以
此
爲
額
至
順
治
四
五
等
年
奉

旨
除
荒
地
貳
千
陸
百
玖
拾
貳
頃
零
至
順
治
十
一
二
等

年
續
墾
地
共
叄
千
肆
百
捌
拾
陸
頃
零
今
現
在
上
地

陸
百
玖
拾
壹
頃
陸
畞
陸
分
中
地
伍
千
㭍
百
陸
拾
伍

頃
陸
拾
壹
畞
伍
分
陸
釐
肆
毫
叄
絲
下
地
伍
百
伍
拾

壹
頃
㭍
拾
玖
畞
叄
釐
㭍
毫
上
地
每
畞
徴
銀
叄
分
玖

釐
玖
毫
壹
絲
捌
忽
玖
微
㭍
纎
陸
沙
玖
渺
伍
漠
壹
埃

中
地
每
畞
徴
銀
貳
分
玖
釐
玖
毫
㭍
絲
玖
忽
㭍
微
肆

纎
肆
沙
貳
渺
叄
漠
捌
埃
下
地
每
畞
徴
銀
玖
釐
玖
毫

㭍
絲
玖
忽
㭍
微
四
纎
四
沙
貳
渺
叄
漠
陸
埃
三
等
地

不
分
等
則
一
例
每
畞
徴
麥
貳
合
壹
勺
捌
抄
㭍
撮
捌

圭
㭍
粟
肆
顆
每
畞
徴
米
玖
合
壹
勺
㭍
抄
肆
撮
壹
圭

叄
粟
壹
顆

寄
庄
土
地
肆
頃
伍
拾
壹
畞
陸
分
照
原

額
編
徴
外
加
銀
肆
分

額
外
地
貳
拾
壹
頃
㭍
拾
玖

畞
壹
分
㭍
釐
伍
絲
每
畞
徴
銀
叄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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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以
上
五
項
每
年
共
徴
銀
貳
萬
陸
百
伍
拾
肆
兩
伍
錢

捌
分
伍
釐
捌
絲
壹
微
貳
纎
共
徴
麥
壹
千
伍
百
叄
拾

叄
石
叄
斗
陸
升
肆
合
玖
勺
肆
抄
㭍
撮
貳
圭
捌
粟
壹

顆
共
徴
米
陸
千
陸
百
伍
拾
伍
石
伍
斗
陸
升
叄
合
貳

勺
玖
抄
貳
撮
伍
圭
貳
粟
伍
顆

戸
口

五
鄕
共
肆
拾
壹
里
大
里
貳
拾
里
小
里
壹
拾

陸
今
併
叄
拾
玖
里
每
甲
拾
戸
原
共
軍
民
雜
役
等
肆

萬
壹
千
捌
百
戸
崇
禎
年
間
不
分
等
則
一
例
人
丁
肆

萬
壹
千
玖
百
壹
拾
玖
丁
順
治
四
年
撫
按
題
明
奉

旨
除
豁
逃
亡
人
丁
貳
萬
陸
百
貳
拾
丁
免
派
又
除
鄕
紳

舉
貢
生
員
優
免
本
身
丁
叄
百
伍
拾
壹
丁
免
派
今
實

在
行
差
人
丁
共
貳
萬
玖
百
肆
拾
捌
丁
每
丁
徴
銀
壹

錢
伍
分
陸
釐
共
徴
銀
叄
千
貳
百
陸
拾
㭍
兩
捌
錢
捌

分
捌
釐
又
隨
漕
加
耗
銀
貳
百
貳
拾
伍
兩
捌
錢
玖
分

玖
釐
肆
毫
壹
絲
伍
忽
耗
米
貳
百
貳
拾
伍
石
捌
斗
玖

升
玖
合
肆
勺
壹
抄
伍
撮

以
上
丁
地
每
年
共
徴
銀
貳
萬
肆
千
壹
百
肆
拾
捌
兩

叄
錢
㭍
分
貳
釐
肆
毫
玖
絲
伍
忽
壹
微
貳
纎
共
徴
麥



ZhongYi

德
平
縣
志

卷
之
一

十

壹
千
伍
百
叄
拾
叄
石
叄
斗
陸
升
肆
合
玖
勺
肆
抄
□

撮
貳
圭
捌
粟
壹
顆
共
徴
米
陸
千
陸
百
伍
拾
伍
石
伍

斗
陸
升
叄
合
貳
勺
玖
抄
貳
撮
伍
圭
貳
粟
伍
顆

起
運
歲
解

戸
部
丁
地
折
色
銀
每
年
共
貳
萬
陸
百

玖
拾
壹
兩
㭍
錢
壹
分
叄
釐
伍
毫
玖
絲
叄
忽
貳
微
伍

纎
玖
沙
本
色
麥
壹
升
壹
合
貳
勺
玖
抄
㭍
撮
叄
圭
肆

粟
伍
顆
本
色
米
貳
升
貳
合
肆
勺
貳
抄
玖
圭
壹
粟
㭍

顆
本
色
花
絨
黃
蠟
狐
狸
皮
正
費
銀
壹
拾
㭍
兩
玖
錢

貳
分
貳
釐
貳
毫
陸
絲
肆
忽
壹
纎
陸
沙
漕
糧
正
潤
耗

及
運
軍
行
糧
本
色
米
陸
千
壹
百
捌
石
捌
斗
貳
升
肆

勺
玖
抄
捌
撮
伍
圭
玖
粟
㭍
顆
輕
賫
蓆
草
脚
價
盤
費

并
潤
耗
及
運
軍
行
糧
脚
價
銀
捌
百
壹
拾
兩
肆
錢
肆

分
㭍
釐
叄
絲
肆
忽
壹
微
肆
纎
臨
淸
倉
本
色
正
耗
米

叄
百
㭍
拾
陸
石
捌
斗
陸
升
捌
合
壹
勺
玖
抄
肆
圭
叄

粟
玖
顆
蓆
草
脚
價
盤
費
銀
伍
拾
伍
兩
㭍
錢
㭍
分
叄

釐
伍
絲
肆
忽
叄
微
貳
纎
德
州
倉
正
耗
麥
壹
千
肆
百

肆
拾
捌
石
伍
斗
叄
升
叄
合
壹
勺
陸
抄
壹
圭
陸
粟
叄

□
德
州
常
豐
倉
折
色
米
并
蓆
草
脚
價
銀
陸
百
玖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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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平
縣
志

卷
之
一

十
一

貳
兩
㭍
錢
貳
分
肆
釐
玖
毫
伍
絲
陸
忽
貳
纎

存
畱

折
色
銀
并
司
庫
鹽
鈔
共
銀
壹
百
㭍
拾
伍
兩

壹
分
叄
釐
肆
毫
貳
忽
壹
微
伍
纎

驛
站

馬
肆
匹
每
匹
草
料
連
閏
共
銀
叄
拾
㭍
兩
貳

錢
走
逓
馬
夫
肆
名
每
名
連
閏
共
銀
拾
叄
兩
肆
錢
撥

馬
牌
子
壹
名
工
食
連
閏
共
銀
拾
貳
兩
肆
錢
鞍
屉
棚

□
櫓
□
等
項
銀
捌
兩
走
逓
白
夫
拾
貳
名
每
名
工
食

連

閏

共

銀

拾

貳

两

肆

錢

走

逓

青

夫

肆

名

每

名

工

食

連

閏

共

銀

拾

貳

两

肆

錢

走

逓

驢

銀

壹

两

玖

錢

貳

分

康

熙

拾

伍

年

知

縣

沈

志

達

奉

文

恊

泰

安

衝

驛

凢

再

更

麃

壯

俱

捐

俸

買

□

不

□

絲

毫

□

甲

稱

便

官
俸

知
縣
俸
銀
肆
拾
伍
兩
心
紅
紙
張
銀
貳
拾
兩

縣
丞
俸
銀
肆
拾
兩
典
史
俸
銀
叄
拾
壹
兩
伍
錢
貳
分

儒
學
訓
導
俸
銀
叄
拾
壹
兩
伍
錢
貳
分

役
食

知
縣
門
子
貳
名
每
名
工
食
連
閏
共
銀
陸
□

貳
錢
轎
傘
夫
㭍
名
每
名
工
食
連
閏
共
銀
陸
兩
貳
錢

馬
快
捌
名
每
名
工
食
并
喂
馬
草
料
連
閏
共
銀
拾
兩

叄
錢
陸
分
民
壯
伍
拾
名
每
名
工
食
連
閏
共
銀
陸
兩

貳
錢
皂

拾
陸
名
每
名
工
食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燈
夫
肆
名
每
名
工
食
連
閏
共
銀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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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平
縣
志

卷
之
一

十
二

名
每
名
工
食
連
閏
共
銀
陸
兩
貳
錢
舖
兵
肆
名
每
名

工
食
連
閏
共
銀
㭍
兩
貳
錢
叄
分
貳
釐
斗
級
肆
名
每

名
工
食
連
閏
共
銀
陸
兩
貳
錢
庫
子
肆
名
每
名
工
食

連
閏
共
銀
陸
兩
貳
錢
縣
丞
門
子
壹
名
工
食
連
閏
共

銀
陸
兩
貳
錢
馬
夫
壹
名
工
食
連
閏
共
銀
陸
兩
貳
錢

皂

肆
名
每
名
工
食
連
閏
共
銀
陸
兩
貳
錢
典
史
門

子
壹
名
工
食
連
閏
共
銀
陸
兩
貳
錢
皂

肆
名
每
名

工
食
連
閏
共
銀
陸
兩
貳
錢
馬
夫
壹
名
工
食
連
閏
共

銀
陸
兩
貳
錢
儒
學
門
斗
貳
名
每
名
工
食
連
閏
共
銀

㭍
兩
肆
錢
肆
分
喂
馬
草
銀
拾
貳
兩
齋
夫
銀
叄
拾
㭍

兩
貳
錢
膳
夫
銀
拾
叄
兩
㭍
錢
㭍
分
㭍
釐
陸
毫
㭍
絲

督
糧
道
門
子
壹
名
工
食
連
閏
共
銀
陸
兩
貳
錢
濟
東

道
快
手
貳
名
每
名
工
食
連
閏
共
銀
陸
兩
貳
錢
本
府

糧
㕔
步
快
壹
名
工
食
連
閏
共
銀
陸
兩
貳
錢
修
理
監

倉
銀
貳
拾
兩
孤
貧
冬
衣
花
布
銀
拾
玖
兩
本
色
麥
㭍

拾
伍
石
肆
斗
玖
升
㭍
合
㭍
抄
玖
撮
玖
圭
貳
粟
肆
顆

本
色
米
壹
百
伍
拾
壹
石
壹
斗
捌
升
叄
合
肆
勺
㭍
抄

叄
撮
㭍
圭
㭍
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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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平
縣
志

卷
之
一

十
三

雜
支

共
銀
壹
百
壹
拾
玖
兩
玖
錢
伍
分
貳
釐
伍
毫

貳
絲
壹
忽
貳
微
壹
纎
伍
沙

食
鹽

自
順
治
元
年
鹽
院
發
商
鹽
每
年
額
派
陸
百

㭍
拾
㭍
引
康
熙
陸
年
奉
文
又
增
貳
百
零
伍
引
諭
令

鄕
民
每
丁
賣
鹽
玖
斤
肆
兩
用
銀
捌
分
伍
釐
鹽
運
司

又

票
壹
千
㭍
百
㭍
拾
叄
張
招
人
認
買
解
銀
貳
百

叄
拾
陸
兩
壹
錢
壹
分
壹
釐
于
康
熙
七
年
奉
文
將
引

鹽
禁
□
派
散
人
丁
與
票
鹽
一
例
招
商
懸
秤
自
賣

城
池縣

城
舊
在
今
治
東
北
一
里
許
宋
熙
寧
三
年
改
遷
於

此
土
垣
狀
如
幞
頭
周
三
里
高
一
丈
八
尺
設
東
西
南

三
門
池
深
一
丈
廣
四
丈
舊
有
䕶
城
堤
明
正
德
中
流

賊
起
知
縣
朱
冕
因
其
土
增
壘
爲
外
城
高
一
丈
伍
尺

周
六
里
池
深
一
丈
廣
二
丈
四
方
俱
有
門
嘉
靖
三
十

一
年
知
縣
趙
鏄
内
外
城
俱
重
修
之
萬
曆
四
年
知
縣

何
倬
又
易
内
城
以
磚

三
十
三
年
海
上
有
警
知
縣

成
文
選
浚
内
外
池
深
廣
有
加
焉
崇
禎
四
年
知
縣
扈

邦
直
築
城

池
增

亷
憲
葛
如
麟

文
記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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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平
縣
志

卷
之
一

十
四

崇
禎
十
年
知
縣
蘓
翹
楚
復
置
兩
敵
臺
東
曰
多
助
西

曰
禦
侮
屢
經
兵
亂
外
城
之
保
障
爲
多
後
久
勿
治
康

熙
十
一
年
知
縣
戴
王
縉
重
修
旣
堅
且
厚
乃
成
崇
墉

外
門
東
門
名
迎
旭
西
門
名
畱
暉
以
雨
頺
知
縣
王
霖

修
之
南
門
原
名
來
薫
王
亦
重
修
之
改
名
映
奎
樓
以

門
拱
儒
學
之
東
取
星
聚
東
井
之
義
内
城
北
垣
上
知

縣
程
沂
建
光
嶽
樓
一
座
王
亦
重
修
之
扁
曰
海
岱
一

覽
久
圮

國
朝
康
熙
十
一
年
知
縣
戴
王
縉
重
建
扁
曰
海
岱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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