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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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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

愛

民

時

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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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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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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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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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

士

修

城

隍

廟

賑

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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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

强

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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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

善

接

金
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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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成

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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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
監

生

建

學

宫、

設

義

館、

懲

叛

亂

弭

盗

賊

宣

聖

諭

警

愚

頑

捐

資

財、

贖

難

民

修

道

路

平

徵

收

葺

衙

署

學

莊、

及

調

大

定

百

姓

羣

赴

各

大

憲

具

呈

請

保

留

不

許、

士

民

流

涕

祖、

餞

百

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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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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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

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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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公

後

由

大

定

州、

陞

𥠖

平

府、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年

任

甘
國
垓

正

藍

旗

人

監

生

首

重

學

校

康

熙

四

十

七、

年

任

明

禮

讓

以

課

士

設

義

館

啟

蒙

濟

寒

生

以

學

租、

用

木

牌

代

役、

以

省

催

科、

警

衙

役

以

免

滋

累、

繼

母

計

至、

哭

泣

之

哀、

士

民

爲

之

流

涕

去

之

日

士

民

立

戴

德

碑

劉
邁
種

平

逺

人

貢

生、

才

情

特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康

熙

五

十

達

決

斷

不

爽、

善

草

書、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年

任

王
鼎
鋐

仁

和

縣

監

生、

鋤

强

暴

培

義

學

興

行

敎

化、

決

斷

如

流

後

陞

都

匀

知

府

何
隆
遇

桐

城

縣

進

士、

淸

鎭

縣

署、

居

官

淸

明、

勤

課

士、

高
騰
蛟

甯

夏

人

舉

人、

安

平

縣

署、

愛

民

如

子、

王
　
遂

定

逺

人

優

生、

貴

筑

縣

陞、

才

幹

優

長

案

無

沈

牘

修

明

倫

堂、

升

南

籠

府、

陳
嘉
會

錢

塘

縣

監

生、

多

善

政

爲

第

一

贒

牧、

有

傳

易
學
仁

江

都

人

創

建

辛

巽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乾

隆
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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塔

以

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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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
楊
士
蔭

雲
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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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

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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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

學

租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六

年

任

王
讌

順

天

寶

邸

縣

貢

生

候

補

知

縣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乾

隆

三

十

署

修

大

成

殿

東

西

廡

大

成

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年

署

南
炙
會

甘

肅

舉

人

嘉

慶

二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嘉

慶

元

年

苗

變

守

城

有

功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年

任

劉
逢
奇

江

西

舉

人

署

存

心

慈

祥

士

民

咸

戴

王
志
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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隷

舉

人

聽

斷

精

明

案

無

留

牘

榮
　
昌

旗

人

通

達

政

體

金
　
澐

杭

州

舉

人

署、

倡

率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嘉

慶

十

紳

士

議

修

學

宫、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五

年

署

金
　
淳

浙

江

人

政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嘉

慶

二

十

簡

刑

淸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年

署

李
　
烜

順

天

㧞、

貢

倡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嘉

慶

二

十

修

維

風

書

院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三

年

任

劉
嗣
矩

山

東

舉

人

署

禮

士、

愛

民

安

良

除

暴

人

心

愛

戴

率

紳

耆

修

維

風

書

院

親

主

講

席

朔

望

日

偕

金

陳

兩

廣

文



 

安
順
府
志
　

卷
之
三
十
二

本

郡

名

宦

分

部

五

親

詣

院

中

爲

幼

童

背

書

厯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道

光

元

久

不

倦

文

風

振

興

由

此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年

署

黃
士
古

四

川

優

貢

署、

任

扶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道

光

十

衰

救

敝

吏

畏

民

懷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四

年

署

按

州

志

載

許

華

銑

道

光

四

年

署

愛

民

如

赤

勤

審

訊

嚴

差

役

勒

索

亷

靜

寡

欲

有

贒

吏

聲、

又

杜

端

十

三

年

任

詳

請

平

糶

全

活

無

𢿙、

二

公

官

黔

之

後、

其

存

亡

之

信

傳

聞

鮮

據

故

附

志

於

此、

陳
　
潢

大

定

㧞

貢、

任

本

州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康

熙

三

學

正、

始

立

學

規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十

年

任

楊
光
燾

銅

仁

㧞

貢

任

州

學

正、

有

學

識、

朱
子
璁

貴

陽

府

舉

人

任

州

學

正

敦

品

善

誘、

州

人

自

此

始

知

向

學、

雍

正

九

年

陞

石

阡

府

敎

授、

見

去

思

碑

記、

楊
光
地

天

柱

縣

甲

午

舉

人

任

州

學

正

嘉

慶

二

年、

興

義

變

同

知

州

南

炙

會、

訓

導

黃

瑛

守

城

成
廷
颺

大

定

府

舉

人、

任

州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嘉

慶

六

學

正、

守

正

不

阿、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年

任

金
章
𦖳

遵

義

府

舉

人、

任

州

學

正、

學

識

優

長、

性

情

瀟

　

嘉

慶

洒

善

書、

工

詩、

生

童

侍

敎

門

牆、

如

坐

春

風、

　

　

廿
三
年

余
必
䕫

安

化

縣

副

榜

任

訓

導

好

學

訓

士、

先

品

行、

次

文

藝

後

陞

桐

鄕

縣、

彭
光
勲

鎭

逺

府

嵗

貢

任

訓

導、

廉

隅

自

飭

善

課

士、

謝
庭
薰

貴

陽

府

癸

酉

舉

人

任

訓

導

創

修

永

　

　

乾

隆

三

十

甯

州

志

稿

繼

徃

開

來、

有

功

名

敎

有傳

　

　

　

七

年

任

黃
　
瑛

湄

潭

縣

貢

生

任

訓

導、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乾

隆

五

十

嘉

慶

二

年

苖

變

守

城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五

年

任

陳
一
亨

遵

義

府

舉

人

任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道

光

五

訓

導

敦

品

勵

學、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年

任

周
元
豐

旌

德

縣

人

任

州

吏

目、

時

學

宫

明

倫

堂

傾

毅

然

輔

州

牧

倡

捐

修

葺

用

有

不

敷

竭

力

捐

助

日

親

督

工

乾

隆

元

年

乃

竣

州

牧

每

公

出

事

皆

委

任

調

劑

得

　

　

雍

正

十

宜

地

方

安

靜、

後

以

憂

去

士

民

至

今

猶

念

之

　

　

三

年

任

普
定
縣

紀

畧

六

　

傳

一

劉
大
賓

籍

無

考、

乾

隆

二

十

二

年、

修

城

垣

不

擾

於

民、

王
雨
溥

直

隷

人

㧞

貢

軍

需

不、

累

於

民

胥

吏

不

得

作

奸

立

義

學

書

院

善

政

畢

舉

有

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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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二

本

郡

名

宦

分

部

六

吳
壽
朋

籍

無

考

修

文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乾

隆

四

十

廟

禮

重

斯

文、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年

任

劉
嗣
矩

山

東

單

縣

人、

舉

人、

勤

於

聽

斷、

每

朔

望

親

至

府

署

與

慶

太

守

林

背

童

子

書、

選

士

之

秀

者

至

署

讀

書

厚

其

膏

火、

所

造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道

光

六

就

者

衆、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年

任

周
　
淳

字

樸

園、

貴

陽

舉

人、

道

光

戊

子

任、

授

生

徒

於

署

多、

所

成

就

公

正

亷

明

工

書

士

林

稱

之

子

鴻

漸、

貴

陽

庠

生

林
上
玥

開

州

人

副

榜

道

光

廿

年

任

誠

樸

無

華

監

書

院、

餘

租

不

以

自

私

禀

府

立

碑、

積

𡚁

爲

之

一

振、

安
平
縣

紀

畧

十

五

　

傳

二

盧
大
濟

任

本

衞

守

備、

興

利

除

弊、

創

志

稿

以

交

後

任

學

問

淵

博、

才

識

明

敏

安

平

肇

造

之

功、

自

大

濟

始

有

傳、

黃
　
亮

漢

州

人、

進

士

舊

祀

在

書

院、

其

詳

雖

不

可

知

而

邑

當

初

設

多

所

建

造

輯

志

稿

創、

建

安

濟

橋

蚺

蛇

傷

人、

復

爲

改

路

避

之

立

祀

之

故

其

以

此

與

謝
夢
弼

號

坦

菴

湖

北

人、

貢

生

康

熙

四

十

二

年、

任

本

邑

縣

令

性

儉

政

勤

亷

明

慈

惠

捐

義

租

以

設

義

學、

卽

於

本

年

官

舍

西

園

藝

麥、

一

莖

産

二

三

穗

以

及

四

五

穗

者

凡

十

𢿙

本、

是

秋

又

産

嘉

禾、

邑

紳

士

歌

咏、

之

并

頌

其

善

政

十

則

日

宣

　

聖

諭

修

學

宫、

勸

農

桑

祈

雨

澤

杜

苞

苴

禁

糧

耗

折

疑

獄

靖

盗

源

瑞

麥

生

嘉

禾

見

任

滿、

陞

都

察

院

經

厯

邑

人

呈

懇

畱

任、

格

於

例、

立

祠

祀

之

祠

向

在

北

街、

後

圮、

嘉

慶

二

十

四

年

移

祀

木

主

於

治

平

書

院

顏
鳳
儀

福

建

人、

雍

正、

二

年、

以

進

士

選

㧞

本

邑

知

縣

性

端

才

練

淸

操

可

質

鬼

神、

文

廟

田

有

爲、

刁

民

隱

匿

追

比

之

鐫

石

明

倫

堂、

趙
希
堯

柔

逺

所

衞

千

總、

有

惠

政、

康

熙

十

三

年

歸

里

民

懷

其

德、

立

去

恩

碑、

在

今

齊

伯

房

五

顯

廟

張
之
佩

思

南

府

嵗

貢、

康

熙

二

十

七

年、

任

本

學

訓

導

訓

廸

有

方

時

大

成

殿

燬

於

兵

僅

存

聖

位

一

座

之

佩

捐

銀

百

兩

新

建

於

今

地

𣸸

建

啟

聖

宫、

置

四

配

十

哲

位

邑

紳

士

立

去

思

碑

稱

其

身

端

矩

矱

訓

讀

必

勤

謹

䕶

廟

堂

殘

闕

必

修、

恪

供

祀

典

廢

墜

必

興

椽

房

盡

滌

陋

習

必

除、

與

諸

生

時

勤

講

貫

樂

道

安

貧

爲

人

醇

謹

謙

讓

多

士

悦

服

引

朱

子

敎

之

爲

職

知

難

而

不

苟

以

稱

之

碑

記

見

藝

文

志

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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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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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
郡

名

宦

分

部

七

田
起
虬

籍

貫

未

詳、

康

熙

四

十

五

年

捐

買

義

學

田

租

十

西

石

零

八

斗、

以

敎

苖

民。

斯
　
堂

浙

江

人、

嘉

慶

十

九

年、

以

吏

員

任

本

邑

典

史、

家

無

僕

從、

惟

食

饘

粥、

以

其

餘

給

邑

之

貧

而

無

告

者、

敎

人

紡

織

施

棺

殮

埋、

又

嘗

僱

人

織

履、

以

給

流

徒

者

道

旁

有

一

幼

子、

堂

衣

食

之、

以

爲

孤

獨

者

嗣、

潔

己

奉

公、

近

所

罕

見

道

光

元

年

卒

於

官。

文
中
美

成

都

縣

人、

乾

隆

十

九

年。

任

詳

請

帑

項、

修

建

縣

城。

王
世
瑞

湖

南

舉

人、

乾

隆

二

十

八

年

任、

作

淸

釐

田

賦

册。

吳
祖
年

江

南

人

議

叙、

嘉

慶

元

年

任、

二

年

捕

斬

逆

苖

沙

推。

陳
嘉
柞

四

川

舉

人、

嘉

慶

十

六

年

任、

創

建

治

平

書

院。

徐
玉
章

浙

江

舉

人、

嘉

慶

二

十

四

年

任、

創

建

治

平

講

堂

三

間

設

社

倉、

捐

買

東

門

外

義

塜、

除

暴

安

良、

除

盗

賊

手

輯

志

稿

七

十

二

篇、

後

洊

陞

至

興

義

府、

卒

於

任。

劉
祖
憲

福

建

閩

淸

縣

人

舉

人

惻

怛

慈

惠

公

正

亷

明

富

民

敎

民、

皆

實

心

實

政、

爲

縣

第

一

贒

宰、

已

請

　

　

旨

入

名

宦

祠

中。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道

光

四

有

傳。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年

任

潘
光
泰

安

𡽪

桐

城

人

舉

人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道

光

十

有

惠

政、

禮

士

愛

民。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年

任

淸
鎭
縣

紀

畧

九

　

傳

二

姚
文
光

臨

湘

人、

監

生、

署、

下

車

之

始、

卽

於

塔

山

建

塔、

又

置

石

碙

注

水、

以

防

火

災、

先

是

明

時

謝

真

人

坐

化、

其

徒

以

泥

爲

衣

而

祀

之、

乾

隆

十

年、

有

奸

民

負

其

像、

置

之

距

縣

三

十

里

燕

耳

洞

中、

謂

之

活

佛

飛

來

煽

惑

愚

民、

男

女

禱

祀

者、

絡

繹

不

絶、

因

之

聚

衆

歛

錢

文

光

乃

命

僧

焚

其

像、

於

巢

鳳

山

祀

以

木

主、

煽

惑

之

風

遂

息

按

負

像

惑

人

事、

安

郡

鳳

凰

山

半、

突

有

土

地

像

愚

民、

惑

而

禱

之

又

有

謀

負

置

他

所

者、

事、

洩

而

止

鄭
五
典

陝

西

耀

州

人、

嘉

慶

二

年

二

月、

節

次

盤

獲

傳

散

木

刻

奸

匪、

地

方

安

堵。

沈
培
元

浙

江

錢

塘

人、

先

辦

銅

仁

軍

務

調

辦

　

　

　

嘉

慶

五

興

義

糧

餉

委

署

縣

事

厯

著

軍

功。

　

　

　

　

年

任



 

安
順
府
志
　

卷
之
三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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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
郡

名

宦

分

部

八

侯
大
受

陝

西

人

進

士

學、

問

淵

博

援

筆

成

　

　

　

　

道

光

八

章、

緝

盗

安

民

政

平

訟

理、

有

傳。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年

任

周
　
潞

山

東

金

鄕

人、

增

修

鳳

梧

書

院、

捐

置

義

塜、

造

就

人

才、

時

稽

查

匪

𩔖、

勤

於

聽

斷、

士

民

感

之、

後

以

運

鉛

卒

於

江。

　

𧶽

䘏

加

道

衘。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道

光

十

建

祠

於、

岸

祀

之。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六

年

任

王
存
成

癸

酉

優

貢

留

心

士

習、

時

捐

助

膏

火

親

至

義

館

背

童

子

書、

親

爲

講

貫、

卒

於

官、

有

傳。

翁
　
熊

號

渭

召、

雍

正

時

任

敎

諭、

居

官

盡

職、

道

光

十

三

年、

修

明

倫

堂、

掘

得

遺

愛

碑、

因

重

立

之、

其

碑

云、

太

山

支

派

聳

奇

峯、

聖

敎

長

流

一

𩔖

同、

楊

震

講

堂

誠

有

益、

馬

　

綘

帳

偣

多

功、

六

經

𡸁

訓

宣

揚

內、

五

典

修

明

樂

育

中、

此

後

魚

龍

頻

變

化、

時

時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雍

正

五

景

仰

慕

高

風。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年

任

周
銘
德

畢

節

舉

人、

補

淸

鎭

敎

諭

老

成

持

重、

品

學

兼

優、

邑

中

出

其

門

者、

科

甲

甚

衆、

邑

人

思

之

嘉

慶

二

十

二

年、

任

張
淸
泰

北

直

人、

道

光

戊

子、

補

邑

典

史

不

與

詞

訟、

勤

於

緝

捕、

助

軍

流

犯

本

銀、

使

之

謀

生、

無

爲

民

害、

暇

則

令

之

開

渠、

淘

井、

浄

街

衢

場

市、

渣

滓、

捐

金

修

祠

　

　

　

　

道

光

八

宇

道

路、

邑

人

至

今

稱

之。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年

任

張
太
守
經
田
傳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吳
寅
邦

公
諱
經
田。
字
壺
山
湘
潭
人。
進
士。
充
內
閣
協
辦
侍
讀。
補
思
州

府。
嘉
慶
二
十
一
年。
署
郡
篆。
甫
下
車。
覧
其
形
勢
曰。
郡
東
門
大

街
直
達
鼓
樓。
非
所
以
培
風
水
也。
進
紳
耆
而
詢
之。
僉
曰。
舊
有

是
説。
郡
城
已
三
十
餘
年。
無
舉
於
鄕
者
矣。
然
無
可
如
何
也。
公

曰。
胡
弗
建
文
昌
宫
於
上。
而
使
入
城
之
路。
繞
宫
後
以
出。
衆
以

地
近
營
卡。
弗
便
造
作
對。
公
曰。
試
爲
之。
我
捐
亷
爲
倡。

爾

等
共

襄
其
事
可
乎。
時
部
已
選
應
公
矣。
衆
懼
事
未
成
而
公
去。
羣
情

囂
然。
公
覺
之。
乃
買
民
居
以
開
新
路。
城
之
甬
壁
屬
營
地。
卽
以

爲
殿
之
後
牆。
近
卡
房
處。
曲
一
角
以
讓
之。
左
畔
一
街。
如
弓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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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𤨔
抱、
以
達
於
大
街。
委
生
員
張
嘉
林
楊
萬
春
董
匠
事。
基
址
甫

定。
而
公
䣃
篆
矣。
乃
屬
之
新
任
應
公
以、
成
其
事。
公
署
藩
憲
時、

告
成。
上
聯
曰。
星
閣
憑
臨。
蔽
萬
千
間
寒
士
厦。
人
文
炳
煥。
現
十

七
世
大
夫
身。
不
𢿙
年、
而
袁
鳳
階
太
守
登
贒
書、
入
詞
林。
至
今

科
名
相
繼。
公
之
守
郡
也。
聞
有
施
棺
會
者。
公
亷
得
其
實。
傳
首

士
等
面
議。
親
書
積
善
慶
餘
四
字
贈
之。
捐
亷
以
助。
復
爲
製
序。

事
賴
以
行。
又
議
增
設
義
學、
未
行
而
䣃
事。
至
攝
方
伯
篆
時。
捐

金
至
郡。
修
理
西
義
學
房
舍。
顏
之
曰
少
習
心
安
之
館。
公
之
惓

惓
於
安
郡。
不
以
去
而
忘
之
也、
有
如
此。
紳
士
自
省
謁
見
者。
待

以
客
禮。
鄕
試
則
優
以
賓
興。
於
戲。
公
任
安
順
之
日
淺。
而
德
則

彌
深
也。
後
致
仕
歸
里。
卒
於
家。

應
太
守
先
烈
傳。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吳
寅
邦

民
之
愛
戴
其
上
也。
有
不
可
觧
之
故。
不
必
其
莅
政
之
久。
德
澤

之
深。
而
後
有
以
固
結
民
心
也。
安
郡
太
守
應
公。
至
郡
𢿙
月
而

卒
於
署。
至
今
輿
論
者。
僉
曰。
應
公
贒。
問
其
所
以
贒。
而
論
者
不

能
顯
揭
也。
則
曰、
應
公
實
贒。
盖
不
徒
蒙
其
惠
者
云
然。
卽
受
其

責
者
亦
云
然。
就
老
吏
而
詢
之
曰。
應
公
前
爲
某
省
太
守。
有
白

向
包
公
之
號。
至
安
順
時。
司
門
者
一
人。
吏
役
見
之。
不
能
干
以

私。
而
曲
體
下
情。
吏
役
無
凍
餒
者。
亦
無
驟
富
者。
復
就
薦
紳
而

詢
之。
乃
得
其
片
言
折
獄
之
一
事
焉。
有
兩
姓
以
地
土
各
一
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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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互
易
立
契
後
某
私
改
其
一
爲
二。
而
復
據
其
一。
執
以
訟
公
曰。

不
必
易。
各
管
其
業。
立
爲
毁
契
其
聽
斷
多
𩔖
此。
而
待
儒
士
則

雅
意
殷
拳。
感
以
至
誠。
公
之
子
扶
襯
歸。
拜
哭
而
送。
有
不
能
起

者。
詩
曰。
天
生
蒸
民。
有
物
有
則。
民
之
秉
彞。
好
是
懿
德。
公
治
郡

僅
𢿙
月。
非
秉
𢑴
攸
好
之
固
結
焉。
何
以
使
民
之
不
忘
乎。

于
太
守
克
襄
傳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吳
寅
邦

公
諱
克
襄。
字
蓮
亭。
山
東
文
登
縣
人。
以
庻
常
歸
部。
洊
升
安
順。

甫
下
車。
卽
集
役
吏
而
訓
示
之。
𢿙
日、
課
書
院
觀
風。
親
爲
擇
取

甲
乙。
厚
其
筆
資。
榜
後、
生
童
等
挨
次
謁
見。
誨
其
不
及。
勉
之
以

正。
如
師
生
焉。
詞
訟
無
停
日。
立
爲
審
决。
以
免
拖
累。
値
仲
春、
親

至
四
鄕
勸
農
具
笠
簑
耰
鋤
饅
首
酒
肉
等、
以
賞
之。
傳
集
父
老。

親
問
民
間
疾
苦。
有
時
登
岡
隴。
行
阡
陌。
從
者
倦
焉。
而
公
自
若

也。
四
境
之
要
地。
皆
親
厯
之。
吏
不
能
欺。
而
民
無
不
白
之
隱。
未

一
載
而
遷
貴
陽。
公
之
於
安
郡
也。
其
設
施
諸
善
政。
已
有
成
算

在
胸。
未
及
舉
行。
然
而
民
已
見
其
心
矣。
迨
守
貴
陽
時。
暇
日
偕

僚
寀
登
臨。
每
多
題
詠。
惜
於
安
順。
則
日
不
暇
及。
此
攀
轅
無
計。

士
民
之
感
懷
於
公。
而
思
之
不
置
也。
公
於
書
院
月
課
時。
有
以

狀
詞
呈
公
者。
從
者
呵
之。
公
曰。
無
湏。
閲
其
詞。
而
詢
之。
得
其
實。

以
其
狀
還
之。
曰。
爾
歸。
事
已
祥
矣。
爾
當
益
勉
爲
學。
庻
幾
上
進

可
期
平。
命
之
作
文。
閱
而
取
之。
復
傳
至
署
訓
誡
焉。
旣
又
有
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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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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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爲
之
者。
公
閱
其
詞
曰。
爾
不
彼
若
也。
吾
不
爾
責
可
矣。
以
故

守
安
郡
僅
一
年。
而
士
習
爭
自
濯
磨。
翕
然
一
變。
公
繼
升
貴
東

道。
丁
太
夫
人
憂。
旋
起
復
任
觀
察。
以
　
誤
去
官。

慶
太
守
林
傳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吳
寅
邦

公
諱
林。
字
樾
亭。
長
白
人。
其
守
安
郡
也。
迄
今
僅
二
十
餘
年。
厚

德
深
仁。
非
特
薦
紳
能
言
之。
卽
婦
孺
亦
有
知
之
者。
公
以
長
白

望
族。
爲
　
　
國
懿
親。
貴
而
不
驕。
好
賢
禮
士
其
崇
書
院。
設
義

學。
創
義
倉
諸
善
政。
姑
不
具
論。
公
以
黃
堂
之
尊。
每
朔
望
日
傳

集
蒙
師。
率
其
子
弟。
親
爲
課
誦。
給
以
𥿄
筆
之
資。
𨿅
誦
之
聲。
廻

𤨔
座
右。
諸
童
子
嬉
笑
自
若。
公
顧
而
樂
之。
𧶽
飮
食
焉。
且
曰。
諸

童
子
中。
其
父
兄
豈
無
爲
役
吏
而
奔
走
於
吾
前
者
乎。
彼
皆
低

首
側
足。
而
諸
童
子
以
讀
書
故。
嬉
逰
自
若。
吾
優
禮
之。
所
以
示

文
教
之
重。
而
使
人
共
勉
於
學
也。
至
今
日
登
科
第
者。
半
屬
公

門
桃
李。
則
養
正
之
功。
烏
可
没
乎。
郡
舊
有
施
棺
會。
以
濟
暴
露

之
不
能
塟
者。
自
張
公
爲
守
捐
助
後。
事
幾
廢
矣。
郡
人
軍
功
吕

乾
矅
白
之
於
公。
求
追
比
定
案
通
詳。
而
負
債
者
讒
口
交
騰。
百

端
阻
止。
公
不
之
信。
卒
從
乾
曜
言。
至
今
日
貧
民
免
暴
露
之
傷。

皆
公
𧶽
之
也。
公
旋
調
陞
貴
陽。
繼
陞
廣
東
觀
察。
仕
至
方
伯
卒。

司
馬
丁
良
嗣
傳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張
懋
德

懷
甫
先
生。
諱
良
嗣。
北
直
人
也
由
順
天
舉
人。
考
取
教
習。
選
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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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
淸
鎭
知
縣。
署
郎
岱
同
知。
適
値
德
等
在
省。
具
呈
請
設
學
校。

嵩
中
丞
批
查
覆
詳。
斯
時
議
諭
紛
陳。
主
見
不
一。
事
幾
中
止
矣。

德
乃
袖
稿
謁
公。
公
見
而
贊
美。
卽
以
具
詳。
德
請
赴
府
會
詳。
先

生
慨
允
捐
貲。
到
府
始
獲
議
准。
盖
先
生
事
理
通
達
之
處
人
所

不
及。
而
當
駁
雜
繁
難
之
交
非
先
生
之
聰
明
果
决。
何
能
有
今

日
乎。
及
德
京
旋。
廩
貢
未
定
具
詳
到
府。
原
報
廳
籍
生
員
二
百

餘
名。
府
學
僅
九
十
名。
合
各
州
縣
撥
歸
者。
方
足
其
𢿙。
乃
有
議

以
照
廳
詳
部。
則
府
當
降
二
級
調
用。
畏
不
轉
詳。
擱
至
半
年
之

久。
而
先
生
䣃
郎
岱
任
矣。
後
之
來
者。
難
以
計
議。
德
趨
省。
先
生

亦
以
卸
任
何
能
辦
理。
乃
叙
稿
送
閲。
請
先
生
呈
學
院
藩
司
鑒

定
卽
達
知
太
尊。
照
此
詳
咨
定
無
處
分。
至
是
而
廩
貢
定
焉。
先

生
於
設
學
一
事。
不
畏
難。
不
任
性。
全
始
全
終。
其
有
功
於
岱
邑。

豈
淺
鮮
哉。
至
於
民
情
詞
訟。
聽
斷
明
决。
於
今
猶
然
口
碑
載
道。

先
生
運
鉛
進
京。
德
等
至
省
呈
贐
儀。
先
生
曰。
飮
水
至
甘。
我
性

生
成。
君
其
諒
之。
於
此
足
徵
其
生
平
矣。

别
駕
宋
龍
圖
傳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劉
起
春

城
之
建
也。
守
令
之
職
也。
奚
以
傳。
且
建
城
於
僻
壤。
制
度
狹
小。

無
赫
赫
之
名。
又
奚
以
傳。
茲
于
宋
公
龍
圖
之
建
歸
化
城。
則
有

不
可
不
傳
者。
按
歸
化
於
雍
正
八
年。
始
設
通
判
駐
今
地。
舊
名

威
逺。
亦
名
石
頭
汛。
榛
莽
甫
闢。
僅
建
衙
署
倉
獄
而
已。
時
大
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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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准
建
城。
而
今
地
實
未
有
城
也。
考
擺
頂
汛
石
城。
今
名
大
營

距
今
城
百
有
餘
里。
提
督
楊
天
縱
化
生
苖
所
建。
楊
公
於
雍
正

四
年
任。
九
年
䣃
事。
通
志
所
載
之
城。
適
届
其
時。
或
指
是
歟。
然

但
以
逰
擊
弁
兵
駐
其
地
而
已。
乾
隆
六
年。
以
瘴
癘
故。
商
賈
弗

通。
議
移
營
今
地。
十
年、
奏
建
今
城。
則
當
日
廳
之
初
建
城
明
矣。

然
使
承
建
者
陽
收
其
美
名。
陰
獲
其
厚
實。
草
率
從
事。
以
糜
帑

而
殃
民。
地
處
偏
僻。
誰
得
過
而
議
之。
此
固
狥
私
者
之
所
幸
爲

得
計
也。
至
于
寇
戎
之
來。
城
之
能
守
與
不
能
守。
乃
後
人
之
責

耳。
豈
肯
捐
目
前
之
實
利。
而
易
後
日
之
虛
名
哉。
則
今
日
之
歌

咏
宋
公
而
傳
之
也。
固
不
可
以
常
職
論。
亦
不
得
以
城
小
輕
之

也
宋
公
領
帑
一
萬
有
奇、
築
城
計
三
里
餘
以
丈
尺
高
厚
之
𢿙

揆
之。
計
工
程
之
費。
有
絀
無
贏。
而
後
知
宋
公
之
劈
畫
周
詳
也。

而
後
知
宋
公
之
潔
己
奉
公
也。
迨
狆
苖
之
變。
而
憑
而
守
之
者。

賴
以
獲
全。
宋
公
之
澤。
不
與
城
俱
永
哉。
而
宋
公
當
日
之
實
心

實
政。
不
已
見
一
斑。
而
愈
令
人
思
之
不
置
哉。

附
宋
龍
圖
建
城
碑
記

國
家
建
置
城
垣。
非
徒
以
表
壯
觀
於
都
邑
也。
盖
有
城
則
吏
有
所
據

以
治
事。
民
有
所
依
以
爲
安。
而
一
二
頑
梗
之
徒。
有
所
顧
忌。
而

不
敢
狡
焉
以
思
逞。
考
之
往
古。
易、
王
公
設
險
以
守
其
國。
周
禮

屬
之
掌
固。
春
秋
書
城
郭
城
牒。
凡
以
言
城
之
治
內
防
外。
其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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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四

關
甚
重
且
鉅
也。
况
黔
中
地
處
天
末
漢
夷
雜
處
而
歸
化
十
三

枝。
尤
屬
夷
多
漢
少。
界
連
西
粤。
山
箐
阻
深。
爲
扼
塞
要
地。
向
屬

安
順
府。
及
貴
陽
府
屬
之
定
番
廣
順
二
州
所
分
轄。
以
相
距
遼

闊。
不
無
鞭
長
不
及
之
虞。

國
朝
雍
正
八
年。
題
設
通
判
一
員。
駐
劄
威
逺。
轄
各
屬
所
管
十
三

枝。
維
時
僅
建
衙
署、
置
倉
獄、
規
模
粗。
具
而
石
城
一
座。
則
向
建

於
擺
頂。
與
通
判
處
相
隔
百
有
餘
里。
僻
在
一
隅。
旣
失
居
中
馭

逺
之
勢。
而
水
土
未
善。
夏
秋
之
瘴
癘
不
免。
逺
近
負
販。
皆
畏
縮

罕
到。
乾
隆
十
年。
黔
中
當
事。
酌
從
衆
議。
奏
建
威
逺。
縁
任
事
者

遷
調
靡
常。
是
以
因
循
未
舉。
戊
辰
夏
余
莅
茲
土。
卽
奉
檄
董
是

役
而
與
總
府
余
君。
守
府
程
君、
紀
其
事。
相
與
度
地
勢
酌
逺
近

領
帑
鳩
工。
經
始
是
嵗
之
十
月。
歷
己
巳
秋。
凡
十
閱
月
而
工
竣。

計
築
城
三
里
九
分
零。
炮
台
四
座。
城
設
四
門。
門
設
櫓
樓。
樓
兩

層。
窗
櫺
戸
牖。
丹
𣾰
黝
堊。
巍
然
煥
然。
共
費
帑
金
一
萬
有
奇。
至

是
而
吏
之
治
事
有
所
之。
民
之
居
處
有
甯
宇。
而
鳥
言
駃
舌。
椎

髻
卉
裳
之
衆。
覩
屹
屹
之
金
城。
而
觸
目
警
心。
潛
消
其
頑
梗
之

習。
而
益
動
其
向
化
之
誠。
啟
閉
有
常。
緩
𢚩
有
備。
從
此
而
𤨔
城

內
外。
四
民
聚
處。
廬
舍
櫛
比。
絃
誦
相
聞。
夫
安
知
彈
丸
僻
壤。
不

較
盛
於
通
都
大
邑
哉。
因
與
總
府
余
君、
周
視
四
門。
登
樓
縱
目。

顧
而
樂
之。
顏
其
東
曰
迎
暉
門。
西
曰
慶
豐
門。
南
曰
靖
邊
門。
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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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
宦

分

部

十

五

曰
拱
辰
門。
於
以
見

聖
天
子
德
威
流
布。
無
逺
弗
屆。
曁
各
大
憲
撫
輯
苗
疆。
經
營
永
久
之
至

意。
而
余
與
二
三
同
事。
櫛
風
沐
雨。
擕
鼛
鼓
以
從
事
者。
亦
於
是

而
告
厥
成
功
焉。
慶
何
如
歟。
余
君
曰。
然
則
子
不
可
以
無
紀。
廼

伐
石
而
紀
之。
益
以
同
事
之
職
守
姓
名
勒
於
石。

别
駕
鄭
寶
鑑
守
府
張
永
吉
合
傳
　
　
　
　
　
劉
起
春

通
判
鄭
公
諱
寶
鑑。
守
備
張
公
諱
永
吉。
籍
貫
皆
未
詳。
嘉
慶
二

年。
寶
鑑
攝
篆
歸
化。
永
吉
亦
以
守
備
䕶
逰
擊
事。
正
月
十
九
日。

南
籠
叛
仲
蔓
延
至
北
門
外。
燬
屋
圍
城。
肆
行
屠
掠。
時
精
健
士

卒。
赴
征
銅
仁。
老
幼
倉
皇。
勢
如
鼎
沸。
二
公
商
曰。
吾
等
生
爲
民

上。
可
坐
視
其
死
亡
耶。
城
雖
小。
亦
可
衛。
民
雖
弱。
亦
堪
守
爰
內

慰
軍
民。
外
力
防
禦。
晝
夜
奔
馳。
月
餘
弗
懈。
卒
至
古
州
袁
總
鎭

兵
援
圍
解。
按
南
籠
之
變。
册
亨
被
圍
城
䧟。
州
同
曾
艾
死
之。
歸

化
之
圍。
已
四
十
餘
日。
不
可
謂
不
久
也。
城
中
無
井。
僅
有
一
塘

以
供
汲。
塘
水
幾
竭。
而
連
日
大
雪。
公
喜
曰。
歸
化
舊
無
雪。
此
天

之
佑
斯
民
而
𧶽
之
也。
守
益
力。
是
時
賊
圍
尖
山
卡
子。
安
平
縣

民
黃
天
培。
寄
居
城
中。
同
鄕
勇
李
大
順、
李
雄
等。
五
十
餘
人
請

於
官。
出
城
拒
戰。
陣
亡。
後
詳
請
優
䘏。
則
當
日
鄭
李
二
公
守
城

之
功。
其
所
係
豈
鮮
淺
哉。

州
刺
史
鄔
紹
文
傳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白
玉
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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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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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公
諱
紹
文、
字
秀
之、
江
西
豫
章
人。
乾
隆
庚
辰、
爲
鎭
甯
州
刺
史。

州
民
苦
於
城
壞
久
矣。
公
甫
下
車。
周
覽
四
境。
慨
然
曰、
是
豈
不

足
以
築
城
乎。
爰
請
重
修。
捐
貲
鉅
萬。
鳩
工
八
載。
而
城
於
是
乎

告
竣。
況
鎭
甯
爲
滇
南
要
路。
楚
北
通
衢。
所
爲
設
險
以
守
者
此

也。
所
以
嘉
慶
二
年
苖
變。
鄕
民
竄
巖
穴
間。
喘
息
求
旦
夕
之
安

而
不
可
得。
而
城
中
惟
𢿙
堞
而
守
之。
苖
雖
𩣏。
豈
能
蹂
躪
至
此。

其
不
罹
兵
燹
者。
恃
此
城
也。
盖
城
郭
完
固。
則
民
得
所
安。
不
逞

之
徒。
消
其
覬
覦
之
謀。
去
其
臲
卼
之
危。
宜
其
皆
安
堵
奠
枕
於

今
日
矣。
公
莅
斯
土。
興
行
禮
敎。
百
廢
具
興。
暇
則
進
諸
生
講
論

道
理。
娓
娓
不
倦。
州
人
由
此
向
學。
平
日
潔
己
愛
民。
不
存
私
家

念。
其
立
政
也
革
除
重
耗。
雜
派
令
民
自
輸。
胥
吏
無
所
容
其
奸。

鋤
豪
强。
懲
積
盗。
案
無
畱
牘。
門
無
私
謁。
民
愛
之
如
慈
父
母。
嘗

因
嵗
饑。
民
有
菜
色。
公
忽
稱
疾
不
視
事。
同
僚
皆
來
問
疾。
公
曰。

余
病
非
藥
石
所
能
愈。
惟
須
邑
無
饑
民。
則
自
愈
矣。
有
民
間
分

財
不
均。
乃
飭
兩
吏
命
甲
家
入
乙
舍。
乙
家
入
甲
舍。
貲
財
無
得

動。
分
書
則
交
易
之。
訟
者
乃
止。
時
境
內
大
蝗。
公
心
憂
之。
曰、
余

爲
政
而
使
飛
蝗
蔽
天。
豈
不
爲
斯
民
笑
耶。
乃
遍
歩
郊
野。
身
先

掩
撲。
而
蝗
由
是
遂
退。
公
以
濟
世
爲
心。
不
談
元
妙。
以
聞
過
爲

喜。
不
事
矜
張。
察
理
必
窮
其
微。
愛
民
必
核
其
實。
而
且
立
美
善

之
章
程。
使
後
人
有
所
遵
守。
權
從
前
之
利
𡚁。
使
善
政
有
所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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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七

端。
非
公
之
才
不
能。
且
修
城
一
舉。
非
公
之
力
不
能。
記
曰。
以
死

勤
事
則
祀
之。
以
勞
定
國
則
祀
之。
鄔
公
可
謂
有
功
德
於
民
者

矣。
及
觧
組
而
歸。
邑
中
父
老
百
餘
人。
相
送
流
涕。
請
立
碑
建
祠。

宜
乎
民
之
不
能
忘
也。
畧
述
其
德。
叙
其
政。
而
爲
之
傳。

附
鄔
紹
文
修
城
碑
記

築
城
爲
營
邑
之
制。
實
爲
保
民
之
基
先
王
愼
固
封
守。
完
城
郭

以
聚
人
民。
所
以
嚴
捍
衞。
備
不
虞。
區
晝
詳
而
盡
善
矣。
我

朝
大
一
統
之
模。
建
萬
世
之
業。
自

京
都
曁
各
省
郡
邑
州
縣。
莫
不
建
置
城
郭。
固
若
金
湯。
鎭
甯
爲
古

安
莊
地。
前
明
舊
有
石
城。

國
朝
康
熙
十
一
年。
改
衞
置
州。
而
城
仍
其
舊。
乾
隆
三
十
年
余
權

州
篆。
下
車。
閱
視
城
石
傾
圮。
幾
於
過
半。
不
可
補
葺。
且
居
民
如

堵。
城
苦
狹
隘。
余
欲
擴
大
其
規。
因
有
新
修
之
志。
用
是
詳
請
上

憲。
約
計
周
圍
五
里
八
分
零。
連
月
城
水
關。
共
長
一
千
一
百
三

十
四
丈
初
估
銀
二
萬
五
千
五
百
六
十
六
兩。
三
十
一
年
二
月

初
十
日。
奉
撫
部
院
方。
批
布
政
司
良。
咨
開
檄
委
署
理
貴
西
道

王。
督
同
安
順
府
珠。
𢃄
領
署
淸
鎭
縣
詣
勘。
確
估
酌
議
城
一
律

加
增
二
尺。
連
垜
墻
高
一
丈
七
尺。
以
合
體
制。
城
身
正
靣
內
牆。

統
用
新
石。
估
銀
一
萬
九
千
九
百
九
十
五
兩
零。
詳
請
題
修。
先

發
銀
五
百
兩。
折
卸
挑
選
舊
石
可
用
者。
先
州
城
俱
用
毛
石
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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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砌。
中
用
土
築。
並
無
裏
牆
海
漫。
故
塊
石
止
可
用
立
根
石。
餘
皆

採
山
辦
料。
文
兢
兢
惴
懼。
才
愧
疎
庸。
協
同
紳
耆。
相
陰
陽。
觀
流

泉。
東
則
東
波
山
迤
邐
𢿙
十
里。
以
作
營
衞。
西
則
平
原
寛
𢿙
里。

以
作
堂
局。
南
則
白
虎
山
屏
於
外。
北
則
𤨔
翠
山
拱
於
前。
上
下

水
關。
順
流
以
爲
王
𢃄。
擇
吉
興
工。
親
巡
築
𨯳。
罅
縫
灌
以
灰
槳。

海
漫
鈎
以
石
塊。
雉
堞
鱗
鱗。
垣
墉
仡
仡。
內
外
齊
整。
壁
壘
一
新。

越
二
年
而
功
告
竣。
是
舉
也。
民
力
不
罷。

國
用
不
耗。
居
享
安
堵
之
樂。
寇
無
乘
闉
之
虞。
庻
可
卜

國
家
萬
年
有
道
之
長
也。
文
職
司
州
牧。
膺
茲
重
任。
敢
不
勉
力
仰

各
上
憲
保
守
地
方
至
意。
而
𥨸
幸
城
之
落
成。
作
之
保
障。
而
有

裨
於
斯
士
也。
因
紀
其
實
而
記
之。

考

鄔

公

修

城

州

人

士

皆

言

其

捐

資

鉅

萬

故

城

工

猶

爲

堅

固

其

言

信

而

有

徵

而

公

之

自

記

不

載

其

事

不

言

其

功

而

功

益

不

能

没

非

盛

德

之

心

能

如

是

乎

故

並

志

之

云

州
刺
史
德
順
傳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范
宜
春

州
刺
史
德
公。
滿
洲
人
也。
嘉
慶
壬
戍
奉
委
治
鎮。
値
苖
變
未
久。

民
之
苦
於
饑
寒
者
衆。
兼
蜀
人
紛
紛
而
來。
戻
止
於
斯。
奸
宄
百

出。
嘗
有
貧
而
不
能
自
持
者。
從
之
習
丢
包
等
術。
日
於
道
路
間

紏
黨
成
羣。
搶
刼
客
商。
至
於
不
畏
王
法。
幾
成
惡
俗。
公
初
下
車。

卽
爲
世
道
人
心
憂。
先
頒
文
示
以
化
諭
之。
次
編
甲
牌
而
稽
查

之。
方
其
發
覺
送
官。
公
猶
示
以
改
習
正
途。
隨
問
而
隨
宥
之。
意

𢙢
不
敎
而
殺。
惡
在
其
爲
民
父
母
也。
公
之
居
心
可
謂
仁
之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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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矣。
無
如
民
當
習
𣑱
旣
深
之
候。
不
惟
不
改。
且
愈
熾。
公
察
其
故

皆
由
異
方
潛
身
充
役、
恃
爲
䕶
符。
乃
艴
然
怒
曰。
是
何
其
梗
頑

以
至
於
斯
也。
是
誠
不
有
刺
吏
在
其
意
中
也。
吾
奉
命
來
守
是

邑。
容
若
輩
肆
行
無
忌。
使
民
不
得
安
堵。
焉
用
刺
史
爲
也。
由
是

便
服
巡
查
鄕
場
城
市。
得
賊
十
餘
人。
察
其
有
再
三
犯
者。
不
恤

重
刑。
拷
其
足
脛。
至
於
抽
筋。
而
賊
遂
潛
逃。
是
公
一
怒
而
安
鎭

邑
之
良
也。
雖
然。
莠
除
矣。
良
安
矣。
而
撫
字
無
䇿
民
莫
被
惠。
卽

仁
聞
何
裨。
公
竊
于
决
訟
稍
暇。
易
服
閒
逰。
大
街
小
巷
之
間。
親

視
民
之
疾
苦。
見
四
民
果
有
勤
於
生
理。
務
其
正
業。
曁
塾
中
蒙

童。
善
於
誦
讀。
等
而
下
之。
至
於
賣
餳
子
弟。
紡
花
婦
女。
莫
不
隨

時
旌
奬
而
鼓
勵
之。
所
由
民
性
日
以
節。
民
情
日
以
和。
而
凡
好

爲
逰
惰
者。
亦
各
交
相
勸
勉。
改
惡
從
善。
以
成
風
俗
之
好。
視
向

之
苦
於
饑
寒
者。
其
相
去
爲
何
如
耶。
公
治
鎭
二
載。
善
政
頗
多。

余
甫
髫
齡。
亦
烏
知
公
之
贒。
後
以
就
童
子
試。
拜
謁
大
守。
朗
然

見
公
天
理
良
心
匾
額。
懸
於
二
堂
聽
政
之
所。
出
而
訪
諸
父
老。

競
贊
不
絶
口。
尤
愛
其
將
䣃
篆
時。
四
民
各
具
留
禀
未
允。
去
鎭

之
日。
父
老
子
弟。
爲
之
祖
道。
絡
繹
而
至
於
一
二
十
里
之
遥
也。

夫
鄭
有
子
產。
子
嘗
稱
爲
惠
人。
然
則
治
鎭
如
公。
不
亦
古
之
遺

愛
也
與。

州
刺
史
陳
嘉
會
傳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謝
庭
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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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
郡

名

宦

分

部

二

十

公
諱
嘉
會。
字
舒
公。
號
虛
亭、
越
之
錢
塘
人。
雍
正
時。
由
黌
門
肄

業
成
均。
考
上
上。
除
大
定
州
調
永
甯
州。
旋
請
囘
籍
塟
親。
復
任、

以
卓
異
入
都。
又
復
任。
公
性
儉。
日
食
無
兼
味。
勘
踏
地
方。
不
割

民
間
一
雞。
實
政
實
心。
一
時
州
境
大
治。
非
特
𥙊
祀
䖍。
徵
收
平。

衙
蠧
除。
囹
圄
虛
也。
其
尤
關
心
者。
斯
文
一
道。
於
葺
庠
序
修
壇

墠。
建
魁
閣
外。
復
議
城
外
高
阜
造
辛
巽
雙
塔。
以
培
文
峯。
事
未

就、
而
公
適
離
任。
故
後
任
易
公
學
仁。
州
博
范
公
芳。
祖
公
士
元。

率
諸
生
卒
成
其
事。
州
署
西
係
往
時
花
圃。
公
構
講
堂。
集
諸
生

切
𤥨
其
中。
額
曰、
維
風
書
院。
公
以
父
母
而
兼
師
長。
身
先
作
範。

簿
書
稍
暇。
卽
口
講
指
畫。
文
務
精
實。
行
務
方
正。
間
有
以
私
干

請
者。
立
逐
之。
然
敦
品
者
又
輙
詢
之
事。
因
以
洞
悉
閭
𨶒
隱
微

疾
苦。
戊
午
首
夏
雹。
公
賑
恤、
之。
厚
薄
各
視
其
境。
雹
之
多
寡。
無

一
役
履
畝
查
擾。
無
一
隅
漏
澤
怨
咨。
此
卽
寄
耳
目
於
及
門
之

明
驗
也。
故
其
年
雖
災。
而
秋
仍
有
獲。
謂
非
公
之
有
以
囘
天
與。

州
庠
如
吳
進
士
視。
李
孝
亷
瑛。
武
孝
亷
鈺。
趙
明
經
景
命
輩。
皆

維
風
書
院
選
造
之
士。
而
醇
謹
則
瑛
較
甚。
固
知
公
之
作
人。
非

徒
開
科
甲
而
已
也。
雍
正
壬
子。
頂
營
司
與
阿
三
等。
控
争
大
龍

潭
土
田。
公
判
爲
義
學
莊。
以
其
穀
充
維
風
書
院
之
膏
火。
以
其

人
供
維
風
書
院
之
使
令。
無
何、
而
公
殁
於
壬
戍
嵗。
書
院
廢
矣。

其
穀
其
人。
亦
轉
而
他
用
矣。
越
四
十
載。
而
後
有
申
刺
史
贊
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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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郡
名
宦
分
部
二

十

一

允
周
景
旦、
等
之
請。
復
其
穀
如
舊。
又
四
月
而
後
有
任
刺
史
鎭

及。
允
周
景
旦
之
請。
復
其
人
如
舊。
公
之
明
德。
眞
所
謂
殁
世
不

忘
者
也。
予
始
聞
而
慕
之。
旣
而
疑
之。
謂
近
世
之
循
吏
未
有
若

此
之
贒。
猶
𢙢
告
之
者。
阿
其
所
好
也。
乃
悉
心
博
訪。
合
州
士
庻

無
異
辭。
予
是
以
爲
之
傳。

學
博
謝
庭
薰
傳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吳
寅
邦

周
子
曰。
文
所
以
載
道
也。
輪
轅
飾
而
人
弗
庸。
徒
飾
也。
况
虛
車

乎。
竊
嘗
三
復
斯
言
而
求
之。
綱
常
其
道
之
大
者
乎。
篤
於
綱
常。

而
見
之
於
文。
有
德
之
言。
逈
異
於
有
言
之
言。
而
道
從
可
識。
先

生
貴
陽
府
人。
癸
酉
舉
於
鄕。
乾
隆
三
十
七
年。
任
永
甯
訓
導。
創

修
州
志。
稿
成
未
刊。
越
六
十
有
餘
年。
我
黃
植
圃
夫。
子
以
會
稽

名
儒。
任
州
牧。
知
之。
求
其
稿
不
獲。
邑
孝
亷
修
偉
堂
先
生。
至
省

垣
於
其
嗣
子
得
之。
植
圃
先
生
閱
之。
喜。
乃
重
修
梓
行。
今
永
甯

志
是
也。
籍
令
先
生
非
載
道
之
言。
安
能
使
六
十
年
後
之
贒
州

牧。
見
先
生
稿。
不
居
於
創。
而
自
處
於
因
乎。
志
中
稱
其
繼
往
開

來。
有
功
名
敎。
信
矣。
今
取
其
序
而
讀
之。
則
尤
有
感
者
焉。
先
生

受
庭
訓
於
子
俊
公。
每
舉
當
湖
陸
稼
書
先
生
之
生
平
以
開
示。

繼
師
蒲
城
原
簡
齋
先
生。
安
平
陳
定
齋
先
生。
受
喻
義
勿
喻
利。

爲
己
勿
爲
人
之
訓。
定
齋
先
生。
爲
安
邑
之
鄕
贒。
知
之
稔
矣。
先

生
爲
定
齋
高
弟。
而
不
忘
定
齋
言。
則
子
俊
公
之
家
傳。
簡
齋
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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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二

生
之
爲
學
亦
從
可
識
矣、
至
爲
禮
官。
而
切
切
以
修
志
爲
急。
以

無
負
斯
文
之
任。
民
生
於
三。
事
之
如
一。
先
生
有
焉。
其
爲
言
皆

自
飾
厥
性。
質
而
婉。
博
而
綜。
愼
選
擇。
核
名
實。
非
特
於
學
問
中

備
嘗
甘
苦
而
來。
實
於
綱
常
中
不
弛
負
擔
而
成
者
也。
獨
是
以

未
學
後
輩
而
傳
先
生。
猶
捧
土
以
益
泰
山。
自
問
益
滋
愧
耳。

附
謝
庭
薰
永
甯
州
志
原
序

朱
紫
陽
莅
官
所
在。
輙
搜
其
志
乘。
備
一
方
之
實
録
卽
所
以
端

一
方
之
風
化
也。
薰
幼
時
先
君
子
俊
公
庭
訓。
並
舉
當
湖
陸
稼

書
先
生
之
生
平
以
開
示
業
師
蒲
城
原
簡
齋
夫
子。
安
平
陳
定

齋
夫
子。
皆
切
切
課
薰
喻
義
而
勿
喻
利。
爲
己
而
勿
爲
人。
今
再

膺

簡
命。
助
敎
永
庠
仰
蒙

大
憲
提
撕。
一
切
品
文
物。
垂
典
章
整
綱
常。
美
風
俗。
咸
分
寄
於

薰
之
擔
負。
而
不
可
一
日
弛。
孔
子
上
下
古
今。
夏
禮
殷
禮。
非
不

自
能
言
之。
而
猶
屬
望
於
杞
宋、
文
獻
之
足
徵。
盖
雖
聖
人
亦
不

能
以
聰
明
自
用
也。
壬
辰
夏
薰
時
方
借
補
查
城
訓
導。
都
中
晤

朱
主
政
鍾
麒。
詢
知
永
舊
無
志。
薰
喟
然
曰。
今

天
子
文
治
盛
則
天
下
文
明。
大
都
大
邑。
皆
有
志
也。
永
何
缺
焉。
朱
主

政
曰。
我
永
之
人
亦
久
欲
修。
而
特
懼
綱
羅
之
難
詳
難
確
也。
薰

謬
不
畏
難。
首
於
京
摘
録
一
統
志
以
爲
根
據。
仲
冬
踐
任。
復
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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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部
二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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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明
史
新
舊
省
志
黔
記
黔
書
續
文
獻
通
考。
與
一
切
古
籍。
誠

不
敢
不
乙
夜
搜
討。
惟
是
查
城
甫
初
闢
於
達
安。
其
人
其
事
之

載
在
舊
册
者。
甚
屬
寥
寥。
苟
非
諸
君
子
以
永
人
譚
永
事。
先
親

切
吐
實。
各
抒
所
見。
俾
薰
得
所
籍
手。
薰
豈
能
憑
臆
以
撰
耶。
且

夫
相
臣
之
薦
贒
者。
盡
一
世
英
挺
之
楩
楠
杞
梓
而
選
之
造
之。

所
以
樹
國
棟
也。
史
臣
錄
善
者。
舉
千
古
埋
藏
之
忠
孝
節
義
而

表
之
揚
之。
所
以
張
國
維
也。
周
禮
小
史
掌
邦
國
之
志。
外
史
掌

四
方
之
志。
其
志
不
同。
而
志
之
指
歸
則
同。
懸
前
鑒。
激
後
進。
俾

人
人
感
發
而
興
起。
在
上
霖
雨
蒼
生。
在
下
羽
儀
鄕
黨。
而
人
文

賁。
天
心
順。
地
靈
暢。
庻
績
咸
熙
於
其
間。
然
則
今
日
卽
永
之
所

宜
志
者。
還
以
志
乎
永。
政
不
徒
博
綜
故
實
會
萃
案
牘
已
也
正

學
李
君
肇
基。
舊
相
善。
每
互
勉
以
整
頓
庠
序
之
義。
自
時
厥
後。

薰
一
一
同
請
裁
於
州
長
申
公
贊
皇。
任
公
鎭
及。
蕭
公
栴
年。
善

公
泰。
皆
先
後
指
南。
而
統
於
司
馬
王
公
潤。
折
衷
完
稿。
詳
呈
大

憲
鑒
定。
是
舉
也。
第
是
先
父
先
師
誨
薰
遺
意。
而
深
賴
王
公
成

之
也。
其
在
古
聖
贒。
豈
敢
謂
竊
比
毫
釐。
以
上
副

朝
廷
陶
鑄
邉
方。
大
憲
承
流
宣
布
之
萬
一
顧
薰
黽
勉
執
簡。
以
查
城

人
之
耳
目
爲
耳
目。
而
薰
之
耳
目。
不
敢
有
所
偏
執。
以
查
城
人

之
思
慮
爲
思
慮。
而
薰
之
思
慮。
不
敢
有
所
專
欲。
庻
幾
一
筆
一

削。
或
不
背
於
公
是
公
非。
若
夫
觀
文
而
化
成。
則
查
城
人
之
不



 

安
順
府
志
　

卷
之
三
十
二

本
郡
名
宦
分
部
二

十

四

甘
自
𣓪
於

同
文
盛
世
也。
薰
曾
何
力
之
有。

邑
侯
王
雨
溥
傳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劉
起
春

邑
侯
王
公、
諱
雨
溥。
號
濟
蒼。
直
隷
人。
由
㧞
貢
選
授
安
平
縣。
乾

隆
三
十
四
年。
調
普
定
縣。
公
任
事
明
决。
聽
斷
如
流。
時
雲
南
有

兵
事。
軍
需
往
來。
絡
繹
不
絶。
公
乃
均
差
徭。
淸
賦
稅。
不
以
累
民。

夜
分
則
審
決
地
方
訟
獄。
緝
捕
盗
賊。
較
前
益
加
謹
嚴。
胥
吏
或

有
遲
誤。
立
卽
究
治。
不
少
貸
焉。
如
是
者
累
年。
又
念
詩
書
之
敎。

不
可
一
日
無
也。
莅
任
時
卽
於
城
中
圓
通
寺、
捐
建
義
學。
童
蒙

旣
有
歸
矣。
旋
於
北
門
外
武
當
山。
創
立
書
院。
延
宿
儒
趙
公
懋

功
以
主
之。
夫
當
軍
需
旁
午
之
時。
夫
馬
無
缺
於
供
給。
差
役
不

擾
於
閭
𨶒。
亦
曰
贒
矣。
卽
訟
獄
未
决。
人
亦
從
而
諒
之。
謂
其
力

之
有
不
給。
日
之
有
不
暇
也。
毛
錐
之
輩。
且
將
束
之
高
閣。
俟
大

平
時
再
商
所
處
耳。
公
何
爲
獨
不
然
也
哉。
且
也。
士
有
以
言
語

忤
公
者。
公
不
怒
而
優
禮
焉。
民
有
以
貧
苦
訴
公
者。
公
查
實
而

賑
貸
焉。
迄
今
讀
書
院
之
遺
碑。
溯
父
老
之
舊
談。
爲
之
低
徊
感

慨
焉。
爰
不
揣
冒
昧
而
爲
之
傳。

衛
守
備
盧
大
濟
傳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劉
祖
憲

盧
大
濟
湖
廣
沔
陽
人。
武
舉。
能
文
工
詩。
康
熙
三
年。
官
平
壩
守

備。
莅
任
時、
貴
州
初
入
版
圖。
邑
當
孔
道。
經
流
賊
孫
可
望
往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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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五

蹂
躪
之
後。
土
地
荒
蕪。
人
民
離
散。
大
濟
招
集
流
亡。
境
內
乂
安

康
熙
九
年。
奉

旨
丈
量
田
地。
大
濟
親
臨
勘
丈。
凡
五
所
屯
田
之
四
至
糧
額。
及
弓
口
廣

袤
之
𢿙。
悉
繪
於
册。

盧

志

稿

未

載

有

丈

田

畝

但

是

役

爲

大

濟

在

任

時

事

卽

千

百

戸

等

分

任

履

勘

而

盧

公

躬

膺

民

社

斷

未

有

不

勞

而

集

其

成

者

也

又
於
是
年
手
輯
縣
志。
上
卷
二
十
三
篇。

下
卷
藝
文
志
三
十
四
篇。
雖
未
成
書。
而
無
此
志
稿。
則
文
廟
之

屢
建
於
沙
作
東
郊。
平
壩
之
舊
爲
盧
唐
三
寨。
以
及
名
宦
如
朱

由
𣟌。
鄕
贒
如
衞
藺
八
人。
忠
烈
如
金
澄
八
人。
宦
逰
死
難
如
何

國
瑾
七
人。
節
義
如
李
氏
四
人。
孝
義
如
徐
國
相
三
人。
職
官
如

指
揮
金
鎭
十
七
人。
千
百
戸
楊
東
明
二
十
五
人。
駐
鎭
同
知
朱

文
旦
六
人。
舉
人
如
衞
藺
二
十
五
人。
嵗
恩
選
貢
如
衞
武
八
十

二
人。
均
無
所
稽
考。
而
或
卽
於
湮
没。
其
功
豈
不
偉
哉。

邑
侯
劉
祖
憲
傳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吳
寅
邦

公
諱
祖
憲。
字
仲
矩。
福
建
閩
淸
縣
人。
乾
隆
五
十
九
年
舉
人。
以

大
挑
一
等。
分
發
貴
州。
厯
署
永
從
婺
川
普
定。
四
年
補
安
平
縣。

公
學
問
淵
博。
而
尤
長
於
史
事。
賦
性
仁
厚。
而
不
入
於
姑
息。
兼

精
醫
理
地
理。
日
以
民
瘼
爲
念。
衣
服
蔽
而
不
易。
飮
食
粗
而
自

安。
民
有
屈
者。
不
拘
於
代
書
格
式
放
告
之
規。
隨
訢
隨
判。
枉
直

立
分。
値
公
坐
堂
審
案。
而
城
鄕
之
民。
有
以
疾
病
扶
老
攜
幼
求

診
視
者。
公
禁
吏
無
呵
止
之。
立
爲
予
方
藥。
有
泣
下
者、
曰。
眞
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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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父
母
也。
死
生
亦
無
悔
矣。
公
每
杖
責
訟
者
出。
人
曰。
若
固
宜
杖

也。
受
杖
者
亦
曰。
今
而
後
知
公
之
不
可
欺。
杖
固
我
之
宜
耳。
由

是
民
以
感
化。
而
公
卒
未
嘗
用
重
笞。
且
不
輕
入
死
囚。
惟
御
吏

役
至
肅。
無
因
緣
索
酒
食
賄
賂
者。
暇
時
手
輯
縣
志。
知
邑
人
前

大
名
道
陳
法。
爲
黔
中
鉅
儒。
乃
言
於
大
吏。
奏
請
得

旨
准
入
鄕
贒。
邑
人
感
之。
益
勵
行
敦
品。
公
乃
勸
設
便
民
倉。
以
救
民
食。

積
貯
至
六
千
餘
石。
又
念
民
不
知
蠶。
乃
捐
亷
購
橡
種。
發
民
栽

植。
市
蠶
種。
僱
善
蠶
者
蔡
萬
春
等。
敎
民
養
蠶。
設
立
機
房。
招
織

匠。
前
後
費
幾
二
千
金。
至
今
齊
伯
房
有
養
蠶
織
繭
者。
公
之
所

遺
也。
公
淸
理
屯
田
科
糧。
見
有
累
窮
民
者。
乃
捐
置
糧
田。
設
糧

長。
公
私
兩
便。
其
他
諸
善
政。
皆
備
載
安
平
志。
及
今
府
志
中。
枚

舉
之
不
能
盡
也。
公
居
官
不
爲
身
家
謀。
所
得
亷
金。
卽
以
捐
助

辦
理
地
方
諸
善
事。
凡
有
營
建。
親
爲
相
度
陰
陽。
審
方
定
位。
由

是
富
民
化
而
樂
於
輸
財。
貧
民
感
而
樂
於
効
力。
故
安
平
諸
義

舉。
自
有
公
而
極
其
盛。
公
雖
以
貧
去。
而
天
之
報
公
者。
乃
在
烝

嘗
百
世
間
也。
公
雅
重
斯
文。
謁
見
者
皆
以
立
品
相
朂。
遇
寒
士

則
時
加
優
䘏。
增
書
院
租。
建
義
學。
親
課
生
童。
時
爲
講
貫。
其
所

指
授。
皆
中
窽
會。
科
第
由
此
復
熾。
然
不
屑
市
恩
士
林。
以
邀
庠

序
之
譽。
卒
之
公
囘
籍
後。
邑
人
聞
公
殂
逝。
婦
孺
感
恩
而
流
涕。

紳
耆
奔
走
而
陳
情。
於
道
光
二
十
三
年。
呈
於
各
大
憲。
縷
述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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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七

在
縣
諸
德
政。
請
入
名
宦。
二
十
四
年
具

題
得

旨
焉
自
公
入
祀
名
宦
後。
邑
薦
紳
言
之
者。
不
曰
有
以
報
公。
而
曰。
公
之

造
我
安
平
也。
邑
人
無
以
報
公
德。
乃
籍

朝
廷
之
令
典。
以
爲
公
榮。

天
子
之
澤
及
於
公。
而
公
之
澤
久
已
沛
於
民
矣。
於
戲。
盛
哉。

邑
侯
侯
大
受
傳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何
官
酇

公
榜
名
大
魁。
字
梅
橋。
仕
於
黔。
乃
改
魁
爲
受。
陝
西
藍
田
人。
由

舉
人
中
嘉
慶
甲
戍
科
進
士。
授
中
書。
改
官
知
縣。
分
發
貴
州。
候

補。
性
明
決。
善
折
獄。
所
至
有
政
聲。
道
光
八
年。
來
署
淸
鎭。
下
車

始
首
以
培
植
人
材
爲
務。
淸
鎭
舊
有
書
院。
創
於
前
縣
令
至
堂

楊
公。
公
在
淸
時
加
培
補。
每
課
扄
門。
進
生
童
敎
之。
爲
觧
題
義。

不
憚
其
煩。
書
法
遒
勁。
有
以
𥿄
索
書
者。
輙
書
予
之。
聽
斷
如
神。

每
升
堂。
輙
厰
其
中
門。
縱
人
入
觀。
公
判
於
上。
老
人
婦
孺
嘻
於

下。
有
笑
者。
隸
呵
之。
公
曰。
人
惟
懷
私
枉
斷。
畏
人
見。
或
斷
不
明

允。
畏
人
議
是
以
不
令
人
觀。
吾
之
聽
斷。
雖
不
盡
信
明
允。
然
頗

不
枉。
笑
不
害。
何
呵
爲。
善
屬
文。
援
筆
立
就。
案
結、
不
俟
撤
堂。
卽

伏
案
硃
書
以
判
之。
不
假
幕
友
手。
長
篇
大
章。
落
落
𢿙
千
言。
或

駢
體。
或
散
行。
措
詞
工
絶。
淸
邑
人
抄
之
成
㠸。
如
讀
四
六
古
文

然。
最
愛
士。
有
謁
者
卽
延
之。
語
之
曰。
讀
書
人
若
立
品。
出
入
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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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傷。
若
籍
此
招
摇。
一
有
犯
吾
不
貸
也。
淸
邑
當
孔
道。
大
道
在
城

外。
四
方
往
來
負
販。
皆
集
於
是。
公
日
嘗
微
服
出
巡。
夜
三
鼓
猶

未
歸
署。
近
城
有
小
村
落
居
人
約
五
七
戸。
公
一
夜
巡
至
其
村。

人
已
靜。
驚
其
犬。
聞
人
語
曰。
速
起
或
有
賊。
速
施
銃。
公
曰。
我
也。

勿
妄
施。
村
人
知
爲
公。
咸
驚
起
羅
拜
之。
宰
淸
年
餘。
賊
逺
竄。
鄕

城
幾
不
閉
戸。
初
淸
城
中
有
侯
氏
子。
與
其
岳
家
有
𨻶。
遂
與
妻

反
目
離
異
十
八
年。
妻
未
嫁。
夫
未
娶。
公
知
之。
傳
至
署。
令
交
拜

成
禮
以
鼓
樂
導
之
歸。
復
爲
夫
婦
如
初。
其
他
除
暴
安
良。
善
政

尢
多。
鄕
城
製
送
萬
民
衣
繖。
卸
事
時。
士
民
具
保
留。
格
於
例
不

行。
去
之
日。
士
民
父
老
攀
轅
號
泣。
婦
孺
無
不
垂
淚。
至
今
人
猶

稱
爲
侯
靑
天
云。
公
後
遷
評
事
內
去。
出
爲
四
川
通
判。
頗
有
善

政。
張
曉
瞻
中
丞
曾
言
之。
同
時
安
平
令
有
劉
公
祖
憲。
純
以
敎

化
感
人。
兩
邑
相
去
𢿙
十
里。
一
時
同
頌
杜
召。
嘗
見
兩
邑
人
各

𧩊
其
令
之
贒。
政
之
善。
互
優
之。
幾
揮
拳。
劉
公
已
有
傳。
迄
今
公

殁
已
久。
官
酇
非
淸
邑
産。
並
未
識
公
靣。
惟
安
平
淸
鎭
接
壤。
公

昔
之
愛
民
愛
士。
皆
目
親
見。
耳
親
聞。
爰
傳
之
以
俟
後
之
採
風

者。
太
史
公
曰。
假
令
晏
子
而
在。
吾
雖
爲
之
執
鞭。
所
欣
慕
焉。
官

酇
亦
猶
是
志
云。

邑
侯
王
存
成
傳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鄧
福
謙

竹
町
先
生
諱
存
成。
其
先
遼
陽
人
也
道
光
壬
午
年。
出
宰
來
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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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厯
官
二
十
餘
載。
所
至
皆
著
循
績
十
九
年
九
月。
檄
署
吾
邑。
民

俗
樸
魯。
不
知
紡
織。
先
生
下
車
之
始。
卽
開
設
蠶
局。
製
紡
車
織

床。
延
人
敎
之。
又
𢙢
所
習
不
廣。
復
口
講
指
畫。
刊
爲
成
書。
導
以

養
蠶
繅
絲
之
法。
布
散
四
鄕
並
於
城
廂
𨻶
地
種
桑
𢿙
萬。
以
察

土
宜。
增
鳳
梧
書
院
膏
火。
以
食
諸
生。
每
課
筆
資
外。
更
優
加
奬

賞。
以
鼓
勵
多
士。
公
餘
之
暇。
散
步
至
院。
與
諸
生
童
接
見。
勉
以

讀
書
首
在
立
品。
先
器
識
而
後
文
藝。
訓
廸
周
詳。
勤
懇
備
至。
聽

斷
則
務
得
其
實。
書
差
不
予
以
窺
測。
雖
悍
民
奸
吏。
一
親
炙
道

範。
莫
不
畏
威
懷
德。
愛
之
如
父
母。
歸
之
如
流
水。
士
習
變
而
亷

隅
自
飭。
風
俗
淳
而
儉
勤
共
勵。
而
先
生
於
次
年
六
月
二
十
日

無
疾
告
終。
盖
治
吾
邑
𢿙
月
而
善
政
已
不
勝
書。
或
傳
有
茅
坡

山
寺
僧
某。
夢
先
生
至
寺。
儀
杖
威
嚴
如
上
任
狀。
次
日
告、
鄰
生

某。
越
十
日
先
生
終
遂
相
驚
以
爲
神。
夫
以
先
生
德
之
醇。
學
之

正。
實
心
實
政
引
養
引
恬。
爲
邑
名
宦。
享
爼
豆
而
薦
馨
香。
豈
必

籍
僧
夢
而
後
顯
哉。
世
有
殁
爲
城
隍。
及
司
某
山
某
水
之
神。
形

之、
夢
兆。
指
陳
確
𨯳
者。
縉
紳
先
生
猶
舉
敬
鬼
神
而
逺
之
之
訓。

𢙢
其
近
於
褻
也。
僧
言
影
響
糢
糊。
無
亦
塵
緣
未
斷。
作
旗
盖
輿

馬
之
想
於
心
中。
遂
入
邯
鄲
一
逰。
而
欲
附
會
先
生
以
傳
焉。
謬

哉。
福
謙
備
述
之
而
後
知
先
生
之
殁
而
不
朽
者。
在
黌
序
之
烝

嘗。
而
不
在
緇
流
之
夢
寐
也。
並
紀
以
長
歌。
以
誌
景
仰
之
私
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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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本
葢
世
才
淵
源
遡
龍
塲。
惠
政
浹
肌
膚、
謳
思
不
能
忘、
去
嵗

莅
淸
邑。
敎
織
兼
敎
桑。
織
是
公
親
督。
春
來
省
課
忙。
桑
是
公
手

植。
遺
愛
比
甘
棠。
民
無
治
絲
術。
公
授
飼
蠶
方。
民
無
紡
織
具。
公

予
機
杼
床。
購
橡
種
𨻶
地。
薄
俸
空
淸
囊。
從
此
民
樂
業。
撫
字
配

龔
黃。
鳳
梧
有
書
院。
公
時
登
講
堂。
課
士
先
品
行。
餘
事
在
文
章。

典
衣
資
膏
火。
捐
俸
償
縹
緗。
蒼
生
皆
飽
煖。
名
士
半
門
牆。
學
校

於
以
振。
風
俗
於
以
康。
滿
縣
盡
桑
蔭。
機
聲
夜
月
涼。
此
眞
民
父

母。
父
母
恐
難
量。
誌
公
口
是
碑。
祝
公
心
是
香。
一
朝
返
玉
京。
斗

婺
齊
埋
光。
嗚
呼
生
爲
贒
宰
旣
不
愧。
殁
爲
名
宦
理
克
當。
臨
風

引
領
出
垂
涕。
閤
邑
哀
如
妣
考
喪。
擬
將
寸
管
述
循
良。
愧
無
才

思
達
公
長。
安
得
後
來
官
此
者。
繼
公
德
政
共
流
芳。

謹
按
安
平
志。
有
盧
公
創
於
康
熙
之
間。
而
劉
公
於。
道
光

初
年
繼
成
之。
永
甯
志
有
謝
公
創
於
乾
隆
間。
而
我
黃
植

圃
先
生。
於
道
光
年
中
繼
成
之。
故
往
事
可
考。
而
名
宦
加

詳。
各
屬
則
並
無
創
稿
之
人。
雖
代
有
循
良。
而
文
獻
無
徵。

徒
增
感
慨。
茲
據
紳
耆
公
見
公
聞
者。
僅
得
紀
畧
九
十
七

人。
內
重
見
三
人。
實
九
十
四
人。
其
可
加
詳
而
爲
傳
者。
又

僅
十
有
六
人。
所
遺
不
已
多
乎。
至
陞
遷
囘
籍
現
任
諸
善

政。
遵
凡
例
故。
未
敢
列
於
名
宦
譜
中。
然
已
備
見
於
營
建

藝
文
各
部。
後
之
人
可
按
籍
而
求
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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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
鎭
甯
刺
史
王
存
城
續
傳

補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白
玉
珍

竹
町
先
生。
厯
宦
黔
中。
我
郡
屬
州
縣。
凡
三
任
焉。
由
鎭
甯、
永
甯、

淸
鎭。
皆
著
循
良
今
淸
鎭
旣
詳
爲
立
傳。
紀
以
詩
歌。
仁
心
惠
政。

已
備
列
今
志
中
矣。
而
先
生
之
言
與
政。
猶
有
足
述
者。
不
續
補

一
篇。
則
先
生
之
有
造
於
鎭
甯
者。
無
可
表
見
而
言
與
政
之
可

爲
世
法
者。
亦
不
能
備
其。
傳
先
生
在
鎭
甯
時。
嘗
進
諸
生
而
謂

之
曰。
理
人
之
要。
在
於
淸
心。
凡
所
思
念。
皆
得
至
公
之
理。
以
此

臨
民。
民
乃
樂
以
心
相
見。
是
以
理
人
必
先
理
心。
心
理
而
莫
不

釐
然
就
理。
鎭
邑
舊
多
盜。
先
生
乃
村
置
一
樓。
懸
鼓
角。
有
盗
則

鳴
之
以
達
於
諸
村。
令
各
守
要
路。
俄
頃
聲
布
百
里。
盜
□
□
□。

宵。
小
歛
迹。
邑
頼
以
安。
夫
捕
盜
乃
救
時
之
良
䇿。
而
理
心
□
□

則
非
純
儒
不
能
道
也。
至
先
生
謝
世。
邑
人
士
至
今
不
忘。
行
將

縷
述
善
政。
上
達

□。
享
蒸
嘗
於
名
宦
之
祀。
此
三
邑
人
之
志
也。
况
先
生
卒
於
淸
邑。

家
無
蓄
積。
子
孫
十
餘
人。
皆
淸
貧。
以
讀
書
爲
事
不
數
歲。
三
子

膺
鄕
薦。
四
子
次
孫
亦
列
膠
庠。
書
香
綿
延。
方
興
未
艾。
嗚
呼、
非

先
生
明
德
之
所
致。
何
以
獲
報
若
是
之
速
歟。
葢
第
以
蒞
吾
邑

者
卜
之。
而
知
天
之
報
施
循
良。
固
不
爽
矣。
玉
珍
故
薰
沐
而
敬

志
之
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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