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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十
五
　
氏
族

氏
族
之
說
古
來
最
重
在
封
建
時
代
自
王
室
諸
侯
以
及
大
夫
士

之
家
皆
爲
貴
族
其
後
嗣
子
孫
得
以
其
先
代
之
采
地
謚
法
爲
姓

而
氏
則
從
其
原
焉
迨
秦
廢
封
建
人
類
漸
繁
家
各
其
姓
則
氏
字

之
義
已
不
復
存
惟
種
族
意
見
其
界
限
甚
嚴
人
皆
以
其
性
情
不

同
習
俗
各
異
而
擯
之
然
同
居
中
國
同
屬
黃
帝
之
後
裔
雖
名
目

稍
殊
居
處
邊
郡
其
或
以
貴
賤
而
生
嫌
以
貧
富
而
歧
視
則
其
見

亦
小
矣
夫
舜
與
攵
王
皆
貴
族
也
孟
子
未
嘗
不
以
爲
東
夷
西
夷

之
人
目
之
近
西
哲
有
持
大
同
主
意
者
人
多
以
爲
難
不
知
禮
運

篇
孔
子
所
言
即
大
同
之
說
也
又
何
疑
乎
愚
昔
編
昭
志
曾
將
種

人
列
於
篇
次
茲
不
再
及
惟
有
未
盡
者
更
續
言
之
志
氏
族

種
族

同
是
人
也
何
以
有
種
類
之
辨
蓋
自
其
遠
祖
以
來
支
分
派
別
其

原
始
之
人
佔
居
一
方
厥
後
生
齒
漸
繁
聚
族
而
居
在
上
者
謂
之

曰
夷
曰
苗
曰
猺
故
衆
咸
稱
之
後
遂
沿
其
名
而
不
改
昭
之
爲
地

本
屬
荒
服
地
廣
人
稀
舊
志
所
載
最
古
者
莫
如
猺
人
其
次
曰
夷

曰
苗
曰
回
等
今
分
別
言
之

猺
人
　
又
號
曰
馬
湖
子
其
俗
穴
地
而
居
或
處
山
嶺
均
另
築
高

堆
下
留
一
門
以
爲
出
入
今
四
鄕
多
有
之
或
名
爲
梁
王
堆
其
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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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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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
想
不
甚
多
後
爲
凉
山
夷
人
攻
入
其
種
遂
滅

土
牧
後
裔
　
其
種
最
貴
即
唐
之
烏
蠻
也
初
祿
氏
由
東
川
分
居

過
江
居
於
古
寨
涼
山
旣
而
下
壩
滅
馬
湖
子
占
其
地
至
仲
牟
由

其
族
始
大
因
號
烏
蒙
部
附
於
南
詔
傳
十
一
世
孫
阿
杓
僭
稱
王

明
元
以
降
襲
土
司
前
淸
改
土
已
失
其
官
後
裔
散
居
各
屬
在
昭

者
僅
有
北
一
區
祿
二
官
家

現
因
伐
烏
龍
塘
埧
已

乏
人
以
此
嗣
承
繼

其
他
遠
族
俱
爲
貴
種

咸
擁
其
祖
遺
田
地
並
佔
他
人
業
得
其
佃
衆
多
推
奴
使
婢
分
際

甚
嚴
彼
皆
稱
之
曰
官
家
然
富
室
常
讀
書
應
試
亦
有
入
營
建
立

功
名
者
但
其
族
不
蕃
恆
多
絕
嗣
近
則
民
族
共
和
一
視
同
仁
郡

中
大
姓
雋
才
輩
出
事
功
彪
炳
罕
與
比
倫
矣

黑
夷
　
相
傳
爲
土
司
家
衆
子
之
後
嗣
年
代
久
遠
支
派
各
別
其

等
級
稍
殺
貧
富
相
懸
遂
不
敢
與
貴
族
捋
究
之
其
面
目
俱
屬
黧

黑
性
多
麤
獷
愿
者
恆
以
耕
農
爲
業
其
秀
者
相
率
進
學
堂
女
子

亦
多
改
粧
求
學
與
漢
族
同
化
矣

白
夷
　
其
族
較
黑
夷
爲
多
皆
係
舊
日
夷
目
子
孫
常
爲
黑
夷
佃

戶
家
貧
者
尤
衆
其
子
女
悉
應
役
于
官
家
故
一
切
起
居
莫
敢
與

抗
生
活
除
業
農
之
外
亦
無
他
職
焉

乾
猓
玀
　
其
種
與
黑
白
二
夷
不
仝
性
柔
而
樸
遠
居
深
山
刀
耕

火
種
自
食
其
力
不
敢
恣
事
以
其
應
接
吝
嗇
故
鮮
有
知
世
情
者

民
家
　
本
係
夷
族
因
常
與
漢
人
應
接
其
舊
習
漸
化
故
其
類
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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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昭

通

新
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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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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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民
家
呼
之
然
仝
儕
相
聚
仍
操
夷
語
外
人
莫
能
解
也

假
漢
人
　
本
屬
漢
族
在
元
明
時
已
先
入
此
地
或
充
其
佃
戶
或

因
擄
掠
而
來
即
爲
其
奴
僕
久
且
配
以
夷
女
其
所
生
之
子
女
遂

名
爲
假
漢
人
而
習
俗
語
言
皆
與
之
同
惟
名
目
則
殊
焉

苗
子
　
原
有
二
種
曰
花
苗
曰
白
苗
其
居
均
傍
山
溪
勤
耕
作
畏

見
官
然
慣
製
弩
箭
射
擊
善
中
恆
以
此
制
毒
蛇
猛
獸
家
貧
者
固

多
悉
爲
夷
家
佃
並
能
自
織
衣
裙
惟
以
花
白
別
其
種
類
近
則
漸

習
攵
化
羣
知
向
學
有
遊
歷
外
省
外
洋
者
矣

考
昭
之
舊
志
四
鄕
分
爲
四
十
三
甲
三
百
三
十
一
村
夷
民
居
大

半
迨
後
屢
遭
兵
燹
四
境
之
人
逃
散
死
亡
所
存
無
幾
但
在
同
光

間
住
居
各
村
者
尙
覺
有
之
自
更
數
次
荒
年
則
淘
汰
尤
甚
蓋
夷

民
僅
知
耕
種
爲
生
鮮
肄
工
商
之
業
若
欲
其
種
族
蕃
盛
務
必
改

良
習
俗
各
有
職
業
庶
乎
生
活
有
資
乃
可
以
處
於
競
爭
世
界
也

回
族
　
回
民
之
來
昭
據
舊
志
所
載
實
起
元
時
以
兵
屯
田
多
半

皆
係
回
人
後
遂
流
落
於
此
及
前
淸
哈
元
生
兩
次
平
昭
所
帶
兵

丁
多
係
回
民
領
土
占
籍
擇
取
地
方
悉
得
東
南
一
帶
高
原
其
俗

強
悍
重
耕
牧
習
武
事
科
舉
時
代
常
中
武
魁
及
入
伍
者
亦
列
顯

宦
但
居
鄕
人
多
除
農
畜
外
及
以
走
廠
貿
易
爲
事
住
城
中
者
皆

聚
積
東
南
角
以
造
氈
子
做
皮
貨
爲
生
計
在
當
時
所
設
淸
眞
寺

共
有
四
十
八
所
可
云
盛
矣
自
遭
咸
同
之
變
逃
徙
死
亡
不
知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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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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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至
承
平
後
經
六
十
年
之
休
養
以
迄
今
日
調
查
各
鄕
區
總
四

十
餘
地
而
得
花
戶
五
千
五
百
八
十
八

丁
口
二
萬
六
千
零
六
十
二

生
齒
亦
不
少

也
惟
其
所
居
之
地
俱
皆
瘠
薄
竟
有
衣
食
難
濟
者
幸
民
國
十
六

年
始
議
設
立
俱
進
會
羣
推
李
傑
侯
爲
會
長
自
任
職
以
來
首
在

辦
理
敎
育
時
會
款
缺
乏
李
君
慨
捐
洋
數
千
元
經
商
以
作
基
金

渠
則
熱
心
組
織
其
志
不
懈
復
由
李
縣
長
監
督
設
立
四
鄕
學
校

計
至
今
日
已
成
立
貳
拾
餘
校
學
生
約
在
千
名
其
地
點
名
稱
已

載
敎
育
欄
內
不
再
錄
李
君
嘗
言
曰
吾
族
人
口
雖
衆
但
貧
者
多

而
鮮
知
識
皆
由
無
學
術
之
故
若
能
多
設
學
堂
以
培
植
之
則
將

來
人
才
不
患
不
蔚
然
而
興
也

漢
族
　
漢
人
之
涖
昭
舊
志
謂
漢
初
唐
蒙
開
西
南
夷
設
立
郡
縣

官
與
兵
吏
悉
皆
流
庽
於
此
然
自
唐
後
祿
氏
獨
立
未
必
不
淪
爲

夷
族
及
元
置
宣
慰
司
調
雲
南
四
川
兵
屯
田
計
有
漢
民
三
千
餘

人
爲
數
已
不
少
也
但
稽
現
時
所
有
大
族
又
皆
雍
正
間
平
定
後

遷
徙
雲
南
曲
靖
二
府
之
民
至
昭
塡
籍
並
原
駐
之
兵
考
其
祖
籍

皆
江
南
者
爲
多
此
一
因
也
即
建
城
之
時
招
募
甎
瓦
木
石
金
工

匠
人
等
並
來
自
各
省
迨
工
旣
竣
遂
相
率
留
籍
此
又
一
因
也
且

昭
與
黔
蜀
相
鄰
地
當
孔
道
商
賈
麕
聚
當
其
盛
時
四
城
均
有
當

鋪
及
毛
貨
店
均
係
陝
人
在
乾
隆
中
樂
馬
廠
大
旺
湖
廣
人
相
率

而
來
不
知
凡
幾

諺

有

𨉖

山

湖

廣

之

語

江
右
人
販
運
布
疋
設
號
貿
易
者
尤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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諺

有

徧

地

江

西

之

說

遠
及
閩
粵
之
人
亦
聞
風
蟻
附
旣
來
則
安
居
樂
業
長
養

子
孫
久
之
悉
入
昭
籍
立
會
館
以
聚
鄕
人
是
以
昭
有
八
省
客
長

之
名
以
調
解
其
糾
紛
焉
更
有
遊
宦
來
昭
畱
連
斯
土
久
且
注
籍

者
豈
少
也
哉
然
此
均
爲
城
市
而
言
其
居
於
鄕
者
初
聞
有
八
大

指
揮
從
軍
至
昭
咸
視
西
南
二
鄕
其
地
皆
爲
膏
腴
遂
占
籍
焉
然

時
異
勢
殊
陵
谷
變
遷
求
其
姓
氏
已
不
可
考
而
其
地
早
淪
爲
荒

瘠
之
區
矣
惟
查
今
所
謂
巨
室
縉
紳
則
有
楊
戴
謝
李
諸
家
功
名

鼎
盛
大
姓
有
李
趙
臧
范
各
族
其
人
雖
衆
皆
散
居
四
方
因
家
譜

未
立
有
詢
及
其
世
系
而
不
知
者
矣
然
楊
張
林
馬
數
家
其
譜
牒

頒
自
原
籍
者
皆
堂
皇
成
軸
即
郡
中
世
家
宗
譜
亦
斐
然
可
觀
也

宗
祠

昭
之
家
祠
在
先
代
所
遺
者
鮮
有
之
矣
延
及
近
世
紛
紛
建
修
其

著
名
者
厥
有
龍
李
蔣
姜
諸
家
之
祠
堂
錄
列
於
後

龍
家
祠
　
在
城
南
簸
箕
灣
民
國
二
十
年
主
席
龍
公
所
修
規
模

宏
大
氣
象
巍
蛾
堂
廡
廊
舍
皆
極
輪
奐
之
美
需
費
甚
鉅
其
間
田

地
亦
復
阡
陌
雲
連
並
設
有
高
初
級
學
校
數
班
至
於
設
備
尙
在

進
行
以
後
宣
布
當
大
有
可
觀

李
氏
家
廟
　
在
城
內
泰
來
鎭
光
緖
末
年
李
正
榮
創
修
並
訂
立

宗
譜
其
中
即
載
其
祭
器
祭
品
並
所
置
義
莊
義
田
略
値
數
十
萬

金
至
歷
年
所
入
除
春
秋
費
用
外
即
以
設
學
贍
族
並
婚
喪
嫁
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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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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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費
悉
皆
有
定
其
規
模
宏
大
迨
至
民
國
八
年
其
子
湛
陽
回
昭

始
行
開
祭
一
切
如
禮
然
屢
爲
軍
隊
所
駐
裝
槅
花
木
不
無
損
壞

今
則
女
中
學
校
暫
設
於
內
庶
可
保
護
矣

蔣
氏
宗
祠
　
在
上
洒
漁
河
建
於
乾
隆
年
間
因
變
亂
燒
燬
至
民

國
初
年
其
裔
應
澍
承
父
志
另
行
新
建
其
祭
田
皆
先
世
所
遺
並

定
有
族
規
七
條
照
錄
於
后

一
人
倫
宜
重
也
昔
康
熙
聖
諭
曰
敦
孝
弟
以
重
人
倫
誠
以
孝
弟

者
百
行
之
本
人
若
不
孝
不
弟
則
根
本
旣
壞
其
他
更
無
有
或
善

者
矣
凡
我
蔣
氏
子
孫
其
凛
遵
之

一
祀
典
宜
修
也
報
本
追
遠
賴
祭
以
明
所
以
帝
王
聖
賢
無
不
以

此
爲
重
凡
我
蔣
氏
子
孫
嗣
後

淸
明
掃

墓
至
祠

開
祭
苟
無
大
故
必
須
齋
戒

親
臨
至
於
動
用
錢
務
聽
族
長
公
派
如
有
違
拗
族
衆
同
處

一
族
屬
宜
聯
也
昔
明
太
祖
曰
宗
族
於
我
雖
有
親
疏
揆
厥
由
來

實
一
本
大
哉
王
言
固
自
天
子
而
達
之
庶
人
者
也
凡
我
蔣
氏
子

孫
毋
以
強
凌
弱
毋
以
貴
凌
賤
毋
以
疏
遠
而
失
尊
卑
之
序
庶
乎

和
氣
篤
於
一
門
家
道
從
此
昌
矣

一
族
困
宜
賑
也
鰥
寡
孤
獨
王
政
必
先
矧
屬
吾
同
宗
者
苟
坐
視

而
莫
爲
之
恤
其
如
先
靈
不
慰
何
今
我
蔣
氏
乾
隆
五
十
年
閒
合

族
同
置
義
田
一
型
嗣
後
每
年
租
息
該
族
長
等
除
作
祭
用
完
糧

外
若
有
屬
此
四
苦
者
以
其
所
餘
酌
量
分
給
再
有
貧
而
好
學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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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昭

通

新
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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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
印

查
確
亦
助
日
需
至
於
婚
喪
不
能
舉
者
又
當
別
論

一
族
善
宜
奬
也
人
情
庸
愚
頽
靡
有
激
斯
勸
今
我
蔣
氏
若
有
德

行
屬
實
節
孝
屬
實
者
該
族
長
等
公
議
旌
揚
若
要
動
用
錢
文
族

衆
務
聽
派
出
不
得
吝
違
以
干
家
法

一
族
惡
宜
懲
也
家
法
能
申
斯
以
保
全
不
肖
免
臭
先
人
今
我
蔣

氏
子
孫
除
旣
往
不
咎
外
若
有
不
孝
不
弟
爲
姦
爲
宄
以
及
酗
酒

滋
事
者
該
族
長
等
酌
量
所
犯
輕
重
輕
則
拴
至
祠
堂
公
同
責
罰

重
則
稟
官
究
治
似
此
等
人
縱
屬
貧
苦
永
不
賑
濟
切
戒
切
戒

一
族
譜
共
計
四
部
自
領
以
後
若
有
冒
爲
本
宗
私
賄
族
人
而
暗

給
伊
抄
錄
者
經
衆
查
覺
除
家
法
究
治
外
與
來
抄
者
同
逐
本
支

四
族
人
等
永
不
與
之
序
齒

姜
家
祠
　
在
城
南
母
鹿
寨
係
同
治
丁
卯
年
生
員
姜
焯
創
修
祠

宇
規
模
粗
具
至
民
國
後
經
其
族
孫
思
孝
兄
弟
及
從
堂
諸
昆
仲

等
存
積
款
項
於
二
十
二
年
秋
重
行
添
建
至
二
十
三
年
冬
落
成

其
間
松
柏
數
十
株
蔚
然
陰
翳
遠
望
之
足
狀
觀
瞻

馬
氏
宗
祠

一
地址

東
區
七
家
寨
　
二
倡
建
年
月
　
　
光
緖
十
八
年

三
祀期

冬
至
日
　
　
　
四
祭
田
五
畝
　
　
五
墓
田
五
畝

六
義田

分
給
如
例
　
　
七
管
理
　
　
　
　
由
族
人
輪
年
經
管

陳
氏
宗
祠
　
在
城
內
水
塘
街
邑
人
王
建
功
爲
復
姓
歸
宗
建
祠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氏
族
　
　
方
言
　

　

八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楊
履
乾
陳
氏
祠
堂
記
略
云
初
明
末
山
西
陳
一
柱
避
亂
至
北
京

旗
人
王
繼
文
撫
爲
子
後
繼
文
平
滇
官
雲
貴
總
督
一
柱
立
功
至

總
兵
五
傳
至
守
寬
道
光
中
官
恩
安
縣
尉
子
孫
遂
入
昭
籍
欲
還

宗
而
未
能
至
民
元
來
建
功
始
營
祠
復
姓
以
一
柱
爲
始
祖
置
田

房
爲
歲
時
祭
祀
之
資

蕭
家
祠
　
在
北
鄕
大
白
坡
邑
紳
蕭
瑞
麟
及
姪
讓
泉
兄
弟
出
貲

營
建
置
田
產
以
供
祭
祀
其
規
畫
一
切
尙
在
進
行
中

第
十
六
　
方
言

人
生
世
界
逞
其
聰
明
才
力
建
一
國
則
有
一
國
之
文
字
聚
一
族

則
有
一
族
之
語
言
微
論
地
球
列
邦
各
有
其
國
之
語
言
文
字
即

以
吾
華
言
書
同
文
矣
而
各
省
之
聲
音
不
仝
即
一
省
中
各
地
之

土
語
尤
不
同
楊
升
菴
南
詔
野
史
謂
滇
有
百
種
則
其
族
亦
甚
複

雜
其
語
言
亦
不
相
類
昭
處
東
陲
僅
有
夷
苗
二
族
皆
各
有
其
土

語
至
改
土
時
奉
撥
之
漢
人
惟
雲
曲
二
府
人
最
多
其
籍
皆
來
自

大
江
南
北
盡
屬
官
話
悉
無
異
也
但
今
之
設
學
者
有
外
國
語
一

科
豈
以
土
語
而
竟
漠
視
耶
爰
考
舊
志
及
東
川
志
照
列
之
以
備

習
繙
譯
者
之
資
志
方
言

夷
語
　
音
濁
而
拙
族
本
土
著
當
改
土
時
全
縣
人
民
漢
少
夷
多

故
所
言
大
半
夷
語
其
族
與
外
人
交
際
則
習
漢
話
與
仝
類
言
則

操
夷
語
外
人
聞
之
瞠
目
而
不
知
也
其
方
言
前
志
載
之
綦
詳
係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方
言
　
　
土
音
　

　

九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照
舊
本
轉
錄
年
湮
代
遠
傳
聞
錯
訛
但
試
與
彼
族
言
已
覺
少
差

即
証
之
邊
遠
之
音
尤
爲
不
合
况
今
彼
族
之
人
多
進
學
校
語
文

盡
屬
漢
字
故
彼
語
不
復
再
列

苗
人
　
僻
處
山
陬
知
識
淺
陋
與
漢
人
往
來
習
用
漢
語
自
聚
談

仍
用
夷
話
其
音
短
而
突
有
文
字
分
三
十
七
字
母
有
音
者
十
無

音
者
二
十
七
讀
分
五
音
有
尖
高
平
上
長
之
別
一
字
數
音
或
數

字
仝
音
半
起
象
形
會
意
諧
聲
及
作
各
種
記
號
以
誌
別
者
計
度

以
兩
擘
伸
直
時
其
兩
指
尖
之
距
爲
一
羅
分
時
以
支
屬
例
如
豬

年
羊
月
猴
日
如
漢
人
問
人
之
歲
則
答
曰
屬
龍
或
屬
虎
等
蓋
沿

用
夷
習
耳

回
人
　
音
淸
而
尖
舊
有
文
字
曰
天
方
字
習
之
者
阿
吽
而
已
回

文
字
母
二
十
有
八
有
古
字
母
今
字
母
之
分
古
字
母
造
法
起
於

圓
點
今
字
母
造
法
起
於
圓
圈
變
化
錯
綜
萬
字
以
出
音
母
念
法

與
漢
文
注
音
字
母
相
近
標
示
四
聲
亦
同
書
法
橫
衍
右
行
習
用

刀
筆
如
木
板
竹
籖
等
猶
存
古
制
耳

第
十
七
　
禮
俗

記
曰
人
有
禮
則
安
無
禮
則
危
微
論
大
者
如
吉
凶
軍
賓
嘉
必
須

有
禮
小
之
即
日
用
行
習
一
應
酬
之
間
亦
必
有
禮
故
講
禮
之
國

其
俗
必
醇
古
之
善
覘
人
國
者
察
其
禮
敎
閱
其
風
俗
則
可
以
知

其
國
之
盛
衰
矣
昭
之
風
俗
前
志
已
詳
載
之
自
入
民
國
以
來
風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體
俗
　
　
婚
禮
　

　

十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氣
變
更
號
維
新
者
皆
順
應
潮
流
一
切
趨
於
簡
便
而
守
舊
之
徒

又
一
成
不
變
此
在
上
者
所
以
宜
斟
酌
損
益
去
奢
從
儉
折
衷
而

行
之
庶
不
違
於
禮
不
傷
於
俗
斯
則
於
世
道
人
心
有
絕
大
之
關

係
焉
若
夫
飮
食
衣
服
器
用
房
屋
皆
隨
乎
時
勢
之
習
尙
無
關
於

禮
儀
然
人
心
之
傾
向
久
則
成
俗
以
及
世
人
之
忌
避
鄕
曲
之
謠

諺
略
一
記
之
以
備
採
風
者
之
擇
取
焉
志
禮
俗

婚
禮

婚
姻
之
道
古
者
以
爲
人
倫
之
始
遵
父
母
之
命
通
媒
妁
之
言
固

不
可
輕
舉
也
輕
則
其
害
有
不
可
勝
言
者
近
時
人
醉
心
歐
化
競

言
自
由
結
婚
然
離
婚
者
時
亦
有
之
皆
由
不
謹
於
始
故
鮮
克
有

終
矣
昭
之
婚
禮
遵
古
者
尙
多
必
須
六
禮
皆
備
親
迎
週
堂
拜
祖

謁
父
母
及
宴
客
也
間
有
行
文
明
禮
者
插
香
開
庚
一
如
其
舊
惟

不
週
堂
而
只
於
禮
堂
行
新
式
禮
而
已
但
時
至
今
日
百
物
昂
貴

婚
嫁
費
在
中
人
之
戶
總
計
男
家
行
聘
完
娶
女
家
置
備
粧
奩
各

費
亦
必
須
數
百
金
而
數
日
設
宴
待
客
以
及
過
禮
雇
轎
其
他
浮

費
皆
當
改
良
從
儉
也

喪
禮

古
語
云
喪
祭
稱
家
之
有
無
又
云
父
母
之
喪
好
用
錢
此
謂
富
者

不
可
惜
費
貧
者
不
可
勉
強
乃
世
之
人
富
者
則
過
於
奢
侈
貧
窮

則
欲
顧
臉
面
破
產
欠
賬
者
有
之
甚
至
因
此
停
柩
亦
有
惑
於
風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禮
俗
　
　
婚
禮
祭
禮
　

十
一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水
擇
地
久
停
不
葬
者
城
內
此
類
甚
多
有
礙
衞
生
前
經
警
察
督

促
限
期
抬
埋
矣
其
餘
喪
禮
皆
載
於
前
志
惟
父
母
旣
沒
裝
斂
之

豐
儉
固
隨
其
家
之
貧
富
其
子
多
者
皆
往
親
朋
家
訃
告
獨
子
則

僅
貼
訃
單
戚
友
往
弔
謂
之
燒
紙
富
貴
則
開
大
喪
者
有
之
在
簡

便
之
家
或
力
量
不
及
已
逐
漸
改
良
及
發
引
時
不
必
遍
召
賓
客

只
點
主
家
祭
略
盡
其
禮
出
殯
則
延
僧
道
鼓
樂
男
女
孝
子
親
送

至
山
安
葬
而
已
其
餘
服
制
亦
漸
稍
殺
有
未
及
服
闋
而
娶
者
皆

云
反
正
不
忌
然
此
亦
少
數
也

祭
禮

祭
有
二
義
一
祀
神
一
祀
先
也
古
者
祀
神
有
定
制
天
子
祭
天
地

諸
侯
祭
山
川
社
稷
大
夫
祭
宗
廟
士
祭
其
祖
在
家
則
僅
祭
五
祀

不
容
或
紊
也
嗣
後
佛
道
盛
行
祠
祀
愈
繁
凡
歲
時
令
節
有
祀
疾

病
慶
祝
有
祀
至
所
供
之
神
雜
亂
無
倫
舉
世
盲
從
無
復
紀
律
昭

通
寺
廟
雖
鮮
淫
祠
但
多
係
偶
像
而
燒
香
還
愿
訖
無
定
制
初
一

十
五
至
城
隍
廟
娘
娘
廟
者
爲
多
至
家
庭
間
則
恆
供
天
地
君
親

師
位
亦
有
畫
三
敎
觀
音
財
神
者
朝
朝
崇
奉
鄕
間
尤
重
祀
土
地

寢
成
習
俗
自
前
歲
拉
偶
破
除
迷
信
各
廟
宇
之
神
已
去
而
進
香

了
愿
者
已
少
矣
惟
尊
孔
之
心
一
如
其
舊
蓋
以
八
德
之
敎
隱
隱

維
繫
人
心
是
以
大
成
聖
誕
固
上
下
所
必
祀
也
至
於
爲
人
後
者

當
知
報
本
之
義
故
戶
戶
人
人
咸
知
祀
先
無
論
貧
富
其
家
必
供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禮
俗
　
　
歲
時
　

　

十
二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祖
先
神
主
考
古
禮
皆
以
春
秋
設
祭
今
俗
於
新
年
淸
明
十
月
三

時
上
塚
是
爲
墓
祭
除
供
膳
爲
家
祭
俱
焚
香
紙
獻
饌
至
士
夫
之

家
則
逢
祖
先
之
歿
日
亦
必
備
酒
饌
祭
主
並
召
親
眷
而
享
其
餕

餘
至
巨
族
有
祠
堂
者
其
禮
儀
已
載
於
宗
祠
茲
不
再
錄
也

歲
時

民
國
創
興
起
義
者
紛
紛
不
一
衆
議
改
用
陽
曆
即
以
其
年
一
月

一
日
爲
元
旦
各
省
軍
政
學
界
普
同
慶
祝
由
是
造
印
曆
書
者
陽

陰
並
載
軍
政
俱
用
陽
曆
民
衆
農
商
凡
年
節
一
切
仍
用
陰
曆
考

之
歷
史
建
正
之
事
三
代
已
自
不
同

夏
以
寅
正
商
以
丑
正
周
以
子
正

秦
以
亥
正
漢
初
因
之
後
始
改
寅

後
之
改
正

朔
者
亦
更
僕
難
數
或
以
爲
新
曆
不
便
於
農
然
不
過
爲
地
方
之

寒
燠
節
令
之
早
遲
耳
何
害
於
事
茲
志
記
民
元
以
來
事
實
即
就

民
間
習
俗
言
之
而
變
更
之
故
亦
夾
雜
紀
之
以
見
民
意
之
趨
向

焉
國
曆
一
月
元
日
約
在
廢
曆
冬
至
節
後
連
年
軍
政
學
商
俱
集

于
高
級
機
關
同
申
慶
祝
即
于
是
日
宴
會
各
機
關
學
校
俱
放
假

三
日
年
年
如
是
至
二
十
年
黨
部
成
立
議
定
出
示
令
民
政
換
桃

符
張
燈
結
彩
停
業
三
日
並
陳
各
種
雜
戲
及
娛
樂
事

國
曆
二
月
上
旬
約
當
廢
曆
之
除
夕
民
間
是
日
方
備
肴
饌
祀
神

祭
祖
墊
松
毛
共
飮
圍
爐
守
歲
爆
竹
通
宵
旬
日
之
間
親
友
往
來

賀
歲
新
婚
者
夫
婦
均
往
親
戚
家
拜
新
年
亦
有
至
喪
家
燒
年
紙

者
此
月
之
內
富
室
殷
商
競
請
春
酒
酬
酢
之
費
不
減
于
昔
日
也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歲
時
　

　

　

　

十
三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月
之
中
爲
元
宵
昔
時
燈
火
甚
盛
近
已
廢
除
矣

四
月
中
旬
即
廢
曆
之
上
巳
日
昔
元
寳
山
香
會
甚
旺
三
日
夜
遊

蹤
不
絕
自
改
中
山
公
園
後
又
駐
有
軍
隊
其
事
始
絕
矣

五
月
五
日
革
命
政
府
成
立
紀
念
日
二
十
日
即
舊
浴
佛
日
釋
敎

方
興
此
事
不
廢
男
女
赴
會
者
尤
衆
也

六
月
中
旬
目
爲
昔
之
端
陽
人
家
照
常
懸
艾
插
蒲
飮
酒
食
糉
午

後
遊
人
如
織
遊
敎
育
館
或
元
寳
山
惟
衞
泉
公
園
尤
爲
異
常
熱

閙
肩
摩
踵
接
至
晚
始
散

八
月
初
間
爲
舊
時
火
把
節
夜
中
然
松
竹
之
炬
與
滇
中
各
處
相

同
至
鄕
間
則
以
爲
照
田
祈
年
以
火
明
暗
占
歲
之
豐
歉
雖
屬
迷

信
然
亦
有
驗
者
至
有
置
火
把
當
門
爲
小
兒
叫
魂
則
不
可
解
也

八
月
下
旬
爲
昔
中
元
節
家
家
接
送
祖
先
焚
紙
錢
冥
袱
以
廢
曆

七
月
十
三
十
四
爲
率
各
寺
廟
以
十
五
日
爲
盂
蘭
會
搭
立
高
台

誦
經
唸
佛
以
前
最
盛
今
則
寥
寥
矣

九
月
下
旬
爲
昔
中
秋
節
人
家
夜
中
以
瓜
餅
祭
月
畢
則
團
坐
共

食
並
看
月
華
以
卜
瑞
應
昔
有
持
燈
彩
送
瓜
而
卜
子
嗣
者
現
已

鮮
矣

十
月
中
旬
爲
舊
重
陽
節
民
國
創
立
雲
南
起
義
即
此
日
也
是
後

數
年
俱
皆
慶
祝
三
日
學
生
辦
提
燈
會
後
廢
但
逢
雙
十
節
國
慶

日
在
中
山
公
園
慶
祝
並
開
辦
運
動
會
舉
行
三
日
嗣
以
久
雨
改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衣
飾
　
　
飮
食
　

　

十
四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期
今
只
慶
祝
而
已
比
戶
于
是
日
市
花
餻
飮
菊
酒
以
除
疾
疫
騷

人
墨
客
則
呼
朋
引
類
携
榼
挈
壺
以
登
高
賦
詩
爲
樂
也

十
一
月
初
旬
約
當
廢
曆
之
十
月
上
旬
俗
呼
之
曰
十
月
朝
此
十

日
之
中
男
女
相
率
上
墳
以
爲
送
寒
衣
以
後
長
至
臘
八
在
昔
皆

以
爲
佳
節
今
則
漸
次
廢
除
惟
祀
竈
爲
古
五
祀
之
一
而
上
天
爲

奏
善
惡
求
福
利
尤
屬
不
經
之
事
耳

衣
飾

古
聖
王
之
治
天
下
也
定
曆
議
禮
正
服
色
此
歷
朝
所
以
各
有
制

度
焉
禮
與
正
朔
上
已
言
之
惟
衣
服
一
事
前
雖
頒
有
制
服
之
令

卻
未
大
行
又
因
昭
地
居
于
邊
遠
見
聞
稍
隘
且
製
備
不
易
是
以

雖
遇
婚
壽
事
禮
服
皆
隨
便
而
已
考
前
時
衣
冠
悉
有
定
制
有
品

級
不
能
亂
用
大
褂
長
袍
自
反
正
後
男
子
冠
則
博
士
帽
服
用
馬

褂
而
袍
子
均
不
開
衩
婦
女
從
前
亦
用
袍
褂
今
則
短
衣
窄
袖
間

有
穿
旗
袍
者
其
長
與
足
齊
顏
色
先
棄
紅
綠
而
尙
靑
藍
漸
變
而

爲
灰
白
近
日
女
多
翦
髮
且
更
奢
侈
隨
常
皆
如
作
客
男
則
雖
赴

慶
賀
亦
便
衣
而
往
富
豪
之
輩
競
尙
西
裝
服
毛
呢
一
服
也
價
數

十
元
一
靴
鞋
亦
數
十
元
至
用
紬
帛
者
尙
少
蓋
國
家
無
一
定
之

制
使
民
無
所
遵
行
焉

飮
食

昭
通
昔
日
地
僻
人
少
凡
種
植
之
物
除
供
本
處
人
外
皆
有
盈
餘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飮
食
　
　
器
用
　

　

十
五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故
昭
城
居
家
穀
米
蔬
菜
以
及
日
用
七
件
無
不
價
廉
而
美
咸
稱

樂
土
昔
許
印
山
朴
窩
行
云
苞
穀
酒
洋
芋
羹
二
美
天
下
莫
與
臻

此
四
十

年
語

從
前
平
席
四
品
五
盌
只
價
千
錢
海
菜
席
價
壹
兩
數
錢
今

增
十
倍
蓋
其
時
斗
米
千
錢
烏
金
二
三
百
錢
一
車
鹽
八
九
十
文

一
觔
豬
肉
亦
如
之
故
一
人
之
開
銷
一
日
兩
餐
每
人
不
過
百
錢

在
外
來
之
人
包
飯
于
館
者
不
過
二
金
而
已
及
至
近
年
人
數
已

加
數
倍
又
迭
遭
荒
旱
油
米
鹽
炭
其
價
倍
蓰
無
論
城
鄕
之
人
飯

食
皆
已
儉
約
而
住
戶
食
苞
谷
者
皆
居
多
數
價
已
加
倍
即
小
菜

類
皆
稱
斤
以
售
在
前
商
界
之
號
豐
盛
者
亦
不
能
不
改
而
從
儉

開
費
尙
覺
不
支
若
鄕
間
之
人
則
一
村
中
有
宿
糧
者
已
少
餘
皆

隨
其
所
種
而
食

如

洋

芋

瓜

豆

之

類

則
鹽
肉
難
逢
間
有
之
則
謂
打
牙
祭
於

此
知
生
活
之
難
支
持
矣

器
用

昭
至
今
日
商
賈
雲
興
凡
應
用
之
物
其
精
良
或
來
自
滇
或
購
至

川
未
嘗
不
各
色
俱
備
若
以
軍
械
而
言
則
鎗
彈
俱
能
製
造
以
交

通
而
論
則
昭
非
水
道
舟
楫
無
論
矣
至
於
車
馬
輻
輳
四
門
至
日

中
之
時
往
來
之
人
皆
擁
擠
不
堪
但
公
路
未
就
所
用
者
皆
係
牛

車
其
於
人
力
腳
踏
等
車
亦
有
人
購
至
因
道
路
不
平
故
未
大
行

也
然
而
紡
織
之
機
皆
製
自
本
處
喔
喔
軋
軋
比
戶
林
立
亦
致
富

之
一
源
也



 

昭
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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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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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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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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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六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居
處

昭
城
地
接
川
黔
五
方
雜
處
市
廛
中
之
貿
易
大
者
則
有
字
號
之

規
模
宏
大
中
則
如
陡
街
之
房
屋
一
色
洋
式
雲
興
街
西
大
街
之

闤
闠
鱗
次
室
宇
之
高
閎
貨
物
之
充
仞
無
湫
隘
卑
陋
之
習
至
於

各
區
街
場
大
者
亦
漸
改
良
小
塲
亦
必
有
數
家
鋪
面
茶
館
以
爲

憩
息
之
所
若
坐
家
人
口
講
究
者
皆
講
淸
潔
衞
生
惟
下
戶
則
有

一
室
數
家
者
蓋
由
數
年
來
土
木
大
興
修
建
貴
租
息
高
一
間
之

屋
其
材
料
必
須
數
百
金
始
能
竣
工
也

集
會

集
會
之
事
從
前
八
省
俱
有
會
館
各
幫
各
藝
俱
有
迎
神
賽
會
之

舉
然
皆
各
宗
一
神
至
其
誕
日
而
祀
之
辦
筵
演
戲
有
底
款
者
則

所
墊
少
否
則
皆
醵
貲
而
爲
之
當
其
初
時
多
廣
置
產
業
久
則
爲

有
力
者
所
把
持
自
黨
部
成
立
設
置
同
業
公
會
先
則
舉
辦
踊
躍

近
且
形
其
散
渙
蓋
因
廟
產
已
提
必
現
集
款
是
以
難
也

酬
酢

酬
酢
之
事
昭
之
筵
宴
無
論
數
十
百
席
皆
以
平
頭

即

四

品

盌

五

大

盌

菜
皆

以
豬
肉
爲
主
而
夾
一
二
蔬
菜
極
其
豐
盛
一
棹
人
猶
食
不
盡
至

宴
嘉
賓
昔
有
八
大
八
小
之
名
近
則
改
用
八
大
件
昔
尙
參
翅
漸

有
燒
烤
今
則
海
味
已
貴
鮮
有
用
之
惟
改
爲
用
炒
菜
數
樣
尾
或

豆
花
一
鼓
火
鍋
一
具
而
已
至
婚
喪
宴
客
前
則
備
席
四
五
日
邑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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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
六
習
尙
　
　
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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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紳
李
開
仁
等
議
減
二
日
席
用
四
菜
兩
湯
訖
不
能
行
後
公
益
社

立
議
定
婚
禮
只
待
一
朝
喪
禮
亦
只
開
弔
宴
客
一
日
亦
殊
不
行

考
當
時
價
格
尙
不
若
今
之
貴
也
然
則
崇
實
黜
華
去
奢
寕
儉
以

救
其
弊
願
我
邦
人
亟
急
而
行
之
矣

習
尙

昭
自
改
土
後
凡
遷
移
流
屯
以
及
官
商
落
籍
之
人
大
抵
皆
來
自

禮
義
文
物
之
邦
其
一
切
習
慣
好
尙
互
相
染
濡
雖
以
舊
時
之
土

俗
久
之
亦
漸
開
化
觀
於
都
市
郡
野
亦
鮮
有
不
良
之
習
焉
昭
至

今
日
其
民
衆
居
處
應
酬
未
始
不
漸
趨
於
奢
侈
然
士
農
工
商
各

習
其
事
謀
衣
食
之
不
遑
豈
能
講
娛
樂
乎
即
星
期
之
日
他
處
鋪

戶
均
不
理
事
而
昭
人
照
常
營
業
也
惟
軍
人
學
子
必
放
假
於
各

項
紀
念
之
日
國
慶
運
動
之
會
公
益
慈
善
之
事
人
民
皆
極
踊
躍

相
與
紛
紛
邀
約
樂
觀
其
成
此
外
則
祀
神
之
輩
迷
信
宗
敎
男
女

皆
竭
誠
敬
奉
以
啓
其
爲
善
之
心
其
有
靑
年
學
子
初
中
畢
業
後

即
入
商
途
亦
時
勢
所
逼
也
至
於
嗜
好
即
吸
煙
飮
饌
者
固
多
雖

屬
消
耗
亦
應
接
所
不
免
其
有
無
職
游
民
愛
睹
好
戲
鬥
雞
打
獵

者
時
亦
有
之
然
皆
社
會
之
蠹
耳

禁
忌

世
人
之
心
由
信
仰
而
生
敬
畏
由
敬
畏
而
生
疑
忌
此
理
之
常
也

蓋
人
不
能
無
婚
喪
宅
舍
與
夫
出
行
開
市
等
事
有
之
則
陰
陽
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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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八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水
星
命
占
卜
之
說
興
焉
趨
吉
避
凶
因
事
而
忌
諱
多
矣
昭
自
反

正
後
一
切
維
新
事
多
趨
簡
便
歲
時
旣
易
日
期
尤
差
更
經
廢
除

偶
像
則
祈
禳
拜
禱
之
風
已
無
趨
向
即
錮
蔽
之
習
亦
可
漸
次
消

化
矣
惟
種
族
及
教
徒
之
禁
一
時
難
於
改
變
至
於
下
等
社
會
之

讕
語
與
及
巫
覡
之
詛
呪
則
有
不
堪
言
者
也

謠
諺

除
夕
聽
鳥
叫
分
別
好
和
歹
　
淸
明
要
明
谷
雨
要
淋
　
夏
丙
陽

陽
乾
斷
長
江
　
夏
至
趕
端
陽
人
家
無
存
糧
　
立
夏
不
下
犂
䎱

高
掛
　
要
喫
隔
年
飯
八
月
初
一
看
　
八
月
十
五
雲
遮
月
正
月

十
六
雪
打
燈
　
白
露
逢
單
地
下
不
乾
　
重
陽
無
雨
一
冬
晴

十
月
無
霜
碓
頭
無
糠
　
十
月
斤
霜
萬
民
皆
望
　
乾
冬
十
月
下

雪
過
年
　
頭
九
二
九
凝
冰
上
走
　
三
九
四
九
凍
死
豬
狗
五
九

六
九
隔
河
看
柳
　
七
九
六
十
三
皮
褂
脫
給
狗
兒
穿
　
日
暈
長

江
水
月
暈
草
頭
枯
　
雨
洒
二
十
五
後
月
無
乾
土
　
四
六
開
天

不
久
長
　
蒼
天
蒼
天
百
姓
可
憐
今
晚
下
雨
救
活
秧
苗
靑
龍
頭

白
龍
尾
難
爲
老
天
下
大
雨
大
雨
大
大
下
小
雨
我
不
怕
大
雨
下

在
田
中
間
小
雨
下
在
田
外
邊
小
兒
携
手
拜
上
天
跪
跪
　
不
供

毽
扯
紅
線
紅
線
斷
濫
成
十
八
瓣
　
天
上
掛
白
霞
地
下
亂
如
麻

提
起
鴉
烟
氣
斷
腸
老
的
不
吃
少
的
忙
家
中
之
事
如
何
了
聽

天
安
命
四
杆
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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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九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第
十
八
　
宗
敎

宗
敎
者
無
論
何
敎
隨
其
人
之
信
仰
認
一
敎
爲
宗
主
者
也
中
國

古
時
無
所
謂
敎
自
秦
漢
以
來
崇
尙
黃
老
故
始
皇
武
帝
並
求
長

生
之
術
而
後
世
道
家
者
流
競
稱
道
德
經
其
旨
淸
靜
無
爲
初
祇

自
修
專
爲
養
生
計
迨
符
籙
興
而
祈
禱
盛
行
其
術
愈
荒
渺
矣
至

漢
明
帝
時
佛
始
入
中
原
六
朝
以
降
釋
敎
大
興
恆
與
羽
流
鬥
法

道
敗
而
釋
遂
駕
而
上
之
然
高
者
主
寂
滅
以
下
皆
藉
經
呪
祈
禳

爲
事
然
僧
尼
皆
不
耕
而
食
不
織
而
衣
此
皆
國
中
之
蠹
也
迨
及

唐
時
回
人
始
入
中
國
其
教
以
謨
罕
默
德
爲
宗
彼
有
文
字
有
戒

律
傳
法
者
爲
阿
吽
其
奉
行
者
僅
屬
彼
族
與
他
族
無
混
也
自
淸

末
基
督
舊
派
敎
侵
入
名
曰
天
主
敎
其
時
根
蒂
尙
淺
及
通
商
立

約
後
新
派
耶
穌
敎
繼
來
其
勢
漸
張
愚
民
無
知
相
與
仇
讎
迭
釀

巨
案
割
地
與
和
迄
今
日
久
亦
相
安
無
事
然
其
教
係
勸
人
爲
善

與
釋
道
之
取
人
財
物
者
不
同
也
昭
居
邊
鄙
地
當
衝
繁
各
教
俱

備
及
信
敎
自
由
之
令
出
亦
隨
人
投
入
敎
堂
俱
未
行
禁
止
爰
考

各
教
之
宗
旨
以
述
其
源
流
焉
志
宗
敎

道
敎

道
敎
於
中
國
最
古
秦
有
方
士
言
神
仙
事
漢
曹
參
問
道
於
蓋
公

得
其
淸
靜
之
旨
文
帝
武
帝
尤
信
術
士
言
至
淮
南
王
以
煉
丹
飛

昇
魏
晉
士
大
夫
習
於
淸
談
然
皆
主
服
食
導
引
未
離
乎
家
也
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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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此
類
名
目
甚
多
至
若
眞
講
道
術
者
或
住
山
林
或
居
廟
宇
均
去

人
絕
世
以
習
靜
爲
事
以
玄
妙
爲
高
功
成
仙
去
者
有
之
其
術
深

奧
難
悉
數
也
昭
城
開
化
較
遲
羽
士
自
七
代
傳
至
十
二
代
有
龍

門
派
者
前
志
已
載
之
近
則
所
存
無
幾
僅
習
經
典
畫
符
籙
鮮
有

開
壇
者
惟
道
士
一
派

不

住

廟

而

有

家

室

專
習
經
懺
爲
人
禳
解
超
度
前
尙

有
數
家
可
以
建
醮
今
則
漸
歸
澌
滅
矣

佛
教

方
今
釋
敎
之
徒
徧
五
州
僧
侶
於
中
國
盛
行
已
久
各
省
郡
邑
皆

有
大
叢
林
或
千
餘
或
數
百
不
等
滇
之
僧
寮
亦
衆
人
謂
古
佛
國

云
昭
自
乾
隆
初
縣
官
程
公
迎
某
人
至
郡
卓
錫
於
武
廟
其
術
淸

高
授
徒
三
人
派
名
曰
廣
後
師
去
其
徒
即
在
昭
城
分
駐
各
廟
宇

前
志
已
載
數
人
後
漸
衰
微
現
今
佛
法
盛
興
昭
雖
設
有
佛
敎
會

而
講
經
亦
只
數
人
耳
城
鄕
女
僧
尙
有
八
九
十
人
惟
南
城
外
三

官
廟
有
道
姑
十
餘
人
各
處
之
產
皆
沒
於
公
前
籌
議
將
女
尼
等

並
集
合
於
鳳
閣
廟
老
鴉
岩
觀
音
廟
二
處
但
尙
未
實
行
也

回
敎

禮
拜
寺
經
典
文
字
教
長
祈
禱
儀
式
禁
戒

據
彼
敎
中
人
言
其
古
敎
祖
名
阿
丹
又
稱
爲
依
斯
蘭
流
傳
已
數

千
年
矣
至
隋
時
有
穆

一
作

謨

罕
默
德
奉
眞
宰
天
命
在
土
耳
其
國
講

經
傳
敎
後
始
流
入
中
國
考
明
史
外
國
傳
有
默
德
那
即
回
回
祖

國
祖
王
謨
罕
驀
亦
作
默
德
生
而
聖
靈
臣
服
西
域
諸
國
國
久
尊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宗
　
教
　
回
　
教
　
　
二
十
一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爲
別
譜
援
爾
譯
言
天
使
也
隋
開
皇
中
其
敎
即
傳
入
中
國
後
安

史
之
亂
回
鶻
出
兵
五
千
人
相
助
滅
之
遂
多
留
中
土
其
教
遂
散

布
四
方
昭
之
回
敎
則
自
元
時
派
兵
屯
田
流
落
於
此
淸
時
隨
哈

元
生
來
者
尤
多
其
人
常
持
戒
律
不
食
豕
肉
聚
處
而
居
即
建
禮

拜
寺
以
維
持
宗
敎
彼
敎
之
人
遇
把
齋
日
恆
念
經
其
中
其
族
有

婚
喪
事
由
敎
長
率
之
往
亦
必
念
經
分
錢
前
則
念
經
人
少
今
學

堂
林
立
習
亞
文
者
多
行
見
彼
敎
之
盛
興
矣

淸
眞
寺

即
禮
拜

寺
也

　
昭
屬
城
鄕
東
南
北
三
區
共
有
淸
眞
寺
叁
拾
玖

座
皆
散
居
各
處
惟
城
中
區
在
府
門
口
其
人
數
甚
多
其
次
南
鄕

餘
皆
奇
零
也
凡
所
住
之
人
無
不
奉
行
其
敎
信
仰
誠
敬
自
行
籌

貲
建
築
寺
院
以
爲
歸
宿
也

經
典
文
字
　
即
亞
拉
伯
文
在
土
耳
其
文
言
一
致
治
國
傳
敎
即

以
亞
文
爲
主
其
文
字
開
闢
最
早
即
今
世
界
各
國
所
用
數
目
字

無
不
遵
之
其
字
母
以
二
十
八
字
變
化
而
出
常
念
之
經
有
三
十

本
名
曰
可
蘭
經
內
載
陸
千
陸
百
陸
拾
陸
章
伍
拾
萬
壹
仟
壹
百

零
九
箇
單
字
配
而
成
句
書
法
及
念
法
由
右
而
左
順
唇
舌
而
唸

均
有
秩
序
其
音
最
巧
而
確
非
童
而
習
之
不
可
也
其
經
典
中
外

四
大
回
國
皆
同
無
有
錯
訛
耳

敎
長
祈
禱
儀
式
　
敎
長
主
持
敎
中
之
條
規
以
宣
傳
敎
義
爲
天

職
各
寺
中
皆
有
敎
長
不
論
本
地
外
方
人
必
經
典
純
熟
品
學
兼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宗

教

回

教

　

二
十
二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優
者
方
充
此
任
每
日
晝
夜
五
時
敎
長
率
領
教
徒
朝
拜
眞
宰
名

曰
五
番
其
敎
徒
男
子
十
二
歲
女
子
九
歲
均
有
當
然
責
任
一
律

朝
拜
衆
禮
須
七
日
一
聚
全
年
有
大
會
禮
二
次
其
未
嘗
到
者
亦

須
沐
浴
大
淨
小
淨
方
能
入
寺
朝
拜
此
即
謂
之
祈
禱
其
時
在
場

之
人
務
站
念
鞠
躬
叩
頭
面
迎
向
西
儀
式
嚴
肅
行
列
整
齊
禮
畢

靜
聽
敎
長
宣
讀
經
典
無
稍
紊
亂
凡
有
包
白
巾
者
皆
於
朝
禮
時

方
用
不
拜
則
易
之
非
回
敎
之
符
號
耳

禁
戒
　
凡
敎
徒
之
戒
律
不
知
者
以
爲
僅
戒
食
物
不
吃
犬
豕
即

牛
羊
雞
鴨
之
類
不
經
敎
長
宰
殺
者
皆
不
食
之
此
外
煙
酒
消
耗

之
物
損
傷
腦
筋
奸
淫
賭
博
之
事
汙
身
敗
德
以
及
非
分
妄
取
之

財
皆
一
律
戒
除
其
他
星
象
占
卜
偶
象
迷
信
之
類
則
更
未
能
從

事
矣

查
回
族
之
信
敎
與
他
教
不
同
凡
係
回
民
無
不
在
敎
持
戒
與
夫

入
寺
唸
經
之
人
前
於
氏
族
欄
內
已
將
其
花
戶
人
數
敍
明
至
於

學
校
之
設
則
於
敎
育
欄
內
曾
列
入
表
茲
不
再
贅

耶
穌
天
主
敎

天
主
敎
於
明
時
即
傳
入
中
國
昭
通
之
有
敎
堂
於
同
治
年
間
設

立
於
城
內
府
街
自
庚
子
後
始
撥
相
近
之
五
屬
公
館
與
之
由
馬

晏
兩
司
鐸
另
行
建
造
禮
拜
堂
頗
爲
壯
觀
其
主
任
稱
爲
司
鐸
亦

稱
神
父
信
奉
耶
穌
其
入
敎
者
及
各
地
人
皆
有
惟
司
鐸
則
由
歐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宗
教
　
　
天
主
教
　

二
十
三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州
法
國
嬗
派
而
來
主
持
敎
務
以
及
唸
經
辦
事
之
任
蓋
彼
敎
無

論
在
何
地
方
悉
隸
於
羅
馬
敎
皇
統
治
之
下
此
則
稱
爲
老
敎
與

他
新
教
迥
然
不
同
也

敎
規
　
該
敎
崇
奉
天
主
敬
禮
耶
穌
以
愛
人
如
己
爲
敎
綱
以
聖

經
爲
根
據
以
十
誡
爲
敎
規

一
欽
崇
天
主
於
萬
有
之
上
　
二
毋
呼
天
主
聖
名
以
發
虛
誓

三
守
主
日
　
四
孝
敬
父
母
　
五
毋
殺
人
　
六
毋
行
邪
淫
　
七

毋
偷
盜
　
八
無
妄
證
　
九
無
貪
他
人
妻
　
十
無
貪
他
人
財
物

其
餘
細
目
不
載
總
之
其
敎
以
從
善
避
惡
爲
宗
旨
悉
以
助
人
類

之
平
和
大
同
爲
目
的
故
該
敎
能
長
立
於
世
界
也

敎
會
及
入
敎
人
數
　
昭
通
教
會
只
城
中
一
處
自
設
教
堂
以
來

已
經
數
十
年
入
教
之
人
不
分
國
際
種
族
均
結
合
成
一
大
團
體

名
曰
聖
敎
會
以
前
者
無
論
依
最
近
調
查
昭
之
信
彼
教
者
現
有

陸
百
餘
人
民

學
校
　
該
堂
向
來
已
設
有
男
女
學
堂
並
敎
以
經
攵
近
則
遵
依

部
章
設
立
小
學
校
照
科
學
授
課
外
仍
酌
加
經
典
以
應
教
友
之

普
通
常
識

醫
館
　
該
教
堂
立
有
醫
館
一
所
專
治
小
兒
科
並
收
養
遺
棄
嬰

孩
雇
乳
媼
撫
肓
數
十
年
來
賴
以
存
活
者
其
數
亦
不
少
矣

耶
穌
基
督
敎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宗
教
　
　
天
主
教
　

二
十
四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昭
通
之
有
基
督
敎
始
於
淸
光
緖
中
英
教
士

亦
稱

牧
司

柏
格
里
初
至
租

房
南
門
內
繼
移
集
賢
街
隨
即
購
屋
建
造
敎
堂
接
年
以
來
設
醫

院
學
堂
房
舍
雲
連
矣
嗣
後
改
稱
有
美
會
至
民
國
初
因
與
他
省

聯
合
又
稱
聖
道
公
會
二
十
一
年
七
大
敎
區
會
議
定
名
曰
循
道

公
會
要
皆
遵
衞
斯
理
之
宗
旨
也

宗
派
　
基
督
敎
原
祖
耶
穌
世
界
稱
爲
新
敎
自
衞
斯
理
於
十
八

紀
中
改
革
宗
敎
後
世
人
宗
之
如
美
以
美
會
監
理
會
皆
此
統
系

敎
規
　
該
敎
之
規
範
係
用
新
舊
二
約
書
爲
凖
則
入
其
敎
者
信

仰
救
主
勸
人
爲
善
歸
於
大
同
主
義
以
挽
回
世
道
人
心
爲
志
願

傳
敎
　
該
敎
於
五
州
皆
有
循
道
公
會
昭
城
隨
時
皆
有
牧
師
及

教
士
來
傳
福
音
但
新
教
士
多
夫
婦
偕
來
與
天
主
教
之
司
鐸
無

家
眷
者
有
別
現
時
城
中
入
敎
者
約
有
二
百
餘
人
嘗
到
會
念
經

敎
會
　
該
會
經
七
大
教
區

即
華
北
山
東
天
津

兩
湖
粤
東
寕
波
等

會
議
有
總
敎
區
分
敎
區

之
目
昭
通
爲
四
分
教
區
之
一
城
中
爲
區
會
餘
有
四
堂
會
一
官

壩
二
學
莊
三
洒
漁
河
四
燕
山

學
校
　
一
在
東
城
外
前
淸
末
年
立
自
民
國
以
來
照
部
頒
章
程

辦
理
小
學
中
學
六
年
正
式
改
辦
中
學
十
五
年
組
成
校
董
會
始

聘
華
人
爲
校
長
至
二
十
一
年
延
唐
富
澤
任
職
乃
向
政
府
立
案

定
名
私
立
明
誠

初
名

宣
道

初
級
中
學
校
逐
年
加
增
近
已
辦
至
中
學
四

班
附
設
小
學
六
班
共
有
學
生
四
百
餘
人
校
址
寬
闊
設
備
周
全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宗
教
　
壇
社
巫
祝
等
教
　
二
十
五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敎
育
原
則
悉
遵
部
令
也
一
在
城
中
設
有
女
子
兩
級
小
學
校
一

所
名
有
美
學
校

附
設
幼

稚
園

此
外
各
堂
會
均
有
兩
級
學
校

醫
院
　
初
設
於
集
賢
街
歷
年
已
久
先
診
治
發
藥
取
資
甚
微
醫

士
具
仁
心
者
多
尤
以
馬
佐
爲
最
其
歿
也
衆
咸
悼
之
張
希
魯
爲

之
立
傳
近
則
新
建
大
醫
院
於
東
城
外
學
校
間
壁
地
勢
高
燥
空

氣
甚
好
規
模
宏
大
且
診
室
宿
舍
設
置
完
美
名
曰
福
滇
醫
院

壇
社
及
他
巫
祝
等
敎

查
昭
通
除
以
上
各
敎
外
有
所
謂
洞
經
壇
普
緣
社
悟
善
社
靑
蓮

教
皆
爲
正
敎
其
餘
巫
祝
等
則
有
白
末
端
工
師
孃
其
術
甚
多
不

能
備
載
也

洞
經
壇
　
其
敎
傳
自
省
垣
以
談
演
誦
經
爲
主
輔
以
音
樂
凡
祈

晴
禱
雨
聖
誕
慶
祝
超
度
事
悉
爲
之
其
經
夾
雜
佛
道
間
以
儒
經

附
會
入
壇
者
皆
屬
男
子
而
無
女
流
也

同
善
社
　
始
於
民
國
中
其
敎
亦
來
自
省
城
未
嘗
誦
經
而
專
于

禮
拜
其
尊
宗
者
釋
道
俱
有
而
專
以
做
功
爲
事
近
于
參
禪
其
功

深
者
謂
之
天
恩
男
女
近
數
百
人

普
緣
社
　
其
敎
多
與
同
善
社
相
類
亦
男
婦
俱
多
但
誦
經
請
乩

略
不
相
同
耳

靑
蓮
敎
　
其
敎
吃
齋
誦
經
爲
主
間
爲
人
祈
禱
城
鄕
男
女
有
數

百
人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宗
教
　
巫
祝
等
　
藝
文
　
二
十
六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夷
敎
　
則
有
白
末
能
識
夷
字
談
夷
語
凡
其
族
婚
葬
應
延
其
呪

經
即
漢
人
有
患
避
祿
者
非
請
其
送
之
不
能
愈
也

巫
敎
　
亦
多
神
敎
之
一
種
也
有
茅
山
雪
山
等
法
男
曰
端
工
人

家
有
患
疾
病
者
輙
延
至
家
祈
禳
之
鑼
鼓
喧
闐
名
爲
跳
神
女
曰

師
孃
其
家
有
壇
多
奇
怪
圖
畫
女
流
多
信
之
凡
人
染
疾
羣
赴
其

壇
或
關
神
或
收
魂
或
觀
花
瞧
雞
蛋
等
名
目
皆
以
斂
錢
爲
生
計

有
慶
龍
神
者
其
名
尤
雜
曰
趙
侯
壇
兜
兜
壇
野
豬
壇
皆
集
男
女

巫
爲
之
三
日
夜
樂
舞
不
息
語
言
鄙
俚
所
費
不
貲
昔
日
慶
此
甚

多
近
已
減
少
前
歲
奉
令
取
銷
偶
象
除
卻
一
切
迷
信
然
不
久
亦

竊
發
殊
難
盡
絕
也

第
十
九
　
藝
文

記
載
縣
事
之
書

昭
於
漢
爲
朱
提
縣
屬
犍
爲
郡
地
理
志
未
詳
所
在
今
長
沙
王
先

謙
漢
書
補
註
始
詳
考
之
與
阮
志
悉
合
後
爲
恭
州
隋
唐
書
皆
載

之
矣
嗣
是
遂
改
爲
烏
蒙
與
中
國
隔
遂
難
考
据
元
設
宣
慰
使
統

于
雲
南
明
史
槀
屬
於
四
川
四
軍
民
府
此
王
鴻
緖
作
也
淸
顧
炎

武
郡
國
利
病
書
亦
序
烏
蒙
始
末
同
時
毛
奇
齡
有
蠻
司
合
志
至

雍
正
改
土
在
當
時
則
有
倪
蛻
之
滇
雲
歷
年
記
袁
枚
之
隨
園
文

集
有
鄂
文
端
佚
事
魏
源
之
聖
武
記
並
載
改
設
流
官
及
變
亂
情

况
大
旨
皆
同
其
詳
載
詔
書
奏
疏
莫
如
王
先
謙
之
東
華
續
錄
也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藝
文
　
縣
人
著
術
之
書
　
二
十
七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縣
人
著
述
之
書

昭
處
滇
邊
開
化
較
晚
時
國
家
以
科
目
取
士
地
方
俊
彥
多
肄
習

八
股
試
帖
爲
獵
取
功
名
之
具
旣
得
矣
則
入
仕
途
吏
治
嬰
心
誰

復
勤
於
著
作
至
久
困
場
屋
者
猶
不
知
變
計
碌
碌
無
所
表
見
茲

編
藝
文
求
其
研
究
經
史
之
儒
杳
不
可
得
僅
得
工
詩
古
文
辭
者

若
干
人
其
履
歷
事
實
已
詳
載
宦
積
文
苑
本
傳
今
不
再
贅

馬
洲
乾
隆
中
副
榜
纂
修
郡
志
四
巷
未
會
梓
行
僅
互
相
傳
抄
前

志
稱
其
著
作
尙
多
均
未
及
見

魏
定
一
字
不
坡
乾
隆
壬
子
經
魁
生
平
著
述
甚
富
有
十
餘
種
之

多
遭
兵
燹
散
佚
今
所
存
者
只
松
竹
堂
詩
古
體
律
絕
總
四
百
餘

首
也
野
語
錄
一
卷
中
庸
衍
義
一
卷
百
花
詞
一
卷
皆
行
於
世

楊
勳
乾
隆
己
酉
拔
貢
子
裕
培
嘉
慶
癸
酉
拔
貢
敦
培
道
光
乙
酉

拔
貢
三
人
皆
專
任
敎
授
著
書
宏
富
因
亂
遺
失
郡
人
李
嘉
瑞
爲

刻
其
三
酉
聯
選
集

鄒
焯
嘉
慶
庚
午
經
魁
博
通
經
史
著
述
繁
富
以
貧
未
梓
後
遇
亂

散
亡
惟
有
爾
雅
釋
字
刊
行
於
世

辛
聯
瑋
道
光
丙
戍
進
士
入
翰
林
詩
文
皆
淸
麗
有
辛
太
史
集

李
開
仁
字
樂
山
同
治
癸
酉
經
魁
學
識
宏
通
才
思
淸
超
著
有
白

雲
山
人
詩
文
集
昭
通
五
屬
志
稿
均
未
刊
刻
存
于
家

楊
耀
奎
字
月
舫
同
治
庚
午
舉
人
有
經
濟
才
官
昆
明
敎
諭
時
省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藝
文
　
縣
人
著
術
之
書
　
二
十
八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設
儲
才
館
上
書
巡
撫
考
取
提
調
丙
戍
修
通
志
會
襄
助
其
事

黃
道
淸
光
緖
丙
子
舉
人
善
詩
古
文
有
瞻
華
吟
草
一
卷

蕭
維
祺
字
錫
之
歲
貢
嘗
好
宋
儒
書
身
體
力
行
著
有
錫
福
堂
詩

文
集
石
田
語
圍
爐
瑣
記
贐
言
等
書

饒
春
熙
字
藹
人
道
光
丁
酉
拔
貢
性
聰
頴
精
音
律
鐫
刻
工
詩
文

著
有
豫
桐
室
文
集
孫
起
孝
舉
人
著
有
竹
山
詩
文
集
起
敬
大
令

詩
文
俱
工
有
駪
駪
集
敝
帚
自
珍
雜
記

謝
文
翹
字
秀
山
光
緖
庚
辰
進
士
文
學
經
濟
俱
臻
絕
詣
著
作
甚

富
其
刻
者
有
紅
藥
山
房
詩
集
公
牘
判
詞
四
六
文
稿

謝
崇
基
字
履
莊
光
緖
丙
戍
進
士
入
翰
林
爲
人
蘊
藉
工
詩
古
文

辭
去
官
後
以
書
畫
自
娛
著
有
兩
漢
洗
齋
詩
文
集

黃
紹
仁
字
根
心
原
籍
江
西
隨
親
生
長
於
昭
讀
書
有
成
回
籍
應

試
補
博
士
弟
子
在
樟
樹
鎭
開
藥
材
行
吟
詠
不
輟
古
文
亦
長
著

有
根
心
寄
草
及
雜
姐
其
弟
翰
屏
爲
刊
行
於
世

李
湛
陽
字
覲
楓
副
榜
初
𤲢

學
日
本
即
考
察
其
政
治
敎
肓
商
務

風
俗
著
書
八
卷
頗
有
條
理
又
有
禮
園
雜
記
俱
刊
刻
傳
誦
膾
炙

人
口

蕭
瑞
麟
字
石
齋
光
緖
癸
巳
舉
人
工
詩
古
文
著
有
橊
花
山
館
集

東
瀛
參
觀
記
烏
蒙
紀
年
俱
已
刊
行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金
石
　
　
鐘
鼎
𢑱
器
　

二
十
九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第
二
十
　
金
石

金
石
之
古
者
人
多
寳
重
之
古
今
一
轍
以
其
具
有
歷
史
價
值
闗

係
文
化
者
也
宋
歐
陽
修
之
集
古
錄
趙
明
誠
之
金
石
錄
薛
尚
功

之
鐘
鼎
欵
識
及
清
馮
雲
鵬
之
金
石
索
阮
文
達
之
積
古
齋
鐘
鼎

𢑱

器
欵
識
等
皆
上
起
三
代
以
來
之
古
銅
𢑱

器
碑
碣
磚
瓦
編
排

成
帙
或
加
以
考
訂
或
爲
之
箋
釋
以
供
同
好
以
享
後
世
雖
撰
述

之
書
各
異
其
酷
好
金
石
之
意
則
一
焉
昭
本
邊
徼
文
化
落
伍
不

足
與
中
州
並
列
金
石
收
藏
較
各
省
瞠
乎
其
後
然
自
孟
孝
琚
碑

出
土
及
建
初
永
元
永
建
陽
嘉
漢
安
各
洗
先
後
現
世
引
起
海
内

學
者
之
鑒
賞
稱
爲
璆
璧
鄭
板
橋
詩
云
敢
云
少
少
許
勝
他
多
多

許
其
昭
漢
碑
漢
洗
之
謂
耶
然
則
昭
於
漢
代
文
化
淵
源
有
自
固

未
可
以
開
疆
較
晚
厚
非
之
也
志
金
石

鐘
鼎
彝
器

鐘
鼎
古
重
器
也
𢑱

器
古
尋
常
用
具
也
二
者
每
多
鏤
刻
文
字
以

爲
銘
誡
或
刻
年
月
産
地
俾
傳
遺
後
世
而
不
漠
滅
其
爲
後
世
所

寳
重
者
即
以
能
代
表
時
代
及
文
化
足
供
考
古
家
之
研
究
者
也

茲
將
昭
境
猺
堆
先
後
掘
獲
古
銅
𢑱

器
摘
其
有
文
字
可
考
訂
者

分
述
於
后
以
資
嗜
古
者
之
鑒
定
焉

漢
永
元
洗
　
此
洗
先
後
掘
獲
二
具
一
係
由
昭
境
鴉
姑
海
猺
堆

中
掘
出
猺
堆
者
古
猺
人
居
室
也
出
土
後
爲
昭
人
鄢
若
愚
所
藏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金
石
　
　
鐘
鼎
𢑱
器
　
　
三
十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視
爲
至
寳
洗
形
如
盤
計
高
二
寸
口
徑
約
一
尺
一
寸
底
刻
永
元

五
年
堂
狼
六
字
書
法
古
雅
體
係
小
篆
按
永
元
爲
後
漢
和
帝
年

號
堂
狼
即
今
東
川
與
古
未
提
接
壤
爲
産
銅
之
山
是
洗
之
刻
文

爲
紀
𨮾

造
之
産
地
也
明
矣
一
係
最
近
由
下
灑
漁
河
掘
出
者
底

刻
永
元
八
年
造
五
字
現
爲
張
希
魯
所
藏
兹
將
二
洗
之
原
形
及

原
文
摹
繪
於
左

漢永元八年洗圖

漢
永
元
五
年
洗
圖

永
　
元
　
五
　
年
　
　
堂
　
　
狼

永
　
元
　
八
　
　
年
　
造

漢
陽
嘉
洗
　
洗
形
如
盂
上
寬
下
窄
高
可
六
寸
口
徑
盈
尺
底
約

五
寸
有
奇
刻
篆
文
七
字
曰
陽
嘉
二
年
邛
都
造
左
右
各
刻
一
魚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金
石
　
　
鐘
鼎
𢑱
器
　

三
十
一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頭
上
尾
下
作
相
對
式
故
識
之
者
曰
此
漢
雙
魚
洗
也
按
陽
嘉
爲

後
漢
順
帝
年
號
此
洗
出
土
亦
由
猺
堆
初
係
銅
工
購
獲
以
爲
炊

具
近
始
轉
售
昭
人
張
希
魯
爲
之
考
訂
貢
獻
於
世
遇
合
之
機
有

足
慨
者
附
圖
及
篆
文
於
左

漢
陽
嘉
洗
圖

魚

陽
嘉
二
年
邛
都
造

魚

漢
永
建
雙
魚
洗
漢
安
洗
　
二
洗
出
土
特
早
均
藏
昭
人
謝
太
史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金
石
　
　
鐘
鼎
彝
器
　

三
十
二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崇
基
家
一
刻
永
建
五
年
造
作
大
吉
八
字
左
右
各
刻
魚
形
如
陽

嘉
洗
一
刻
漢
安
二
年
朱
㮛
造
七
字
按
永
建
漢
安
均
東
漢
順
帝

年
號
當
亦
漢
代
彜
器
也
已
詳
載
舊
志
兹
仍
將
原
文
摹
書
於
左

漢

安

二

年

朱

提

造

旁
有

雙
魚

永建五年造作大吉
漢
建
初
洗
　
此
洗
於
民
國
二
十
四
年
九
月
出
土
於
城
西
下
灑

漁
河
爲
張
希
魯
購
得
係
大
小
兩
器
小
者
計
高
營
造
尺
四
寸
九

分
深
四
寸
六
分
口
徑
約
一
尺
腹
圍
二
尺
九
寸
二
分
重
一
百
五

十
一
兩
底
刻
建
初
八
年
朱
提
造
作
八
字
朱
提
二
字
合
文
左
右

各
刻
一
魚
大
者
高
營
造
尺
九
寸
深
八
寸
八
分
口
徑
一
尺
零
五

分
腹
圍
三
尺
七
寸
重
二
百
四
十
兩
底
作
蟲
魚
形
兹
將
二
器
原

漢
建
初
洗
圖

形
及
文
字
圖
畫
摹
繪
於
左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金
石
鐘
鼎
彜
器
　
銅
鼓
　
三
十
三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建
初
洗
㈠

魚

建
初
八
年
朱
㮛
造
作

魚

建

初

洗

㈡

魚　蟲　魚

銅
鼓

銅
鼓
由
昭
猺
堆
中
先
後
掘
獲
二
具
一
爲
陳
鐸
購
去
今
不
知
何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金
石
　
銅
鼓
　
銅
印
　

三
十
四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所
一
現
藏
李
氏
家
廟
形
如
坐
墩
其
下
空
滿
被
花
紋
擊
之
聲
如

銅
印

附

鞞
鼓
相
傳
爲
武
侯
征
南
蠻
時
所
製
一
說
蓋
古
蠻
人
所
用
固
無

文
可
考
未
稔
孰
是

昭
人
張
宏
楙
購
得

古
銅
印
一
刻
篆
文
曰

南
夷
長
史
四
字
書

此
印
為
魯
甸
李
輝
山

觀
察
所
獲
現
藏
於

家
文
云

武
勝
定
國
軍
節

度
使
開
府
儀
同

三
司
湖
北
京
西

路
宣
撫
使
兼
營

田
大
使
岳
飛
印

法
勁
荗
銅
質
亦
古

按
漢
通
西
南
夷
置

官
此
印
蓋
漢
物
也

南
夷

長
史

此
印
爲
昭
人
謝
文
冏
購
得

現
藏
於
家

正
面
刻
陽
文
篆
書

瞿
塘
衛
右
千
户
所
管
軍
印
十
字

背
面
左
刻

禮
　
部
　
造

洪
武
十
二
年
七
月
日

十
一
字

右
旁
刻
釋
文
十
字

俱
陰
文
正
書
係
銅
質
直
紐



 

漢
碑
原
文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金
石
　
　
碑
碣
　

　

三
十
五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碑
碣漢

孟
孝
琚
碑

釋
文

△
△
丙
申
月
建
臨
卯
嚴
道
君
曾
孫
武
陽
令
之
少
息
孟
廣
宗
卒

△
△
遂
廣
四
歲
失
母
十
二
隨
官
受
韓
詩
兼
通
孝
經
二
卷
博
覽

△
△
改
名
爲
璇
字
孝
琚
閔
其
敦
仁
爲
問
蜀
郡
何
彥
珍
女
未
娶

△
△
十
月
癸
卯
於
塋
西
起
攢
十
一
月
乙
卯
平
下
懷
抱
之
恩
心

△
△
其
辭
曰

△
△
結
四
時
不
和
害
氣
蕃
溢
嗟
命
何
辜
獨
遭
斯
疾
中
夜
奄
喪

△
△
熒
忽
然
遠
游
將
即
幽
都
歸
于
電
丘
凉
風
滲
淋
寒
水
北
流

△
△
期
痛
哉
仁
人
積
德
若
滋
孔
子
大
聖
抱
道
不
施
尙
困
於
世

△
△
淵
亦
遇
此
菑
守
善
不
報
自
古
有
之
非
獨
孝
琚
遭
逢
百
離

△
△
覆
恨
不
伸
志
翻
揚
隆
治
身
滅
名
存
美
稱
脩
飭
勉
崇
素
意

△
△
晧
流
惠
後
昆
四
時
祭
祀
煙
火
連
延
萬
歲
不
絕
勛
于
後
人

△
△
失
雛
顏
路
哭
回
孔
尼
魚
澹
臺
忿
怒
投
流
河
世
所
不
閔
如

△
△
武
陽
主
簿
李
橋
字
文
平
書
佐
黃
羊
字
仲
興

△
△
記
李
昺
字
輔
謀
　
　
　
鈴
下
任
騾

是
碑
質
係
米
心
石
性
最
堅
韌
高
約
五
尺
許
寬
約
二
尺
八
寸

上
首
刻
痕
斷
截
下
脚
完
整
刻
有
龜
蛇
二
物
左
右
有
龍
鳳
紋

現
拓
幀
無
之
因
工
人
省
紙
故
也
碑
出
土
於
淸
光
緖
二
十
七

年
九
月
地
居
郡
東
鄕
十
里
之
白
泥
井
謝
履
莊
太
史
移
置
城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金
石
　
　
碑
碣
　

　

三
十
六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內
鳳
池
書
院
藏
書
樓
下
嵌
之
壁
間
先
是
郡
庠
胡
國
楨
晤
鄕

民
馬
正
衡
言
及
彼
村
中
有
一
古
墓
距
離
數
武
塹
前
微
露
一

角
雖
有
字
鄕
人
莫
能
辨
胡
示
以
八
分
書
帖
曰
殆
與
此
相
同

胡
許
其
往
視
後
邀
履
莊
偕
觀
果
隸
書
意
陷
土
中
者
尙
多
乃

召
鄕
侶
以
鍫
鋤
掘
起
之
則
巨
碑
也
喜
極
即
命
輿
輦
往
城
中

履
莊
時
任
山
長
書
樓
亦
爲
彼
修
故
置
之
且
鑿
一
隅
題
跋
云

碑
在
昭
通
郡
南
十
里
白
泥
井
馬
氏
舍
旁
光
緖
二
十
七
年
九

月
出
土
同
里
胡
茂
才
國
楨
爲
余
言
之
因
偕
往
觀
石
高
五
尺

廣
二
尺
八
寸
側
刻
龍
形
各
一
下
刻
物
形
若
龜
蛇
其
文
辭
古

茂
字
畫
遒
勁
方
之
滇
中
古
刻
遠
過
兩
爨
諸
碑
之
上
雖
碑
首

斷
闕
間
有
泐
痕
年
代
無
攷
然
以
文
字
揆
之
應
在
漢
魏
之
間

非
兩
晉
後
物
洵
可
寳
也
遂
移
置
城
中
鳳
池
書
院
藏
書
樓
下

陷
諸
壁
間
以
俟
博
雅
嗜
古
君
子
鑒
訂
焉
是
歲
十
一
月
朔
日

郡
人
謝
崇
基
跋

蓋
自
此
碑
搨
出
散
布
宇
內
求
者
愈
衆
邑
紳
黃
紹
勳
等
恐
其

損
壞
呈
請
昭
通
府
尊
陳
出
示
嚴
禁
並
議
定
印
資
刊
碣
於
碑

側
此
項
收
費

久
未
實
行

迄
今
三
十
餘
年
時
有
所
搨
字
漸
模
糊
然
拓
紙
未
計

其
數
想
不
下
萬
本
矣
幸
得
各
省
名
大
家
細
心
考
究
見
字
體

瘦
勁
辭
語
古
雅
咸
定
爲
漢
物
無
異
詞
也
閱
碑
文
十
四
行
前

五
行
爲
序
爲
散
文
中
七
行
爲
銘
辭
爲
四
七
句
韻
語
末
二
行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金
石
　
　
碑
碣
　

　

三
十
七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爲
立
碑
人
姓
名
現
存
碑
者
二
百
六
十
字
袁
樹
五
太
史
謂
西

漢
碑
多
殘
石
傳
者
僅
數
十
字
此
碑
較
完
善
定
爲
海
內
第
一

石
諒
非
虛
言
也
謂
碑
首
當
闕
七
字
者
均
屬
同
意
惟
以
缺
處

年
代
遺
失
難
以
徵
信
由
是
好
古
之
士
遂
多
方
博
引
著
爲
題

跋
遠
寄
來
昭
約
計
已
十
餘
家
僉
以
起
處
首
行
有
丙
申
二
字

用
曆
推
算
主
西
漢
者
則
遺
高
祖
僅
由
景
昭
成
三
帝
言
之
主

東
漢
者
則
只
以
光
和
桓
獻
四
帝
著
手
皆
以
臆
度
各
有
所
偏

閱
者
終
難
折
衷
壹
是
今
據
長
術
輯
要
西
漢
十
二
帝
得
丙
申

者
四

高
祖
二
年
　
景
帝
中
元
五
年
　
昭
帝

始
元
二
年
　
成
帝
河
平
四
年

東
漢
十
二
帝
得
丙
申
者
亦
四

光
武
建
武
十
二
年
　
和
帝
永
元
八
年

桓
帝
永
壽
三
年
　
　
獻
帝
建
安
二
十
一
年

總
之
兩
漢
有
八
丙
申
也
或
言
七

値
丙
申
者
豈
以
高
帝
時
昭
尙
未
開
耶
故
未
計
及
茲
將
各
家

所
指
略
記
其
名
如
右

有
僅
謂
爲
前
漢
碑
者
震
澤
王
仁
俊
　
謂
爲
成
帝
河
平
四
年

者
上
虞
羅
振
玉
滇
袁
嘉
穀
新
會
梁
啓
超
劉
頤

有
斷
爲
後
漢
時
不
著
年
月
者
錢
塘
吳
士
鑑
　
指
名
光
武
建

武
十
二
年
者
善
化
黃
膺
滇
方
樹
梅
袁
丕
鈞

謂
爲
桓
靈
間
者
宜
都
楊
守
敬
　
確
定
爲
桓
帝
永
壽
三
年
者

東
莞
陳
伯
陶
海
寕
吳
其
昌
郡
人
謝
文
冏

準
謂
獻
帝
建
安
二
十
一
年
者
劍
川
趙
藩

按
諸
家
各
執
一
見
自
以
爲
定
評
然
莫
非
摩
擬
之
詞
耳
但
考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金
石
　
　
碑
碣
　

　

三
十
八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據
之
學
後
起
者
精
自
陳
伯
陶
之
夂
出
後
吳
氏
說
復
與
同
意

人
多
遵
信
焉
近
邑
士
謝
允
鑑
博
稽
詳
究
仍
用
曆
推
算
合
干

支
官
制
亦
定
爲
桓
帝
時
物
更
補
吳
氏
七
値
丙
申
之
漏
正
諟

陳
以
卯
作
酉
之
非

二
家
皆
以
　
　

爲
酉
實
四
六
字

即
以
十
月
癸
卯
十
一
月
乙
卯

推
之
與
其
　
不
符
惟
次
年
丁
酉
之
十
一
月
葬
其
月
日
則
相

合
矣

此
說
楊
袁
二
家
會

言
之
惟
未
確
定

又
攷
証
第
六
行
蕃
洫
當
作
溢
七
行
熒
字

非
煢
也
凉
風
非
雨
也
十
行
之
治
字
非
洽
十
一
行
之
　
字
非

時
勛
於
諸
家
認
爲
勗
或
爲
照
題
名
之
文
平
陳
以
爲
梁
或
誤

爲
采
均
悉
改
正
故
釋
文
依
之
今
編
孟
碑
應
將
各
跋
彙
入
因

篇
幅
甚
多
不
能
備
載
且
袁
樹
五
巳
集
跋
印
行
於
世
考
古
家

張
希
魯
曾
有
跋
錄
刊
播
並
將

履
　
乾

正
誤
陳
跋
數
條
採
入
滇

西
李
根
源
搜
集
雲
南
金
石
曾
將
各
跋
家
姓
名
載
列

乾
亦
得

附
驥
尾

又

查
碑
自
移
入
城
後
經
樹
五
履
莊
等
議
託
李
守
莊
孝
廉
另
立

石
於
塚
前
題
曰
漢
孟
孝
琚
墓
保
衞
先
陵
而
禁
樵
牧
後
起
者

其
留
意
焉
自
書
院
並
入
中
學
經
校
長
呈
請
敎
育
廳
已
允
款

新
建
碑
亭
於
民
衆
敎
育
館
內
悉
將
所
存
題
跋
刻
石
於
旁
他

日
當
有
專
書
傳
送
兹
謹
將
照
片
登
列
並
謝
譯
釋
文
及
各
跋

大
意
于
後
以
供
海
內
博
雅
文
人
之
考
察
焉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金
石
　
　
猺
堆
石
刻
　

三
十
九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猺
堆
石
刻

附

民
國
二
十
年
夏
昭
通
民
衆
教
育
館
於
郡
城
西
北
隅
十
五
里
後

海
子
發
掘
猺
堆
計
得
石
大
小
百
餘
塊
其
足
寳
者
僅
數
石
焉
一

刻
龍
隨
鳳
圖
一
刻
人
逐
馬
圖
一
雜
刻
花
鳥
一
刻
月
三
兩
字
體

近
漢
隸
刻
文
與
石
質
咸
與
孟
孝
琚
碑
同
而
鳥
獸
人
物
又
與
漢

武
梁
祠
石
近
又
一
石
較
小
徑
可
六
寸
厚
二
寸
上
圓
如
圭
下
平

可
立
中
刻
篆
文
夀
字
繞
以
花
紋
紋
外
鐫
字
二
十
有
餘
排
列
四

周
詰
屈
聱
牙
讀
不
成
文
且
字
跡
巨
細
不
匀
體
在
兩
爨
之
間
未

審
何
用
所
可
疑
者
此
石
與
前
諸
石
同
出
一
猺
堆
中
前
則
文
字

近
漢
隸
此
則
體
兼
兩
爨
究
屬
何
代
因
無
年
月
可
考
姑
志
之
以

待
海
内
金
石
專
家
之
鑒
定
焉
附
圖
於
后

花鳥石

人逐馬石

龍隨鳯石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金
石
　
　
猺
准
石
刻

　

　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風神石

月三石
又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四
月
郡
城
東
區
八
里
許
之
曹
家
老
包
梁
堆

中
發
現
一
石
形
為
正
方
斜
上
立
體
頂
𨯳

一
孔
三
面
刻
畫
首
龜

蛇
次
鶴
次
鳯
一
面
刻
建
初
九
年
三
月
戊
子
造
九
字
體
係
漢
隸

亦
可
寳
也
現
爲
昭
人
張
希
魯
所
保
存
此
石
出
土
處
復
有
花
磚

數
百
塊
排
成
圖
案
形
足
徵
東
京
建
築
之
一
班
矣
兹
併
附
圖
於

建
初
晝
刻
圖

後

與
建
初
畫
刻
出
土
花
磚
之
一

原
形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藝
術
　
　
建
築
　

　

四
十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第
二
十
一
　
藝
術

說
者
謂
周
禮
考
工
失
而
技
藝
不
精
大
學
格
致
亡
而
物
理
咸
廢

然
藝
近
乎
道
在
人
之
深
求
否
耳
夫
姬
周
雖
以
文
勝
質
亦
不
過

衣
冠
禮
樂
制
度
大
備
至
於
用
器
物
品
仍
以
奇
技
淫
巧
爲
戒
自

是
以
後
工
藝
咸
安
於
樸
𨯳

更
有
流
爲
楛
窳
者
以
視
外
人
之
精

工
華
美
我
遂
瞠
乎
其
後
矣
考
泰
西
有
以
工
業
立
國
者
研
究
一

藝
至
於
繼
世
其
成
也
許
其
專
利
數
代
數
年
故
其
器
物
日
益
精

美
卒
以
此
致
富
而
強
國
然
指
南
針
印
刷
以
及
火
藥
等
未
嘗
非

我
先
哲
所
發
明
彼
得
之
而
愈
求
精
微
悉
獲
其
利
用
於
無
極
識

者
憂
之
屢
議
提
倡
即
如
建
築
雕
刻
刺
繡
等
事
皆
欲
求
工
務
爲

抵
制
若
工
藝
發
達
雖
不
與
人
爭
勝
而
各
物
之
爲
我
所
用
者
倘

能
供
以
給
求
庶
漏
卮
其
可
塞
乎
志
藝
術

建
築

建
築
之
事
其
高
深
寬
遠
至
於
西
人
極
矣
聞
上
至
天
空
約
有
百

十
層
之
房
下
及
地
底
英
美
有
三
四
層
之
路
究
其
工
作
仍
不
外

規
矩
繩
墨
也
然
規
矩
繩
墨
固
爲
梓
人
之
長
技
使
非
用
其
心
智

知
其
體
要
亦
不
能
建
此
大
工
以
傳
名
於
後
世
考
其
制
胥
由
科

學
之
發
達
耳
昭
自
改
設
後
無
大
宮
室
殿
宇
就
城
中
而
論
如
八

角
亭
之
巍
峨
四
柱
撐
空
其
規
模
亦
可
云
壯
觀
迄
今
年
久
失
修

深
憾
無
資
培
補
也
其
次
貴
州
館
之
戲
台
四
面
牌
坊
上
惟
一
筍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藝
術
　
雕
刻
　
刺
繡
　

四
十
一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簷
水
望
將
滴
至
台
上
而
仍
流
下
地
迥
絕
他
處
可
知
其
墨
法
之

精
傳
言
此
二
處
皆
劍
川
工
匠
師
徒
二
人
一
手
所
爲
惟
未
悉
其

姓
氏
爲
可
惜
耳
查
先
時
之
工
藝
多
未
即
科
學
研
究
時
至
今
日

競
尙
西
式
使
稍
有
學
問
逞
其
才
智
就
其
體
要
而
爲
之
建
築
之

術
又
何
難
蒸
蒸
日
上
哉

雕
刻

昭
城
雕
刻
之
事
分
作
兩
類
一
爲
雕
刻
琢
神
儀
工
作
細
爲
必
肖

必
像
技
誠
高
矣
次
則
建
造
屋
宇
雕
鏤
窗
櫺
簷
梲
此
屬
於
木
工

一
爲
刻
書
及
雕
印
章
者

俗
呼
刻

字
匠

然
只
能
木
工
刻
骨
而
已
若
其
治

象
牙
凍
石
以
及
珀
玉
之
類
尤
非
所
長
夫
刻
印
章
者
古
謂
之
鐵

筆
先
必
董
乎
六
書
然
後
結
體
不
俗
用
筆
近
古
方
可
寳
貴
是
必

讀
書
人
優
爲
之
昭
前
有
周
亮
熙
者
精
於
此
道
馳
名
滇
垣
彼
集

有
印
譜
惜
未
刊
刻
即
歿
矣
後
有
傳

刺
繡

漢
詔
曰
錦
繡
纂
組
害
於
女
紅
此
爲
崇
樸
戒
奢
之
意
然
袞
衣
繡

裳
山
龍
華
蟲
藻
火
粉
米
之
制
自
若
也
查
中
國
手
工
若
江
南
之

織
繡
以
及
古
之
針
黹
皆
爲
西
人
所
豔
羨
昭
在
前
日
士
夫
將
弁

均
有
蟒
袍
黻
黼
皆
出
自
男
工
至
於
婦
女
之
粧
飾
服
用
咸
由
於

家
間
自
製
考
是
時
閨
中
習
尙
除
紡
織
挑
花
外
恆
以
納
紗
打
子

爲
貴
係
用
小
繃
子
僅
能
繡
枕
頭
扇
套
荷
包
等
物
後
有
用
架
子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藝
術
　
　
書
畫
　

　

四
十
二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者
且
能
繡
帳
簷
門
帘
之
類

乾

家
諸
姑
皆
工
於
繡
事
而
大
姑
尤

精
馳
名
于
鄕
黨
另
有
傳
今
則
女
繡
雖
多
然
甚
平
常
要
之
刺
繡

一
道
必
如
杜
子
美
云
美
人
細
意
熨
貼
平
裁
縫
滅
盡
針
線
跡
斯

得
之
矣書

畫

書
畫
者
美
術
品
也
自
古
及
今
書
法
尤
爲
貴
重
然
必
士
大
夫
爲

之
有
品
行
氣
味
者
始
可
名
家
則
畫
亦
如
之
書
自
篆
隸
而
草
而

行
經
數
變
而
至
于
楷
古
之
書
帖
載
之
綦
詳
要
必
以
墨
蹟
爲
珍

寳
但
唐
宋
大
家
求
其
初
搨
而
不
得
遑
論
墨
寳
也
惟
淸
時
考
試

以
白
摺
大
卷
取
翰
林
貢
生
則
字
爲
士
人
之
專
科
也
畫
自
晉
唐

以
來
名
流
甚
多
然
分
山
水
花
卉
人
物
三
種
但
求
顧

愷
之

吳
道
子

王

維

李
思
訓

等
畫
已
杳
不
可
得
自
宋
後
山
水
分
南
北
派
元
初
四
家

尙
矣
明
則
稱
倪
黃
文
董
淸
初
水
墨
惟
重
三
王
花
卉
首
惲
壽
平

其
詳
載
畫
徵
錄
蓋
其
時
康
熙
乾
隆
皆
好
之
京
師
考
取
畫
術
供

奉
內
庭
故
蔣
南
沙
董
柘
林
兩
相
國
父
子
俱
工
書
畫
有
名
於
時

至
黃
左
田
亦
以
畫
爲
尙
書
曾
著
有
畫
品
是
知
非
僅
一
藝
事
也

然
書
以
記
載
畫
以
肖
象
蓋
自
寫
意
之
說
行
而
工
筆
遂
賤
矣
考

昭
城
士
人
工
書
者
多
其
著
名
者
初
有
鄒
家
父
子
皆
工
小
歐
書

大
字
則
有
梅

如
桂

張
貫

王
曰
都

楊
華

而
辛
謝
詞
林
之
書
人
亦
重
之

丹
靑
則
著
名
者
不
乏
其
人
但
未
足
稱
爲
絕
技
若
劉
學
恆
之
人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藝
術
　
音
樂
　
埴
塑
　

四
十
三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物
非
不
精
工
織
者
皆
以
畫
工
目
之
亦
如
今
世
之
用
器
畫
非
不

精
細
至
論
其
神
采
則
索
然
無
味
矣
至
習
炭
精
畫
以
之
寫
眞
奕

奕
如
生
近
有
數
人
焉

音
樂

先
王
制
禮
作
樂
以
敎
後
世
其
意
深
矣
蓋
禮
以
範
身
樂
以
怡
情

所
以
君
子
於
禮
樂
不
斯
須
去
身
也
自
伶
倫
造
律
虞
舜
作
琴
旋

即
八
音
克
諧
五
聲
悉
和
蓋
用
此
祀
神
明
佐
宴
饗
皆
屬
於
大
禮

焉
故
春
秋
各
國
皆
有
樂
官
以
董
其
事
豈
細
故
哉
降
及
後
代
競

尙
新
聲
遂
有
古
樂
今
樂
之
異
昭
城
於
音
樂
之
道
惟
洞
經
壇
之

樂
器
尙
爲
全
備
初
皆
傳
自
省
垣
士
夫
習
之
猶
有
節
奏
後
則
翻

新
出
奇
漸
失
古
意
近
日
蘇
成
章
萬
瑞
生
等
建
設
陶
情
社
以
究

音
樂
之
學
惜
乎
流
爲
劇
戲
非
正
聲
也
在
淸
中
葉
昭
之
精
音
律

者
有
饒
藹
人
楊
慕
雲
戴
尙
志
等
家
中
琴
瑟
管
籥
俱
備
各
藝
精

通
後
此
則
淪
於
鄭
聲
矣
他
如
時
尙
之
風
琴
戲
園
之
場
面
鼓
棚

之
吹
手
雖
藝
稱
絕
技
僅
足
供
人
娛
樂
備
人
驅
使
奚
足
語
於
音

樂
之
道
哉

埴
塐

塐
像
之
術
以
黏
土
肖
神
物
古
恆
有
之
如
武
梁
祠
象
有
孔
子
見

李
耳
圖
後
世
廟
宇
供
奉
神
佛
或
以
木
雕
或
以
銅
鑄
而
惟
泥
塑

者
爲
多
在
他
處
則
有
以
土
塐
而
入
窯
燒
成
者
各
樣
物
件
俱
有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六
藝
術
　
　
特
色
工
藝
　

四
十
四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昭
城
寺
廟
之
神
悉
皆
泥
塑
其
著
名
者
如
元
寳
山
大
殿
之
十
二

雷
神
中
殿
之
靈
官
均
猙
獰
狀
大
神
采
奕
奕
廣
福
寺
斗
閣
之
十

八
羅
漢
並
皆
精
工
惜
已
毀
之
矣
今
所
存
者
惟
武
廟
之
關
聖
尊

嚴
威
赫
鮮
有
比
倫
聞
此
係
建
城
時
聘
他
處
工
人
所
塐
惟
未
知

其
名
耳
以
後
塐
匠
雖
不
乏
人
求
有
如
此
神
妙
者
蓋
寡
矣

特
色
工
藝

昭
之
人
士
非
無
聰
明
絕
特
之
資
緣
囿
於
習
俗
視
藝
事
爲
末
技

遂
鮮
有
深
究
其
微
者
蓋
因
昭
居
偏
隅
地
方
窮
困
旣
無
工
廠
提

倡
職
業
以
求
競
爭
又
無
機
器
以
助
其
成
故
漸
有
造
作
亦
屬
天

然
之
品
然
近
年
製
配
鎗
炮
子
彈
均
屬
可
用
鐘
裱
亦
能
修
治
至

若
學
堂
用
品
如
印
刷
石
版
粉
筆
裝
潢
等
並
皆
精
工
銷
行
外
縣

其
他
撚
毛
線
製
馬
尾
帽
做
皮
兜
肚
織
線
襪
毛
巾
俱
甚
工
作
販

賣
遠
近
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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