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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首

序

三

事
追
溯
／
封
亦
良
幸
矣
是
為
序

光
緒
十
三
年
丁
亥
冬

賜
進
士
出
身
二
品
頂
／
直
／
天
津
河

間
兵
備
道
胡
燏
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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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縣
志

卷
首

序

七

序前
於
同
治
壬
申
重
修
畿
輔
通

初
開

局
時

督
憲
合
肥
爵
相
即
札
飭
各
州
縣
皆
修

以
備
採
擇
而
東
光
舊

實
修
於
康

熙
癸
酉
至
道
光
己
酉
始
有
重
修
之
議

然
恆
因
循
未
果
又
或
以
厯
任
未
乆
故

遲
延
以
迄
於
今
也
瀛

於
光
緒
甲
申
冬

承
乏
斯
土
前
令
姚
君
長
齡
即
以

書

為
嘱
明

進
葛
生
振
寰
馬
生
鑅
笧
而

詢
之
始
悉
縣

闕
修
垂
二
百

矣
初

經
馬
生
之
祖
徳
潛
暨
邑
宦
李
公
駿
聲

禀
請
前
邑
令
蕭
君
徳
宣
會
諸
生
分
路

採
訪
及
同
治
間
馬
生
故
父
春
甸
又
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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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光
縣
志

卷
首

序

八

前
邑
令
陳
君
錫
麒
陶
君
治
安
重
加
蒐

羅
設
局
籌
資
延
集
紳
董
與
在
學
諸
生

參
訂
編
輯
並
舊

共
成
八
册
當
經
送

呈前
太
尊
濮
删
㝎
而
未
底
於
成
中
止
荏

苒
至
今
又
閱
十
餘
秊
矣
瀛

維
志
書
為

一
邑
鉅
典
乆
而
失
修
與
無

同
修
而

未
竣
猶
弗
修
也
今
幸
比
嵗
豊
穰
邑
之

民
資
富
能
訓
爰
聘
請
甯
邑
吳
公
棠
湖

總
成
其
事
吳
公
固
在
通

總
局
纂
修

厯
秊
者
也
始
取
舊
縣

分
別
條
例
擬

㝎
章
程
正
其
訛
誤
增
其
闕
略
所
分
門

類
既
賅
而
嚴
所
考
諸
疑
尤
精
而
覈
昔

宋
景
文
云
事
增
於
前
在
文
減
於
昔
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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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九

者
自
辨
因
思
斯
役
起
自
道
光
己
酉
已

厯
三
十
八

未
清
端
緒
今
幸
得
遹
觀

厥
成
瀛

雖
寡
文
亦
期
仰
副

合
肥
爵
相
之
厚
意
云
爾

光
緒
十
二

嵗
次
丙
戌
嘉
平
月
同
知

銜
知
東
光
縣
事
嵊
縣
周
植
瀛
謹
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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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
咸
豐
八
年
嵗
在
戊
午
十
月
二
十
八
日

侯
官
陈
崇
砥
倚
裝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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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光
縣
志

卷
首

原
序

一

原
序

郡
邑
有
志
其
來
尙
矣
粤
自
黄
帝
畫
野
分
州
帝
嚳
創
制
九
州

堯
遭
洪
水
使
禹
平
治
水
土
更
制
九
州
列
五
服
而
禹
貢
作
焉

厯
至
周
有
職
方
漢
有
輿
地
圖
唐
宋
而
下
志
地
理
紀
方
輿
者

數
百
家
故
後
世
郡
邑
之
志
漸
以
詳
備
敝
邑
古
爲
東
光
侯
國

厯
春
秋
漢
魏
而
下
或
改
爲
縣
爲
州
爲
郡
爲
軍
沿
革
不
一
迨

至
我
朝
復
爲
東
光
縣
余
少
游
邑
庠
上
司
巡
厯
敝
邑
間
有
索

觀
志
書
者
邑
令
於
縣
庫
中
取
志
一
册
送
覽
畢
余
亦
因
得
借

覽
其
紙
不
過
十
餘
張
所
書
不
過
二
十
餘
事
初
不
知
何
人
編

次
事
無
統
紀
言
亦
鄙
俚
甚
不
足
觀
及
登
進
士
得
河
間
總
志

而
東
光
志
附
焉
其
廢
置
沿
革
以
及
城
池
公
署
名
宦
人
物
藝

文
等
類
雖
有
可
觀
然
又
失
之
簡
略
旣
而
官
吏
部
考
功
公
暇

披
覽
載
籍
事
有
關
於
縣
志
者
甚
多
每
欲
創
志
因
循
不
果
垂

三
十
餘
年
誠
闕
典
也
同
郡
任
邱
鄺
上
舍
廷
佩
以
博
學
著
聞

郡
太
守
常
君
託
修
河
間
府
縣
總
志
若
干
卷
余
往
觀
之
比
之

前
志
固
詳
以
東
光
志
論
之
亦
有
遺
恨
因
懇
修
邑
志
月
餘
志

成
過
余
謂
曰
昔
修
總
志
厯
考
載
籍
越
數
嵗
方
成
凡
東
光
古

今
事
蹟
自
許
志
已
備
載
及
聞
先
生
命
再
加
搜
索
始
知
多
所

缺
漏
但
迫
於
先
生
南
行
不
及
詳
訂
敬
奉
荒
稿
冗
復
舛
訛
者

願
爲
校
正
余
拜
受
之
收
諸
篋
笥
至
南
都
復
屬
文
選
方
郎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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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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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序

二

時
舉
嚴
加
校
讎
方
亦
博
物
洽
聞
士
也
正
其
舛
訛
删
其
冗
復

於
人
物
則
敘
其
世
次
於
藝
文
則
別
其
名
類
分
爲
六
卷
每
篇

虛
其
下
方
以
便
增
入
繕
寫
旣
完
謂
余
不
可
無
言
故
厯
序
作

志
之
由
附
諸
未
簡
告
吾
邑
人
後
之
有
志
者
尙
冀
隨
時
續
修

傳
示
無
極
與
邑
壤
並
存
可
也

正
德
十
六
年
嵗
次
辛
巳
菊
月
之
吉
邑
人
廖
紀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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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光
縣
志

卷
首

舊
序

三

次
修
序

古
者
列
國
各
有
史
誌
蓋
其
流
派
云
國
家
一
統
誌
外
郡
邑
之

書
幾
於
山
積
甯
直
藻
繢
是
飾
而
羅
古
搜
今
昭
往
訓
來
殆
亦

恢
恢
鉅
典
乎
東
光
僻
在
瀛
海
東
南
良
弻
承
乏
於
茲
卽
訪
治

問
俗
求
所
謂
往
規
而
因
之
乃
邑
誌
則
泯
泯
無
傳
矣
詢
之
太

史
王
公
檢
篋
中
得
一
舊
本
相
示
是
正
德
辛
巳
嵗
所
訂
者
因

撫
卷
嘆
曰
來
之
視
今
猶
今
之
視
往
也
微
太
史
公
存
此
遺
編

則
往
事
不
幾
湮
滅
與
而
來
者
將
何
考
也
矧
誌
久
時
殊
義
多

未
協
卽
以
其
事
屬
公
公
負
良
史
才
亦
不
辭
躬
事
編
摩
更
寒

暑
而
稿
成
顧
錄
未
竟
公
遂
以
修
文
去
鳴
呼
胡
天
不
憗
遺
良

史
而
俾
此
編
不
速
就
乎
於
是
復
付
公
門
人
劉
耿
光
輯
錄
成

書
雖
事
詞
具
備
而
款
目
義
例
尙
未
確
也
良
弻
視
事
之
暇
仍

考
覈
裁
訂
之
條
分
縷
析
證
以
時
事
越
數
月
而
誌
始
成
覆
按

其
中
分
野
著
而
天
道
明
疆
域
定
而
地
宜
辨
建
置
則
廢
興
之

故
昭
若
列
眉
貢
賦
則
出
納
之
數
洞
若
觀
火
以
至
紀
人
物
則

偉
人
高
士
輝
映
後
先
者
皆
型
範
也
錄
詞
翰
則
宏
詞
麗
句
照

耀
今
昔
者
皆
宗
匠
也
觀
是
誌
者
一
披
卷
而
往
蹟
具
在
目
中

矣
又
何
敢
自
謂
誌
之
成
足
以
昭
往
而
訓
來
哉
第
一
邑
鉅
典

淪
沒
旣
久
今
續
其
舊
而
更
新
之
傳
信
傳
疑
庶
幾
乎
古
史
闕

文
遺
意
耳
茲
役
也
草
創
於
王
公
輯
錄
於
劉
生
而
簿
僚
申
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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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
序

四

承
禮
嘗
協
力
稽
採
學
博
越
君
應
甲
及
郭
君
達
孫
君
詔
咸
相

與
校
正
是
太
史
之
能
也
諸
君
子
之
勞
也
良
弻
何
力
之
有
焉

若
夫
慮
始
考
成
亦
旣
殫
於
厥
心
役
竣
爰
捐
俸
鋟
梓
用
畢
愚

志
尙
冀
後
來
者
攄
事
筆
削
以
補
其
不
逮
則
厚
幸
矣

萬
厯
三
十
二
年
甲
辰
孟
秋
知
東
光
縣
事
佘
良
弻
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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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光
縣
志

卷
首

舊
序

五

三
修
序

邑
有
志
乃
前
令
佘
公
之
所
輯
也
迄
今
垂
三
十
年
所
矣
大
都

意
主
精
嚴
未
免
近
略
不
佞
偉
承
乏
茲
土
思
彚
而
傳
之
於
是

徵
文
考
獻
得
鄺
公
舊
本
於
太
僕
公
郭
老
公
祖
家
藏
讀
之
纚

纚
諸
款
畢
備
囅
然
曰
繁
簡
之
間
折
衷
斯
二
者
而
已
會
偉
簿

書
冗
兼
負
弩
南
北
郊
無
虛
日
因
遍
請
敎
於
先
達
縉
紳
孝
廉

諸
公
晉
學
博
三
先
生
曁
博
士
弟
子
員
共
事
鉛
槧
而
宋
先
生

之
力
居
多
焉
誌
旣
成
將
捐
俸
付
之
殺
靑
而
無
一
言
弁
其
端

可
乎
竊
謂
東
光
去
帝
都
未
遠
跨
衞
引
津
襟
滄
麗
景
固
瀛
海

一
奥
區
也
微
論
茫
茫
坤
維
廣
輿
有
記
而
家
之
譜
邑
之
乘
所

從
來
矣
疇
是
可
草
草
從
事
矧
夫
翠
囐
分
靈
淸
流
灑
潤
山
川

疆
域
可
一
覽
而
盡
其
它
貢
賦
裕
國
儲
之
計
政
敎
敷
窮
簷
之

膏
梵
宇
琳
宫
境
占
幽
勝
名
公
鉅
藻
秀
奪
春
葩
人
傑
統
地
靈

以
發
光
天
寶
與
物
華
而
並
毓
縱
至
一
草
一
木
花
卉
之
細
凡

爲
邑
之
所
有
不
得
爲
誌
之
所
無
分
門
別
類
演
爲
十
卷
卽
不

敢
謂
全
無
遺
議
亦
庶
幾
參
考
之
一
借
耳
後
之
君
子
不
無
世

代
新
故
之
感
欲
裒
益
於
其
間
也
則
是
編
具
在
矣

崇
正
八
年
乙
亥
仲
秋
文
林
郎
知
東
光
縣
事
大
梁
邵
建
偉
書

於
退
思
公
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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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光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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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首

舊
序

六

四
修
序
一

東
光
卽
古
東
光
侯
國
前
明
有
志
至
未
季
而
書
三
易
焉
蓋
志

識
也
所
以
鑒
今
而
徵
後
也
人
材
有
盛
衰
風
俗
有
湻
漓
戸
賦

有
登
耗
物
產
有
消
長
山
原
川
澤
有
改
移
通
塞
率
數
十
年
而

一
變
變
而
不
時
識
之
散
帙
遺
亡
蔑
以
徵
矣
故
聖
人
之
於
文

也
知
我
罪
我
其
惟
春
秋
文
獻
不
足
致
慨

宋
焉
余
庚
戌
來

令
茲
土
値

皇
上
誕
敷
文
敎
實
錄
告
成
玉
堂
之
締
纂
賞
賚

有
差
復
以
一
代
掌
故
不
取
天
下
之
疆
域
物
產
而
一
覽
周
知

亦
闕
典
也
乃

命
輔
臣
令
各
省
郡
邑
咸
修
志
而
上
之
然
我

朝
混
一
宇
內
垂
三
十
年
其
時
事
之
治
亂
生
齒
之
盈
虛
鴻

聲
駿
業
潛
德
幽
貞
旣
乏
北
海
碑
銘
又
鮮
西
京
雜
記
捧
檄
操

觚
惴
惴
滋
懼
矣
遂
詢
諸
學
博
宋
君
因
悉
其
弟
子
馬
生
輩
淵

雅
士
也
延
置
學
舍
取
舊
志
而
裒
輯
之
曰
志
猶
夫
史
學
以
昭

事
事
以
布
文
裦
貶
旣
著
臧
否
以
之
例
準
其
昔
彰
前
軌
也
事

搜
其
逸
詳
考
鏡
也
政
紀
其
蹟
垂
後
憲
也
論
引
其
端
戒
先
事

也
厥
詞
務
核
厥
義
務
正
酌
古
而
繩
今
綱
舉
而
目
張
詳
哉
乃

可
稱
信
史
矣
越
月
書
成
余
與
宋
君
親
爲
校
訂
其
覈
事
顯
義

緖
理
要
會
邑
乘
雖
小
蓋
亦
粲
然
明
備
焉
正
諸
紳
士
僉
曰
都

哉
爰
付
剞
劂
以
俟
後
賢
匪
敢
曰
琴
改
新
弦
變
左
氏
之
編
年

亦
惟
是
畫
依
舊
樣
踵
史
公
之
紀
傳
云
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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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光
縣
志

卷
首

舊
序

七

康
熙
十
二
年
癸
丑
菊
月

賜
進
士
出
身
知
東
光
縣
事
西
京
王
九
鼎
書
於
琴
趣
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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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光
縣
志

卷
首

舊
序

八

四
修
序
二

余
自
丙
午
嵗
司
敎
東
邑
於
茲
八
載
客
嵗
壬
子
冬
奉
有
纂
修

邑
志
之
舉
邑
侯
三
原
王
公
進
可
繼
而
咨
之
愼
選
其
人
俾
襄

茲
任
取
衷
舊
乘
類
次
新
事
書
成
我
侯
親
灑
藻
采
嚴
爲
釐
正

余
旣
樂
觀
其
盛
例
應
綴
言
簡
末
竊
惟
邑
之
有
志
埓
於
國
之

有
史
也
史
之
義
天
文
星
厯
紀
焉
地
理
延
袤
載
焉
制
度
因
革

具
焉
人
物
臧
否
辨
焉
凡
以
著
往
蹟
風
來
葉
也
邑
有
志
史
之

流
也
然
而
邑
詳
於
郡
郡
詳
於
省
省
詳
於
國
故
古
之
修
史
者

必
徵
四
方
之
志
外
及
傳
記
小
說
方
言
地
理
職
官
氏
族
咸
掇

而
輯
之
以
成
書
而
四
方
之
賢
者
亦
樂
志
其
邑
之
典
故
以
待

輶
軒
之
採
豈
非
得
之
睹
記
者
悉
爲
可
傳
也
哉
使
邑
無
志
國

無
史
矣
雖
然
志
匪
易
也
識
不
精
則
品
隲
謬
學
不
博
則
故
實

疎
才
不
贍
則
文
采
詘
我
侯
具
良
史
之
才
雅
擅
三
長
不
令
珥

筆
金
馬
乃
暫
試
百
里
而
俾
之
摭
方
聞
述
里
俗
固
知
其
恢
乎

有
餘
裕
矣
茲
役
也
以
廣
詢
博
訪
不
可
無
人
也
則
有
諸
文
學

先
之
以
詮
次
考
證
不
可
無
人
也
復
有
諸
文
學
繼
之
欲
得
老

成
練
達
者
鑒
裁
則
訪
諸
高
賢
元
老
欲
得
博
物
鴻
深
者
潤
削

則
證
諸
興
時
名
貴
又
謂
芹
宮
爲
公
議
之
本
原
以
可
繼
謬
司

鐸
任
俾
彚
輯
斟
酌
於
其
間
而
我
侯
總
厥
成
焉
於
戲
志
之
美

備
於
茲
極
矣
取
而
閱
之
爲
疆
域
爲
建
置
爲
祠
祀
食
貸
爲
秩



ZhongYi

東
光
縣
志

卷
首

舊
序

九

官
選
舉
爲
人
物
藝
文
一
展
卷
而
厯
厯
指
掌
可
以
資
考
覈
可

以
垂
久
遠
可
以
備
觀
風
之
採
擇
可
以
補
國
史
之
闕
略
誠
我

侯
不
朽
盛
事
而
其
實
心
實
政
可
舉
一
而
該
百
矣
余
敎
東
邑

久
以
積
俸
移
授
龍
門
將
手
是
編
共
龍
門
諸
子

睹
我
侯
內

召
用
徵
勲
業
之
垂
竹
素
云

康
熙
十
二
年
癸
丑
菊
月
東
光
縣
儒
學
敎
諭
陞
萬
全
都
司
龍

門
衞
敎
授
宛
平
宋
可
繼
謹
序



ZhongYi

東
光
縣
志

卷
首

舊
序

十

五
修
序

志
一
統
者
必
取
材
於
郡
國
志
郡
國
者
必
徵
文
於
州
縣
是
一

邑
雖
微
而
志
之
所
關
甚
鉅
故
筆
則
筆
削
則
削
使
一
邑
之
故

實
瞭
如
指
掌
然
後
可
以
上
達

宸
聰
下
垂
奕

以
成
一
代

之
史
而
不
同
於

宋
之
無
徵
也
粤
稽
東
邑
志
有
明
之
世
書

凡
三
易
或
失
之
略
或
失
之
繁
間
有
自
以
爲
得
中
者
恐
亦
未

必
盡
然
我

朝
前
令
菉
庵
王
公
復
取
而
釐
定
之
删
繁
補
略

酌
古
準
今
邑
志
一
書
可
謂
後
來
居
上
獨
是
志
自
續
修
以
後

又
二
十
餘
年
矣
志
中
所
載
其
一
定
而
不
可
易
者
固
如
故
也

爲
問
宮
觀
祠
宇
果
鐘
簴
不
改
乎
土
習
民
風
果
湻
漓
猶
昔
乎

田
賦
之
盈
絀
戸
口
之
多
寡
果
無
所
增
損
乎
宦
蹟
之
繼
起
者

幾
何
賢
哲
之
挺
生
者
幾
何
忠
孝
節
烈
之
淪
於
草
莽
者
又
幾

何
是
皆
不
可
不
志
也
况
夫
編
次
失
宜
者
有
之
分
合
未
當
者

有
之
去
所
不
當
去
留
所
不
必
留
者
有
之
混
淆
莫
辨
考
覈
無

憑
求
其
尋
源
而
知
委
綱
舉
而
目
張
也
未
之
前
聞
余
披
閱
之

餘
思
有
以
纂
述
之
媿
乏
良
史
才
因
謀
之
於
學
博
馮
李
二
君

以
及
諸
紳
士
僉
不
以
余
言
爲
謬
樂
與
共
成
焉
爰
集
學
舍
日

事
編
摩
宜
因
者
因
之
不
敢
菲
薄
前
人
宜
更
者
更
之
不
敢
貽

誤
後
世
義
例
之
不
屬
者
則
移
彼
而
就
此
論
議
之
不
一
者
則

傳
信
而
存
疑
國
計
民
生
之
大
載
之
不
厭
其
詳
人
心
世
道
所



ZhongYi

東
光
縣
志

卷
首

舊
序

十
一

關
書
之
曷
敢
或
略
善
善
從
長
雖
一
言
一
行
之
必
錄
採
擇
宜

廣
卽
愚
夫
愚
婦
之
不
遺
閱
三
月
書
成
余
閱
之
甚
喜
又
甚
懼

曷
喜
乎
爾
前
人
之
型
後
人
之
師
也
芳
規
在
前
步
趨
在
後
如

蓬
中
之
麻
不
扶
自
直
喜
孰
甚
曷
懼
乎
爾
後
之
視
今
猶
今
之

視
昔
也
妍
媸
相
形
莫
之
或
遁
政
有
得
失
則
裦
貶
因
之
懼
孰

甚
惟
願
後
之
覽
此
志
者
亦
喜
吾
之
喜
懼
吾
之
懼
不
徒
以
文

視
之
則
一
邑
之
幸
也
若
謂
折
衷
盡
當
全
無
舛
遺
則
余
亦
不

敢
以
自
信
蓋
校
書
如
塵
埃
風
葉
隨
掃
隨
有
昔
人
且
然
况
以

余
之
孤
陋
乎
點
鐵
成
金
端
有
賴
於
將
來
之
君
子

康
熙
三
十
二
年
癸
酉
秋
七
月
知
東
光
縣
事
錦
水
白
爲
璣
謹

識



ZhongYi

東
光
縣
志

卷
首

舊
跋

十
二

五
修
跋
一

余
冀
人
也
東
邑
距
余
舍
三
百
里
古
亦
稱
冀
州
地
魯
山
西
峙

衞
水
北
流
固
瀛
海
名
區
也
余
家
居
時
每
有
觀
風
問
俗
之
想

而
有
志
未
逮
及
余
領
博
士
一
席
說
經
之
暇

索
邑
志
以
慰

素
心
而
志
之
不
愜
余
意
者
甚
多
余
於
是
喟
然
日
斯
固
一
文

物
之
邦
也
邑
志
弗
修
於
文
獻
之
義
何
居
况
政
敎
之
得
失
典

禮
之
修
墜
戸
口
之
盛
衰
田
賦
之
增
減
每
數
十
年
而
一
變
則

今
日
之
重
修
豈
非
必
不
可
緩
之
事
耶
我
侯
白
公
以
從
龍
世

胄
來
宰
東
邑
下
車
之
初
卽
有
志
於
續
輯
蓋
與
余
有
同
心
焉

會
歲
祲
方
設
法
救
荒
而
未
遑
且
値
編
審
期
矢
公
矢
愼
均
平

徭
役
又
建
義
學
淸
鹺
弊
善
政
種
種
三
載
以
來
而
邑
始
大
治

茲
於
癸
酉
之
夏
乃
顧
余
而
笑
曰
修
志
之
舉
今
可
以
從
事
矣

乃
集
邑
紳
士
諸
君
子
開
舘
芹
宮
備
飮
饌
給
筆
札
厯
數
旬
日

分
局
編
纂
一
一
受
裁
於
公
爲
之
訂
正
成
書
興
廢
沿
革
犂
然

可
考
視
舊
史
有
加
焉
上
可
以
備
風
謠
之
獻
下
可
以
垂
將
來

之
戒
不
漏
不
繁
不
嚴
不
恕
體
裁
允
協
卽
班
馬
之
文
章
無
多

讓
焉
余
於
是
囅
然
曰
志
至
此
至
矣
盡
矣
舉
邑
之
上
下
古
今

盡
在
吾
目
中
矣
媿
余
不
敏
備
員
司
鐸
未
能
相
與
以
有
成
聊

贅
一
言
以
文
其
固
陋
可
乎

康
熙
三
十
二
年
癸
酉
仲
秋
東
光
縣
儒
學
署
敎
諭
舉
人
廮
陶



ZhongYi

東
光
縣
志

卷
首

舊
跋

十
三

馮
樾
跋



ZhongYi

東
光
縣
志

卷
首

舊
跋

十
四

五
修
跋
二

東
邑
志
自
菉
庵
王
公
重
修
以
後
幾
易
寒
暑
殘
缺
遺
漏
不
無

杞
宋
之
憂
我
侯
白
公
蒞
任
之
初
卽
欲
以
此
爲
首
務
焉
但
連

年
饑
饉
兩
次
賑
施
不
得
不
日
夜
籌
畫
且
時
値
編
審
兼
之
鹽

法
義
學
諸
大
政
無
不
經
心
是
以
有
志
而
未
逮
閱
四
年
嵗
在

癸
酉
政
簡
刑
淸
民
康
物
阜
始
集
邑
紳
士
共
謀
纂
輯
不
以
余

爲
固
陋
而
命
余
共
事
念
余
自
司
訓
以
來
學
宮
而
外
足
跡
不

及
諸
士
之
餘
交
遊
不
廣
以
淺
聞
鮮
見
之
儒
安
能
仰
助
其
萬

一
哉
亦
唯
有
俯
首
受
成
而
已
閱
三
月
書
成
斟
酌
損
益
字
字

石
畫
雖
草
創
搜
羅
諸
紳
士
分
理
其
事
而
删
定
潤
色
惟
公
獨

斷
羣
賢
莫
能
贊
一
詞
公
且
謙
讓
未
遑
曰
諸
君
子
之
力
也
余

曰
昔
涑
水
之
纂
通
鑑
也
劉
范
諸
人
實
共
成
之
至
今
止
稱
司

馬
通
鑑
紫
陽
之
作
綱
目
也
諸
弟
子
豈
全
無
一
言
乎
至
今
止

稱
朱
子
綱
目
今
日
之
役
惟
公
啟
其
緖
亦
惟
公
總
其
成
諸
子

雖
効
微
勞
敢
攘
公
之
功
以
爲
已
功
乎
余
以
不
敏
謬
厠
其
列

更
愧
無
功
僅
於
付
梓
之
日
略
綴
一
言
俾
後
之
讀
志
者
曰
修

志
之
舉
曾
有
某
某
其
人
者
余
之
名
亦
藉
以
不
朽

康
熙
三
十
二
年
癸
酉
仲
秋
東
光
縣
儒
學
訓
導
潞
河
李
澍
春

謹
跋



ZhongYi

東
光
縣
志

卷
首

題
詞

一

題
詞

譔
修
東
光
志
成
謹
題
四
律

吳
潯
源

靑
山
木
脫
水
歸
槽
白
社
寒
生
早
索
綯
千
里
風
檣
通
渤
海
一

城
霜
氣
入
弓
高
胡
蘇
亭
遠
懷
神
禹
燕
友
臺
荒
逝
魏
曹
莫
道

偏
區
非
緊
望
古
來
侯
伯
此
爭
豪

張
公
百
將
每
傳
疑
竊
意
當
遼
搆
亂
時
因
鑒
西
光
籌
武
備
偏

逢
南
渡
歎
陵
夷
郡
王
貞
烈
思
唐
室
忠
肅
勲
名
記
黨
碑
祀
作

三
賢
眞
萬
古
豈
惟
神
客
富
文
詞

摩
訶
久
斷
柏
梁
溠
行
潦
空
渟
太
子
窪
龍
頟
有
村
仍
噪
雀
繭

城
多
礫
尙
宜
花
劃
開
星
野
分
顓
頊
鍊
出
金
天
鑄
釋
迦
漢
洗

魏
甄
資
考
信
羡
他
集
古
鑑
藏
家

扼
齊
守
趙
闢
河
關
累
代
兵
戈
鬬
此
間
東
阜
已
銷
天
子
氣
南

朝
誰
奉
道
君
還
隍
池
蕪
沒
迷
侯
井
戰
壘
芟
夷
賸
土
山
堪
歎

芳
園
亦
廢
疇
如
五
老
更
追
攀



ZhongYi

東
光
縣
志

卷
首

目
錄

一

東
光
縣
志
目
錄
光

緖

十

二

年

重

修

厯
修
姓
氏

新
修
姓
氏

新
修
凡
例

輿
圖
輿

地

全

圖

輿

地

分

圖

運

河

圖

縣

城

圖

縣

署

圖

學

宮

圖

卷
一輿

地
志
上

星
野
晷

度

附

沿
革
表

疆
域
城

池

公

署

附

山
川
河

防

橋

梁

附

古
蹟
坊

表

附

卷
二輿

地
志
下

村
莊
市

集

廟

會

附

風
俗

物
產

卷
三田

賦
志

戸
口

地
糧

鹽
課
雜

稅

附

卷
四學

校
志



ZhongYi

東
光
縣
志

卷
首

目
錄

二

學
宮

學
額
學

田

附

書
院

社
學
義

學

附

卷
五經

政
志

祀
典
生

祠

附

禮
儀

倉
儲

䘏
政
養

濟

院

漏

澤

園

留

養

局

郵
政
驛

站

鋪

遞

兵
防

卷
六職

官
志

封
爵
表

職
官
表

官
師
表

宦
蹟

卷
七選

舉
志

薦
辟

科
目
進

士

舉

人

貢

生

武

進

士

武

舉

例
仕
文

職

武

職

封
廕

恩
榜
恩

榮

附

卷
八人

物
志
上

仕
績

忠
節
遇

難

附

孝
友

義
行



ZhongYi

東
光
縣
志

卷
首

目
錄

三

文
學

隱
逸

技
藝

附
載

卷
九人

物
志
下

列
女
節

孝

貞

烈

遇

難

附

賢

懿

貞

女

附
載

卷
十藝

文
志

著
述

金
石

卷
十
一

雜
稽
志
上

事
略

祥
異

卷
十
二

雜
稽
志
下

陵
墓

寺
觀

識
餘
仙

釋

軼

事

異

聞



ZhongYi

東
光
縣
志

卷
首

厯
修
姓
氏

一

厯
修
姓
氏

創
修
失
考

明
正
德
十
六
年
辛
巳
增
修

廖

紀
吏

部

尙

書

鄺
廷
佩
任

邱

人

方
時
舉
吏

部

郎

中

萬
厯
三
十
二
年
甲
辰
重
修

知
縣
佘
良
弼
湖

廣

巴

陵

舉

人

邑
人
王
嘉
言
尙

寶

司

卿

主
簿
申
承
禮
浙

江

金

華

監

生

教
諭
越
應
甲
丹

徒

舉

人

訓
導
郭

達
四

川

眉

州

人

訓
導
孫

詔
樂

城

人

邑
人
劉
耿
光
廩

貢

生

崇
正
八
年
乙
亥
重
修

知
縣
邵
建
偉
河

南

滎

澤

人

教
諭
馬
大
化
玉

田

貢

生

訓
導
宋

奇
薊

州

人

訓
導
李
本
實
盧

龍

人

國
朝
康
熙
十
二
年
癸
丑
重
修



ZhongYi

東
光
縣
志

卷
首

厯
修
姓
氏

二

纂
定知

縣
王
九
鼎
陝

西

三

原

進

士

參
正教

諭
宋
可
繼
宛

平

人

康
熙
三
十
二
年
癸
酉
重
修

纂
著知

縣
白
爲
璣
奉

天

鐵

嶺

人

參
正教

諭
馮

樾
甯

晉

舉

人

訓
導
李
澍
春
通

州

嵗

貢

督
梓主

簿
李
國
維
遼

東

人

典
史
劉
文
魁
聊

城

人

採
輯邑

人
趙

璠
候

選

知

縣

邑
人
馬

光
山

東

登

州

府

海

防

同

知

邑
人
莊
曾
熙
嵗

貢

生

邑
人
孫
文
耀
嵗

貢

生

邑
人
馬

文
嵗

貢

生

邑
人
邢
天
維
庠

生



ZhongYi

東
光
縣
志

卷
首

新
修
姓
氏

三

新
修
姓
氏

道
光
二
十
九
年
己
酉
續
輯

知
東
光
縣
事

蕭
德
宣
湖

北

漢

陽

進

士

東
光
縣
教
諭

吳

塏
保

定

縣

貢

生

東
光
縣
訓
導

賈
錫
疇
武

强

舉

人

編
輯廩

膳
生

馬
德
潛

採
訪仁

壽
縣
知
縣
舉
人

李
峻
聲

束
鹿
縣
教
諭
舉
人

莊

紃

淶
水
縣
訓
導
舉
人

馬
春
坊

丙
午
科
舉
人

邢
廷
棻

拔
貢
生

于

逵

副
貢
生

常
震
東

嵗
貢
生

馬
龍
言

嵗
貢
生

馬
夀
愷

廩
膳
生

馬
春
坡

庠
生

姬
祖
稷

同
治

十

十

三

年
辛

未

甲

戌

續
輯

知
河
間
府
事

濮
慶
孫
淅

江

錢

塘

進

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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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修
姓
氏

四

知
東
光
縣
事

陳
錫
麒
浙

江

海

甯

進

士

知
東
光
縣
事

陶
治
安
浙

江

會

稽

人

收
輯寶

坻
縣
訓
導
廩
貢
生

侯
寅
賓

六
品
頂
翎
侯
選
府
經
厯
縣
丞
庠
生
馬
春
甸

編
次增

廣
生

馬
春
龍

辛
酉
科
舉
人

徐
佩
瑗

採
訪五

品
頂
翎

國
史
館
謄
錄
庠
生
常
曰
修

博
野
縣
教
諭
廩
貢
生

于
春
霑

六
品
頂
戴
庠
生

侯
子
瓏

恩
貢
生

楊
蔭
塘

議
敘
訓
導

魏
元
徵

增
廣
生

孟
維
儒

庠
生

邢
道
尊

繕
寫鴻

臚
寺
序
班
銜
庠
生

李
汝
霖

庠
生

趙
丹
林

庠
生

温
同
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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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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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首

新
修
姓
氏

五

庠
生

馬
鑅
笏

庠
生

宋
振
溪

童
生

張
國
賓

光
緖
十
二
年
丙
戌
重
修

鑒
定同

知
銜
知
東
光
縣
事

周
植
瀛
浙

江

嵊

縣

人

監
修五

品
銜
東
光
縣
教
諭

駱
泰
階
大

名

舉

人

五
品
銜
東
光
縣
訓
導

李
樹
藩
遵

化

舉

人

督
梓五

品
銜
東
光
縣
主
簿

王
汝
廉
浙

江

山

陰

人

東
光
縣
典
史

沈
鴻
翥
浙

江

山

陰

人

六
品
銜
候
選
巡
檢

于
掄
元
吳

橋

人

纂
輯乙

亥
恩
科
舉
人

吳
潯
源
甯

津

人

編
次壬

午
科
舉
人

馬
雲
書

嵗
貢
生

張
葆
良

六
品
頂
戴
庠
生

葛
振
寰

廩
膳
生

馬
鑅
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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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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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廩
膳
生

馬
鑅
璘

增
廣
生

莊
以
臨

庠
生

王

栗

庠
生

馬
漢
九

校
對廩

膳
生

張
世
慶

廩
膳
生

孫
際
霦

增
廣
生

耿
夀
朋

庠
生

董
翰
周

庠
生

張
葆
儉

參
校庠

生

李
世
復
大

興

人

繪
圖庠

生

李

楷

例
貢

王
登
雲

童
生

張
景
良

繕
寫廩

膳
生

馬
櫆
順

庠
生

劉
煥
璞

庠
生

馬
式
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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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首

新
修
姓
氏

七

庠
生

馬
鑅
籌

庠
生

孟
春
榕

庠
生

劉
元
基

庠
生

孫
履
元
吳

橋

人

童
生

馬
鑅
籙

童
生

葛
鍾
麟

童
生

崔
振
崗

童
生

馬
澯
麟

童
生

孟
繁
齡

童
生

馬
澯
淓

童
生

劉
庚
蓮

收
掌經

制
外
委
存
城
汛

李
治
平
天

津

人

六
品
軍
功

鄭
尙
忠

七
品
軍
功

裴
振
聲

武
童

李
夀
齡

庫
房
書
吏

温
孔
昭

採
訪
勸
輸

甲
戌
科
武
進
士

王
占
甲

甲
子
科
武
舉

孟
憲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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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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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候
選
訓
導

國
史
館
謄
錄
嵗
貢
生
邢
源
瀾

廩
膳
生

王

輈

庠
生

常
曰
綸

庠
生

邢
振
和

庠
生

王
季
諴

庠
生

高
晴
嵐

庠
生

孫
際
霖

六
品
頂
翎
武
生

信
殿
甲

例
貢

馬
德
普

例
監

劉
永
孚

例
監

邢
春
城

五
品
頂
翎
議
敘
把
總

張
永
勲

布
政
司
理
問
銜

高
永
錫

從
九

張
春
郊

七
品
頂
戴

李
峻
德

吏
員

趙
澤
普

吏
員

霍
自
新

戸
房
書
吏

邢
夀
山

戸
房
書
吏

韓
松
山

戸
房
書
吏

高
占
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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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禮
房
書
吏

馬
星
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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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例

一

六
修
東
光
縣
志
凡
例
光

緖

十

二

年

史
有
體
例
志
卽
史
遺
而
舊
志
所
分
門
類
疎
漏
頗
多
載

記
尤
雜
如
第
三
卷
以
城
池
與
武
備
相
聯
縣
治
與
行
署

分
目
而
惠
政
附
之
學
校
亦
併
爲
一
條
坊
表
又
自
爲
一

條
其
風
俗
又
以
鄕
約
鄕
飲
附
之
祀
典
又
以
寺
廟
附
之

凡
自
城
池
以
至
祀
典
若
干
不
倫
者
乃
都
爲
一
卷
此
誠

不
可
不
立
條
例
非
好
爲
更
張
也

一
舊
志
以
建
置
標
首
而
星
野
附
之
茲
以
星
野
列
前
而
建

置
次
之
亦
史
家
天
文
先
地
理
之
例
也

一
舊
志
星
野
從
府
志
分
畢
而

大
淸
一
統
志

畿
輔
通

志
則
皆
以
景
州
舊
屬
三
縣
爲
齊
分
應
在
元
枵
之
次
今

特
遵
其
說
改
入
虛
危
卽
祥
異
所
述
天
文
亦
從
茲
引
證

一
舊
志
建
置
十
餘
條
簡
略
殊
甚
且
有
傳
譌
又
不
詳
沿
革

今
特
增
之
以
世
代
爲
經
縣
境
爲
緯
橫
列
作
表
庶
得
開

卷
瞭
然

一
舊
志
所
繪
輿
圖
縰
長
而
衡
狹
形
勢
全
乖
且
未
開
方
今

於
全
圖
以
十
里
開
方
又
作
分
圖
以
五
里
開
方
所
有
村

莊
依
次
臚
列
而
河
道
城
池
縣
治
學
宮
俱
繪
如
右

一
舊
志
只
載
三
十
六
地
方
與
十
餘
市
集
而
闔
縣
村
莊
全

屛
弗
載
此
殆
不
可
今
特
分
路
記
其
道
里
而
悉
載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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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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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例

二

一
舊
志
以
行
署
別
立
條
目
乃
以
郵
鋪
倉
儲
養
濟
院
漏
澤

園
附
之
殊
覺
不
類
今
以
行
署
附
入
縣
治
其
郵
鋪
倉
儲

入
經
政
而
養
濟
漏
澤
等
亦
卽
入
䘏
政

一
舊
志
學
校
內
只
附
義
學
及
田
租
而
無
書
院
彼
時
此
鄕

雖
有
興
賢
書
院
亦
遺
未
載
近
則
更
建
觀
津
書
院
合
併

補
著
並
誌
其
始
末
章
程

一
舊
志
以
武
備
繫
於
城
池
今
以
城
池
歸
輿
地
而
兵
防
則

入
經
政
雖
事
有
相
需
然
部
居
固
各
別
也

一
舊
志
以
講

聖
諭
賀

萬
壽
鄕
飲
酒
諸
典
禮

俱
附
於
風
俗
之
末
殊
乖
體
制
今
特
於
經
政
立
禮
儀
一

門
與
迎
春
祈
雨
救
護
賓
興
皆
以
類
次

一
舊
志
以
寺
廟
附
於
祀
典
此
尤
儗
之
失
當
昔
陸
淸
獻
撰

靈
壽
志
不
載
寺
觀
抑
二
氏
也
而
康
對
山
撰
武
功
志
載

之
存
古
蹟
也
今
特
附
入
雜

旣
不
廢
游
覽
之
蹤
亦
少

防
媚
禱
之
弊
又
舊
志
於
各
寺
廟
皆
只
言
其
在
某
處
無

一
語
志
其
建
於
何
代
何
年
者
今
並
據
碑
文
補
述
之

一
舊
志
於
封
爵
載
安
陵
君
景
丹
於
職
官
載
劉
杳
梁
漢
璋

等
皆
譌
誤
當
除
且
散
無
友
紀
茲
特
分
爲
三
表
各
以
類

從
第
其
先
後
俾
校
如
列
眉

一
舊
志
人
物
於
勳
業
則
載
馮
唐
高
允
忠
節
則
載
縮
高
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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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例

三

因
地
名
失
察
致
誤
茲
皆
删
去
識
者
鑒
之

一
舊
志
人
物
於
孝
行
乃
男
女
並
列
今
特
爲
分
明
立
列
女

一
門
賢
孝
節
烈
及
貞
女
各
以
類
從
免
譏
淆
混

一
舊
志
於
列
女
皆
書
某
氏
某
人
妻
此
蓋
本
明
史
稿
例
旣

以
列
女
標
目
故
先
書
某
氏
也
然
三
綱
之
道
夫
爲
妻
綱

三
從
之
義
亦
從
夫
子
不
應
倒
書
况
史
傳
自
東
漢
以
來

厯
代
列
女
皆
書
某
人
妻
某
氏
爲
定
例

大
淸
一
統
志

畿
輔
通
志
皆
仿
之
今
亦
以
遵
史
傳
及
通
志
爲
正

一
舊
志
於
厯
朝
事
蹟
皆
闕
弗
考
雖
亦
間
有
散
見
於
篇
者

然
於
境
內
無
專
述
馬
今
特
據
正
史
及
縣
册
輯
爲
事
略

二
百
餘
條
倘
由
此
而
求
溯
固
亦
得
失
之
林
也

一
舊
志
不
載
陵
墓
然
水
經
注
寰
宇
記
元
明
統
志
皆
載
爲

例
今
擬
增
之
俾
前
代
古
冢
及
賢
土
大
夫
沒
於
斯
土
者

使
人
有
所
矜
式

一
舊
志
載
祥
異
自
漢
至
明
約
五
十
條
然
多
訛
舛
無
徵
如

云
漢
元
帝
元
初
六
年
唐
開
成
八
年
元
元
貞
七
年
之
類

皆
錯
誤
按
元
帝
並
無
元
初
年
號
乃
是
安
帝
唐
開
成
止

五
年
元
元
貞
止
二
年
也
又
如
正
統
間
大
蝗
景
泰
間
大

饑
亦
無
年
月
之
可
指
甚
有
紀
事
與
史
大
相
齟
齬
者
附

辯
於
後
各
條
下
今
惟
據
正
史
及
縣
册
摘
錄
二
百
數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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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條
其
象
緯
期
於
分
野
有
關
其
災
異
必
有
地
名
可
證
非

此
例
者
毋
濫

一
舊
志
第
於
大
端
擇
要
而
錄
之
至
於
軼
事
異
聞
固
所
未

及
然
左
氏
之
傳
春
秋
頗
徵
軼
事
司
馬
之
修
通
鑑
兼
采

異
聞
茲
特
於
志
末
而
附
以
識
餘
誠
亦
後
來
攷
鏡
之
所

取
資
也
且
旣
目
爲
識
餘
其
於
全
志
正
裁
固
自
已
別

一
舊
志
於
往
蹟
率
不
加
考
證
只
載
見
今
名
目
而
近
今
志

乘
又
每
於
所
考
證
者
別
爲
一
卷
彙
於
志
尾
蓋
仿
胡
身

之
通
鑑
注
例
別
附
辨
誤
於
後
也
茲
則
凡
所
考
證
析
疑

者
皆
隨
錄
於
本
條
之
內
不
摘
出
另
編
以
省
閱
者
繙
檢

一
舊
志
成
於
康
熙
癸
酉
迄
今
光
緖
丙
戌
又
厯
一
百
九
十

三
年
矣
顧
念
文
獻
雖
殘
採
訪
有
藉
裒
集
譔
述
共
底
於

成
其
所
不
知
蓋
闕
如
也
留
心
掌
故
者
幸
續
葺
而
補
綴
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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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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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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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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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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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
十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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