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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一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劉
蓮
青

邑
人
張
仲
友
纂
輯

邑
人
劉
鎮
華
鑒
定

邑
人
劉
鎮
海
參
閲

固
始
萬
自
逸
讐
校

叢
載

方
志
之
作
上
符
國
史
凡
有
渉
於
國
計
民
生
者
罔
不
兼
釆

並
收
綜
核
靡
遺
然
如
陵
寢
瑣
事
兵
燹
餘
聞
與
夫
制
度
沿

革
地
方
變
遷
或
見
之
稗
官
野
史
或
徵
諸
殘
碣
斷
碑
旣
未

便
棄
若
雞
肋
又
何
能
添
成
蛇
足
乃
釆
志
餘
成
例
舉
一
切

無
故
實
無

可
歸
者
悉
蒐
輯
於
一
處
以
擴
見
聞
亦
古

人
拾
墜
掇
殘
意
爾
至
如
山
魈
木
妖
妄
誕
不
經
則
非
所
敢

出
也
志
叢
載

宋
陵
瑣
記

永
昌
陵
卜
吉
命
司
天
監
苗
昌
裔
相
地
西
洛
旣
覆
士
昌
裔
引

董
役
內
侍
王
繼
恩
登
山
嶺
周
覽
形
勢
謂
繼
恩
云
太
祖
之
後

當
再
有
天
下
繼
恩
默
識
之
太
宗
大
漸
繼
恩
乃
與
叅
知
政
事

李
昌
齡
樞
密
趙
鎔
知
制
誥
胡
旦
布
衣
潘
閬
謀
立
太
祖
之
孫

惟
吉
適
洩
其
機
吕
正
惠
時
爲
上
宰
鎖
繼
恩
而
迎
真
宗
於
南

衙
即
帝
位
繼
恩
等
尋
悉
誅
竄
節

錄

宋

王

清

臣

揮

麈

餘

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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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二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宋
大
中
祥
符
四
年
三
月
車
駕
將
朝
陵
詔
自
西
京
至
鞏
縣
不

舉
樂
文
武
官
有
先
塋
在
近
者
並
給
假
拜
祭
戒
扈
從
人
踐
田

稼天
禧
二
年
八
月
辛
卯
三
陵
副
使
郝
昭
信
等
請
於
永
安
縣
建

營
徙
軍
士
二
指
揮
就
糧
從
之

乾
興
元
年
修
奉
山
陵
總
管
言
皇
堂
隧
道
穿
得
銅
鍋
有
兩
耳

又
於
寢
宫
三
門
下
穿
得
銅
盂
一
鐵
甕
一
鐵
甲
葉
三
宋

史

五

行

志

天
聖
元
年
六
月
戊
申
河
南
府
言
永
定
陵
占
民
田
四
十
八
頃

凡
估
錢
七
十
萬
上
曰
營
奉
先
帝
陵
寢
而
償
民
田
直
可
拘
以

常
制
耶
特
給
百
萬

天
聖
八
年
春
正
月
辛
巳
作
三
聖
宫
於
永
安
縣
訾
王
山
仍
更

山
名
曰
鳳
臺

景
祐
四
年
七
月
詔
河
南
府
省
諸
陵
柏
子
戸
永
安
陵
永
昌
陵

各
留
四
十
永
定
陵
五
十
時
上
封
者
言
陵
寢
已
有
奉
先
指
揮

給
灑
埽
而
柏
子
戸
多
富
民
竄
名
籍
中
以
規
避
徭
役
故
令
上

戸
減
放
之

仁
宗
改
葬
章
懿
皇
太
后
帝

生

母

於
永
安
以
后
弟
李
用
和
領
捧

日
天
武
兵
䕶
梓
宫
明
年
春
又
詔
用
和
乘
傳
行
太
后
陵
李

用

和

傳

元
符
三
年
宋
編
年
通
鑑
云
葬
哲
宗
於
永
泰
陵
靈
駕
發
引
至

鞏
縣
遇
雨
山
陵
使
章
惇
就
幕
次
大
昇
輿
陷
於
淖
中
臣
僚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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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三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復
隨
從
自
旦
至
夜
二
膳
不
時
進
竟
露
宿
野

景
德
三
年
六
月
癸
未
詔
以
來
年
春
朝
謁
諸
陵
初
司
天
言
嵗

在
酉
戌
乃
可
行
上
曰
朕
遵
用
典
禮
意
已
决
矣
王
旦
曰
春
候

和
暖
亦
可
順
動
惟
行
宫
損
壞
要
須
修
葺
上
曰
如
此
亦
勞
民

矣
乃
詔
所
至
州
縣
但
増
飾
舘
驛
不
得
更
建
行
宫
侍
從
臣
僚

并
百
司
供
億
及
供
御
之
物
並
令
損
省

宋
陵
設
陵
臺
令

宋
制
朝
陵
定
扈
從
官
人
數
入
柏
城
者
僕
射
以
上
三
人
丞
郎

以
上
二
人
餘
各
一
人

岐
王
墳
在
縣
西
南
四
十
里

御
厨
司
在
青
龍
山
永
定
陵
之
左

汴
京
遺
蹟
志
云
宋
太
祖
而
下
自
哲
宗
諸
陵
俱
在
鞏
縣
西
南

界
其
曰
永
昭
陵
乃
仁
宗
陵
也
劉
信
叔
詩
干
戈
消
弭
嵗
豐
登

邊
將
無
功
吏
不
能
四
十
二
年
那
忍
説
西
風
吹
淚
過
昭
陵

永
安
霍
道
全
者
常
爲
三
陵
壕
寨
年
踰
九
十
坐
丁
謂
移
永
定

陵
皇
堂
事
覊
管
亳
州
道
全
言
地
中
宿
藏
物
多
驗
亳
人
神
之

遇
赦
歸
永
安
嘉
祐
七
年
道
全
忽
厯
徧
川
原
觀
地
形
語
人
曰

此
地
將
有
大
役
明
年
仁
宗
升
遐
初
卜
陵
有
召
召
問
之
道
全

曰
今
永
安
地
吉
宜
徙
以
爲
陵
寢
有
司
疑
其
欲
騷
動
縣
人
凡

所
言
皆
不
用
道
全
亦
相
繼
卒
今
永
昭
陵
旣
成
或
曰
地
名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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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四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兒
原
非
佳
兆
後
三
年
英
宗
晏
駕
邵

氏

聞

見

錄

自
明
以
來
每
逢
國
家
大
慶
或
膚
功
告
成
欽
差
大
臣
祭
告
宋

陵
肅
將
玉
帛
䖍
詣
珠
丘
有
司
先
期
灑
埽
張
蓋
棚
厰
前
設
牌

坊
二
東
設
官
廳
及
更
衣
所
西
設
省
牲
所
二
門
內
東
向
爲
盥

洗
所
前
設
祭
品
西
設
焚
帛
爐
祭
品
則
牛
一
豕
一
羊
一
帛
一

酒
樽
三
左
籩
十
右
豆
十
左
簠
右
簋
燈
十
盞
燭
一
對
祭
太
祖

太
宗
真
宗
仁
宗
御
製
祭
文
勒
之
石
碑
樹
立
陵
前

制
度
興
革

元
豐
二
年
三
月
庚
寅
詔
入
內
東
頭
供
奉
官
宋
用
臣
都
大
提

舉
導
洛
通
汴
前
差
盧
秉
罷
勿
遣
初
去
年
五
月
西
頭
供
奉
官

張
從
惠
言
汴
河
口
嵗
嵗
閉
塞
又
修
隄
防
勞
費
一
嵗
通
漕
纔

二
百
餘
日
往
時
數
有
人
建
議
引
洛
水
入
汴
患
黄
河
囓
廣
武

山
須

山
嶺
十
數
丈
以
通
汴
渠
功
大
不
可
爲
自
去
年
七
月

黄
河
暴
漲
水
落
而
河
稍
北
距
廣
武
山
麓
七
里
退
灘
高
濶
可

爲
渠
引
洛
入
汴
爲
萬
世
之
利
知
孟
州
河
陰
縣
鄭
佶
亦
以

爲
言
時
范
子
淵
知
都
水
監
丞
畫
十
利
以
獻
嵗
省
開
塞
汴
口

工
費
一
也
黄
河
不
注
京
城
省
防
河
勞
費
二
也
汴
隄
無
衝
決

之
虞
三
也
舟
無
激
射
覆
溺
之
憂
四
也
人
命
無
非
横
損
失
五

也
四
時
通
漕
六
也
京
洛
與
東
南
百
貨
交
通
七
也
嵗
免
河
水

不
應
妨
阻
漕
運
八
也
江
淮
漕
船
免
爲
舟
卒
鐫
沉
溺
以
盗
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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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五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官
物
又
可
減
泝
流
牽
挽
人
夫
九
也
沿
汴
巡
河
使
臣
兵
卒
薪

楗
皆
可
裁
省
十
也
又
言
汜
水
出
玉
仙
山
索
水
出
嵩
渚
山
亦

可
引
以
入
汴
合
三
水
積
其
廣
深
得
二
千
一
百
三
十
六
尺
視

今
汴
流
尙
贏
九
百
七
十
四
尺
以
河
洛
湍
緩
不
同
得
其
贏
餘

可
以
相
補
懼
不
足
則
旁
隄
爲
塘
滲
取
河
水
每
百
里
置
水
牐

一
以
限
水
勢
隄
兩
旁
溝
湖
陂
濼
皆
可
引
以
爲
助
禁
伊
洛
上

源
私
取
水
者
大
約
汴
舟
重
載
入
水
不
過
四
尺
今
深
五
尺
可

濟
漕
運
起
鞏
縣
神
尾
山
至
士
家
隄
築
大
隄
四
十
七
里
以
捍

大
河
起
沙
谷
至
河
陰
縣
十
里
店
穿
渠
五
十
二
里
引
洛
水
屬

於
汴
渠
總
計
用
工
三
百
五
十
七
萬
有
奇
疏
奏
上
重
其
事
是

年
冬
遣
左
諫
議
大
夫
直
學
士
安
燾
入
內
都
知
張
茂
則
行
視

二
年
正
月
燾
等
還
奏
索
水
在
汴
口
下
四
十
里
不
可
引
洛
汜

二
水
積
其
廣
深
纔
二
百
六
十
餘
尺
不
足
用
滲
水
塘
引

大

河
緩
則
填
淤
急
則
衝
決
洛
水
惟
西
京
分
引
入
城
下
流
還
歸

洛
河
禁
之
無
益
置
牐
恐
地
勢
高
下
不
齊
不
能
限
節
水
勢
黄

河
距
廣
武
山
有
纔
一
二
里
者
又
南
岸
退
灘
堅
土
不
及
二
分

沙
居
十
之
八
若

河
築
隄
至
夏
洛
水
內
溢
大
河
外
漲
有
腹

背
之
患
新
隄
一
決
新
河
勢
必
填
淤
則
三
百
七
十
萬
工
皆
爲

無
用
又
子
淵
建
此
本
欲
省
汴
口
嵗
嵗
勞
費
今
置
隄
埽
水
澾

之
類
嵗
計
恐
不
啻
一
汴
口
之
費
而
又
有
不
可
保
之
虞
雖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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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六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財
力
在
人
猶
可
爲
之
惟
是
水
源
不
足
則
人
力
不
可
强
致
蓋

伊
洛
山
河
盛
夏
雖
患
有
餘
過
此
常
若
不
足
疑
謀
無
成
惟
陛

下
裁
之
上
以
子
淵
計
畫
有
未
善
者
乃
命
用
臣
經
度
以
楊
珪

往
至
是
用
臣
還
奏
可
爲
請
自
任
村
沙
谷
口
至
汴
口
開
河
五

十
里
引
伊
洛
水
入
汴
每
二
十
里
置
束
水
一
以
芻
楗
爲
之
以

節
湍
急
之
勢
取
水
深
一
丈
以
通
漕
運
引
古
索
河
爲
源
注
房

家
黄
家
孟
家
三
陂
及
三
十
六
陂
高
仰
處
瀦
水
爲
塘
以
備
洛

水
不
足
則
決
以
入
河
又
自
汜
水
關
北
開
河
五
百
步
屬
於
黄

河
上
可
置
牐
啟
閉
以
通
黄
汴
二
河
船
筏
卽
洛
河
舊
口
置
水

澾
通
黄
河
以
泄
伊
洛
暴
漲
之
水
古
索
河
等
暴
漲
卽
以
魏
樓

滎
澤
孔
固
三
斗
門
泄
之
計
用
工
九
十
萬
七
千
有
餘
仍
乞
修

䕶
黄
河
南
隄
埽
以
防
侵
奪
新
河
詔
如
用
臣
策
故
有
是
命
始

營
清
汴
主
議
者
以
爲
不
假
河
水
而
足
用
後
嵗
旱
洛
水
不
足

遂
於

水
斗
門
以
通
木
筏
爲
名
陰
取
河
水
益
之
朝
廷
不
知

也

元
刱
設
嵩
洛
書
院
文
牒

元
大
定
四
年
四
月
皇
帝
聖
旨
裏
中
書
禮
部
據
奎
章
閣
學
士

院
參
書
廳
呈
承
奉
學
士
院
劄
付
䝉
古
文
字
譯
說
該
至
正
五

年
七
月
別
兒
怯
不
花
大
學
士
奏
左
司
郎
中
張
惟
敏
是
河
南

人
自
備
已
財
儲
書
欲
爲
義
學
延
師
教
授
將
書
舍
名
作
嵩
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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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七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書
院
奉
旨
那
般
者
欽
此
欽
遵
外
使
院
就
呈
該
部
分
欵
依
施

行
承
此
具
呈
照
詳
得
此
本
部
議
得
左
司
郎
中
張
惟
敏
自
備

已
財
儲
書
延
師
作
養
後
進
建
文
昌
祠
春
秋
從
祭
奎
章
閣
大

學
士
奏
准
名
嵩
洛
書
院
宣
都
省
移
咨
河
南
行
省
欽
依
施
行

除
已
具
呈
中
書
省
照
詳
本
部
合
行
宜
關
請
照
驗
施
行
右
關

左
司
郎
中
張
惟
敏

考
院
創
設
由
來

吾
縣
夙
乏
試
院
每
屆
試
期
張
幕
於
知
縣
堂
皇
前
暑
雨
祈
寒

不
障
風
日
几
案
坐
具
士
子
躬
自
負
荷
跡
近
輕
薄
儒
巾
尤
非

所
以
肅
典
章
嚴
鎖
鑰
固
陋
實
甚
清
同
治
間
華
亭
袁
啟
芬
蒞

縣
倡
議
創
建
試
院
邀
集
邑
紳
擇
地
於
東
周
書
院
之
南
鳩
工

於
七
年
九
月
蕆
事
於
九
年
十
月
康
君
無
逸
捐
銀
若
干
兩

縣
署
制
度
更
新

共
和
成
立
百
度
更
新
國
體
旣
變
政
體
隨
之
一
縣
之
中
知
縣

改
爲
縣
知
事
繼
又
稱
縣
長
裁
教
諭
設
奉
祀
官
撤
典
史
置
管

獄
員
縣
衙
初
稱
縣
公
署
民
國
十
七
年
縣
長
毛
龍
章
奉
文
改

爲
縣
政
府
印
文
同
在
昔
共
有
十
三
房
八
班
紀
元
初
衞
房
撥

歸
管
獄
員
稱
書
記
四
年
號
兵
房
併
入
兵
房
十
七
年
戸
南
房

倉
房
庫
房
兵
房
併
爲
徵
收
處
禮
房
吏
房
工
房
併
爲
行
政
股

戸
北
房
刑
房
併
爲
司
法
股
承
發
房
改
爲
售
狀
處
柬
房
改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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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八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傳
達
處
班
役
攺
名
法
警
以
棚
計
頭
快
二
快
頭
壯
二
壯
頭
皂

二
皂
頭
捕
二
捕
共
八
棚

光
緒
末
年
裁
撤
城
守
營
攺
立
巡
警
歸
縣
署
管
轄
紀
元
初
改

巡
警
爲
警
察
縣
設
警
察
所
有
所
長
一
名
管
轄
如
前
各
區
設

警
察
分
駐
所
由
各
區
長
管
轄
所
長
又
攺
爲
警
務
長
民
國
十

七
年
改
爲
公
安
局

鹽
商
舊
制

鞏
鹽
向
係
河
東
引
原
額
曁
加
増
共
鹽
一
千
七
百
八
十
八
引

引
商
納
引
税
設
厰
東
站
專
賣
四
鄕
負
販
代
爲
銷
售
凡
未
納

引
税
之
鹽
謂
之
私
鹽
在
律
有
罪
或
甲
引
地
之
鹽
闌
入
乙
引

地
銷
售
者
罪
與
私
鹽
等
別
由
鹽
法
道
委
員

查
養
勇
隊
若

干
名
周
查
津
渡
集
鎮
以
及
往
來
舟
車
恒
有
緣
此
興
訟
者
紀

元
後
以
襄
八
襄

城

等

八

縣

鞏

在

內

潞
鹽
引
岸
半
多
荒
廢
准
以
長
蘆
鹽

融
銷
此
後
潞
鹽
遂
卽
停
運
而
税
額
逐
漸
增
高
矣

監
生
末
路

明
初
監
生
聲
價
最
高
自
景
泰
開
納
粟
之
例
而
流
品
以
雜
清

制
五
貢
皆
須
入
監
讀
書
故
雖
凖
納
粟
因
彼
此
相
形
見
絀
自

好
者
不
肯
濫
竽
中
葉
以
後
人
思
衣
冠
榮
身
覷
此
爲
㨗
徑
而

萬
首
爭
集
焉
乙
丑
志
作
於
乾
隆
十
年
載
監
生
三
百
六
人
己

西

成
於
五
十
一
年
載
一
千
二
百
二
十
八
人
四
十
二
年
間



ZhongYi

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九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驟
增
九
百
餘
名
超
過
入
學
生
員
一
倍
其
價
値
已
可
想
見
而

當
時
猶
棗
梨
志
乘
者
蓋
緣
盛
名
有
舊
且
時
參
與
一
二
清
修

未
便
槪
行
抹
煞
迨
乾
隆
末
季
至
清
末
江
河
日
下
此
項
頭
銜

幾
堪
與
魚
鱗
戸
籍
並
繁
故
開
館
之
初
首
謀
及
此
羣
各
淡
漠

置
之
無
復
爲
之
推
挽
者
監
生
一
途
遂
與
帝
國
並
終
不
勞
紙

筆
矣

銀
峒
遺
痕

縣
東
南
石
城
山
桃
花
峪
向
有
銀
峒
士
人
呼
爲
銀
凹
峒
深
四

五
丈
寛
八
九
尺
高
六
七
尺
相
傳
明
正
德
間
曾
掘
礦
釆
銀
峒

兩
旁
尙
留
銀
包
痕
摩
崖
鐫
字
共
三
行
第
一
行
河
南
府
鞏
四

字
第
二
行
縣
一
字
第
三
行
成
化
二
字
餘
不
可
辨

又
一
峒
與
前
峒
相
距
咫
尺
亦
摩
崖
泐
書
第
一
行
大
明
二
字

第
二
行
正
德
四
年
六
月
十
八
日
九
字
餘
剝
蝕

按
明
神
宗
鑛
稅
政
出
中
央
例
遣
中
官
典
其
事
蔓
延
遍
天

下
都
邑
關
津
中
使
棋
布
搜
括
及
甕
盎
居
民
重
足
窮
山
邃

谷
罔
不
有
車
轍
馬
跡
卒
之
國
家
未
收
尺
寸
閭

不
堪
命

矣
後
雖
懸
爲
厲
禁
士
大
夫
猶
談
虎
變
色
驚
爲
奇
禍
沿
至

清
百
餘
年
後
此
風
未
熄
洵
可
爲
舉
事
不
審
者
戒
也
右
列

銀
峒
是
否
開
之
政
府
有
無
貂
璫
預
事
據
所
刻
成
化
正
德

字
全
文
不
詳
姑
誌
以
俟
考



ZhongYi

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十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抽
收
煤
釐
巔
未

縣
中
開
礦
取
煤
爲
時
巳
久
不
詳
其
所
由
來
清
光
緒
二
十
年

問
設
局
所
於
縣
城
委
員
收
取
釐
金
按
出
煤
筐
數
爲
則
初
設

時
每
筐
抽
制
錢
四
文
嗣
後
逐
漸
增
加
弊
端
百
出
不
勝
枚
舉

委
員
所
轄
區
域
係
鞏
宻
登
洛
宜
凡
五
縣
其
人
則
常
川
駐
鞏

民
國
二
十
年
奉
政
府
令
裁
撤

設
局
釆
石

吾
縣
産
石
復
便
舟
運
清
光
緒
十
六
年
爲
修
築
黄
河
隄
工
設

石
方
局
於
縣
之
東
站
鎮
委
員
釆
購
運
以
固
隄
春
秋
佳
日
帆

檣
如
織
委
員
駐
東
站
者
動
輒
數
年
號
稱
優
差
民
國
成
立
逐

漸
消
減
近
更
裁
委
員
不
恒
釆
石
矣
或
謂
此
中
弊
竇
甚
大
吾

儕
局
外
不
敢
饒
舌

船
塢

清
光
緒
二
十
七
年
德
宗
暨
慈
禧
回
鑾
經
祥
符
北
渡
需
舟
五

艘
事
後
大
僚
因
體
制
尊
嚴
未
便
率
爾
棄
置
乃
卜
地
於
鞏
築

塢
以
藏
之
塢
凡
五
甃
以
磚
數
月
吿
成
在
城
東
五
里
洛
水
左

岸

兵
工
厰

民
國
四
年
前
總
統
項
城
袁
世
凱
設
兵
工
厰
於
孝
義
六
年
修

火
車
支
道
工
料
直
達
廠
內
築
馬
路
直
達
車
站
電
報
郵
政
胥



ZhongYi

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十
一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具
孝
義
舊
係
集
鎮
近
來
日
新
月
異
商
業
幾
與
東
站
埒

鞏
汜
勘
界
紀
事

吾
縣
東
鄰
汜
水
界
址
由
來
分
明
甌
脫
之
民
爲
規
避
差
徭
朦

溷
籍
貫
壤
地
漸
以
混
淆
近
年
兵
革
迭
興
民
苦
賦
重
區
紳
孫

紹
峯
等
呈
明
省
長
委
員
會
勘
經
界
以
正
結
果
收
回
村
莊
村名

另

載

他

篇

十
數
處
丁
賦
銀
二
百
餘
兩

流
冦
虐

一
瞥

明
崇
禎
五
年
鞏
范
承
修
設
教
登
封
李
鰲
家
鰲
子
際
遇
范
甥

也
面
有
異
像
承
修
曰
似
此
恐
非
克
家
子
嵗
梢
歸
値
劉
賊
入

鞏
承
修
子
可
訓
欲
依
登
封
李
家
避
難
承
修
曰
李
氏
禍
將
至

矣
尙
可
投
乎
憮
然
久
之
六
年
正
月
可
訓
被
賊
擄
去
至
汜
水

逃
歸
遂
擕
家
避
居
登
封
山
谷
中
未
幾
李
際
遇
反
時
劉
賊
騷

擾
鞏
境
甚
急
别
有
小
寇
數
十
隊
此
去
彼
來
出
沒
無
常
李
際

遇
督
衆
與
戰
小
寇
遠
避
鞏
民
少
安
爾
時
鞏
無
縣
官
者
七
年

民
皆
築
寨
自
衞
小
寇
自
逐
大
寇
借
重
際
遇
地
每
畝
出
糧
五

升
向
際
遇
完
納
范
大
河
亦
際
遇
舅
行
催
糧
不
齊
際
遇
命
繩

縳
至
御
寨
可
訓
爲
解
釋
際
遇
謝
之
放
歸
據

范

氏

族

譜

纂

崇
禎
七
年
正
月
初
四
日
流
寇
至
鞏

八
月
十
九
日
流
寇
再
來

十
月
初
三
日
流
寇
三
來



ZhongYi

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十
二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十
一
月
初
四
日
流
寇
四
來
三
次
皆
經
宿
而
去

九
年
八
月
二
十
九
日
流
寇
又
至
連
宿
七
日
據

釆

訪

册

纂

明
季
流
寇
之
禍
地
方
凋
敝
巳
極
因
無
專
書
記
載
知
之
者
寡

閲
舊
志
清
初
徧
地
荒
蕪
負
耒
無
人
滿
洲
定
鼎
後
體
恤
民
艱

共
除
有
主
荒
無
主
荒
三
千
餘
頃
迨
後
撫
綏
招
徠
始
漸
升
科

卽
此
推
繹
當
年
死
亡
之
數
殆
過
半
矣

清
代
之
養
老
典

己
酉
志
載
明
代
耆
夀
四
人
趙
富
趙
緒
趙
紀
有傳

趙
允
寜
皆
迴

郭
鎮
人
清
康
熙
二
十
八
年
修
養
老
典
詔
人
民
九
十
以
上
者

各
賜
絹
二
疋
棉
二
觔
米
二
石
肉
二
十
觔
後
四
十
二
年
四
十

八
年
六
十
年
踵
行
之
凡
四
次
縣
民
受
賜
者
三
十
一
人
張
景

芳
靳
士
道
焦
業
閨
郜
志
元
李
一
祥
王
夢
臣
關
青
王
德
正
羅

英
如
劉
振
景
張
乾
亨
李
洪
如
王
好
德
李
進
前
邵
良
賢
蘇
鳴

九
張
孔
順
趙
蘭
馬
國
祥
馬
光
振
白
化
蛟
傅
長
青
謝
擢
予
曹

生
明
曹

徐
守
志
徐
汝
升
趙
作
乂
徐
汝
振
徐
文
明
張
秀
頴

農
官
再
現

雍
正
二
年
置
農
官
縣
中
任
事
者
六
人
劉
王
輔
李
丕
盛
白
含

釆
孫
士
相
劉
進
昇
姚
爾
璞
八
年
尋
廢

附

周
立
誥

同
治
甲
戌
科
恩
賜
翰
林

古
幣
現
釆



ZhongYi

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十
三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縣
南
十
餘
里
北
官
莊
農
民
張
書
酉
近
年
於
田
中
掘
得
一
盎

內
貯
古
銅
幣
數
百
枚
幣
長
方
形
闊
寸
二
三
長
寸
四
五
上
有

柄
長
八
九
分
闊
五
分
下
俱
弧
圓
式
卽
世
所
傳
鏟
幣
是
也
內

分
有
字
無
字
或
一
二
字
四
五
字
不
等
文
古
不
可
辨
認
劉
敬

軒
藏
數
枚
曾
借
以
考
閲
並
拓
於
志
中

地
方
偏
灾

道
光
七
年
丁
亥
邙
山
崩
覆
壓
數
十
家

十
六
年
冬
大
雪
塞
途
六
旬
餘
村
人
柴
米
十
室
九
空

咸
豐
三
年
後
大
僚
虞
粵
軍
北
渡
封
禁
黄
河
渡
口
繼
絕
兩
岸

交
通

草
寇
肆
虐

咸
豐
五
年
巨
匪
曹
德
齊
糾
衆
倡
亂
村
民
李
榜
李
四
季
楊
元

長
等
擊
平
之

德
齊
曹
河
人
素
業
煤
礦
爲
人
揮
霍
濫
交
逋
蕩
無
賴
多
歸

之
因
受
澤
者
日
衆
凡
意
興
所
至
羣
小
希
旨
承
風
聲
勢
漸

以
浩
大
穢
惡
日
以
彰
聞
迨
後
迭
觸
法
網
日
暮
途
窮
乃
糾

合
亡
命
嘯
聚
揭
竿
爲
患
鄕
里
小
相
李
榜
東
莊
李
四
季
及

楊
元
長
等
率
衆
剿
擊
未
幾
撲
滅
知
縣
孔
某
旌
其
功
爲
之

請
奬
有
差

蠲
漕
䘏
民



ZhongYi

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十
四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康
熙
二
十
四
年
巡
撫

興
邦
軫
念
民
艱
疏
請
免
納
漕
米
諄

懇
至
再
遂
得
暫
免
一
年
萬
民
頌
聲
載
道

三
十
年
具
疏
題
緩
部
議
不
允
特
旨
停
之
次
年
奉
上
諭
全
免

錄

乙

丑

志按
蠲
免
糧
漕
事
關
民
生
槪
載
事
記
右
兩
條
乙
丑
志
有
之

而
己
酉
志
不
載
及
考
諸
通
志

撫
係
二
十
七
年
任
此
事

則
在
二
十
四
年
顯
有
錯
誤
漫
附
俟
考

上
海
工
賑
協
會
碑

上
海
工
賑
協
會
民
國
九
年
垂
恤
北
方
旱
災
派
員
分
赴
各
區

察
勘
賑
濟
鞏
民
蒙
惠
數
約
六
七
千
圓
除
築
城
內
外
堤
餘
修

沿
河
道
路
城
南
泐
碑
紀
事

河
濱
紀
功
碣

共
和
十
六
年
第
二
集
團
軍
出
關
東
來
奉
軍
退
而
北
渡
洛
河

沿
岸
蟻
聚
蜂
屯
洛
北
一
帶
如
南
河
渡
石
關
等
踵
趾
相
接
石

窟
寺
至
西
寺
灣
號
稱
僻
鄕
亦
駐
兵
一
團
初
不
解
用
意
所
在

嗣
知
奉
軍
駐
黄
河
北
岸
彼
此
抗
拒
兵
家
常
事
耳
經
兩
旬
後

一
夕
大
兵
雲
集
聲
言
北
渡
軍
中
終
夜
有
聲
次
早
盈
萬
之
兵

已
渡
過
半
蓋
連
日
偵
北
軍
得
實
况
故
乘
其
不
備
黒
夜
偷
渡

卒
獲
勝
利
事
後
於

山
陰
濱
河
處
樹
一
高
碣
大
書
天
塹
飛

渡
四
字
亦
勒
銘
燕
然
意
也



ZhongYi

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十
五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粤
捻
雜
俎

咸
豐
十
一
年
八
月
十
一
日
亳
匪
竄
至
汜
水
洛
偃
鞏
孟
諸
團

分
堵
仙
家
店
虎
牢
關
二
處
次
日
諸
團
敗
賊
由
茶
庵
竄
入
洛

水
一
帶
無
凈
土

同
治
元
年
三
月
三
曰
長
槍
匪
至
虎
牢

三
月
十
二
日
亳
匪
至
洛

八
月
十
七
日
亳
匪
由
龍
門
入
洛
至
康
家
店

二
年
八
月
亳
匪
由
登
封
竄
至
縣
境
南
山
北
以

上

見

守

禦

千

總

李

長

治

孝

義

寨碑

李
毓
英
辛
酉
避
兵
記

咸
豐
十
一
年
秋
八
月
朔
六
日
忽
聞
兵
警
言
亳
匪
至
鄭
時
秋

禾
方
登
村
人
猶
以
訛
傳
自
解
越
二
日
信
益
急
邑
袁
公
諭
各

團
局
自
備
餱
糧
飛
向
虎
牢
防
堵
余
以
家
君
衰
病
茲
甚
將
服

什
菽
粟
窖
窟
室
留
三
兄
守
門
攜
家
避
之
南
山
口
至
則
男
女

錯
雜
逃
亂
者
已
如
雲
集
物
色
久
之
余
六
叔
有
堂
在
焉
遂
共

止
宿
明
日
聞
亳
匪
奪
關
敗
之
迤
南
而
去
識
者
曰
距
此
四
十

里
許
地
名
仙
家
店
爲
東
西
間
道
亳
匪
屯
紥
於
此
亦
大
可
慮

宜
分
團
守
之
公
從
其
言
越
三
日
亳
匪
洶
湧
而
來
我
衆
不
敵

遂
失
守
俄
見
三
兄
喘
吁
而
至
涕
墮
如
綆
嗚
咽
不
能
作
聲
慰

藉
良
久
乃
言
曰
亳
匪
已
據
鞏
城
濱
洛
一
帶
村
居
悉
成
賊
藪



ZhongYi

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十
六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余
聞
而
危
之
有
戚
屬
張
同
裕
者
謂
山
川
下

舊

土
室
數

間
昔
紅
巾
入
寇
時
避
焉
邀
與
俱
往
時
日
已
薄
暝
又
値
微
雨

有
避
之
明
路
山
頂
者
冐
雨
慘
號
聲
徹
霄
漢
達
曉
陰
雲
四
捲

晴
日
東
升
登
青
龍
山
之
半
危
望
焉
鋒
烟
四
起
沿
洛
村
莊
不

甚
了
了
轉
瞬
一
隊
亳
匪
奪
山
口
而
入
居
人
偵
之
謂
有
胥
役

在
內
殆
乘
機
竊
發
掠
人
財
物
者
遂
指
天
誓
日
約
衆
攻
之
余

急
下
扶
家
君
於
驢
背
傍
山
足
去
之
羅
上
今

羅

泉

村

夜
有
人
自
匪

營
逃
歸
者
詢
之
謂
胥
役
悉
亳
匪
所
挾
迫
作
前
驅
者
衆
不
知

而
攻
之
伏
寇
四
出
衆
皆
鳥
散
掠
去
牲
畜
無
算
婦
女
懼
污
有

墜
崖
而
死
者
聞
之
泣
下
越
宿
亳
匪
襲
山
接
淅
而
行
去
之
姜

溝
淺
井
等
村
自
辰
迄
申
僅
得
一
餐
又
明
日
去
之
核
桃
園
借

釜
而
炊
飯
畢
六
叔
言
曰
前
咸
豐
三
年
官
軍
敗
紅
巾
於
蓮
山

餘
支
竄
入
東
南
曾
經
此
道
不
如
沿
山
南
谷
折
而
西
走
便
道

登
封
可
保
無
虞
從
之
卽
刻
起
行
山
行
十
餘
里
峯
回
路
轉
倐

見
烟
火
數
家
雞
鳴
犬
吠
差
似
武
陵
風
景
揖
土
人
而
問
曰
斯

何
地
也
答
曰
永
全
溝
所
居
悉
涉
村
人
爲
操
耕
不
便
移
家
於

此
歴
有
年
所
余
慰
甚
遂
釋
肩
憇
於
道
旁
少
頃
見
一
叟
扶
杖

至
自
道
翟
姓
名
懿
芳
與
坐
談
欵
洽
備
至
遂
主
其
家
有
高
某

者
登
封
人
偕
伊
團
長
崇
法
堂
守
□
糧
坑
與
六
叔
有
舊
往
謁

之
謂
昨
團
諜
報
曰
袁
公
自
□
家
店
失
守
退
據
黒
石
關
率
洛



ZhongYi

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十
七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偃
諸
團
將
亳
匪
敗
回
言
未
及
巳
又
聞
團
邏
獲
奸
細
一
人
正

在
盤
詰
余
偕
六
叔
自
槍
刀
林
中
撥
視
之
乃
吾
村
李
清
華
也

白
而
釋
之
次
早
下
山
十
九
日
攜
家
旋
里
屋
宇
依
然
而
服
什

菽
粟
化
爲
烏
有
矣
旣
而
村
人
返
有
被
亳
匪
擄
去
者
有
被
亳

匪
斫
死
者
余
幸
閤
族
無
恙

清
咸
同
間
捻
匪
之
役
初
擾
鞏
縣
繼
復
北
渡
覃
懷
一
時
河
南

之
鞏
偃
河
北
之
孟
濟
源
各
縣
率
取
道
於
趙
溝
渡
口
來
往
互

渡
藉
逃
兇
鋒
事
後
羣
情
感
激
懸
榜
書
四
豎
石
碣
三
於
趙
溝

村
頭
河
岸
臚
序
當
時
迎
迓
待
遇
狀
况
飮
食
供
奉
痛
癢
相
關

宛
然
視
若
一
家
試
取
其
碑
讀
之
雖
年
湮
勢
暌
猶
令
人
心
花

怒
放
不
可
遏
抑
矧
躬
臨
而
目
擊
者
乎
據
碣
所
序
每
次
所
濟

不
下
數
萬
人
自
昏
達
旦
徹
夜
有
聲
寒
餒
情
狀
主
客
相
同
抵

岸
後
分
宅
住
宿
無
行
旅
苦
且
沿
岸
設
粥
以
食
奔
逃
者
亂
平

言
旋
酬
以
金
玉
幣
帛
概
辭
弗
受
而
復
有
金
馬
之
助
貯
存
行

李
曲
爲
保
全
光
明
磊
落
纎
私
不
萌
此
卽
一
身
一
家
已
屬
難

能
可
貴
全
村
數
百
家
肝
膽
悱
惻
一
致
不
懈
孟
子
所
謂
人
皆

可
以
爲
堯
舜
董
蘿
石
所
謂
滿
街
皆
聖
人
孔
子
所
謂
吾
觀
於

鄕
而
知
王
道
之
易
易
昔
人
不
我
欺
也
末
世
風
俗
澆
漓
諸
渡

以
困
辱
遠
客
爲
能
猙

可
畏
遇
有
急
難
其
毒
愈
烈
甚
或
詐

欺
取
財
變
本
加
厲
趙
溝
自
河
岸
豎
碣
後
於
今
七
十
餘
年
鄕



ZhongYi

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十
八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人
顧
名
思
義
猶
存
古
誼
視
他
渡
之
錙
銖
必
較
超
然
遠
矣

捻
匪
挫
黒
石
關

咸
豐
十
一
年
皖
賊
西
犯
攻
虎
牢
不
克
由
間
道
襲
鞏
河
南
府

知
府
樊
琨
帥
師
禦
之
遇
於
黒
石
關
夾
河
而
軍
賊
屢
以
筏
渡

河
輒
擊
退
之
會
河
水
漲
筏
無
所
施
賊
遂
宵
遁
是
役
也
非
琨

督
衆
力
戰
則
河
洛
危
矣
琨
不
自
居
功
以
河
水
漲
溢
謂
有
神

助
卽
請
於
朝
加
河
神
封
號
云
節

錄

俞

樾

樊

琨

傳

知
縣
袁
修
翰
與
丁
元
勲
書
咸

豐

十

一

年

閏

五

月

初

七

日

丁
二
先
生
收
覽
現
在
探
得
賊
匪
從
山
東
曹
屬
竄
至
歸
德
郡

城
被
圍
睢
州
亦
復
戒
嚴
吳
中
丞
由
河
北
馳
回
省
城
辦
理
防

守
事
宜
查
匪
蹤
既
入
豫
疆
難
保
不
窺
伺
河
洛
所
有
虎
牢
關

要
隘
經
中
丞
派
徐
副
戎
帶
領

勝
營
馬
歩
七
百
餘
人
常
川

駐
守
足
可
防
禦
而
虎
牢
愈
固
則
三
家
店
之
路
愈
覺
可
慮
請

速
謁
丹
君
先
生
項

城

王

銑

桂

時

僑

汜

水

祈
代
畫
策
所
謂
有
備
無
患
也

覆
丁
元
勲
書
初

七

日

日
前
曾
泐
一
函
諒
經
青
照
史
姓
業
已
就
擒
想
閣
下
聞
之
亦

當
稱
快
該
犯
於
宻
邑
匪

消
息
甚
通
目
下
口
供
尙
未
全
定

逐
日
熬
審
不
慮
其
不
吐
真
情
弟
又
慮
宻
邑
黨
徒
前
來
窺
視

或
有
意
外
之
變
中畧

儻
有
人
潛
入
我
境
探
望
務
望
飛
速
示
我

再
王
丹
翁
聞
有
北
渡
之
信
希
切
囑
馬
生
靈
奇
堅
留
勿
任
遠



ZhongYi

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十
九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去
此
實
我
邑
東
路
保
障
獲
益
滋
多
也
三
家
店
工
程
前
月
二

十
五
日
卽
屬
馬
生
金
聲
中畧

趕
辦
於
本
月
望
前
竣
事
不
識
能

如
期
吿
蕆
否
卽
希
示
復

再
致
丁
元
勲
初

十

日

頃
間
接
到
來
書
得
悉
一
切
日
來
賊
情
與
尊
處
情
形
相
同
今

日
賊
匪
馬
步
二
百
餘
人
直
撲
石
屯
溝
及
穆
家
溝
經
我
處
馬

隊
迎
頭
痛
擊
當
卽
折
回
奪
獲
馬
匹
及
衣
服
多
件
直
追
至
烏

紗
河
該
匪
盡
數
東
渡
河
西
一
無
賊
蹤
其
技
藝
不
過
如
此
可

以
放
心
所
有
大
炮
茲
檢
得
天
門
炮
四
尊
每
尊
重
五
六
十
斤

係
新
近
由
府
送
來
卽
遣
人
前
來
搬
運
每
尊
須
兩
三
人
因
體

過
重
且
雨
後
山
路
難
行
也
惟
合
膛
子
一
時
不
可
得
此
處
所

用
亦
均
係
口
炮
子
放
兩
三
枚
足
已
至
於
官
軍
想
係
因
紀
律

不
齊
之
故
此
處
除
本
汎
八
九
人
外
亦
並
無
官
兵
聞
河
南
營

馬
參
府
已
帶
兵
千
名
前
來
亦
不
敢
分
撥
前
去
大
可
不
必
也

覆
丁
元
勲
程
佐
堯
書

來
示
得
悉
現
在
大
衆
公
議
今
日
定
須
出
隊
由
此
間
及
洛
口

兩
路
進
兵
至
穆
家
溝
令
商
進
剿
尊
處
亦
卽
出
隊
緩
緩
向
前

攻
擊
我
處
出
隊
之
時
和
尙
廟
當
可
望
見
也
賊
勢
萬
分
無
用

儘
管
膽
壯
向
前
絕
無
槍
炮
無
足
懼
也
且
俟
今
日
之
戰
再
定

□
兵
與
否
偃
師
助
兵
二
千
今
午
可
到
細
作
如
有
見
證
不
妨



ZhongYi

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二
十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卽
行
正
法
今
日
解
來
尙
恐
無
空
細
訉
耳

邑
東
忠
義
祠
節
烈
祠

皖
匪
犯
境
從
邑
東
仙
家
店
竄
入
故
其
地
被
創
尤
巨
同
治
元

年
亂
稍
定
士
紳
程
伊
輔
等
痛
諸
男
婦
死
亡
之
慘
不
忍
聽
其

湮
沒
公
議
立
忠
義
節
烈
兩
祠
於
死
難
處
祠
在
小
里
河
祖
師

廟
西
偏

按
咸
同
間
兵
燹
遞
興
於
地
方
生
民
利
病
煞
有
關
係
距
今

六
七
十
年
父
老
傳
聞
不
詳
官
書
稗
史
亦
少
翔
實
紀
載
茲

據
釆
訪
所
得
盡
數
臚
列
藉
覩
當
日
概
况
至
猥
瑣
重
複
之

譏
不
暇
避
焉

逸
事

述

昔
宻
有
卜
成
者
身
遊
九
山
之
上
放
心
不
拘
之
境

酈
道
元
注
水
經
引
仲
長
統
語
並
謂
卽
鞏
九
山
蓋
宻
人
而

隱
於
鞏
者
也

後
漢
延
熹
元
年
外
黄
申
屠
蟠
躬
推
輦
車
送
䘮
歸
鄕
里
遇
司

從
事
於
河
鞏
之
間
從
事
義
之
爲
封
傳
䕶
送
蟠
不
受
投
牒

於
地
而
去
節

錄

後

漢

書

申

屠

蟠

傳

李
加
聚
字
德
星
號
明
遠
沈
毅
驍
勇
耕
讀
之
睱
兼
習
武
技
明

季
亂
作
福
王
招
募
勤
王
加
聚
應
命
往
常
持
弓
矢
衞
王
弟
於

河
上
王
奇
之
妻
以
女
及
羣
盜
蜂
起
仗
劍
歸
里
保
衞
鄕
族
元



ZhongYi

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二
十
一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配
須
氏
王
女
繼
室
也

宋
仁
宗
温
成
皇
后
張
氏
河
南
永
安
進
士
堯
封
女
初
入
宫
爲

才
人
皇
祐
初
進
貴

後
五
年
薨
追
册
爲
皇
后
據

宋

史

皇

后

傳

暨

己

酉

志

纂權
永
安
縣
尉
孟
邦
雄
建
炎
時
兼
留
守
使
司
差

權
永
安
軍
事
孟
邦
雄
遷
京
西
河
東
路
招
提
使
葬
於
永
安
軍

芝
田
蘇
村
之
陽

洪
武
元
年
四
月
戊
子
鞏
縣
孟
夏
寨
叅
政
李
成
澤

明
知
州
康
偉
女
丰
姿
異
常
配
伊
府
西
鄂
鎮
國
將
軍
封
夫
人

見

明

志魏
允
吉
字
少
河
塢
羅
人
明
萬
暦
間
因
祭
器
湮
沒
補
置
新
皿

又
捐
書
籍
多
種
於
縣
學
俾
寒
士
得
以
增
廣
學
識
督
學
李
以

世
濟
其
美
榜
其
門
宣
成
國
子
監
祭
酒
湯
賓
尹
譔
魏
氏
屢
功

學
校
記水

災
中
兩
孝
子

清
乾
隆
二
十
六
年
秋
伊
洛
大
溢
水
破
偃
師
外
堤
灌
城
洶
洶

有
聲
民
皆
走
避
適
蔡
應
泰
母
死
水
將
至
以
繩
縳
母
柩
旋
繞

數
十
匝
令
固
兩
大
帶
爲
繯
水
至
妻
子
號
呼
不
應
跪
負
母
柩

轉
洪
波
中
上
下
柩
與
手
若
兩
翼
飛
瞬
息
八
十
里
下
鞏
縣
神

堤
灘
神
堤
灘
者
北

山
尾
也
山
横
洛
口
遏
黄
河
河
漲
倒
灌



ZhongYi

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二
十
二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洛
流
縈
旋
灘
上
柩
忽
爲
沙
擁
村
民
異
之
以
長
鈎
引
至
岸
舁

之
上
蔡
亦
無
恙
天
將
暮
聞
鄰
村
喧
救
兩
人
趨
視
之
則
其
妻

與
子
也
衆
嗟
歎
曰
神
感
也
醵
錢
送
之
歸
同
日
別
有
楊
璞
事

偃
師
寺
莊
民
楊
璞
與
其
弟
奉
母
居
弟
饒
於
貲
璞
貧
且
懦
水

至
弟
以
筏
載
其
妻
逃
北
山
母
呼
之
不
應
竟
去
璞
怒
棄
其
妻

子
襁
母
於
背
將
浮
沈
抵
北
窯
水
勢
㚏
驟
若
有
挈
之
者
旋
躍

大
溜
中
山
上
人
望
之
如
黿
鼉
濆
不
沈
亦
下
神
堤
灘
村
民
救

之
登
岸
頃
之
有
一
婦
人
抱
子
漂
下
母
遙
望
呼
曰
吾
婦
與
孫

也
救
之
果
然
翊
日
歸
而
其
弟
舟
將
抵
北
山
下
大
樹
崩
壓
舟

夫
婦
俱
溺
死
母
夀
九
十
餘
終
璞
今
年
六
十
餘
猶
在
節

錄

張

子

峴

陶

園

文

集咸
同
間
有
僧
果
信
者
偃
師
人
俗
姓
某
少
貧
捨
身
縣
北
石
窟

寺
祝
髮
爲
僧
以
次
推
爲
長
老
檀
越
多
稱
之
一
日
偶
念
慈
親

痛
悔
前
非
毅
然
脫
籍
還
俗
四
方
薦
紳
嘉
其
志
羣
贈
詩
歌
榮

行縣
南
海
上
橋
村
清
同
治
間
作
扶
乩
戲
有
號
稱
田
仙
者
田
其

姓
淨
意
其
名
能
療
疾
疴
作
詩
文
士
紳
辦
香
名
噪
遐
邇
一
時

抱
病
罹
憂
者
絡
繹
於
途
羣
訝
其
神
最
奇
者
淨
意
能
作
制
藝

學
子
習
八
股
者
列
弟
子
行
呈
求
竄
改
與
普
通
師
徒
相
同
其

式
設
神
位
於
僻
室
文
成
置
几
案
越
日
往
視
則
已
塗
乙
狼
藉



ZhongYi

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二
十
三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刪
削
定
矣
如
是
者
有
年
制
藝
著
有
鹿
鳴
集
人
爭
傳
誦
醫
書

有
育
嬰
安
懷
二
集
風
行
至
今

按
此
事
以
形
勢
論
似
有
黠
者
假
託
以
衒
觀
聽
顧
刪
文
著

書
必
學
識
相
當
始
能
爲
之
查
當
時
近
村
並
無
此
項
人
才

藉
曰
有
之
未
有
歴
久
而
不
敗
者
同
治
距
今
六
十
餘
年
不

惟
當
時
無
捉
刀
之
嫌
事
後
亦
無
混
珠
之
誚
我
輩
素
寡
迷

信
雅
厭
捉
影
捕
風
然
此
事
未
敢
徑
下
斷
案

滄
桑
小
記

明
嘉
靖
十
年
奉
文
拆
毁
天
下
廟
宇
魯
莊
鎮
舊
有
玉
皇
湯
王

二
廟
紳
士
姚
紀
苦
懇
委
官
徐
君
留
湯
王
廟
一
處
所
拆
玉
皇

廟
木
植
委
官
初
擬
送
縣
嗣
經
估
價
納
銀
五
兩
五
錢
別
建
社

學
養
育
一
方
子
弟
隆
慶
二
年
姚
紀
任
西
安
府
訓
導
米
脂
縣

教
諭
致
仕
歸
鄕
民
姚
金
等
請
拆
社
學
仍
建
爲
玉
皇
廟
是
年

嵗
在
戊
辰
屈
指
前
後
相
距
已
厯
三
紀
餘
矣
事
載
姚
紀
重
修

玉
皇
廟
碑

柏
溝
橋
沿
革

按
校
邦
寜
張
可
舉
吳
東
鼎
等
記
正
德
初
許
良
臣
建
築
以
土

嘉
靖
中
劉
志
仁
重
修
崇
禎
末
趙
景
星
暨
子
應
箕
等
改
造
以

石
名
趙
公
橋
光
緒
間
趙
三
樂
補
修
其
地
址
則
張
可
樓
等
施

云
見
村
落
趙
公
橋
注



ZhongYi

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二
十
四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明
清
八
景
異
同

天
塹
洪
流

金
山
落
照

黒
石
歸
帆

石
窟
晚
鐘

市
橋
煙
柳

邙
山
積
雪

竹
林
古
寺

玉
仙
流
泉
見

明

志

宋
陵
煙
雨

樹
山
雲
靄

石
窟
晚
鐘

南
岡
古
柏

什
谷
異
流

黒
石
通
津

洛
口
春
遊

嶺
秋
風
己

酉

志

洛
口
驛
因
地
命
名
所
以
紀
實
嗣
大
河
南
徙
洪
濤
囓
山
驛
路

無
存
不
得
已
遷
至
城
內
其
年
代
雖
不
詳
應
與
老
犍
坡
開
官

路
同
時
乾
隆
舊
志
一
載
驛
在
學
宫
東
一
載
在
城
內
據
余
等

所
見
又
在
南
門
外
沿
襲
舊
名
而
義
乘
矣
後
人
知
者
蓋
鮮
故

特
揭
之

南
山
口
村
有
洞
深
約
數
十
丈
洞
底
產
石
白
可
逾
雪
面
起
苔

如
粟
如
豆
土
人
呼
爲
雪
花
石
置
之
几
案
可
供
賞
玩

舊
城
門
舊
有
五
而
北
城
不
與
東
曰
迎
恩
西
曰
瞻
洛
南
曰
玉

川
曰
望
嵩
又
有
小
東
門
在
玉
川
門
東
蓋
用
以
㵼
水
見

嘉

靖

志

按
舊
縣
城
原
有
北
門
今
尙
有
痕
跡
可
尋
相
傳
明
末
因
河

患
填
塞
北
門
與
今
南
門
對
衝
門
外
有
鹽
路
一
道
直
達
洛

水
當
時
鹽
商
在
今
南
街

舊
城
內
水
患
百
年
來
事
耳
緬
維
從
前
居
民
鱗
次
櫛
比
烟
火

萬
家
惟
城
隍
廟
東
白
衣
閣
旁
瀦
水
一
潭
了
不
爲
害
嗣
後
水

勢
遞
增
居
民
遞
遷
今
之
負
郭
編
戸
半
係
城
內
故
家
三
十
年



ZhongYi

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二
十
五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前
爲
禍
已
劇
然
僅
城
內
積
水
人
猶
及
防
人
民
國
後
河
水
山

水
同
時
倒
灌
三
次
而
巷
無
居
人
矣
今
試
過
其
地
而
訪
之
一

望
汪
洋
無
際
惟
西
南
隅
紫
金
山
下
寥
落
數
家
餘
則
斷
垣
頽

壁
華
屋
丘
墟
而
已

東
周
書
院
舊
在
東
街
南
隅
地
勢
低
窪
漸

於
水
道
光
三
年

署
知
縣
朱
光
岩
倡
議
遷
地
南
街
率
同
諸
紳
修
葺
六
年
署
任

婁
汭
七
年
署
任
莊
詵
男
歴
次
增
修
始
竣
厥
事

教
諭
署
向
在
文
廟
東
因
水
勢
漸
漲
化
爲
池
沼
學
官
僦
居
民

宅
有
年
至
教
諭
王
錫
桓
蒞
任
始
移
敬
業
書
院
久
廢

東
站
之
成
鎮
爲
時
非
甚
久
其
潛
滋
默
移
與
城
內
水
患
有
蛛

絲
馬
跡
互
相
消
長
之
關
係
在
昔
其
地
爲
府
君
廟
村
因

有

崔

府

君

廟

灣
溝
口
有
煤
廠
數
處
大
王
廟
前
畧
有
零
星
商
販
絕
不
具

市
鎮
形
式
某
年
有
販
糧
商
阻
雨
宿
大
王
廟
停
滯
日
久
就
地

糶
賣
從
此
變
爲
糴
糧
所
足
跡
漸
繁
於

時

另

有

訴

訟

糾

葛

多

日

始

定

詳

後

按

語

中

間
號
稱
糴
糧
所
者
有
年
嗣
因
城
內
水
患
居
民
紛
徙
商
業
日

形
蕭
條
商
人
窺
糴
糧
所
爲
吉
壤
逐
漸
謀
遷
復
有
爲
叢
敺
爵

盾
其
後
一
消
一
長
乘
勢
利
導
數
年
間
而
蟻
聚
蜂
屯
遂
成
一

鬨
之
市
此
東
站
鎮
之
所
由
昉
也

按
東
站
未
成
鎮
前
縣
中
舊
有
糴
糧
所
二
一
曰
張
家
船
洛

偃
以
西
糧
出
洛
舟
運
者
集
此
一
曰
神
堤
由
黄
河
下
游
舟



ZhongYi

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二
十
六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運
者
集
此
向
例
開
設
糧
行
須
領
稅
帖
方
凖
執
行
當
大
王

廟
商
販
初
糶
糧
時
張
家
船
糧
商
有
異
言
禁
不
凖
行
因
之

訟
興
其
中
委
曲
周
折
鬼
蜮
多
方
新
糴
糧
所
竟
至
成
立

米
河
鎮
舊
志
稱
泥
河
集
其
水
源
出
自
汜
水
縣
泉
溝
經
霍
河

劉
河
逶
迤
西
流
至
此
與
小
龍
池
水
下
流
相
會
爲

源
之
一

仙
家
店
在
小
里
河
左
爲
邑
東
重
要
關
隘
咸
豐
末
皖
冦
犯
境

卽
由
此
事
前
無
隄
防
凖
備
失
事
後
始
修
柵
堡
同
治
庚
午
大

水
衝
毁
遺
址
今
存

汜
鞏
相
距
四
十
里
曩
昔
冠
蓋
往
來
以
洛
口
爲
孔
道
乾
隆
丁

丑
知
縣
陳
龍
章
創
建
茶
亭
賓
館
以
禮
行
宦
甲
寅
河
南
徙
館

毁
大
路
移
虎
牢
山
上
迨
嘉
慶
丁
丑
河
北
去
二
十
餘
里
官

道
復
舊
據

曹

肅

諭

茶

亭

記

纂

宣
統
三
年
秋
武
漢
倡
義
各
省
響
應
偃
師
楊
源
懋
在
汴
糾
同

志
謀
光
復
不
成
乃
西
走
洛
陽
潛
約
陸
軍
反
正
定
期
舉
事
十

月
十
一
日
民
軍
數
百
人
由
大
屯
爆
發
蠭
擁
東
來
至
鞏
益
家

窩
富
室
某
開
槍
射
擊
爰
改
道
十
方
院
抵
城
南
五
里
堡
聞
事

洩
陸
軍
先
期
他
調
一
閧
而
散
是
役
也
秋
毫
無
犯
同
志
多
饋

食
鞏
令
樊
庶
無
力
抵
抗
置
若
罔
聞

黒
石
關
洛
河
鐵
橋
近
年
因
戰
事
迭
次
炸
毁
十
三
年
吳
佩
孚

軍
由
洛
陽
東
退
其
一
十
八
年
一
軍
由
開
鄭
西
退
其
二
同
年



ZhongYi

鞏
縣
志
卷
二
十

叢
載

二
十
七

經
川
圖
書
館
刋

唐
軍
由
洛
偃
東
退
其
三
水
峪
溝
鐵
橋
十
六
年
奉
軍
東
退
時

亦
被
炸
一
次



ZhongYi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