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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一

太
原
府
志
原
序

太
原
古
晉
陽
也
曩
余
拜
命
來
守
蒞
幾
浹
月
庶
務
漸
熈
旣
亟

諏
諮
爰
厪
稽
覽
緣
訊
郡
乘
以
企
寓
目
裨
治
資
焉
乃
掌
故
者

僉
相
顧
愕
以
缺
典
對
余
竊
嘆
曰
有
是
哉
不
足
之
靡
徵
宜
舉

莫
廢
顧
安
所
得
核
據
而
憑
以
剏
草
與
無
何
取
屬
司
所
呈
成

編
而
彚
閱
之
則
見
一
方
文
獻
犁
然
各
具
胥
可
以
備
信
傳
後

輾
然
曰
是
非
修
舉
者
之
劵
印
與
第
其
中
作
匪
一
時
而
歴
年

久
者
浸
至
遺
漏
如
職
官

舉
自
萬
歴
以
後
多
未
經
入
紀
者

筆
非
一
手
而
摛
詞
異
者
不
無
參
差
如
正
官
此
稱
知
府
州
縣

而
彼
稱
守
與
令
者
節
婦
或
云
幼
寡
而
或
云
年
若
干
夫
亡
者

事
本
自
的
而
聞
以
誤
者
未
免
錯
訛
如
俺
虜
犯
石
州
原
在
隆

慶
五
年
庚
午
之
冬
乞
欵
卽
于
次
年
辛
未
十
月
而
或
稱
爲
萬

歴
四
年
者
此
類
不
一
而
足
率
是
將
信
史
反
疑
而
實
錄
幾
虛

又
若
之
何
可
藉
口
闕
文
而
按
圖
承
舛
耶
於
是
檄
蒐
採
以
拾

補
訂
更
正
于
見
知
復
取
庠
弟
子
員
韓
士
元
笥
存
先
鄕
申
萬

京
兆
遺
稿
授
庠
博
張
君
慎
言
輯
之
託
陽
曲
令
梁
君
之
垣
校

之
其
綜
覈
折
衷
之
柄
則
懇
鄕
中
冏
卿
王
念
䕫
云
不
數
月
而

帙
就
爲
卷
凡
二
十
有
六
凡
例
具
張
博
取
義
就
中
筆
刪
裁
酌

卽
未
必
槪
語
大
成
之
集
然
萃
汗
爲
簡
滙
異
于
同
比
于
家
宫

牆
而
人
斧

者
殊
不
侔
矣
適
余
以
叨
轉
移
署
㑹
今
郡
守
閻

熊
耳
繼
至
鋟
梓
乃
竣
守
下
車
方
初
意
卽
余
意
且
以
序
請
亦

信
斯
志
之
不
可
無
云
抑
余
尤
有
說
焉
晉
之
莫
强
自
古
記
之

以
彼
汾
恒
流
峙
襟
帶
冀
并
而
拱
衞
幽
燕
山
河
美
固
亘
古
迄

今
無
恙
也
廼
靈
秀
孕
于
奇
杰
化
理
宣
爲
保
障
如
狐
祁
尹
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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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二

諸
君
子
代
不
乏
人
豈
謂
無
志
而
名
遂
不
聞
乎
志
缺
而
諸
君

子
之
名
不
缺
今
志
矣
而
于
諸
君
子
寧
有
加
也
惟
是
人
於
史

鑑
道
待
人
行
所
願
守
晉
者
暏
是
志
而
深
思
之
晉
之
利
病
於

何
興
除
臧
否
于
何
從
違

惡
於
何
勸
懲
務
通
變
宜
時
以
臻

一
代
之
上
理
則
郡
以
守
重
志
又
以
人
重
而
余
二
人
其
有
辭

于
晉
矣
不
者
則
守
且
不
足
爲
晉
之
重
輕
也
而
何
以
志
爲
昔

孔
子
成
春
秋
而
亂
賊
懼
朱
子
脩
綱
目
而
正
綂
明
夫
其
懼
也

明
也
乃
所
以
爲
春
秋
也
綱
目
也
假
令
不
懼
不
明
而
旣
成
脩

之
後
猶
夫
未
成
脩
之
前
則
經
史
且
爲
虛
具
而
至
聖
大
儒
心

有
餘
悲
焉
矧
區
區
輓
近
一
郡
乘
一
未
學
之
爲
兢
兢
耶
試
問

閻
守
其
以
余
言
爲
迂
且
僭
否

萬
歴
壬
子
歲
孟
冬
之
吉

欽
差
淸
軍
驛
傳
鹽
法
道
山
西
按
察
司
副
使
關
廷
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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纂
修
職
名

總
裁前

山
西
布
政
使
陞
任
安

廵
撫

譚
尙
忠

前
山
西
按
察
使
陞
任
雲
南
布
政
使

費

淳

總
修分

守
冀
寧
道
兼
管
水
利
事
務

沈
之
夑

前
太
原
府
知
府
陞
任
浙
江
溫
處
兵
備
道

沈
樹
聲

太
原
府
知
府
今
陞
冀
寧
道

䖍
禮
寶

總
理太

原
府
淸
軍
水
利
同
知

張
鍾
秀

太
原
府
理
事
通
判

椿

齡

分
修前

任
陽
曲
縣
知
縣
今
陞
汾
州
府
同
知

周
鴻
基

陽
曲
縣
知
縣

舒
毓
楓

原
任
太
原
縣
知
縣

馮

堉

太
原
縣
知
縣

楊
若
䖍

榆
次
縣
知
縣

路

作

太
谷
縣
知
縣

王
志
楷

祁
縣
知
縣

陳

時

原
任
徐
溝
縣
知
縣

蔡
必
昌

徐
溝
縣
知
縣

曹

鎭

原
任
交
城
縣
知
縣

劉
庭
愷

交
城
縣
知
縣

湯
維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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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前
任
文
水
縣
知
縣
今
調
曲
沃
縣
知
縣

婁
文
鑒

文
水
縣
知
縣

蔡
齊
明

前
任
岢
嵐
州
知
州
今
陞
順
天
府
治
中

陳
聖
瑞

前
任
岢
嵐
州
知
州
今
陞
松
江
府
知
府

梁
羣
英

岢
嵐
州
知
州

蔡
廷
弼

嵐
縣
知
縣

張

灝

前
任
興
縣
知
縣
今
調
安
邑
縣
知
縣

劉
映
棻

興
縣
知
縣

陳
紹
貴

直

絳
州
州
判
今
陞
介
休
縣
知
縣

汪
本
直

採
訪太

原
府
教
授

李
有
薰

太
原
府
復
設
訓
導

秦
彩
玉

督
刋太

原
府
經
歴

張
應
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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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太
原
府
志
凡
例

志
與
史
體
同
而
例
異
史
有
褒
有
貶
志
則
有
勸
無
懲
郡
志

之
與
省
志
及
各
州
縣
志
又
有
不
同
省
志
歸
於
簡
要
州

縣
尚
其
精
詳
郡
志
酌
乎
繁
簡
之
間
故
有
全
省
通
志
所

刪
志
復
增
入
州
縣
志
所
詳
志
不
盡
載
者

郡
志
始
修
於
前
明
萬
歴
壬
子
又
修
於
崇
禎
癸
未
又
修
於

國
朝
順
治
十
一
年
甲
午
迄
今
百
有
餘
年
網
羅
散
佚
越
三
載

而
成
書
卷
帙
增
舊
時
之
半
其
間
正
訛
訂
僞
差
免
荒
畧

之
譏

志
乘
之
作
地
理
爲
難
葢
時
代
變
更
名
號
屢
易
疆
域
割

彼
此
不
同
後
之
言
地
輿
者
雖
以
征
南
淮
南
二
杜
之
精

於
學
寰
宇
括
地
之
博
於
文
尚
皆
不
能
無
誤
今
博
採
史

傳
及
古
今
地
理
諸
書
而
校
其
得
失
亦
庶
於
郡
地
有
所

考
正
云
爾

志
多
有
沿
革
而
無
地
表
今
於
沿
革
之
所
不
能
盡
志
者
特

爲
表
以
著
之
葢
古
者
左
圖
右
史
史
以
考
其
文
圖
以
明

其
騐
表
猶
圖
也
馬
班
諸
表
爲
年
爲
月
同
姓
異
姓
因
其

異
而
異
之
者
也
表
與
沿
革
並
言
地
輿
因
其
同
而
同
之

者
也

職
官
自
都
御
史
而
下
若
郡
守
若
州
牧
若
縣
令
若
教
職
以

次
具
書
至
佐
貳
各
官
舊
志
闕
如
槪
從
簡
畧

舊
志
祗
載
府
境
全
圖
今
於
全
圖
之
後
若
州
若
縣
各
繪
一

圖
務
使
山
川
形
勢
指
掌
瞭
然
至
所
謂
八
景
十
景
無
關

典
要
槪
從
刪
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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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學
校
之
中
先
聖
先
賢
實
式
憑
焉
通
志
列
於
公
署
之
前
今

仍
其
舊
他
如
貢
院
考
棚
皆
以
勸
學
興
賢
列
諸
公
署
於

義
未
安
今
改
附
於
黌
宫
之
末

先
農
社
稷
風
雲
雷
雨
忠
烈
節
孝
之
載
在
㑹
典
者
並
列
諸

祀
典
若
古
帝
王
將
相
神
仙
高
士
非
郡
縣
應
祭
之
祠
廟

槪
不
敢
登
爲
其
淫
祀
無
福
也

太
原
山
多
土
瘠
挹
彼
注
兹
被
潤
澤
而
大
豐
美
政
所
宜
先

莫
如
水
利
附
之
以
堤
堰
津
梁
庶
幾
灌
漑
無
私
而
旱
澇

有
備
乎

周
官
有
鹽
人
之
掌
其
後
管
子
煮
海
於
齊
鹽
鐵
詳
論
於
漢

而
鹽
法
大
重
今
考
太
原
郡
屬
銷
河
東
之
引
而
不
盡
食

河
東
之
鹽
非
若
薰
風
臺
畔
解
慍
阜
財
必
詳
其
掌
故
也

故
祗
附
其
畧
於
田
賦
之
後

通
志
所
輯
太
原
紀
載
有
不
官
於
此
而
登
之
名
宦
不
産
於

此
而
載
之
人
物
者
並
據
正
史
以
訂
之
其
詳
見
於
辨
證

古
有
奉
命
征
討
死
於
太
原
者
據
禮
經
執
干
戈
衞
社
稷
之

義
列
之
名
宦
其
他
行
軍
出
使
從
幸
諸
臣
之
偶
經
兹
土

無
績
可
稽
者
槪
不
闌
入

人
物
一
門
有
載
史
氏
全
文
者
有
節
錄
者
各
從
其
適
非
寓

甲
乙
於
其
間
也
自
前
明
以
來
尤
加
嚴
慎
不
敢
濫
登

舊
志
不
登
關
隘
然
太
原
四
塞
之
地
如
陽
曲
之
天
門
石
嶺

太
原
之
晉
祠
風
谷
太
谷
之
馬
陵
回
馬
祁
縣
之
隆
舟
盤

陀
以
及
隱
堂
山
開
栅
堡
水
峪
關
韓
光
塞
草
城
川
諸
處

夙
稱
天
險
分

志
之
庶
幾
關
山
阨
塞
展
卷
瞭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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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凡
例

三

晉
陽
掌
故
如
太
原
事
蹟
雜
記
見
於
四
庫
書
目
晉
陽
見
聞

要
錄
見
于
崇
文
總
目
此
外
若
龍
城
錄
耳
目
記
摭
異
記

甘
澤
謡
西
軒
客
談
太
平
廣
記
諸
書
凡
有
關
於
太
原
者

悉
資
採
錄

志
凡
六
十
卷
四
十
二
門
總
括
於
地
輿
官
政
人
物
藝
文
四

部
星
野
圖
考
地
表
沿
革
疆
域
地
之
義
也
城
池
關
隘
形

勢
山
川
水
利
地
之
利
也
學
校
以
至
驛
鋪
政
之
序
也
古

蹟
四
者
必
學
古
而
後
可
以
服
官
也
居
是
官
曰
職
官
稱

是
官
曰
名
宦
孝
義
數
者
皆
人
物
之
表
表
者
也
後
之
以

藝
術
抑
末
也
仙
釋
以
下
尤
人
事
之
不
經
見
者
也
稽
之

遺
事
以
廣
其
見
聞
質
之
辨
證
以
糾
其
差
謬
無
論
經
世

之
文
足
以
行
遠
卽
下
至
里
巷
歌
謡
非
盡
無
關
治
術
也

故
諸
志
之
末
而
以
雜
志
終
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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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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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星
野

一

太
原
府
志
卷
一

星
野

十
二
野
所
以
分
天
之
綱
卽
十
二
野
不
可
以
知
天
九
州
所

以
分
地
之
紀
卽
九
州
不
可
以
測
地
周
禮
保
章
氏
以
星
土

辨
九
州
之
地
所
封
封
域
皆
有
分
星
晉
隋
以
來
丹
元
子
步

天
歌
其
言
列
星
最
爲
明
白
簡
易
然
躔
次
無
變
易
而
封
域

有
參
差
占
象
之
家
不
免
牽
率
附
會
罕
有
折
衷
夫
實
沉
遷

於
大
夏
而
主
參
參
爲
晉
星
始
自
唐
虞
其
說
舊
矣
今
頗
採

諸
家
之
言
恊
之
於
古
不
載
占
法
者
非
志
所
及
也
志
星
野

觜
參
圖
凡

圖

天

文

者

揭

而

仰

觀

之

東

西

定

位

南

北

易
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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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原
府
志

卷
一
星
野

二

史
天
官
書
曰
參
爲
白
虎
三
星
直
者
是
爲

石
下
有
三
星
兌

上

小

下

大

故

曰

兌

晉

灼

曰

三

星

少

斜

列

無

銳

形

曰
罰
亦

作

伐

爲
斬
艾
事
其
外
四
星
左

右
肩
股
也
小
三
星
隅
置
曰
觜
觹
爲
虎
首
主
葆
旅
事
索

隱

宋

均

云

葆

守

也

旅

猶

軍

旅

也

正

義

葆

旅

野

生

之

可

食

者

晉

書

曰

觜

觹

爲

行

軍

之

藏

府

葆

旅

收

歛

萬

物

其
南
四
星
曰

天
厠
厠
下
一
星
曰
天
矢
矢
黃
則
吉
其
西
有
勾
曲
九
星
曰
天

旗
正

義

參

旗

九

星

在

參

西

天

旗

也

王

者

斬

伐

當

理

則

天

旗

曲

直

理

順

正
義
曰
觜
三
星
參
三

星
參

三

星

者

專

指

石

外
四
星
爲
實
沉
晉
書
曰
參
十
星
兼

左

右

肩

股

與

伐

一

曰
參
伐
一
曰
大
辰
一
曰
天
市
一
曰
鈇

主
斬
刈
又
爲
天
獄

主
殺
伐
又
主
權

所
以
平
理
也
又
主
邊
城
爲
九
譯
故
不
欲

其
動
也
其
中
三
星
橫
列
三
將
也
東
北
曰
左
肩
主
左
將
西
北

曰
右
肩
主
右
將
東
南
曰
左
足
主
後
將
軍
西
南
曰
右
足
主
偏

將
軍
中
央
三
小
星
曰
伐
天
之
都
尉
也
主
鮮
卑
屬
國
不
欲
明

七
將
皆
明
大
天
下
兵
精
也

丹
元
子
步
天
歌
曰
通

志

丹

元

子

隋

人

隱

者

之

流

也

不

知

名

字

王

希

明

纂

漢

晉

志

以

釋

之

唐

書

誤

以

爲

王

希

明

也

觜
三
星
相
近
作
參
蘂
觜
上
坐
旗
直
指
天
尊
卑
之
位

九
相
連
司
怪
曲
立
坐
旗
邊
四
鵶
大
近
井

前
參
總
有
十
星

觜
相
侵
兩
肩
䨥
足
三
爲
心
伐
有
三
星
足
裏
深
玉
井
四
星
右

足
陰
屏
星
兩
扇
井
南
襟
軍
井
四
星
屏
上
吟
左
足
下
四
天
厠

臨
厠
下
一
物
天
屎
沉

步
天
歌
坐
旗
司
怪
俱
屬
觜
武
密
書
及
乾
象
新
書
皆
屬
參
玉

井
軍
井
步
天
歌
屬
參
武
密
書
屬
觜
二

井

屬

觜

者

觜

爲

虎

首

有

飮

水

之

義

乾
象

新
書
屬
畢

唐
志
曰
觜
觹
三
度
赤
道
二
度
黃
道
三
度
又
曰
觜
總
二
度
黃

道
損
加
一
度
此
承
前
有
誤
今
測
畢
有
十
七
度
半
畢

舊

測

十

七

度

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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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原
府
志

卷
一
星
野

三

觹
半
度
通
志
曰
觜
一
度
參
十
度
今
西
洋
算
增
觜
爲
十
度
而

參
度
刪
其
九

甘
氏
曰
參
爲
忠
良
孝
謹
之
子
明
大
則
臣
忠
子
孝
安
吉

左
傳
昭
元
年
子
産
曰
帝
后
堯也

遷
高
辛
氏
之
子
實
沉
於
大
夏

主
參
唐
人
是
因
以
服
事
夏
商
當
武
王
邑
姜
方
震
太
叔
夢
帝

謂
已
余
命
而
子
曰
虞
將
與
之
唐
屬
諸
參
而
蕃
育
其
子
孫
及

生
有
文
在
其
手
曰
虞
遂
以
命
之
及
成
王
滅
唐
而
封
太
叔
焉

故
參
爲
晉
星
實
沉
參
神
也

國
語
董
因
對
晉
文
公
曰
歲
在
大
梁
將
集
天
行
元
年
始
受
實

沉
之
星
也
實
沉
之
墟
晉
人
是
居
所
以
興
也
以
辰
出
而
以
參

八
皆
晉
祥
也
辰

大

火

也

晉

之

始

封

歲

在

大

火

重

耳

之

出

歲

在

大

火

閼

伯

之

星

也

是

謂

大

辰

入

返

晉

也

晉

文

卽

位

歲

受

實

沉

史
曰
晉
之
疆
候
在
辰
星
占
於
參
伐

鄭
康
成
曰
毛

詩

譜

唐
者
帝
堯
舊
都
之
地
今
曰
太
原
晉
陽
是
堯

始
居
於
此
後
乃
遷
都
河
東
平
陽
成
王
封
母
弟
叔
虞
於
堯
之

故
墟
曰
唐
南
有
晉
水
至
子
燮
改
爲
晉
侯
孔
頴
達
曰
漢
書
音

義
臣
瓚
以
唐
爲
河
東
之
永
安
去
晉
四
百
里
水

北

曰

陽

晉

陽

者

晉

水

之

北

也

永

安

在

晉

水

之

南

四

百

里

而

遙

與

晉

無

與

焉

此
說
詩
之
唐
國
不
在
晉
陽
燮
何
湏

改
晉
侯
明
唐
正
晉
陽
也
合
子
産
鄭
孔
之
言
觀
之
太
原
之
主

參
信
矣
惟

班

固

書

以

太

原

爲

昴

畢

分

野

其

後

李

淳

風

僧

一

行

毆

陽

修

皆

以

太

原

爲

主

參

舊
唐
書
曰
天
文
之
爲
十
二
次
所
以
辨
析
天
體
紀
綱
辰
象
上

考
七
曜
下
配
萬
方
及
七
國
交
爭
善
星
者
有
甘
德
石
申
更
配

十
二
分
野
故
有
周
秦
齊
楚
韓
趙
燕
魏
宋
衞
魯
鄭
鄭

同

韓

吳
越

吳

越

同

分

等
圖
張

蔡
邕
又
以
漢
郡
配
焉
自
此
因
循
但
守
其
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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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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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一
星
野

四

文
無
所
變
革
且
懸
象
在
上
終
天
不
易
而
郡
國
沿
革
名
稱
屢

遷
遂
令
後
學
難
爲
憑
凖
貞
觀
中
李
淳
風
撰
法
象
志
始
以
唐

之
州
縣
配
焉
至
開
元
初
沙
門
一
行
又
增
損
其
事
更
爲
詳
密

旣
事
包
今
古
與
舊
有
異
同
頗
裨
後
學
錄
其
文
著
於
篇

今
止
錄
大
梁
實
沉
鶉
首
三
次
使
觀
者
有
所
折
衷

昴
畢
大
梁
之
次
酉
初
起
胃
四
度
中
昴
六
度
終
畢
九
度
其
分

野
自
魏
郡
濁
漳
之
北
得
漢
之
趙
國
廣
平
鉅
鹿
常
山
東
及
淸

河
信
都
北
據
中
山
眞
定
今

爲

洺

趙

邢

恒

定

冀

貝

深

八

州

又

分

相

魏

博

之

北

界

與

瀛

州

之

西

全

趙

之

地

又
北
盡
漢
代
郡
雁
門
雲
中
定
襄
之
地
與
北
方
之
國
皆

大
梁
分
也

觜
觹
參
伐
實
沉
之
次
也
申
初
起
畢
十
度
中
參
七
度
終
井
十

一
度
其
分
野
得
漢
河
東
郡
今

爲

蒲

絳

晉

州

又

得

澤

州

及

慈

州

界

也

及
上
黨
今爲

澤

潞

儀

沁

也

太
原
今

爲

并

汾

州

盡
西
河
之
地
今

爲

隰

州

石

州

嵐

州

西

涉

河

得

銀

州

以

北

也

又
西
河
徼
外
之
國
皆
實
沉
分
也
今

河

東

郡

永

樂

芮

城

河

北

縣

及

河

曲

豐

勝

夏

州

皆

爲

實

沉

之

次

東

井

之

分

也

參
伐
爲
戎
索
爲
武
政
故
殷
河
東
盡
大
夏
之
墟

上
黨
次
居
下
流
與
趙
魏
相
接
爲
觜
觹
之
分

東
井
輿
鬼
鶉
首
之
次
也
未
初
起
井
十
二
度
中
井
二
十
七
度

終
栁
六
度
其
分
野
自
漢
之
三
輔
及
北
地
上
郡
安
定
西
自
隴

坻
至
河
西
西
南
盡
巴
蜀
漢
中
之
地
及
西
南
夷
犍
爲
越
嶲
益

州
郡
極
南
河
之
表
皆
鶉
首
分
也
鶉

首

之

分

得

禹

貢

雍

梁

二

州

以

上

皆

原

註

太
原
府
觜
參
分
野
實
沉
之
次

次
八
東
井
二
十
九
度

次

之

說

見

後

篇通
志
曰
陽
曲
志
古
稱
太
原
參
井
分
野
此
統
一
郡
而
言
陽
曲

太
原
之
一
邑
耳
亦
云
參
井
分
野
何
哉
據
交
城
縣
志
內
參
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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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分
屬
辯
一
統
志
武
備
志
雲
中
雁
門
俱
曰
入
東
井
汾
州
則
曰

參
太
原
北
與
雲
中
雁
門
界
西
南
與
汾
州
界
當
二
宿
之
交
則

所
轄
之
地
豈
能
曲
折
如
一
必
有
參
差
出
入
於
二
宿
之
間
者

故
曰
參
井
葢
言
五
州
十
二
縣
半
屬
參
半
屬
井
耳
非
謂
太
原

所
屬
諸
邑
俱
半
參
半
井
也
愚
按
太
原
之
分
野
自
主
參
其

次
則
入
於
東
井
耳
陳
卓
云
入
者
侵
而
入
之
辭
非
全
屬
也
專

屬
觜
觹
者
舊
惟
上
黨
一
郡
今
算
法
觜
有
十
度
則
太
原
府
亦

宜
主
觜

太
原
榆
次
太
谷
祁
縣
徐
溝
文
水
同

岢
嵐
州
嵐
縣
興
縣
舊
唐
書
曰
嵐
州
實
沉
之
分
不
曰
次
而
曰

分
其
爲
觜
參
可
知
且
如
魏
徙
大
梁
則
西
河
合
於
東
井
秦
㧞

宜
陽
而
上
黨
入
於
輿
鬼
天
象
以
人
事
爲
主
今
三
方
皆
屬
太

原
則
同
主
觜
參
宜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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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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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星
野

六

史
天
官
書
曰
東
井
爲
水
事
晉

書

曰

東

井

八

星

天

之

南

門

黃

道

所

經

天

之

亭

候

主

水

事

法

令

所

取

平

也

其
西
曲
星
曰

北
北
河
南
南
河
正

義

南

河

三

星

北

河

三

星

分

夾

東

井

南

北

置

而

爲

戒

南

河

南

戒

一

曰

陽

門

北

河

北

戒

一

曰

陰

門

兩

戒

間

三

光

之

常

道

也

按

此

卽

唐

僧

一

行

山

河

兩

戒

之

說

所

祖

兩
河
天
闕
間
爲
關
梁
正

義

闕

邱

二

星

在

河

南

步
天
歌
曰
八
星
橫
列
河
中
靜
一
星
名

井
邊
安
兩
河
各
三

南
北
正
天
樽
三
星
井
上
頭
樽
上
橫
列
五
諸
侯
侯
上
北
河
西

積
水
欲
覔
積
薪
東
畔
是

下
四
星
名
水
府
水
位
東
邊
四
星

聚
四
瀆
橫
列
南
河
裏
南
河
下
頭
是
軍
市
軍
市
團
團
十
二
星

中
有
一
箇
野
雞
精
孫
子
丈
人
市
下
列
各
立
兩
星
從
東
說
□

邱
兩
星
南
河
東
邱
下
一
狼
光
蓬
茸
左
邊
九
箇
弧
矢
弓
一
矢

直
射
頑
狼
胸
有
個
老
人
南
極
中
春
秋
出
來
壽
無
窮

唐
志
井
三
十
三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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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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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甘
氏
曰
東
井
亦
曰
天
井
主
諸
侯
帝
戚
三
公
之
位
故
明
大
則

封
侯
建
國

前
漢
地
里
志
曰
秦
地
於
天
官
東
井
鬼
輿
之
分
野
也
其
界
自

宏
農
故
關
以
西
京
兆
扶
風
馮
翊
北
地
上
郡
西
河
安
定
天
水

隴
西
南
有
巴
蜀
廣
漢
犍
爲
武
都
西
有
金
城
武
威
張
掖
酒
泉

敦
煌
又
西
南
有
牂
柯
越
嶲
益
州
皆
宜
屬
焉

按
實
沉
之
次
唐
書
以
河
東
永
樂
芮
城
河
北
縣
及
河
曲
豐
勝

夏
州
皆
爲
東
井
之
分
此
自
是
井
分
非
若
太
原
之

次
入
井

也史
遷
作
天
官
書
不
言
州
郡

次
班
固
地
里
志
列
十
二
分
野

用
甘
石
之
舊
說
范
蔚
宗
沈
約
而
下
言
所
及
者
災
祥
測
驗
而

已
唐
太
宗
文
皇
帝
撰
晉
書
乃
云
魏
太
史
令
陳
卓
更
言
郡
國

所
入
宿
度
附
而
次
之
又
稱
范
蠡
鬼
谷
張
良
京
房
諸
葛
亮
之

徒
實
云
此
必
有
所
託
也
考
之
唐
志
貞
觀
中
李
淳
風
撰
法
象

志
因
漢
書
十
二
次
度
數
配
以
唐
之
州
縣
則

次
之
說
其
必

起
於
文
皇
之
時
天
官
書
曰
營
室
至
東
壁
并
州
夫
室
壁
衞
分

也
今

次
室
壁
所
入
者
非
并
非
衞
皆
秦
地
也
又
曰
觜
觹
參

益
州
或
曰
非
西
蜀
益
州
也
春
秋
元
命
苞
曰
參
伐
流
爲
益
州

益
之
爲
言
阨
也
言
其
所
在
之
地
險
阨
也
一
曰
疆
壤
益
大
故

以
名
焉
按

次
廣
漢
入
觜
一
度
越
嶲
入
觜
三
度
蜀
郡
入
參

一
度
犍
爲
入
參
三
度
牂
牁
入
參
五
度
巴
郡
入
參
八
度
漢
中

入
參
九
度
益
州
入
參
七
度
則
又
皆
蜀
也
今
東
井
秦
雍
州
分

也
其

次
則
太
原
入
東
井
二
十
九
度
以
及
雲
中
入
東
井
一

度
定
襄
八
度
雁
門
十
六
度
代
二
十
八
度
也
唐
書
曰
西
河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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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濱
所
以
設
險
限
秦
晉
故
其
地
上
應
天
關
其
南
曲
之
陰
在
晉

地
衆
山
之
陽
南
曲
之
陽
在
秦
地
衆
山
之
陰
陰
陽
之
氣
并
故

與
東
井
通
也
夫
晉
與
井
通
固
宜
矣
顧
反
不
及
秦
何
也
伏
而

念
之
東
井
之
爲
秦
猶
觜
參
之
爲
晉
其
爲
分
野
不
待
言
矣
若

太
原
之
入
東
井
是
猶
蜀
之
入
於
參
秦
之
入
於
室
壁
此
所
謂

次
夫
秦
蜀
固
井
鬼
分
野
鶉
首
之
次
也
其

次
則
室
壁
參

也
夫
星
野
者
若
方
罫
稽
田
各
得
其
主
故
曰
分

次
者
如
立

竿
於
此
影
見
於
彼
故
曰
入
是
故
分
野

次
兩
說
也
分
野
可

縷
而
析
之

次
舉
其
槪
而
已
影
見
於
遠
者
不
可
一
一
求
也

腑
臟
之
脉
絡
深
於
醫
者
知
之
天
地
之
脉
絡
精
於
候
者
别
之

故

次
之
義
余
未
有
易
其
說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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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史
天
官
書
曰
昴
曰
髦
頭
爲
白
衣
會
正

義

昴

七

星

畢
曰
罕
車
晉

書

曰

昴

畢

間

爲

天

街

天

子

出

旄

頭

罕

車

以

前

驅

此

其

義

也

爲
邊
兵
主
弋
獵
正

義

畢

八

星

其
大
星

旁
小
星
爲
附
耳
昴
畢
間
爲
天
街
其
陰
陰
國
陽
陽
國
索

隱

元

命

苞

曰

畢

爲

天

街

爾

雅

云

大

梁

昴

孫

炎

曰

畢

昴

之

間

日

用

五

星

出

入

要

道

若

津

梁

正

義

天

街

三

星

在

畢

昴

間

主

國

界

也

街

南

爲

中

國

街

北

爲

外

國

步
天
歌
昴
七
星
一
聚
實
不
少
阿
西
月
東
各
一
星

月
下
五
黃
天
陰
名
陰
下
六
烏
芻
藁
營
營
南
十
六
天
苑
形
河

裏
六
星
名
卷
舌
舌
中
黑
㸃
天
讒
星
礪
石
舌
旁
斜
四
丁
畢
恰

似

叉
八
星
出
附
耳
畢
股
一
星
光
天
街
兩
星
畢
背
旁
天
節

畢
下
八
烏
憧
畢
上
橫
列
六
諸
王
王
下
四
皂
天
高
星
節
下
團

圓
九
州
城
畢
口
斜
對
五
車
口
車
有
三
柱
任
縱
橫
車
中
五
箇

天
潢
精
潢
畔
咸
池
三
黑
星
天
關
一
星
車
脚
邊
參
旗
九
箇
參

車
間
旗
下
直
建
九
斿
連
斿
下
十
三
烏
天
園
九
斿
天
園
參
脚

邊唐
志
昴
十
一
度
畢
十
七
度

甘
氏
曰
昴
主
口
舌
晉
書
曰
昴
爲
天
耳
畢
主
街
巷
陰
雨
天
之

雨
師
也

二
十
八
舍
明
時
占
晉
疆
分
野

昴
畢
觜
參
井
五
星

通
志
曰
岢
嵐
志
岢
嵐
止
趙
分
之
一
不
能
當
昴
畢
全
度
應
在

昴
十
一
度
之
末
畢
初
度
愚
按
此
臆
說
也
唐
書
嵐
州
自
在
實

沉
之
分
實
沈
起
於
畢
十
度
畢
有
十
七
度
岢
嵐
應
在
畢
十
度

之
外
嵐
縣
興
縣
唐
時
皆
屬
嵐
州

唐
志
云
西
河
之
濱
上
應
天
關
與
東
井
通
氣
故
永
樂
芮
城
河

曲
豐
勝
爲
實
沈
之
次
東
井
之
分
叅

見

新

舊

唐

書

若
嵐
州
則
唐
志
但

云
實
沈
之
分
嵐

州

之

分

惟

見

於

舊

唐

書

實
沈
起
於
畢
十
度
趙
之
與
晉
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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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
同
而
流
異
故
岢
嵐
爲
畢
分
之
說
亦
可
通
岢
嵐
旣
然
則
嵐
興

兩
縣
皆
宜
一
例
矣
夫
趙
魏
地
旣
接
壤
而
天
文
畢
參
又
連
度

故
叅
用
其
說
設
如
齊
魯
接
壤
而
魯
屬
西
方
奎
婁
之
分
齊
屬

北
方
虛
危
之
分
中
隔
亥
宫
三
十
餘
度
宋
衞
接
壤
而
衞
屬
北

方
室
壁
之
分
宋
屬
東
方
房
心
之
分
中
隔
三
宫
九
十
餘
度
則

界
乎
兩
地
之
間
者
宜
何
所
適
從
乎
余
故
曰
天
象
以
人
事
爲

主
屬
太
原
府
者
皆
主
觜
參
可
也

以
太
原
爲
昴
畢
分
野
者
班
固
之
說
也
固
書
亦
以
太
原
晉
陽

爲
故
詩
唐
國
乃
不
從
子
産
主
參
之
說
而
用
甘
石
之
言
以
一

國
當
一
次
其
言
趙
分
西
則
太
原
定
襄
雲
中
五
原
上
黨
北
有

信
都
眞
定
常
山
中
山
又
得
涿
郡
之
高
陽
鄚
州
鄕
東
有
廣
平

鉅
鹿
淸
河
河
間
又
得
渤
海
郡
之
東
平
舒
中
邑
文
安
束
州
成

平
章
武
河
以
北
也
南
至
浮
水
繁
陽
內
黃
斥
邱
獨

不

及

代

皆
當
昴

畢
若
秦
地
東
井
鬼
輿
之
分
則
益
遼
濶
矣
夫
列
國
分
主
一
次

彼
戰
國
占
候
可
也
若
一
統
之
世
同
在
畿
甸
之
中
其
說
何
取

焉
且
衞
地
旣
入
於
魏
爲
觜
參
分
野
矣
又
以
營
室
東
壁
爲
衞

分
野
將
所
謂
河
內
朝
歌
者
繫
之
觜
參
乎
繫
之
室
壁
乎
抑
室

壁
虛
懸
其
次
而
無
所
主
乎
借
曰
繫
之
何
繫
此
區
區
者
爲
雖

然
猶
愈
於
主
十
二
州
也
今
夫
列
國
繫
以
次
廣
狹
不
同
量
未

始
有
凌
躐
也
以
配
十
二
州
則
必
有
不
可
通
者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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