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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太
原
縣
志
卷
之
十
八

雜
志

戴
記
經
也
而
有
雜
記
管
子
子
也
而
有
雜
篇
後
世
踵
之
因

有
雜
說
雜
錄
雜
語
雜
論
之
書
雜
亦
何
害
亦
取
其
有
資
懲

勸
耳
故
於
諸
志
之
後
而
殿
以
雜
志

高
辛

娵
訾
氏
八
夢
日
而
生
八
子
號
八
元
一
爲
實
沈
居
大

夏
是
爲
參
異苑

漢
文
帝
自
代
還
有
良
馬
九
匹
浮
雲
赤
電
絶
羣

驃
紫
鸞
驑

綠
螭
驄
龍
子
麟
駒
絶
塵
號
九

西

山

雜

記

魏
太
和
三
年
有
太
原
人
發
冡
破
棺
中
有
一
生
婦
人
問
其
本

事
不
知
也
視
其
墓
木
可
三
十
歲
晉書

靑
龍
元
年
并
州
刺
史
畢
軌
送
漢
故
度
遼
將
軍
范
明
友
鮮
卑

奴
年
三
百
五
十
歲
言
語
飮
食
如
常
人
奴
云
霍
顯
光
後
小

妻
明
友
妻
光
前
妻
女
郭

頒

世

說

魏
高
貴
鄉
公
好
學
有
文
才
引
王
沉
裴
秀
數
於
東
堂
講
讌
屬

文
號
沉
爲
文
籍
先
生
秀
爲
儒
林
丈
人
世

說

新

語

王
烈
入
河
東
抱
犢
山
中
得
一
石
室
室
中
有
兩
卷
素
書
烈
讀

不
知
其
字
不
敢
取
頗
諳
十
數
字
形
體
歸
書
之
以
示
嵇
叔

夜
叔
夜
盡
知
其
字
烈
喜
乃
將
叔
夜
往
識
其
徑
分
明
至
失

石
室
所
在
竊
語
弟
子
曰
叔
夜
不
應
得
道
故
也
又
嘗
上
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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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行
山
崩
如
雷
往
視
之
石
裂
中
有
泥
如
髓
丸
之
隨
凝
如
粳

米
乃
合
數
丸
歸
示
叔
夜
已
成
靑
石
矣
天

中

記

王
濛
善
隸
行
與

之
善
故
殆
窮
其
妙
早
亡
未
盡
其
美
子
敬

每
省
循
書
云
咄
咄
逼
人
王
綏
晉
冠
軍
將
軍
會
稽
內
史
善

隸
行
能

書

錄

濛
好
茶
人
至
輒
飮
之
士
大
夫
甚
以
爲
苦
每
欲
候
濛
必
云
今

日
有
水
厄
茶錄

司
馬
太
傅
爲
二
王
題
目
曰
孝
伯
亭
亭
直
上
阿
大
羅
羅
淸
疏

世

說

新

語

王
濟
乘
馬
渡
水
馬
不
肯
渡
濟
曰
必
是
惜
錦
連
乾
今
之
紫
䄡

是
也
令
解
去
之
馬
乃
過
水
杜
預
謂
晉
帝
曰
王
濟
有
馬
癖

和
嶠
有
錢
癖
帝
問
曰
卿
有
何
癖
曰
臣
有
左
傳
癖
世

說

新

語

王
濟
葬
時
賢
畢
至
孫
楚
雅
敬
濟
而
後
來
哭
甚
悲
賓
客
莫
不

垂
泣
哭
畢
向
靈
牀
曰
卿
常
好
我
作
驢
鳴
我
爲
卿
作
之
體

似
聲
眞
賓
客
皆

楚
顧
曰
諸
君
不
死
而
令
王
濟
死
乎
世說

和
嶠
性
至
儉
家
有
好
李
上
求
之
不
過
數
十
王
濟
候
其
上
直

率
少
年
詣
園
共
啖
畢
伐
樹
而
去
世說

北
魏
主
雅
重
門
族
以
范
陽
盧
敏
淸
河
崔
伯
宗
榮
陽
鄭
義
太

原
王
瓊
四
姓
衣
冠
所
推
咸
納
其
女
以
充
後
宮

北
齊
神
武
少
曾
與
劉
貴
賈
智
爲
奔
走
之
友
貴
曾
得
一
白
鷹



ZhongYi

太
原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雜
志

三

於
沃
野
見
一
赤
兔
每
搏
輒

逐
至
迴
澤
有
一
第
屋
兔

將
奔
入
犬
噬
之
鷹
兔
俱
死
神
武
怒
以
鳴
鏑
射
犬
犬
斃
屋

中
有
二
大
人
出
持
神
武
衣
甚
急
其
母
目
盲
曳
杖
呵
二
子

何
故
觸
大
家
因
出
甕
中
酒
烹
羊
以
飯
客
自
云
有
知
遍
捫

諸
人
言
並
當
貴
至
神
武
曰
皆
由
此
人
飮
竟
而
出
還
更
訪

之
則
本
無
人
居
乃
知
向
者
非
人
境
也
由
是
諸
人
益
加
敬

矣
三

國

典

畧

齊
高
祖
徵
范
陽
祖
鴻
勲
至
并
州
作
晉
祠
記
好
事
者
玩
其
文

商

芸

小

說

隋
秘
書
少
監
王
邵
篤
好
經
史
遺
畧
世
事
用
思
旣
專
性
頗
恍

惚
每
至
對
食
閉
目
凝
思
盤
中
之
肉
輙
爲
僕
從
所
噉
邵
弗

之
覺
唯
責
肉
少
數
罰
厨
人
厨
人
以
情
白
邵
邵
依
前
閉
目

伺
而
獲
之
厨
人
免
罰
隋書

李
鄘
在
北
都
介
休
縣
百
姓
送
解
牒
夜
止
晉
祠
宇
下
夜
半
有

人
叩
門
云
介
休
王
暫
借
霹
靂
車
某
日
至
介
休
收
麥
良
久

有
人
應
曰
大
王
傳
語
霹
靂
車
正
忙
不
及
借
其
人
懇
至
再

遂
見
數
人
共
持
一
物
如
幢
扛
上
環
綴
旗
幡
授
與
騎
者
曰

可
㸃
領
騎
者
卽
數
其
幡
凡
十
八
葉
每
葉
有
光
如
電
歸
徧

報
鄰
村
令
速
收
麥
將
有
大
風
雨
村
人
悉
不
信
乃
自
收
刈

至
其
日
率
衆
據
高
阜
候
天
色
及
午
介
山
上
有
黑
雲
氣
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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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窰
烟
斯
須
蔽
天
注
雨
如
綆
風
吼
雷
震
凡
損
麥
千
餘
頃
酉陽

雜爼
李
衛
公
守
北
都
時
童
子
寺
有
竹
數
竿
公
令
寺
僧
維
綱
日
報

竹
平
安
酉

陽

雜

爼

玉
龍
子
本
太
宗
晉
陽
宮
物
文
德
皇
后
常
賜
大
帝
廣
不
數
寸

而
温
潤
精
巧
非
人
間
所
有
後
則
天
以
賜
元
宗
開
元
中
三

輔
旱
祈
禱
無
應
乃
密
投
於
南
山
龍
池
風
雨
隨
作
及
上
皇

幸
西
蜀
迴
次
渭
水
左
右
臨
流
濯
弄
沙
中
得
之
太

平

廣

記

唐
太
宗
誕
之
三
日
有
書
生
詣
高
祖
曰
公
是
貴
人
有
貴
子
因

目
太
宗
曰
龍
鳳
之
姿
天
日
之
表
也
公
貴
因
此
兒
二
十
必

能
安
民
矣
太

平

廣

記

白
居
易
字
樂
天
以
詩
謁
顧
況
況
戲
之
曰
長
安
物
貴
居
大
不

易
及
讀
至
古
原
草
送
别
云
野
火
燒
不
盡
春
風
吹
又
生
曰

似
此
居
亦
無
難
唐

詩

序

樂
天
一
舉
及
第
詩
曰
慈
恩
㙮
下
題
名
處
十
七
人
中
最
少
年

時
年
二
十
七
省
試
性
習
相
近
遠
賦
玉
水
記
方
流
詩

謁

李
逢
吉
初
不
以
爲
意
及
覽
賦
頭
曰
噫
下
自
人
上
達
由
君

成
德
以
愼
立
性
由
習
分
逢
吉
大
奇
之
何

晦

摭

言

樂
天
爲
王
涯
所
讒
謫
江
州
司
馬
甘
露
之
禍
樂
天
在
洛
適
遊

香
山
寺
有
詩
云
當
君
白
首
同
歸
日
是
我
靑
山
獨
往
時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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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知
者
以
樂
天
爲
幸
之
樂
天
豈
幸
人
之
禍
者
哉
葢
悲
之
也

東

坡

詩

話

晉
水
無
蛙
有
亦
不
鳴
六

疎

遺

稿

樂
天
賜
第
履
道
坊
旣
葬
北
邙
勅
命
遊
人
至
墳
所
者
必
酧
酒

至
今
墓
前
隙
地
泥
潦
迺
賢
北
邙
山
歌
君
不
見
履
道
坊
中

白
太
傅

客
高
堂
醉
歌
舞
至
今
三
月
看
花
人
載
酒
去
澆

墳
上
土
譚

賓

錄

大
歷
中
賣
一
女
子
姿
首
如
常
而
索
價
至
數
十
萬
曰
此
女
子

誦
得
白
學
士
長
恨
歌
安
可
他
比
文

章

九

命

王
播
少
孤
貧
嘗
客
揚
州
惠
照
寺
木
蘭
院
隨
僧
齋
餐
僧
厭
怠

乃
齋
罷
而
後
擊
鐘
後
二
紀
播
出
鎭
淮
南
訪
舊
遊
而
題
名

處
皆
以
碧
紗
幕
其
詩
播
繼
賦
二
絶
云
三
十
年
前
此
院
遊

木
蘭
花
發
院
新
修
如
今
再
到
經
行
處
樹
老
無
花
僧
白
頭

上
堂
已
了
各
西
東
慚
愧
闍

飯
後
鐘
三
十
年
來
塵
撲
面

而
今
始
得
碧
紗
籠
嘉

話

錄

閩
縣
陳
通
方
登
第
與
播
同
年
播
年
五
十
六
通
方
甚
少
因
期

集
撫
播
背
曰
王
老
奉
贈
一
第
言
其
日
暮
途
遠
及
第
同
贈

官
也
播
恨
之
後
通
方
丁
家
難
辛
苦
萬
狀
播
爲
正
郎
判
鹽

鐵
通
方
窮
悴
求
之
郎
不
甚
給
時
李
虛
中
爲
副
使
通
方
以

詩
求
爲
汲
引
曰
應
念
路
旁
憔
悴
翼
昔
年
喬
木
幸
同
遷
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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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不
得
已
薦
爲
江
西
院
官
唐

詩

紀

事

會
昌
三
年
王
起
三
典
貢
塲
周
侍
郎
墀
時
剌
華
州
以
詩
賀
之

起
答
和
曰
貢
院
離
來
二
十
霜
誰
知
更
忝
主
文
塲
楊
葉
縱

能
穿
舊
的
桂
枝
何
必
愛
新
香
九
重
每
憶
同
仙
禁
六
義
初

吟
得
夜
光
莫
道
相
知
不
相
見
蓬
峰
之
下
欲
徵
黃
門
生
亦

皆
和
焉
唐

詩

紀

事

王
龜
文
懿
公
起
子
性
高
簡
常
以
光
福
里
賓
客
多
更
住
永
達

里
林
木
窮
僻
構
半
隱
亭
以
自
適
侍
起
河
中
廬
中
條
樂
宛

陵
山
水
乃
從
崔
璵
于
宣
歙
摭言

永
寕
王
相
國
涯
居
位
竇
氏
女
歸
請
曰
玉
工
貨
釵
直
七
十
萬

錢
王
曰
七
十
萬
錢
豈
於
汝
惜
但
釵
直
若
此
乃
妖
物
也
禍

必
隨
之
女
不
敢
復
言
柳

玭

家

訓

晉
高
祖
濳
龍
於
并
部
一
日
從
容
謂
賓
佐
云
近
因
晝
寢
忽
夢

若
頃
年
在
洛
京
時
與
天
子
連
鏕
於
路
至
舊
第
天
子
請
某

入
其
第
某
遜
讓
者
數
四
不
得
已
卽
促
轡
而
入
至
㕔
事
下

馬
升
自
阼
階
西
向
而
坐
天
子
已
馳
車
去
矣
其
夢
如
此
羣

僚
莫
敢
有
所
答
是
年
冬
果
有
鼎
革
之
事
玉

堂

閒

話

宋
太
祖
北
征
因
河
東
諜
者
語
劉
承
鈞
曰
君
家
與
周
世
讐
宜

其
不
屈
今
我
與
爾
無
間
何
爲
重
困
此
一
方
之
民
承
鈞
復

命
曰
河
東
土
地
兵
甲
不
足
以
當
中
國
之
什
一
然
承
鈞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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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世
非
叛
者
區
區
守
此
葢
懼
漢
氏
之
不
血
食
也
自
漢
魏
以

來
詞
命
簡
潔
未
有
其
比
翦

勝

野

聞

晉
王
渾
眞
草
帖
眞
蹟
在
駙
馬
都
尉
李
瑋
處
柳
公
權
書
柳
尊

師
墓
誌
眞
蹟
在
錢
塘
唐
坰
處
柳
公
權
紫
綠
靸
蘭
亭
詩
二

帖
侍
制
王
廣
淵
撫
石
跋
云
龍
圖
大
諫
李
公
帥
府
暇
日
出

書
請
撫
石
李
師
中
也
洛
陽
人
寶

章

待

訪

錄

晉
祠
小
池
畜
老
鱉
大
如
食
盤
不
知
何
人
題
闌
柱
曰
裙
襴
大

夫
烏
衣
開
國
何
元
美
後
失
鱉
所
在
寶

章

待

訪

錄

宋
太
原
安
守
忠
嘗
夢
一
濮
字
方
丈
餘
及
領
濮
州
團
練
使
幾

二
十
年
始
悟
聞

見

錄

龎
丞
相
籍
以
使
相
判
太
原
時
司
馬
温
公
適
倅
并
州
一
日
被

檄
巡
邊
温
公
因
便
宜
命
諸
將
築
堡
於
窮
鄙
而
不
以
聞
遂

爲
西
師
所
敗
破
其
堡
殺
一
副
將
朝
廷
深
訝
龎
公
擅
興
詰

責
不
已
龎
公
旣
素
重
温
公
之
賢
終
弗
自
言
久
之
遂
落
使

相
以
觀
文
殿
學
士
罷
歸
龎
公
亦
黙
不
語
温
公
遂
獲
免
嗚

呼
龎
公
其
眞
可
上
接
古
人
千
載
之
風
矣
鐵

圍

叢

談

俗
傳
晉
祠
聖
母
姓
柳
金
勝
村
人
姑
性
嚴
汲
水
甚
艱
道
遇
白

衣
乘
馬
者
欲
水
飮
馬
柳
與
之
乘
馬
者
授
以
鞭
令
置
甕
底

曰
抽
鞭
則
水
自
生
柳
歸
母
家
其
姑
誤
抽
鞭
水
遂
奔
流
急

□
柳
至
坐
於
甕
水
乃
止
相
傳
聖
母
之
座
卽
甕
口
也
舊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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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汝
行
曰
有
天
地
卽
有
山
水
水
陰
物
母
陰
神
居
人
因
水

立
祠
始
名
女
郞
祠
後
禱
雨
有
應
漸
加
封
號
廟
制
始
大
坐

甕
之
說
葢
出
於
田
夫
野
老
婦
人
女
子
之
口
非
士
君
子
達

理
者
所
宜
道
也
書
此
以
破
千
古
之
惑
舊志

父
老
相
傳
遇
陰
雨
之
餘
或
烟
霧
之
中
昧
爽
之
際
古
城
城
郭

樓
堞
宮
室
烟
樹
宛
一
都
會
日
出
乃
滅
舊志

李
衛
公
爲
并
州
從
事
有
王
山
人
者
請
謁
自
稱
善
按
冥
公
備

几
案

筆
香
水
與
山
人
偕
坐
以
俟
頃
之

上
書
八
字
甚

大
曰
位
極
人
臣
年
六
十
四
舊志

李
嶠
攀
龍
臺
碑
母
嘗
祈
晉
祠
於
水
濱
得
文
石
一
枚
大
如
䴏

卵
上
有
紫
文
成
日
月
兩
字
異
而
吞
之

宋
太
宗
平
太
原
命
韓
絳
撰
文
䜿
碑
崇
聖
寺
明
宏
治
十
四
年

七
月
碑
無
故
吼
三
日
夜
一
夕
汾
水
泛
漲
碑
入
汾
水
父
老

相
傳
始
立
碑
時
碑
額
甚
重
衆
弗
能
舉
遇
一
老
叟
過
而
問

計
焉
叟
曰
吾
已
半
身
入
土
矣
何
計
之
有
衆
悟
以
土
壅
之

碑
始
得
安
舊志

李
晉
淵
未
第
時
讀
易
後
圃
石
室
中
忽
陰
雲
四
合
雷
電
交
作

龍
見
如
赤
幟
搖
曳
而
上
人
皆
驚
駭
晉
淵
凝
然
不
動
曰
龍

自
此
起
耳
今
石
上
猶
有
龍
爪
痕
舊志

太
原
有
漏
澤
在
縣
西
南
二
里
許
萬
歷
十
九
年
耆
老
王
崇
德



ZhongYi

太
原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雜
志

九

施
地
十
畝
天
啟
三
年
知
縣
屈
鍾
嶽
捐
金
買
地
四
畝
䜿
碑

記
之
今
地
與
碑
求
之
皆
不
得
舊志

晉
祠
鎭
聖
母
殿
後
有
山
曰
廟
望
距
廟
五
七
百
歩
鎭
人
晨
起

見
山
行
如
水
湧
軸
轉
前
土
傾
陷
後
土
覆
壓
經
所
過
樹
盡

入
地
中
鎭
人
危
之
飛
騎
報
縣
縣
令
詣
地
禱
以
羊
豕
猶
層

層
翻
壓
至
未
時
而
止
題
其
巨
石
曰

山
鎭
中
市
樓
竦
特

是
年
亦
火
舊志

古
城
營
北
東
西
北
三
面
有
土
城
胎
高
二
三
丈
壑
處
爲
門
規

模
尙
具
考
五
代
時
此
處
在
北
漢
都
城
之
內
應
爲
北
漢
皇

城
故
跡
況
其
形
制
亦
與
村
莊
堡
壁
不

其
爲
皇
城
遺
跡

無
疑
六

疎

遺

稿

山
西
人
修
屋
於
路
巷
所
衝
之
壁
多
嵌
石
鐫
太
山
石
敢
當
五

字
然
多
習
而
不
察
莫
知
所
謂
按
五
代
史
漢
高
祖
劉
知
遠

爲

守
時
將
舉
大
事
募
膂
力
之
士
得
太
山
勇
士
石
敢
當

袖
四
十
斤
鐵
錐
人
莫
能
敵
後
人
借
其
勇
以
辟
邪
也
或
鐫

太
爲
泰
誤
甚
泰
山
在
山
東
卽
東
嶽
也
太
山
在
今
太
原
縣

安
可
相
混
又
按
西
漢
史
游
急
云
石
敢
當
師
古
注
曰
石
氏

敢
當
所
向
無
敵
葢
古
人
名
後
世
爲
禳
災
之
具
羣
碎
錄
云

五
代
石
敢
當
慕
古
人
之
名
而
自
表
見
者
六

疎

遺

稿

邢
子
厲
趙
記
云
龍
山
有
四
麓
各
有
一
穴
大
如
車
輪
春
風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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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原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雜
志

十

東
秋
風
出
西
夏
風
出
南
冬
風
出
北
謂
之
龍
兌
音奪

史
記
趙

世
家
孝
成
王
十
九
年
趙
與
燕
易
土
以
兌
與
燕
卽
此
俗
謂

之
風
洞
按
此
則
風
洞
凡
有
四
自
漢
晉
以
來
山
谷
遷
徙
湮

其
西
南
北
三
穴
惟
東
穴
尙
存
卽
今
之
風
洞
也
在
今
太
原

縣
西
門
外
山
麓
太
原
於
戰
國
時
屬
趙
六

疎

遺

稿

上
古
燒
木
作
炭
禮
月
令
草
木
黃
落
乃
伐
薪
爲
炭
卽
今
木
炭

石
炭
始
見
於
漢
代
前
漢
地
理
志
豫
章
郡
出
石
可
燃
爲
薪

徐
陵
春
情
詩
云
石
炭
搗
輕
紈
此
南
方
有
石
炭
出
處
也
宋

史
陳
堯
佐
眞
宗
時
爲
河
東
路
轉
運
使
以
地
塞
民
貧
仰
石

炭
以
生
奏
除
其
稅
轉

運

使

駐

太

原

府

又
歐
陽
公
爲
蔡
君
謨
先
人

作
墓
志
君
謨
謝
禮
中
有
石
炭
一
色
此
北
方
有
石
炭
出
處

也
六

疎

遺

稿

晉
祠
南
五
里
有
大
墓
一
邱
巍
峩
若
小
山
縣
志
以
爲
唐
叔
虞

墓
一
名
晉
王
嶺
明
李
鑑
有
謁
唐
叔
墓
詩
說
者
又
以
爲
唐

末
晉
王
李
克
用
之
墓
且
曰
叔
虞
爲
侯
而
此
稱
王
與
實
不

符
當
以
克
用
爲
正
然
余
考
五
代
史
晉
王
克
用
葬
於
雁
門

金
山
之
間
而
叔
虞
自
晉
代
封
王
北
魏
書
地
形
志
晉
陽
有

晉
王
祠
則
墓
自
屬
叔
虞
而
非
克
用
矣
六

疎

遺

稿

縣
西
北
有
羅
城
村
五
代
史
載
周
師
攻
北
漢
栅
木
爲
城
謂
之

羅
城
六

疎

遺

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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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原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雜
志

十
一

大
柳
樹
者
在
古
城
城
北
兩
村
之
間
峪
水
故
路
與
由
縣
至
省

官
道
交
際
之
十
字
東
首
倚
南
里
許
雙
株
並

各
高
三
丈

餘
乾
隆
丙
申
秋
太
谷
令
單
公
奉
憲
檄
委
重
浚
風
峪
沙
河

東
注
於
汾
以
避
城
垣
求
其
故
道
指
此
樹
爲
準
筆
於
文
移

告
諭
之
內
是
沙
河
爲
城
垣
所
係
而
此
樹
又
河
之
標
的
也

詩
云
勿
翦
勿
伐
於
邑
人
有
厚
望
焉

縣
甕
山
有
獸
曰
閭
糜
似
驢
而
岐
蹄
角
如
麢
羊
一
名
山
驢
見山

海經
天
龍
山
另
有
八
景
一
崇
山
環
翠
二
佛
閣
停
雲
三
鼎
峰
獨
峙

四
虯
柏
蟠
空
五
龍
池
靈
澤
六
石
洞
棧
道
七
高
歡
暑
宮
八

柳
子
旗
石
舊志

縣
西
沙
河
橋
外
嘉
靖
二
十
年
民
掘
得
金
銀
鞍
轡
等
物
按
五

代
史
劉
崇
高
平
之
敗
獨
乘
黃
驑
由
間
道
歸
太
原
食
以
三

品
料
號
自
在
將
軍
疑
卽
此
也
舊志

晉
祠
貞
觀
碣
畔
有
水
磨
廢
址
康
熙
四
十
一
年
邑
耆
民
高
上

捐
銀
一
百
三
十
両
重
建
水
磨
以
其
磨
租
爲
呂
祖
祠
祭
唱

之
費
貢
生
周
純
德
有
記
題
門
額
曰
雲
中
補
建
雲
中
高
上

字
也

晉
祠
至
縣
城
舊
有
水
渠
宏
治
六
年
縣
令
孟
公
玉
令
民
引
水

入
城
流
注
泮
池
遇
旱
城
外
任
民
灌
田
暫
止
入
城
田
不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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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原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雜
志

十
二

水
卽
引
入
之
山
東
門
出
環
浸
城
濠
南
由
枯
河
漕
入
汾
□

漸
淤
塞
何
中
丞
復
飭
縣
令
照
舊
引
水
入
城
今
西
城
石
口

猶
存
晉
溪
雜
著

晉
祠
河
中
産
長
生
蘋
根
生
水
底
葉
浮
水
靣
食
之
味
美
酉

陽

雜

爼

康
熙
三
十
八
年
冬
城
中
東
南
隅
水
泊
氷
忽
結
成
奇
花
□
卉

之
狀
人
競
觀
之

晉
祠
鎭
義
塜
二
一
在
關
帝
廟
後
西
北
一
在
奉
聖
寺
南
沙
堰

北
縣
治
之
北
城
北
河
灘
等
村
高
崗
峙
其
西
縣
渠
環
其
東
地
勢

汚
下
衆
水
攸
歸
堤
堰
一
决
而
賈
家
莊
往
南
一
帶
村
疃
屢

受
其
害
邑
令
胡
公
令
民
間
將
水
積
之
害
各
據
實
呈
遞
因

而
梁
家
寨
以
及
賈
家
莊
等
數
村
不
謀
而
合
公
令
各
自
開

渠
南
因
鹽
堡
村
舊
迹
北
抵
南
河
灘
之
疆
界
自
下
而
上
連

綿
數
里
不
旬
日
而
告
成
至
於
河
灘
等
村
之
水
竟
爲
縣
渠

所
隔
於
是
村
衆
人
等
謀
爲
退
水
之
策
鑿
縣
渠
之
底
相
其

形
勢
砌
成
石
孔
使
灌
地
之
渠
順
其
南
北
退
水
之
渠
通
其

東
西
兩
不
相
侵
堪
垂
永
久
又
於
其
東
濬
通
百
有
餘
歩
自

是
而
在
上
者
無
壅
塞
之
害
在
下
者
免
川
决
之
禍
水
患
旣

平
因
建
永
思
堂
於
城
北
村
非
徒
報
恩
勤
於
已
往
也
亦
使

後
之
踵
事
者
有
所
考
云
康
熙
五
十
二
年
城
北
村
小
營
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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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原
縣
志

卷
之
十
八
雜
志

十
三

牛
家
營
南
河
灘
北
河
灘
西
寨
村
公
立

雍
正
七
年
春
學
宮
泮
池
忽
見
氷
花
觀
者
如
堵
是
年
己
酉
至

癸
酉
科
中
式
者
十
有
六
人
領
解
者
三
副
車
一
聨
㨗
進
士

翰
林
部
員
計
九
人
文
章
事
業

相
提
唱
者

十
年
文
明

之
瑞
學
宮
預
兆
其
端
云

乾
隆
初
年
城
北
村
民
王
姓
一
夕
於
臥
內
地
猝
陷
數
尺
黑
水

湧
出
踰
日
盡
其
廬
舍
成
一
大
坎
深
不
可
測
後
漸
復
爲
平

地
相
傳
晉
祠
讀
書
臺
爲
王
恭
襄
公
微
時
讀
書
之
所
余
按
北
齊

楊
愔
未
遇
時
曾
讀
書
懸
甕
山
中
則
讀
書
臺
自
屬
楊
愔
故

跡
而
重
建
於
明
耳
余
已
於
晉
祠
志
中
載
之
今
復
附
於
此

六

疎

遺

稿

辛
村
正
中
有
聚
水
處
曰
淰
池
以
西
南
隅
建
閣
祀
魁
星
爲
一

鄉
文
運
所
鍾
後
人
更
名
硯
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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䟦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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䟦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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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原
縣
志

跋

三

太

原

縣

原

跋

太
原
為
晉
陽
故
地
且
有
晉
祠

山
水
之
勝
故
其
古
蹟
遺
文
視

他
邑
為
多
然
原
無

書
率
散

失
無
所
於
考
或
按
部
索
觀
倉

卒
謄
寫
應
命
而
已
余
留
心
扵

是
者
二
十
餘
年
比
歲
歸
田
乃

考
閲
通

及
抄
錄
古

訪
詢

故
老
摭
拾
成
書
草
略
殊
無
足

觀

以
備
一
邑
之
文
獻
而
已

畢
工
我
雩
樓
太
公
祖
序
其
前

邑
侯
毅
齋
趙
公
相
與
勗
其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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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原
縣
志

跋

四

焉
爰
書
此
以
識
顛
末
嘉
靖
三

十
年
三
月
吉
邑
人
髙
汝
行
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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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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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跋

五

重

修

太

原

縣

跋

雍

正

戊

申

國
家
文
教
昌
明
邑
侯
龔
公
奉
文

重
修
縣

以
光
盛
典
邑
紳
謬

以
岐

薦
岐

堅
辭
不
獲
勉
強
應

命
竊
思
舊

為
先
大
參
纂
輯

續
修
於
天
啟
六
年
百
年
以
外

之
人
之
事
往
往
無
憑
稽
考
即

所
已
輯
亦
不
無
魚
魯
豕
亥
之

訛
因
而
博
採
旁
搜
詳
加
抉
擇

再
閲
寒
暑
甫
能
脱
稿
適
沈
邑

侯
來
涖
斯
邑
將
竣
厥
事
竊
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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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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跋

六

沈
侯
浙
西
名
宿
得
以
就
正
㸃

鐵
成
金
在
此
時
也
遂
取
原
稿

呈
進
踰
年

成
岐

反
覆
參
閲

見
謬
誤
叢
生
大
失
本
来
面
目

索
其
原
稿
已
毀
棄
無
存
念
先

大
參
纂
修
縣

留
心
二
十
餘

年
輯
為
成
書
迄
今
代
厯
八
傳

屢
經
兵
燹
寒
家
抱
殘
守
缺
㒺

敢
失
墜
岐

仰
承
先
緒
日
夕
編

摩
希
為
一
邑
文
獻
乃
沈
公
未

暇
手
訂
致
幕
客
㸃
竄
貽
誣
後

人
不
惟
鄙
懷
莫
白
且
恐
誤
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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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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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跋

七

星
宿
並
波
及
於
大
參
公
則
戚

滋
深
矣
用
是
擇
其
尤
甚
者

十
條
逐
一
指
明
藏
於
家
塾
異

日
重
訂
縣

參
互
考
質
勿
使

一
誤
再
誤
是
所
望
於
繼
起
者

雍
正
九
年
秋
九
月
下
澣
髙
若

岐

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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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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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跋

八

重

訂

太

原

縣

跋

太
原
舊
無

書
有
明
嘉
靖
間

先
大
參
修
古
公
留
心
二
十
餘

年

始

成

卷

帙

國
朝
雍
正
間
伯
曾
祖
天
柱
公
若

岐
取
舊
本
而
裒
集
之
考
訂
該

洽
燦
然
大
備
㑹
邑
侯
沈
公
謀

纂
邑
乗
取
是
稿
為
藍
本
而
沈

公
簿
書
孔
煩
未
暇
手
訂
因
托

幕
客
代
為
纂
修

改
大
半
遂

失
本
來
面
目
公
恐
貽
誣
後
人

因
作
縣

糾
謬

十
條
存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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跋

九

家
塾
但
力
綿
未
能
付
梓
而
沈

流
傳
已
近
百
年
閲
者
不
察

將
以
沈
志
之
訛
歸
咎
於
髙
我

先
人
養
養
中
心
恐
不
能
瞑
目

扵
地
下
也
道
光
甲
申
中
州
員

公
来
宰
是
邑
以
縣
志
荒
畧
與

司
鐸
楊
夫
子
協
議
纂
修
兼
選

邑
紳
之
可
信
者
共
襄
厥
事
价

與

從

子

秉

衡

亦
以
先
人
遺
澤

濫
列
吹
竽
因
呈
天
柱
公
遺

與
舊

互
參
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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