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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
平
府
志
卷
之
二
十
四

萊
陽
宋

琬
撰
次

府
學
訓
導
徐

香
叅
訂

蕭
山
張
朝
琮
續
纂

盧
龍
教
諭
胡
仁
濟
校
輯

雜
志子

所
不
語
者
怪
力
亂
神
而
世
之
爲
書
者
徃
徃
搜
宣
室

之
譚
續
齊
諧
之
志
以
侈

而
炫
竒
吁
亦
惑
矣
六
合
之

外
存
而
不
論
㝠
昭
瞢
闇
誰
能
極
之
夫
子

與
宰
我
言

鬼
神
必
依
乎

而
大
易
廣
八
卦
皆
本
乎
情
夫
然
則
俞

兒
之
篇
異
獸
之
記
浮
棺
之
述
吾
猶
病
其
詭
而
不
經
也

覧
僻
說
于

官
采
多
聞
于
副
墨
固
不
若
考
經
斷
史
者

之
有
益
矣
兹
所
取
皆
先
民
之
辭
凡
無
稽
者
不
錄
焉

桓
公
北
伐
孤
竹
未
至

耳
之
谿
十
里
闟
然
止
瞠
然
視
援
弓

將
射
引
而
未
敢
發
也
謂
左
右
曰
見
是
前
人
乎
左
右
對
曰
不

見
也
公
曰
事
其
不
濟
乎
寡
人
大
惑
寡
人
見
人
長
尺
而
人
物

具
焉
冠
右
袪
衣
走
馬
前
疾
事
其
不
濟
乎
寡
人
大
惑
豈
有
人

若
此
者
乎
管
仲
對
曰
臣
聞
登
山
之
神
有
俞
兒
者
長
尺
而
人

物
具
焉
霸
王
之
君
興
而
登
山
神
見
且
走
馬
前
疾
道
也
袪
衣

示
前
有
水
也
石
袪
衣
示
從
右
方
渉
也
至

耳
之
谿
有
贊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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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日
從
左
方
渉
其
深
及
冠
從
右
方
渉
其
深
至
膝
若
右
渉
其

大
濟
桓
公
立
拜
管
仲
於
馬
前
曰
仲
父
之
聖
至
若
此
寡
人
之

抵
罪
也
久
矣
管
仲
對
曰
夷
吾
聞
之
聖
人
先
知
無
形
今
巳
有

形
而
後
知
之
臣
非
聖
也
善
承
敎
也
管

子

小

問

雜

篇

漢
哀
帝
卽
位
數
月
司

校
尉
觧
光
奏
孝
成
趙
皇
后
殺
皇
子

狀
哀
帝
于
是
免
后
弟
新
成
侯
趙
欽
欽
兄
子
成
陽
侯
訢
皆
爲

庻
人
將
家
屬
徙

西
郡
漢

書

外

戚

傳

王
莽
立
三
恪
封
夏
后
氏
之
後

西
姒
豐
爲
章
功
侯
漢

書

王

莽

傳

三
齊
畧
記
曰
始
皇
于
海
中
作
石
橋
海
神
爲
之

柱
始
皇
求

爲
相
見
神
云
我
形
醜
莫
圖
我
形
當
與
帝
相
見
乃
入
海
四
十

里
見
海
神
左
右
莫
動
手
工
人
潜
以
脚

其
狀
神
怒
曰
帝
負

約
速
去
始
皇
轉
馬
還
前
脚
猶
立
後
脚
隨
崩
僅
得
登
岸

者

溺

于
海
衆
山
之
石
皆
傾
注
今
猶
岌
岌
東
趣
疑
卽
是
也

漢

帝
時

西
太
子
亷
翻
夢
人
謂
巳
曰
余
孤
竹
君
之
子
伯

夷
之
弟

海
漂
吾
棺
槨
聞
君
仁
善
願
見
藏
覆
明
日
視
之
水

上
有
浮
棺
矣
蚩
笑
者
皆
無
疾
而

於
是
改
塟
之

書
地
道

志
曰

西
人
見

水
有
浮
棺
欲
破
之
語
曰
我
孤
竹
君
也
汝

破
我
何
爲
因
爲
立
祠
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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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博
物
志
曰
魏
武
于
馬
上
逢
獅
子
使
格
之
殺
傷
甚
衆
王
乃
綂

率
常
從
健
兒
數
百
人
擊
之
獅
子
哮
呼
奮
越
左
右
咸
驚
王
忽

見
一
物
從
林
中
出
如
貍
超
上
王
車
軛
上
獅
子
將
至
此
獸
便

跳
上
獅
子
頭
上
獅
子
卽
伏
不
敢
起
於
是
遂
殺
之
得
獅
子
而

還
未
至
洛
陽
四
十
里
洛
陽
雞
狗
皆
無
鳴
吠
者
也
並

水

經

注

唐
裴
旻

與
幽
州
都
督
孫
佺
北
伐
爲
奚
所
圍
旻
舞
刀
立
馬

上
矢
四
集
皆
迎
刃
而
斷
奚
大
驚
引
去
後
以
龍
華
軍
使
守
北

平
北
平
多
虎
旻
善
射
一
日
得
虎
三
十
一
休
山
下
有
老
父
曰

此
彪
也
稍
北
有
眞
虎
使
將
軍
遇
之
且
敗
旻
不
信
怒
罵
趨
之

有
虎
出
叢
薄
中
小
而
猛
㨿
地
大
吼
旻
馬
辟
易
去
弓
矢
皆
墜

自
是
不
復
射
唐書

金
完
顔
鼎
壽
爲
河
間
尹
有
宗
室
居
河
間
侵
削
居
民
鼎
壽
奏

徙
其
族
于
平
州
金史

山
川
之
經
雖
稍
條
之
其
名
古
今
殊
而
多
從
俗
爲
便
水
經
諸

書
如
難
濡
灤

語
相
近
而
轉
其
亦
以
世
益
殊
耳
若
灤
之
爲

瀘
隋
爲
瀘
河
鎭
本
水
經
盧
水
合
灤
瀘
河
卽
灤
河
若
渝
之
爲

榆
臨
渝
至
爲
臨
閭
也
或
以
爲
洋
河
城
則
其
音
義
非
矣
今
朶

顔
謂
啇
都
水
者
乃
元
之
上
都
水
耳
皆
音
相
近

語
通
焉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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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名
異
而
實
同
者
箭
笴
嶺
者
奚
四
離
保
所
㨿
而
金
史
爲
盧

龍
嶺
如

書
宻
雲
山
則
盧
龍
塞
在
此
矣
乃
叚

之
所
奔
而

魏
書
爲
平
岡
山
是
違
盧
龍
不
逺
耳
宻
雲
爲
郡
縣
自
魏
始
名

同
而
山
異
志
縣
引
之
誤
矣

㨿
乎

西
是
之
謂
平
岡
今
石

門
碣
石
一
帶
其
以
雲
名
山
多
矣

爲
石
虎
所
攻
而
避
之
東

徙
耳
今
宻
雲
未
郡
縣
乃
趙
之
薊
比

豈
避
此
就
擒
况
烏
得

入
而
避
哉
此
名
雖
彼
此
同
事
則
今
古
别
也
以

下

郭

造

卿

碣

石

叢

譚

北
魏
書
紇
那
三
年
爲
石
勒
攻
于
陘
北
不
利
遷
大
寗
以
避
之

在
廣
寗
大
北
註
爲
大
寧
也
五
年
奔
于
宇
文
部
後
二
年
石
虎

納
翳
槐
于
大
寗
紇
那
出
居
慕
容
部
建
國
三
十
九
年
拓
䟦
國

爲
秦
破
大
亂
世
子
珪
依
舅
賀
訥
訥
時
攝
東
部
爲
大
人
遷
居

大
寗
行
其
恩
信
衆
多
㱕
之
太
宗
永
典
五
年
七
月
破
越
勤
倍

泥
部
落
徙
二
萬
餘
家
于
大
寗
川
神
瑞
二
年
五
月
丁
亥
上
次

于
参
合
東

大
寗
泰
常
元
年
閠
十
二
月
壬
申
幸
大
寗
世
祖

始
光
元
年
四
月
甲
辰
東
廵
如
大
寗
書
稱
寗
者
三
曰
大
寗
曰

廣
寗
曰
寗
川
廣
寗
漢
上
谷
屬
縣
也
上
谷
郡
諸
縣
後
多
稱
寗

爲
寧
故
廣
寗
今
隆
慶
州
之
永
寧
縣
古
蹟
有
小
寗
城
在
州
城

西
則
大
寗
在
東
北
可
知
未
暇
詳
考
姑
存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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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元
許
有
壬
圭
塘
集
載
喜
逢
口
事
今
關
名
喜
峰
似
失
厥
義
矣

其
與
丁
文
苑
同
科
爲
哀
辭
曰
文
苑
移
官
山
北
山
北
置
大
寧

古
白
霫
地
去
京
師
東
北
尚
八
百
里
陸
不
可
以
挈
家
水
縈
紆

五
千
里
扶
病
擁
㓜
殆
不
能
爲
謀
卽
斯
辭
也
豈
舟
可
通
乎
按

史
將
由
灤
通
漕
于
上
都
造
船
視
爲
不
可
而
止
矣
今
灤
河
之

滸
尚
有
繫
䌫
鐵
椿
或
以
爲
繫
浮
梁
或
以
爲
繫
行
舟
正
德
初

年
漁
人
獲
一
鐵
䌫
矛
重
三
百
餘
斤
則
昔
灤
或
深
于
今
矣
豈

亦
以
繫
浮
梁
者
哉
元
通
漕
艦
或
不
可
至
上
都
豈
其
不
容
刀

以
逹
于
大
寧
乎
若
召
閩
中
清
流
之
舟
水
手
今
必
可
逹
小
喜

峯
而
至
大
寧
亦
未
可
知
也

方
覧
表
譜
列
大
寧
故
州
縣
者
非
專
爲
大
寧
存
塞
上
事
也
今

永
平
北
境
莫
非
大

州
縣
余

㳺
灤
陽
興
敎
寺
有
元
至
順

二
年

題
頗
及
記
云
燕
之
東
北
路
曰
大

惠
州
西
南
鄉
分

灤
陽
林
河
社
界
山
之
陽
平
泉
之
側
麓
野
之
間
有
古
招
提
上

下
二
區
同
名
興
敎
林
巒
秀
異
山
水
嘉
奇
川
原
寬
博
而
資
産

豐
饒
境
物
繁
興
而
雲
㳺
悉
至
四
望
東
至
大
峪
流
水
渠
南
至

二
郎
坨
西
至
三
十
二
嶺
西
邉
鷹
愁
澗
北
至
大
峪
北
白
石
頭

向
陽
嶺
界
則
凡
林
河
社
皆
惠
州
地
也
今
遷
安
肆
林
河
社
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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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三
其
一
在
縣
西
百
二
十
里
東
至
太
平
寨
營
南
至
夾
河
社

西
至
遵
化
縣
北
至
喜
峰
口
三
屯
營
在
内
其
二
在
縣
西
北
百

八
十
里
東
至
太
平
寨
社
西
至
漢
兒
莊
營
南
至
三
屯
營
北
至

喜
峰
口
灤
陽
營
在
内
其
三
在
縣
西
北
百
六
十
里
東
至
潘
家

口
西
至
龍
井

南
至
洪
鴉
寨
北
至
三
臺
山
漢
兒
莊
在
内
皆

惠
州
地
若
撫

山
海

及
石
門
則
瑞
州
等
地
囬
安
洋
河
二

社
見
之
古
寺

記
尤
多
且
洪
武
初
年
始
入
山
海
志
古
蹟
雖

未
詳
而
大
畧
可
考
倘

釆
其

記
則
亦
如
惠
州
矣
且
古
山

川
名
多
具
殘
碣
塞
外
尤
多
後
之
纂
而
好
古
當
博
釆
之
有
益

宻
雲
志
有
鴉
鶻
安
盧
家
安
志
者
劉
大
夫
云
余
時
見
安
字
以

爲
菴
字
或
傳
冩
之
誤
乃
後
問
易
州
高
兵
憲
云
土
人
謂
安
字

爲
高
平
處
及
考
說
文
云
止
也
益
知
非
誤
永
平
古
蹟
稱
七
安

北
安
山
南
安
山
宜
安
村
新
安
鎭
樂
安
鎭
遷
安
縣
永
安
録
事

司
皆
以
山
村
鎭
縣
司
爲
名
若
五
重
者
則
安
其
名
後
乃
以
爲

營
其
名
本
曰
安
耳
且
靜
安
之
社
不
大
乎
宜
安
哉
昔
亦
偶
舉

其
七
境
内
稱
安
多
矣
慕
容
朝
多
稱
固
在
載
記
及
北
魏
書
葢

取
義
猶
安
爲
其
固
守
也
後
爲
堌
亦
史
文
猶
成
之
爲
城
保
爲

堡
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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郡
境
邉
方
營
寨
稱
谷
稱
莊
請
命
設
官
者
李
家
谷
提
調
漢
兒

莊
逰
擊
也
然
谷
有
兩
音
南
人
呼
榖
切
以
古
禄
北
人
呼
育
切

以
余
六
此
原
有
兩
音
故
欲
俗
字
並
從
谷
而
不
妨
兩
音
也
其

土
人
書
加
山
爲
峪
而
音
義
無
異
焉
若
莊
無
異
音
六
逹
路
爲

康
莊
亦
舍
也
從
士
監
本
從
土
誤
南
北
音
同
但
書
有
作
庄
或

以
爲
俗
書
其
實
庄
音
平
而
爲
别
音
别
字
矣

南
北
呼
山
川
音
義
有
同
異
北
凡
山
頂
曰
梁
故
兵
乗
高
瞭
望

曰
架
梁
不
必
如
論
語
山
梁
邢
氏
觧
亦
非
韓
愈
荅
張
籍
詩
註

石
絕
水
爲
梁
也
梁
凉
同
音
而
義
不
相
通
郡
城
小
景
偏
凉
爲

第
一
許
莊
賦
序
云

乾
綂
初
年
柳
城
張
子
記
偏
梁
亭
梁
字

異
今
者
彼
時
水
在
榆
南
横
北
舟
楫
留
難
故
作
偏
梁
偏
橋
以

通
縴
路
因
以
名
亭
至
今
四
百
三
十
餘
年
水
不
西
去
舊
踪
無

存
葢
因
山
勢
危
高
水
濤
洶
湧
故
作
此
亭
以
爲

阸
保
障
一

方
起
自
宣
德
初
年
鎭
守
阮
公
與
金
姓
居
士
斬
石
葢
寺
始
有

石
路
可
通
肩
輿
及
馬
啇
賈
荷
任
之
屬
天
順
庚
辰
都
憲
鄒
鎭

守
韋
因
亭
圮
乃
於
極
阸
甓
門
置
亭
其
上
一
則
譏
察
非
常
一

則
迎
送
來
徃
余
以
意
測
之
凉
卽
梁
之
訛
偏
梁
卽
偏
山
之
義

也
山
以
半
削
爲
偏
此
處
如
山
梁
而
偏
其
下
雖
臨
水
此
亭
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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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
絕
水
矣

前
或
爲
偏
梁
今
亭
架
門
如
梁
但
於
梁
無
取
因

訛
而
生
意
耳

灤
志
别
故
河
入
菉
豆
灣
許
莊
云
别
故
俗
傳
别
溝
聲
之
訛
也

菉
豆
灣
一
爲
緑
頭
灣
謂
泉
内
有
緑
頭
物
故
云
一
爲
龍
闘
灣

謂
昔
龍
闘
於
此
俗
謂
菉
豆
多
故
從
焉
凡
此

者
不
能
枚

若
岐
路
南
人
書
岔
呼
差
爲
其
交
錯
或
易
差
也
坌
爲
塵
塕
亦

作
坋
枌
房
吻
切
者
唐
書
坌
集
京
師
從
軫
韻
也
歩
悶
切
者
相

如
賦
坌
入
會
宫
從
震
韻
也
北
人
書
三
坌
乃
三
分
岐
路
或
取

分
土
義
可
通
也
但
音
與
咤
同
則
從

韻
矣
其
以
姓
名
莊
名

社
宜
曰
家
多
爲
各
州
縣
志
皆
然
或
謂
原
登
黄
籍
如
此
今
七

家
嶺
史
爲
七
箇
嶺
則
箇
各
聲
近
本
轉
音
訛
書
而
然
此

今

末
如
之
何
矣

舊
志
撫
寧
縣
東
九
十
里
有
秦
皇
井
甘
冽
異
常
世
傳
始
皇
過

飮
此
與
扶
蘇
泉

府
志
在
府
城
北
灤
州
志
在
州
城
西
北
十

五
里
以

史
爲
信
則
灤
州
是
矣
孰
知
扶
蘇
乃
狐
蘇
訛
乎

邉
塞
士
大
夫
尠
習
堪
輿
家
故
其
山
川
原
委
順
知
而
逆
則
否

永
平
來
自
口
外
都
山
凡
水
三
岔
則
其
過
龍
南
而
逆
北
单
提

以
結
堪
輿
家
言
龍
來
自
左
無
右
亦
可
故
左
山
右
河
相
配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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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成
耳
至
灤
而
近
海
則
形
氣
舒
衍
陳
知
州
所
稱
不
爲
過
矣
許

莊
云
灤
境
山
川
雖
多
行
龍
止
有
三
脉
不
見
其
所
結
穴
砂
不

見
有
正
形
水
不
見
有
正
情
烏
得
鍾

賢
俊
以
補
朝
廷
不
過

生
長
草
木

藝
五
榖
少
補
程
稅
力
役
而
已
乃
爲
地
方
謙
損

詞
也
凡
志
地
理
者
多
具
山
川
名
色
不
考
究
其
原
委
如
舊
志

皆
然
莊
則
頗
有
條
理
詞
未
典
雅
何
傷
但
其
目
欵
多
則
原
委

離
矣
若
叙
里
社
各
具
去
州
縣
若
干
里

其
四
至
内
分
山
林

川
流
土
壌
肥
瘠
居
齒
利
病
及
出
産
生
業
比
隣
爲
等
則
然
品

地
力
尤
重
人
事
爲
勤
而
薄
可
厚
惰
而
厚
者
薄
也
以
告
民
牧

者
或
省
耕
歛
或
勸
社
學
視
而
振
作
之
及
科
分
賦
徭
催
徵
錢

糓
勾
攝
詞
訟
緝

盗
賊
緩
急
輕
重
酌
量
爲
限
期
而
上
下
皆

通
逺
近
良
便
矣
社
四
十
七
屯
二
十
六
旣
條
具
之
大
畧
可
知

又
于
村
疃
凡
六
百
八
各
具
其
名
某
社
若
干
某
屯
若
干
雖
若

煩

實
益
政
理
但
郡
屬
多
者
不
能
如
所
識
若
州
縣
式
之
乃

治
平
之
書
也

舊
志
古
蹟
雙
鴈
坨
成
化
乙
卯
灤
州
城
南
有
李
氏
子
弋
獲
雄

鎩
其
羽
雌
隨
飛
悲
鳴
三
日
而
去
雄
畜
久
而
馴
縱
野
以
媒
他

鴈
及
春
其
䳄
復
來
飛
鳴
如
昔
累
日
其
家
異
之
出
雄
于
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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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伺
之
雌
哀
鳴
而
下
周
旋
俯
仰
鼓
翅
招
呼
若
與
之
偕
飛
雄
竟

不
能
去
紏
頸
弗
釋
並

之
鄉
人
雲
集
而
嘆

之
于
高
坨
名

曰
雙
鴈
坨
處
士
朱
㫤
有
詩
按
金
元
好
問
赴
府
試
行
道
中
見

一
捕
鴈
者
云
捕
得
二
鴈
内
一
鴈

一
鴈
脫
網
去
空
中
上
下

盤
旋
哀
鳴
良
久
投
地
亦

好
問
以
金
贖
得
二
鴈

于
汾
水

邉
壘
土
爲
丘
因
爲
鴈
丘
詞
㫤
偶
同
此
意
惜
詞
不
足
歩
之
耳

余
聞
遷
安
縣
城
北
門
劵
有
雌
雄
紫
燕
巢
之
忽
雄
爲
烏
鵲
擊

其
雌
不

配
亦
不
食
飛
鳴
數
日

嗟
夫
鴈
不
再
配
其
性

然
也
燕
性
喜
淫
而
獨
然
尤
所
罕
聞
者
若
居
唐
燕
子
樓
則
爲

所
感
而
然
矣

元
白
湛
淵
續
演
雅
十
詩

揮
其
一
灤
人
薪
巨
松
童
山
八
百

里
世
無
奚
超
男
惆
悵
度
易
水
者
取
松
煤
於
灤
陽
卽
今
上
都

去
上
都
二
百
里
卽
古
松
林
千
里
其
大
十
圍
居
人
薪
之
將
八

百
里
也
葢
在
松
亭

外
與
境
外
地
同

内
有
灤
陽
營
及
驛

而
皆
上
都
之
委
此
詩
則
爲
上
都
作
云
將
八
百
里
今
爲
胡
守

中
所
伐
又
自
隆
慶
來
薊
北
修
邉
臺
橋
館
萬
役
今
千
里
古
松

矣
凡
元
臣
咏
灤
江
灤
陽
詩
皆
上
都
非
此
也
當
辨

明

法
嚴
禁
不

親
防
不
忽
微
于
地
方
二
條
今
視
若
緩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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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十
一

切
焉
洪
武
三
十
年
七
月
以
郭
駙
馬
使

回

帶
榛
子
三
扛

沿
途
擅
用
驛
夫
逓
送
事
覺
令
自
僃
鈔
貫
給
還
役
人
工
食
仍

勅
兵
部
于
山
海
松
亭
等

古
北
旅
順
口
懸
掛
榜
文
凡
公
差

人
員
不
許
稍
帶
松
榛
等
物
進
口
渡
海
違
者
一
二
斤
三
五
兩

俱
分
屍
號
令
所
過
官
司
縱
容
一
體
治
罪
時
歐
陽
倫
以

茶

于
陜
西
賜

其
嚴
如
此
山
海

禁
今
大
弛
矣
此
法
所
當
申

明
者
永
樂
六
年
軍
民
子
弟
僮
奴
自
削
髮
爲
僧
者
并
其
父
兄

送
京
師

五
臺
山
做
工
畢
日
就
北
京
爲
民
種
田
及
盧
龍
牧

馬
寺
主
僧
擅
容
留
者
亦

北
京
爲
民
種
田
今
京
東
犯
者
不

如
京
西
多
盧
龍
馬
政
旣
廢
其
自
削
髮
則
各
屯
社
與
寺
院
徃

來
者
賀
之
而
以
酒
食
相
勞
矣

明
初
洪
武
二
年
命
郡
縣
立
學
三
年
開
科
八
年
立
社
學
選
國

子
分
教
北
方
十
一
年
選
武
臣
讀
書
國
子
監
十
四
年
頒
五
經

四
書
于
北
方
學
校
爲
久
陷
于

而
廣
同
文
治
也
至
十
五
年

正
月
丙
戍
命
彚
編
華

譯
語
上
以
前
元
素
無
文
字
號
令
但

借
高
昌
書
制
爲
蒙
古
字
以
通
天
下
言
至
是
乃
命
翰
林
侍
講

火
原
潔
與
編
修
馬
沙
亦
黑
等
以
華
言
譯
其
語
凡
天
文
地
理

人
事
物

服
食
噐
用
靡
不
具
載
復
取
元
秘
史
紐
切
其
字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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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十
二

諧
其
聲
旣
成
詔
刋
行
之
自
是
使
臣
徃
復
朔
漠
皆
能
通
逹
其

語
矣

洪
武
録
大

有
新
城
木
榆
等
衛
此
非
定
名
也
其
云
灤
陽
口

外
富
民
寛
河
栢
山
會
州
新
城
大
寧
寺
處
宜
置
七
驛
今
考
灤

陽
驛
五
十
里
爲
富
民
而
寬
河
而
栢
山
而
會
州
而
季
莊
而
富

谷
皆
六
十
里
而
七
十
里
乃
大

都
司
今
灤
陽
驛
移
于
三
屯

則
多
四
十
里
矣
古
城
在
喜
峰
或
自
口
外
移
入
也

憲
章
諸
録
皆
列
開
平
東
西
八
驛
名
今
考
元
大
都
六
十
里
至

順
義
七
十
里
至
宻
雲
六
十
里
至
石
匣
六
十
里
至
古
北
口
而

出
五
十
六
里
爲
青
松
東
北
六
十
里
爲
興
州
中
屯
西
五
十
里

爲
古
城
六
十
里
爲
灰
嶺
五
十
里
爲
灤
河
又
五
十
里
爲
黄
厓

又
六
十
里
爲
哈
八
又
五
十
里
爲
沈
河
又
四
十
里
爲
東
凉
五

十
里
爲
開
平
大
都
至
此
七
百
五
十
里
地
高
井
深
星
大
北
去

慶
州
多
古
松
號
曰
千
里
松
林
宣
德
五
年
徙
衛
于
獨
石
棄
地

三
百
里
失
龍
岡
灤
河
險
而
獨
石
非
通

原
無
驛
也

洪
武
二
十
一
年

國
公
編
軍
金
山
歸
附
馬
駒
等
編
爲
小
旗

等
軍
逹
莫
兒
金
山
人
也
編
後
所
軍
在
盧
龍
白
佛
莊
住
遂
依

莊
名
起
姓
賜
爲
白
成
又
同
所
有
白
卯
海
或
本
同
莊
同
賜
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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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十
三

驢
之
賜
吳
成
皆
此

也
買
驢
後
封
侯
臼
卯
海
後
爲
副
千
戶

逹
莫
兒
爲
百
戶

舊
志
公
孫
塜
在
盧
龍
縣
赤
峰
嶺
及
道
南
烽
火
山
有
公
孫
神

康
墓
漢
末

莵
公
孫
度
㨿
平
州
傳
子
康
豈
其
所
塟
歟
是
不

知
漢
魏
平
州
在

東
㐮
平
而
此
爲

西
郡
度
不
得
而
有
也

至
康
子
淵
爲
司
馬
懿
所
征
經
孤
竹
度
碣
石
以
次
于

水
彼

烏
得
而
塟
此
哉
灤
舊
志
從
之
且
引
康
爲
神
康
史
傳
康
無
二

名
新
志
則
有
辨
矣
以
爲
公
孫
瓉
殺
劉
虞
而
㨿
幽
州
葢
本
令

支
人
赤
峯
嶺
烽
火
山
漢
皆
令
支
地
也
或
瓉
之
先
後
族
属
而

瓉
則
焚
易
京
子
纉
亦
殺
于
屠
各
未
聞
故
吏
爲
收
塟
神
康
雖

不
知
其
故
爲
令
支
人
明
矣
何
必
以
援

莵
耶
許
莊
云
父
老

相
傳
城
西
有
謝
丞
相
墳
孟
宰
相
塜
因
無
顯
跡
不
敢
强
附
則

公
孫
之
顯
跡

莵
何
如
令
支
哉
均
之
爲
僣
僞
何
舍
近
而
之

逺
乎金

元
國
俗
以
逰
獵
爲
樂
且
以
習
武
事
故

史
有
㳺
幸
表

余
并
金
元
作
燕
幸
編
于
年
月
日
紀
之
亦
可
因
行
期
而
知
地

里
所
在
但
多
今
口
外
如
千
里
松
林
之

其
在
境
内
者
如
灤

河
石
嶺
諸
區
而
灤
志
有
長
春
廢
淀
在
州
西
百
二
十
里
舊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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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
城
廢
縣
地
卽
今
稻
地
集
西
舊
有
長
春
行
官
廼

蕭
太
后
所

建

渠
通
唐
溪
以
㳺
觀
昔
有
月
榭
風
亭
蓮
池
柳
岸
今
剥
落

飄
零
久
矣
又
名
大
定
淀
金
世
宗
時
改
名
至
今
居
民
猶
以
宫

上
名
云
余
考

長
春
宫
在
南
京
之
郊
其
有
長
春
河
則
在

水
之
川
而
北
者
乃
金
行
宮
也
新
州
志
編
年

幸
者
三
金
幸

者
四
如
果

之
宮
則
幸
不
惟
三
金
改
大
淀
爲
長
春
非
改
長

春
爲
大
定
也
其
幸
三
乎
巳
哉

景
宗
乾
亨
二
年
三
月
如
南
京
賞
牡
丹
遂
西
幸
聖
宗
綂
和

五
年
三
月
癸
亥
朔
幸
長
春
宫
賞
花
釣
魚
以
牡
丹
徧
賜
近
臣

歡
宴
畢
日
則
牡
丹
在
長
春
宫
宫
在
南
京
矣
七
年
二
月
乙
卯

幸
長
春
宮
十
二
年
三
月
壬
申
如
長
春
宫
觀
牡
丹
十
三
年
正

月
庚
午
如
長
春
宮
十
五
年
二
月
丙
申
朔
如
長
春
宫
十
七
年

正
月
乙
卯
朔
如
長
春
宫
其
駐
平
地
松
林
松
亭
山

外
也
太宗

天

顯

七

年

十

二

月

丁

巳

十

二

年

四

月

甲

申

會

同

八

年

七

月

乙

卯

景

宗

保

三

年

八

月

辛

卯

六

年

七

月

庚

申

聖

宗

綂

和

五

年

七

月

十

五

年

八

月

丁

酉

十

六

年

六

月

戊

子

二

十

年

八

月

二

十

九

年

秋

開

泰

三

年

七

月

乙

酉

朔

太

平

四

年

七

月

五

年

七

月

八

年

七

月

十

年

八

月

興

宗

重

熙

元

年

七

月

五

年

正

月

金
世
宗
大
定
十
八
年
正
月
壬
戍
如
春
水
二
月
丙
寅
朔
次
管

莊
丙
子
次
華
港
己
丑
還
宫
丁
未
以
春
水
詰
石
城
縣
令
不
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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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
職
石
城
春
水
者
幸
長
春
淀
也
二
十
年
正
月
己
巳
如
春
水
丙

子
幸
石
城
縣
行
宮
丁
丑
以
玉
田
縣
行
宫
地
偏
林
爲
御
林
大

淀
濼
爲
長
春
淀
而
有
長
春
宫
其
殿
曰
芳
明
二
月
丁
未
還
都

二
十
一
年
正
月
甲
子
如
春
水
戊
子
元

李
氏
卒
于
長
春
宫

二
十
四
年
正
月
戊
戍
如
長
春
宫
春
水
二
月
壬
申
還
都
三
月

壬
寅
如
上
京
二
十
六
年
正
月
甲
辰
如
長
春
宫
春
水
二
月
癸

酉
還
都
二
十
七
年
正
月
庚
戍
如
長
春
宮
春
水
二
月
乙
亥
還

都
越
二
年
主
殂
金
之
春
水
沿

捺
鉢
葢
必
地
坦
夷
四
方
二

三
十
里
木
多
榆
柳
時
出
校
獵
講
武
兼
受
南
宋
及
諸
國
禮
貢

國
主
牙
帳
以
槍
爲
硬
寨
用
毛
䋲
連
繫
每
槍
下
黑
氊

一
以

芘
衛
士
風
雪
槍
外
小
氊
帳
一
層
每
帳
五
人
各
執
兵
仗
爲
禁

圍
南
有
省
方
殿
比
約
二
里
曰
壽
寧
殿
皆
木
柱
竹
欀
氊
爲
葢

彩

韜
柱
錦
爲
壁
衣
加
緋
繡
額
黄
布
繡
龍
爲
地
障
窓
槅
皆

氊
傳
以
黄
油
絹
基
高
尺
餘
兩
廂
廊
廡
亦
氊
葢
無
門
戶
省
方

殿
北
有
鹿
皮
帳
帳
次
北
有
八
方
公
用
殿
壽

殿
北
有
長
春

帳
衛
以
硬
寨
宫
用
契
丹
兵
四
千
人
每
日
輪
畨
千
人
祗
直
禁

圍
外
卓
槍
爲
砦
夜
則
㧞
槍
移
卓
御
寢
帳
周
圍
拒
馬
外
設
鋪

傳
鈴
宿
衛
春
而
捺
鉢
正
月
上
旬
起
牙
帳
約
六
旬
國
主
方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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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二
十
四

十
六

天
鵞
未
至
設
氊
帳
河
上
宻

其
門

冰
竅

火
魚

凑
之

卽
垂
綸
罕
失
也
冰
泮
刳
木
爲
舟
長
可
八
尺
如
梭
曰
梭
船
施

一
槳
以
捕
渡
廣
則
方
舟
或
二
三
焉
冰
泮
乃
從
鷹
鶻
捕
鵝
鴈

必
擇
鵝
鶩
聚
處
晨
出
暮
㱕
從
事
弋
獵
其
侍
御
衛
士
皆
服
黑

緑
衣
僃
連
鎚
鷹
食
噐
剌
鵝
錐
各
一
具
于
濼
周
相
去
各
五
七

歩
排
立
主
冠
巾
衣
時
服
繫
玉
束
帶
于
上
風
望
有
鵝
處
舉
旗

探
騎
馳
報
逺
泊
鳴
鼓
鵝
驚
稍
騰
水
面
左
右
圍
騎

幟
麾
之

五
坊
擎
進
海
東
青
鶻
拜
授
于
主
放
之
鶻
擒
鵝
墜
勢
力
不
加

排
立
近
者
舉
錐
刺
鵝
急
取
腦
飼
鶻
救
鶻
人
例
賞
銀
絹
主
得

頭
鵝
薦
廟
群
臣
各
獻
酒
果

樂
更
酬
酢
致
賀
語
皆
挿
鵝
毛

于
首
以
爲
樂
賜
從
人
酒
徧
散
其
毛
弋
獵
網
釣
春

乃
還
世

宗
旣
殂
後
主
如
春
水
改
都
南
行
宮
爲
建
春
又
改
遂
城
行
宫

爲
光
春
而
長
春
不
書
矣
至
宣
宗
南
遷
而
都
入
于
元
焉
按
世

宗
賢
主
將
幸
金
蓮
川
薛
王
掾
梁
㐮
上
疏
極
諌
其
論
燕
都
居

庸
古
北
松
亭
榆
林
等

東
西
千
里
山
峻
相
連
近
在
皇
畿
易

于
㨿
守
皇
天
本
以
限
中
外
開
大
金
萬
世
基
而
設
也
太
康
畋

于
洛
汭
后
羿
拒
河
而
失
邦
魏
帝
拜
陵
近
郊
司
馬
懿

權
而

簒
國
隋
焬
海
陵
雖
惡
德
貫
盈
人
誰
敢
議
止
以
離
棄
宫
闕
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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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二
十
四

十
七

事
廵
征
其
禍
遂
速
此
皆
可
爲
殷
鍳
也
上
爲
罷
行
而
竟
常
幸

葢
䋲
祖
武
而
從
國
俗
爾
長
春
則
無
諌
者
非
若
金
蓮
之
逺
耳

元
改
燕
京
太
極
宮
爲
長
春
宮
以
居
丘
處
機
修
道
術
其
幸
上

下
兩
都
而
主
未

東
逰
明
之
成
祖
以
征
代
至
若
宣
宗
以
省

方
至
若
武
宗
以
逰
觀
至
正
德
十
三
年
四
月
朔
以
大
行
梓
宫

將
袝
塟
詣
天
壽
山
祭
告
六
陵
遂
徃
黄
花
鎭
宻
雲
等
處
㳺
獵

五
月
末
旬
還
京
余
居
喜
峰
傳
有
父
老
手
記
四
月
二
十
七
日

乙
未
駕
幸

灤
河
見
溪
流
沙
廻
遶
意
有
寳
物
命
中
宫
侍

從
取
之
得
異
珠
不
計
及
駕

土
人
徃
取
並
無
之
臨

命
家

將
六
十
員
名
護
出
口
外
酉
到
濃
津
嶺
止
回
宿
驗
馬
㕔
九
日

五
月
五
日
癸
卯
總
兵
馬
永
具
筵
太
監
張
永
佛
寳
等
侍
樂
工

孫
白
毛
供
唱
問
頭
上
白
不
知
下
頭
白
否
卽
令
屠
戸
閹
之
駕

遂
起
徃
建
昌
灤
州
舊
志
十
二
日
辰
時
駕
自
建
昌
至
偏
凉
汀

打
魚
乗
舟
順
風
三
里
許
至
北
釋
院
口
手
打
捕
竟
日
而
還
十

三
日
到
大
泝
河
佛
住
山
下
觀
魚
人
遂
號
爲
龍
泊
新
志
五
月

東
廵
狩
辛
亥
觀
魚
于
偏
凉
汀
駐
蹕
于
灤
城
癸
丑
觀
海
于
泝

河
如
舊
志
當
書
庚
戍
于
偏
凉
汀
辛
亥
泝
河
癸
丑
其
望
日
也

然
雖
漫
㳺
而
行
在
從
便
如

金
故
無
土
木
供
帳
之
侈
民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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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二
十
四

十
八

至
爲
煩
亂
焉

薊
鎭
忠
烈
廟
邉
路
多
廢
總
理
乃
合
祀
于
三
屯
以
都
督
死
者

孫
臏
未

爲
立
廟
但
搏
像
于
景
忠
山
三
忠
祠
後
寢
新
廟
成

舁
入
居
中
獨
坐
以
副
總
兵
而
下
旁
列
配
之
夫
臏
勅
予
祠
一

死
故
也
然
死
不
論
輕
重
迹
其
生
平
審
其
事
勢
而
槩
祀
之
曷

勸
哉
况
行
無
可
取
罪
不
足
贖
乎
明
制
待
陣
亡
最
隆
必
覈
其

所
死
宜
祠
乃
贈
謚
未

于
䘮
師
辱
國
者
而
槩
予
之
祠
也
自

正
綂
土
木
之
難
尙
有
區
别
是
後
邉
臣
諱
敗
多
以
㨗
聞
不
論

俘
死
逃
死
降
死
死
則
以
陣
亡
聞
其
濫
如
江
河
勢
不
可
挽
矣

如
近
日
苑
宗
儒
死
而
亦
予
之
祀
也
然
死
贈
官
則
在
國
制
臏

贈
光
祿
大
夫
矣
副
總
兵
承
勲
叅
將
傾
葵
贈
都
督
同
知
矣
以

國
制
考
之
功
臣
忠
臣
廟
制
不
以
生
前
爵
而
以
死
後
贈
者
爲

重
其
死
也
故
都
指
揮
使
馮
國
用
贈
郢
國
公
爲
東
序
第
一
僉

都
督
耿
再
成
泗
國
武
莊
公
次
之
叅
政
胡
大
海
贈
越
國
武
莊

公
爲
西
序
第
一
都
督
同
知
趙
德
勝
梁
國
公
次
之
此
國
初
事

也
及
宸
濠
之

孫
燧
都
御
史
許
逵
副
使
俱
贈
禮
部
尙
書
並

列
不
以
生
前
爵
而
□
死
後
贈
也
今
承
勲
傾
葵
所
贈
都
督
同

其
魏
祥
王
瑄
陳
乾
皆
叅
將
有
常
典
大
抵
都
督
銜
也
死
事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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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二
十
四

十
九

臏
前
而
贈
官
同
則
于
制
當
尊
于
禮
當
順
矣
惟
數
君
子
猶
然

在
旁
配
享
之
列
殊
違
典
制
不

但
知
生
前
事
而
不
知

後

禮
矣
當
别
孰
當
孰
否
乃
爲
知
禮
知
義
祀
座
題
主
官
衘
地
方

名
姓
塡
冩
錯
亂
亦
當
爲
之
一

嘉
靖
甲
寅
灤
州
知
州
王
維
川
刻
本
草
權
度
于
樂
亭
乃
淛
餘

姚
黄
孝
子
著
輯
也
通
州
知
州
董
漢
儒
刻
之
海
陵
樂
亭
又
刻

之
給
事
中
厲
汝
進
序
之

三
元
通
天
照
水
經
二
卷
不
著
作
者
名
氏
遵
化
牛
東
陽
號
了

義

㳺
易
水
上
受
之
異
人
旣
㱕
爲
人
相
宅
百
無
一
失
諸
名

公
巨
卿
延
致
之
無
虚
日
其
言
休
咎
如
指
掌
于
是
遷
安
黄
崖

梅
如
玉
不
逺
數
百
里
扣
之
忻
然
出
示
嘉
靖
中
如
玉
爲
河
内

尹
遇
邑
人
張
九
一
命
受
其
業
抄
藏
笥
中
其
訛
謬
字
畫
不
敢

輒
易
而
仍
舊
刻
之
凡
二
卷
盧
龍
韓
西
玄
詳
之
釐
四
卷

六
甲
軍
機
賦
許
莊
刻
于
灤
州
志
也
莊
纂
志
而
自
列
傳
爲
府

同
知
張
守
撰
稱
莊
經
書
外
天
文
地
理
陰
陽
戰
陣
律
吕
醫
卜

納
甲
星
平
象
演
莫
不
究
極
造
妙
然
觀
是
賦
可
知
葢
其
言
之

易
矣

女
伎
馬
氏
蓬

昌
黎
人
也
東
光
貢
士
劉
公
直
歷
禮
部
主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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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二
十
四

二
十

戸
部
郎
中
元
季
兵
火
宦
㳺
遇
昌
黎
娶
之
蓬

㓜
聰
慧
隨
父

讀
書
精
通
曆
數
天
文
洪
武
壬
申
差
内
臣
陳
二
仔
捧
寳
二
百

錠
四
表
裏
召
授
尚
宮
司
宮
正
授
冠
佩
縣
歲
給
俸
米
六
十
石

戊
寅
差
内
臣

和
賜
一
女
使
送
還

家
永
樂
卽
位
召
二
次

屡
賜
寳
楮
表
裏
官
其
子
政
爲
本
縣
儒
學
訓
導
終
身

凡
志
古
不
考
史
其
年
與
傳
多
不
合
如
裴
騫
仙
人
臺
記
太
康

三
年
爲
北
平
郡
五
車
王
所
㨿
則

之
太
康
非

之
太
康
也

時

西
爲
叚
氏
所
㨿
二
年
慕
容
渉
㱕
㓂
昌
黎
平
州
刺
史
鮮

于
安
破
之
矣
又
爲
安
北
將
軍
嚴
詢
敗
㱕
慕
容
連
敗
叚
氏
爲

平
州
属
國
所
服
何
以
言
㨿
也
葢
咸
康
三
四
五
年

爲
石
趙

攻
而
走
保
宻
雲
山
事
也
撫

盧
嶺
峰
有
七
王
山
亦
稱

王

者
皆
叚
遼
事
魏
史
盧
龍
嶺
葢
與
宻
雲
山
連
亘
不
逺
耳
令
支

界
崆
巄
山
有
淮
安
王
避
難
洞
石
上
有
大
安
五
年
字
可
辨
歷

稱
大
安
者
秦
苻
丕
元
年
慕
容
垂
建
元
不
稱
之
矣
是
年
燕
餘

巖
以
建
節
將
軍
叛
爲
慕
容
農
所
平
且
丕
卽
亡
無
五
年
也
惟

北
魏
大
安
四
年
則
高
宗
至

西
黄
山
宫
築
壇
記
行
或
五
年

有
刻
也
遼
道
宗
太
康
太
安
凡
十
年
無
事
且
未

東
㳺
也
淮

安
王
不
知
誰
其
避
難
無
考
或
僞
亂
僣
稱
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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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二
十
四

二
十
一

凡

記
題
名
于
廟
宇
中
嘉
靖
年
間
初
尚
古
風
文
雖
不
足
觀

而
實
則
有
足
重
如
生
員
或
儒
士
某
撰
或
吏
或
民
書
而
不
假

官
衘
及
代
筆
者
質
猶
存
也
今
則
以
官
爲
重
百
眞
一
二
矣
境

内
乃
有
虚
名
之
記
虚
文
之

爲
嘆
息
焉
而
原
其
故
以
觧
衆

疑景
忠
祠
記
嘉
靖
癸
未
兵
僃
熊
相
撰
稱
祀
四
君
子
諸
葛
岳
文

武

也
鎭
守
馬
永
所
創
未
搏
像
而
調
去
代
者
口
西
人
至
任

拜
元
君
祠
與
元
君
隣
因
至
祠
像
未
成
有
木
主
問
武
侯
何
人

以
亮
告
知
之
武

何
人
以
飛
告
知
之
至
文
文
山
及
名
告
不

知
矣
問
南
人
北
人
乎
曰
南
人
固
我
不
知
矣
問
何
時
曰
前
朝

人
至
武

王
告
者
不
敢
名
曰
此
今
定
國
公
祖
也
曰
徐
某
有

子
孫
奉
祀
不
宜
亦
分
三
人
食
去
之
或
以
記
四
人
告
而
不
知

何
爲
記
者
永
㱕
金
吾
先
告
定
國
遣
紀
綱
校
尉
軰
進
香
元
君

因
謁
祠
觀
像
急
矣
乃

像
于
扆
壁
爲
將
特
祀
抵
之
今
壁
剥

落
有
遺
迹
葢
雖
椎
可
鄙
不
爲
佞
可
恕
焉
但
徐
冐
虚
名
馬
若

虚

而
熊
爲
虚
言
皆
本
眞
而
成
假
矣

忠
義
廟

嘉
靖
丙
申
修
撰
屠
應
埈
撰
各
路
有
之
文
同
今
太

平

尚
存
廵
按
金
燦
與
同
郡
且
座
主
命
各
路
以
幣
請
文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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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二
十
四

二
十
二

且
謝
葢
千
金
以
此
名
耳
文
不
言
某
何
以

通
言
是
廟

某

寨
爲
某
帥
立
以
祀
官
軍
某
等
空
其
名
令
塡
之
如
太
平
路

塡
是
寨
爲

將
周
璿
所
守
之
廟
祀
官
軍
周
明
而
下
不
知
明

某
年
何
以

璿
乃
時
帥
非

者
有
路
竟
不
塡
不
知
何
以
立

葢
公
則
名
報
忠
義

則
實
報
恩
義
也

燕
出
長
人
東
北
古
爲
多
矣
如
慕
容
皝
七
尺
八
寸
垂
七
尺
四

寸
德
八
尺
二
寸
時
逢
陵
長
王
鸞
長
九
尺
腰
帶
十
圍
貫
甲

馬
不
由
磴
德
見
而
奇
之
賜
食
立

一
斛
至
元
魏
南
明
太
守

慕
容
叱
身
長
一
丈
腰
圍
九
尺
矣
則

盧
龍
節
度
盧
文
進
于

無
定
河
見
人
腦
骨
一
條
大
如
柱
長
可
七
尺
有
之
矣

明
大
漢
將
軍
三
屯
營
馬
玉
侍
衛
三
朝
語
在
母
節
婦
徐
氏
傳

時
有
與
同
選
口
西
人
尤
長
尺
餘
凡
選
侍
衛
必
兩
相
配
是
獨

班
無
對
腹
餘
十
圍
重
五
六
百
斤
爲
天
下
第
一
以
無
對
不

用
訪
玉
家
爲
具
餐
十
人
至
二
十
不
得
其
一
飽
城
中
或
十
戶

二
十
戶
合
爲
具
不
能
供
五
日
語
總
府
留
之
以
餉
之
難
而
去

至
冬
無
能
施
之
衣
而
凍
餒

于
燕
南
矣
是
後
大
將
軍
有
江

南
客
不
滿
三
尺
侈
罷
異
常
時
屯
城
臺
有
僧
軀
如
之
客
以

巳
善
視
焉
未

失
温
飽
乃
追
憐
巨
人
之
莩

而
不
如
侏
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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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二
十
四

二
十
三

易
爲
生
也
嗟
夫
無
論
世
間
但
燕
前
如
安
禄
山
其
重
三
百
五

十
斤
寵
任
至
爲
僞
帝
孟
業
至
于
千
斤
而
爲
幽
州
督
矣
是
人

徒
食
粟
必
才
無
可
用
倘
出
與
對
者
則
不
論
才
否
玉
爲
錦
衣

百
戸
而
彼
且
指
揮
之
耳
故
歷
舉
燕
長
人
種
姑
以
慕
容
家
告

之
若
契
丹
阿
保
機
其
靴
可
納
城
臺
僧
沒
頂
至
爲
僞
天
帝
傳

國
二
百
餘
載
長
人
富
貴
者
世
豈
少
乎
哉
是
人
至
餓

非
長

之
罪
也

舊
志
引
二
仙
及
縣
志
無
傳
昌
黎
仙
臺
山
後
有
石
洞
古
井
張

果
老
院
在
焉
石
碾
石
槽
遺
跡
尚
存
撫

縣
東
十
五
里
以
氏

河
爲
其
騎
驢
曾
陷
焉
其
飼
驢
石
槽
蹄
跡
宛
然
在
府
城
五
里

大
石
盤
礴
上
低
陷
如
之
其
墓
在
撫

縣
東
南
七
十
里
韓
湘

與
果
老
栖
仙
臺
山
常
對
奕
今
有
仙
人
奕
石
脚
迹
石
盤
文
甚

古
又
觀
音
洞
石
壁
上
有
韓
仙
眞
影
世
傳
修
仙
辭
鄉
遺
狀
云

墓
在
昌
黎
城
西
南
八
里
果
老
弗
問
矣
邇
者
縣
令
刻
藍

記

瑶
華
帝
君
韓
若
雲
自
撰
云
文
公
集
其
弟
滂
墓
志
銘
支
系
甚

明
其
詩
左
遷
至
藍

示
姪
孫
湘
是
記
以
公
爲
叔
而
父
其
伯

祖
會
會
無
子
而
有
子
湘
有
父
而
無
父
矣
竟
篇
言
吕
洞
賓
七

度
之
成
道
及
諸
與
㳺
拾
得
軰
未

與
張
果
老
㳺
北
至
五
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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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四

山
未

言
入
燕
也
則
昌
黎
縣
之
仙
迹
視
斯
記
自
辨
矣

莊
社
記
契
丹
時

興
軍

者
行
貨
路
收
一
卵
于
篋
㱕

置
錦
嚢
繫
臍
不
月
餘
出
蛇
如
簮
飼
之
以
肉
每
出
篋
之
便
飼

漸
長
盈
丈
圍
將
尺
許

雖
傾
篋
居
之
而
力
不
能
任
矣
乃
縱

之
野
任
其
自
食

命
以
名
曰
于
雅
撫
首
示
不
忍
别
雅
如
人

戀
戀
然
但
不
能
言
而
去
後
數
歲
益
大
始
食
野
禽
繼
而
噬
人

有
司
制
之
無
策
乃
聞
于
契
丹
榜
募
能
捕
者

知
其
必
雅
乃

應
募
而
抵
放
處
呼
其
名
而
至
叙
故
舊
而
數
其
罪
蛇
俛
首
伏

誅
其
血
流
及
近
材
土
石
悉

紅
而
莊
以
名
莊
老
以

能
施

恩
除
害
而
祀
之
雅
能
知
恩
服
罪
而
配
焉
是
歲
里
人
修
祠
落

之
記
其
歲
月
金
至

元
年
仲
秋
辛
卯
興
平
路
猛
安
蒲
察
孟

里
記
或
以
雅
知
罪
伏
辜

憐
而
塟
之
而
以
昌
黎
古
蹟
城
酉

北
三
十
里
蛇
皮
王
墓
是
雅
之
塟
處
也
殊
謬
今
李
遇
甫
以
記

示
余
余
謂
或
人
寓
言
也

養
患
而
除
之
尚
不
足
以
贖
罪
雅

肆
害
而
誅
焉
可
與
其
知

哉
孟
里
之
記
謬
矣
遇
甫
則
曰

雖
失
之
始
而
能
問
罪
以
正
厥
終
雅
雖
失
之
終
而
能
悔

以

報
其
始
視
養
虎
而
反
噬
不
亦
大
有
間
乎
且
今
莊
人
歲
賽
而

牢
不
可
破
矣
請
齊
諧
爲
存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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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五

石
門
子

天
仙
廟
有
神
燈
二
盞
正
德
年
間
盗
去
其
一
今
更

深
入
百
歩
外
望
有
燈
近
前
並
不
見
之

嘉
靖
壬
子
路
軍
馬
文
章
徃
玉
王
峪
日
未
沒
忽
見
白
髮
翁
尾

之
疑
爲
怪
石
擊
之
不
見
而
見
群
雞
數
百
遍
山
逐
之
皆
入
地

而
山
皆
銀
矣
章
以
爲
鉛
鍚
携
數
片
而
去
至
峪
投
郭
銀
家
辨

之
銀
以
鉛
錫
紿
之
因
追
所
自
出
章
具
以
實
對
銀
遂
宻
運
數

夜
閉
戶
煉
爲
錠
家
婢
宻
持
小
錠
與
隣
家
婢
曰
吾
家
多
多
隣

知
亦
盗
取
之
久
而
土
人
報
路
將
撫
按
以
上
聞
癸
丑
遣
錦
衣

衛
千
戸
取
年
有
半
而
撫
按
徃
臨
公

取
用
益
多
民
不
勝
困

恐
爲
地
方
患
因
報
絶
産
而
罷
遂
塞
之
上
立
廟
鎭
壓
至
今
毋

敢
盗

漢
兒
莊
南
山
鑛
洞
奉
禁
矣
而
土
人
傳
莊
北
有
䜟
云
東
一
箭

西
一
箭
萬
兩
黄
金
沒
人
見
有
人
見
普
救
九
州
十
八
縣
陳
逰

擊
觧
云
一
箭
者
地
百
歩
外
也
東
西
常
谷
間
南
山
一
箭
地
人

常
言
有
寳
氣
乃
以
取
煤
爲
名
役
兵
二
百
餘
人

洞
年
餘
黑

石
不
成
煤
或
告
宜
一
祭
取
其
餕
犒
兵
再
三
告
不
忍
予
苐
務

必
得
之
而
莊
西
南
隔
河
里
許
盗
鑛
者
露
爲
三
屯
營
守
僃
魏

文
舉
宻
獲
十
二
䭾
又
搜
南
覺
寺
盗
首
孫
南
華
掘
地
得
百
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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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六

斤
以
數
十
斤
報
官
盗
首
前
建
昌
胡
總
兵
幕
客

爲
領
六
寳

峪
鑛
徒
習
矣
乃
荐
之
總
理
府
不
得
意
而
領
舊
徒
爲
此
文
舉

貪
鄙
旣
贏
而
寳
復
益
之
南
華
書
生
乃
爲
徒
勞
謫
戍
子
宻
雲

㳺
擊
亦
徒
勞
人
力
因
無
以
觧
人
口
罷
官
鉅
萬
人
益
疑
之
中

路
恊
守
覊
留
之
索
鑛
百
斤
乃
出

金
五
百
奉
之
皆
爲
此
䜟

誤
也

遷
安
縣
西
十
五
里
官
寨
莊
北
先
銀
杏
二
株
可
七
八
抱
成
化

間
莊
民
韋
氏
鋸
其
一
以
爲
奩
具
流
汁
似
血
鳴
數
夜
乃
止
其

家
遂
滅
一
存
十
數
抱
蔭
蔽
二

餘
七
家
嶺
驛
西
南
郭
家
莊

西
有

連
抱
乃
銀
杏
也

愼
侍
御
蒙
云
予
將
至
永
平
有
七
家
嶺
驛
一
夕
霧
氣
凝
聚
起

視
田
野
山
川
皆
如
霜
霰
著
草
木
枝
葉
堅
厚
紏
結
比
雪
特
重

俗
呼
爲

掛
自
豐
潤
至
此
凡
兩
見
焉
或
曰

掛
必
有
其
應

不
徒
然
也

仙
臺
山
半
絶
壁
間
有
龍
潭
洞
潭
在
洞
中
去
地
九
丈
餘
下
臨

絶
壑
洞
中
可
容
三
百
人
舊
有
石
梯
欄
杆
共
一
百
一
級
可
以

逹
洞
級
甚
窄
但
容
半
足
縁
附
而
登
不
可
轉
視
隆
慶
二
年
爲

龍
所
毁
雷
霆
風
雨
逼
水
齊
山
巨
石
如
剥
扒
去
中
間
數
十
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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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七

壓
覆
巖
下
寺
宇
十
餘
間
僧
皆
走
避
無
傷
者
後
移
置
寺
于
下

百
歩
今
之
登
者
則
以
巨
繩
上
繫
洞
門
大

援
之
而
登
然

而
得
至
者
少
矣
以

下

二

條

昌

張

莊

臨

記

龍
潭
下
百
歩
曰
山
心
洞
之
下
有
巨
石
大
如
夏
屋
石
底
有
穴

可
容
百
人
石
南
面
有
字
大
如
盃
其
文
曰
大
定
乙
未
歲
北
平

牧
高
侯
貳
車
王
公
同
游
衟
者
山
明
日
登
聖
居
巖
巳
而
窮
幽

絶
勝
嘯
歌
磅
礴
不
減
唐
晉
名
流
賓
從
請
磨
崖
以
記
顧
謂
下

客
王
宻
書
之
峕
四
月
初
吉
也
其
西
面
有
大
字
如
斗
曰
獨
立

不
懼

金
明
昌
間
樂
邑
有
裴
宗
智
善
篆
書
貞
祐
末
有
張
守
謙
善
屬

文
皆
見

刻
似
有
學
者
裴
稱
秀
巖
居
士
張
號
天
倪
老
人
略

不
見
有
名
位
殆

民
者
流
歟

洪
武
錄
載
旌
表
樂
亭
韓
孝
子
而
竟

其
名
惜
哉

樂
亭
縣
治
徃
有
怪
居
者
憚
之
成
化
間
冡
宰
尹
公
聞
其
事
會

缺
尹
乃
於
辛
丑
進
士
中
擇
才
望
有
福
德
者
知
縣
事
得
沁
水

李
瀚
仍
擇
欽
天
監
官
善
術
者
偕
徃
及
至
監
官
視
之
曰
是
在

譙
樓
時
譙
樓
建
置
久
矣
撤
之
果
得
一
巨
蛇
圍
可
尺
許
監
官

呪
之
設
大
罈
于
□
蛇
卽
俛
首
入
内
曰
未
可
殱
也
乃
宻
封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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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八

人
舁
于
海
又
壁
間
掘
一
女
屍
不
知
何
時
顔
色
如
生
出
而

之
怪
遂
息
李
任
滿
擢
御
史
官
至
尙
書
壽
幾
九
袠
果
符
福
德

之
相
尹
公
信
知
人
哉
監
官
之
術
亦
竒
矣
惜

其
名

張
住
石

場
人
其
先
有
積
惡
者
及
住
父
益
不
爲
善
住
好
左

道
舉
家
從
之
聚
衆
邪
說
有
遊
僧
明
果
等

至
其
家
誑
以
妖

術
住
信
之
一
日
住
令
家
屬
咸
飮
藥
跪
于
地
手
刃
之
以
爲
升

天
也
計
父
母
妻
子
及
姊
妹
輩
共
十
七
人
止
一
姪
獲
免
時
嘉

靖
甲
子
事
聞
當
道
立
杖
斃
之

隆
慶
巳
巳
海
漁
人
捕
一
巨
魚
約
十
餘
斤
曰
此
骨
鱗
魚
也
是

時
無
歲
不
有
邊
警
說
者
謂
魚
負
鱗
甲
兵
象
也
不
常
有
者
而

捕
之
鯨
鯢
其
頓
息
乎
自
此
□
不
犯
邊
者
十
餘
年
萬
曆
癸
巳

漁
人
又
捕
一
骨
鱗
長
六
尺
餘
約
重
六
七
十
斤
巨
口
尖
尾
皮

鯊
魚
狀

鮫
鱕
有
骨
鱗
五
行
鱗
如
酒
盃
春
如
劍
漁
人
曰

此

白
之
老
所
未
覩
者
較
之
隆
慶
年
所
獲
直
小
介
耳

張
佃
樂
亭
城
西
人
素
不
孝
視
父
母
如
□
罵
詈
無
不
至
一
日

持
鐝
擊
其
父
父
趨
避
獲
免
後
外
出
至
玉
田
兩
家
店
日
暮
投

舘
陰
雲
四
合
雷
電
厲
甚
佃
亦
恐
同
行
四
人
避
入
舍
佃
藏
于

窔
間
忽
黑
雲
如
葢
若
有
神
拉
佃
戸
外
□
死
同
行
及
舘
人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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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九

一
傷
者
時
萬
曆
初
年
事
也

崇
禎
壬
申
三
月
有
大
魚
長
九
丈
浮
于
縣
南
海
濱
氣
蒸
如
霧

三
日
而
死
近
海
居
人
乗
舟
桴
取
其
骨
肉
煑
油
家

百
斤
旬

日
方
盡
其
脊
骨
如
棟
其
脇
骨
如
椽
至
今
猶
有
存
者
然
不
知

其
爲
何
魚
也
後
又
有
一
大
魚
復
至
其
處
土
人
爭
取
之
魚
□

䰇
鼓
鬛
兩
目
如
雙
日
噴
沫
如
雨
吐
氣
若
雲
翻
波
捲
浪
舟
幾

爲
覆
而
已
不
知
何
徃
矣
今
近
海
之
人
猶
有
親
睹
而
能
詳
之

者
張

莊

臨

記

順
治
丁
酉
灤
州
倴
城
民
獲
鴈
色
赤
如
硃
雙
目
俱
絳
項
繫
金

牌
有
元
狩
年
號
驚
以
爲
神
釋
之

戊
戌
冬
十
二
月
六
日
午
仙
臺
山
右
肩
崩
墜
大
石
如
巨
屋
千

仞
而
下
凡
所
衝
擊
無
論
大
小
萬
石
齊
落
聲
如
轟
雷
砂
土
冲

霄
損

萬
株
至
次
年
巳
亥
三
月
六
日
自
山
半
名
吊
砂
口
復

隕
巨
石
如
前
損
中
庵
屋
垣
入
前
層
屋
復
自
屋
破

而
出
蓋

其
衝
之
小
石
也
猶
大
于
斗
凡
合
抱
之
木
當
之
者
無
不
糜
碎

墜
石
固
山
之
常
但
連
墜
巨
石
則
亦
異
矣
張

莊

臨

記

永
平
府
志
卷
之
二
十
四
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