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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　

三
百
四
十
九

詔
安
縣
志
卷
之
四

建
置
志

春
秋
凡
用
民
必
書
其
越
禮
不
度
非
時
動
衆
者
固
所
當

戒
卽
城
向
城
防
諸
役
亦
勤
記
載
重
勞
民
也
詔
安
面
海

背
山
鎻
漳
引
粤
城
池
禦
暴
公
署
臨
民
坊
表
樹
風
倉
厫

積
榖
𨿽
一
木
一
石
皆
勞
民
力
然
而
建
邑
設
官
其
制
不

可
輕
也
況
有
橋
梁
有
陂
塘
失
時
不
修
何
以
通
往
來
資

灌
漑
哉
故
壞
者
宜
整
淤
者
宜
疏
及
時
以
圖
民
不
大
困

若
因
循
補
苴
逮
于
傾
圮
崩
頺
𨿽
有
良
牧
不
得
不
重
苦

我
父
老
子
弟
爲
矣
至
港
皆
官
渡
而
爲
私
渡
市
無
官
稅

而
有
私
稅
扶
墜
砥
流
更
當
與
施
䘏
之
典
奠
居
之
方
並

宜
加
意
至
于
祠
廟
寺
觀
不
惟
神
道
設
敎
而
且
祀
事
攸

關
有
其
舉
之
孰
可
廢
乎
作
建
置
志

城
池

繭
而
絲
之
是
龜
腐
于
蟻
而
甲
歸
鑚
也
保
而
障
之
是

螳
怒
其
臂
而
車
可
式
矣
𨿽
然
天
險
不
可
升
也
地
險

山
川
丘
陵
也
王
公
設
險
以
守
其
國
古
今
無
湮
制
焉

前
朝
鄧
㓂
之
變
漳
屬
盡
遭
蹂
躪
詔
民
獨
免
茶
毒
者

固
守
城
池
之
力
也
海
氛
剝
膚
莫
之
能
禦
得
非
與
民

效
死
之
道
未
之
講
乎
是
以
堞
如
飛
雉
濠
若
貫
虹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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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　

三
百
九
十
二

形
之
高
深
也
大
師
惟
垣
衆
志
成
城
無
形
之
高
深
也

完
其
有
形
而
固
其
無
形
是
在
操
繭
絲
保
障
者
之
責

也
志
城
池

詔
安
縣
城
池
唐
埀
拱
初
玉
鈐
將
軍
陳
元
光
率
裨
將
許

天
正
等
綂
兵
距
㓂
于
此
在
宋
爲
南
詔
塲
置
西
尉
主
之

後
又
爲
沿
邊
廵
簡
寨
俱
土
堠
木
栅
元
至
正
甲
午
右
丞

羅
良
命
屯
官
陳
君
用
砌
築
石
城
六
百
四
十
五
丈
高
一

丈
二
尺
東
臨
溪
西
南
北
依
山
鑿
乾
濠
而
已
明
初
置
爲

把
截
所
尋
罷
正
綂
十
四
年
鄧
㓂
猖
獗
漳
㓂
乘
之
攻
圍

八
閱
月
耆
老
許
尙
端
涂
膺
等
與
衆
力
禦
之
旣
而
潮
兵

救
至
城
賴
以
全
弘
治
十
七
年
調
南
詔
守
禦
千
戸
所
始

拓
城
西
偏
而
廣
之
砌
以
石
圍
一
千
三
百
六
十
丈
高
一

丈
六
尺
嘉
靖
九
年
設
縣
遂
爲
縣
城
十
二
年
知
縣
何
春

二
十
八
年
知
縣
李
尙
理
皆
重
修
三
十
七
年
知
縣
龔
有

成
增
高
城
垣
三
尺
設
垜
子
九
百
六
十
二
築
東
西
南
門

月
城
敵
臺
五
座
虛
臺
一
座
窩
舖
八
座
浚
濠
深
濶
各
二

丈
四
周
半
通
海
潮
四
十
二
年
知
縣
梁
士
楚
加
築
外
城

周
圍
一
千
二
百
餘
丈
又
築
西
關
城
三
百
餘
丈
外
內
壯

固
邑
人
賴
之
承
平
日
乆
居
民
多
築
室
濠
上
爲
市
舍
崇

禎
八
年
知
縣
王
政
岐
奉
文
淸
濬
拆
濠
舍
數
百
餘
間
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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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　

三
百
七
十
四

□
濠
潮
水
復
通
十
年
署
印
通
判
朱
綂
鈨
復
增
城
濬
濠

仍
申
嚴
禁
不
許
向
後
再
佃
起
葢
明
弘
治
中
邑
人
許
判

有
拓
城
記
崇
禎
間
邑
人
沈
起
津
有
修
城
記
俱
見
藝
文

志懸
鍾
所
城
池
在
詔
安
縣
四
都
明
洪
武
三
十
年
江
夏
侯

周
德
興
奉
詔
建
置
周
圍
五
百
五
十
丈
砌
以
條
石
垣
面

廣
一
丈
高
二
丈
女
墻
八
百
六
十
一
窩
舖
一
十
五
東
西

南
北
四
門
上
各
有
樓
其
東
西
二
門
阻
海
北
門
通
路
南

門
塞
之
環
海
爲
濠
嘉
靖
四
十
二
年
十
月
倭
賊
䧟
城
隆

慶
六
年
重
修
增
月
城
三
座
垜
子
六
十
個
窩
舖
一
十
座

此
詔
安
邑
所
城
池
之
始
末
也
所
城
建
自
明
初
勲
臣

奉
命
以
主
其
事
百
堵
偕
興
萬
民
子
集
功
成
不
日
固

易
易
也
縣
城
則
始
以
木
栅
土
堠
繼
易
以
石
漸
次
開

拓
增
修
規
制
粗
備
經
之
營
之
歷
數
百
年
拓
城
增
城

各
有
記
述
夫
豈
易
得
此
高
深
哉

興
朝
甲
午
城
遭
㓂
毁
丙
申
知
縣
歐
陽
明
憲
重
建
鳩

工
于
創
痍
未
起
之
時
竣
事
于
鴻
鴈
哀
嗸
之
日
其
艱

難
百
倍
前
人
竟
未
有
誌
其
事
于
片
石
者
追
遡
其
年

尙
非
久
遠
而
問
之
兵
工
胥
吏
俱
失
其
籍
莫
可
稽
考

以
登
志
書
會
通
邑
紳
士
請
秩
瞽
宗
共
稱
明
憲
于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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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　

三
百
五
十
五

未
奉
簡
書
卽
知
㓂
墮
漳
屬
名
城
此
邦
甌
脫
自
燕
邸

請
大
帥
與
公
車
孝
廉
陳
學
師
萬
里
隨
軍
畫
保
完
築

縣
城
以
徼
肆
赦
全
活
比
至
則
四
望
暴
骨
如
山
榛
莾

鳥
飛
不
下
徒
跣
疾
呼
乃
鵠
面
鳩
形
之
子
弟
聞
義
來

集
忍
死
操
作
而
百
雉
十
旬
以
告
竣
絶
處
逢
生
次
壁

壘
籬
落
又
次
坊
市
㕓
井
于
時
扶
傷
救
死
稍
聞
犬
吠

雞
聲
凍
雨
凝
陰
侯
尙
柴
車
露
處
老
弱
擕
扶
慰
藉
丁

夫
攀
負
委
輸
光
景
猶
在
目
也
摻
摻
血
㾗
無
時
不
爲

防
餉
買
糴
府
米
解
運
權
宜
借
支
等
役
秃
卒
瘏
之
指

爪
哀
哀
抗
牒
亦
何
時
不
爲
𨛦
城
增
築
八
旗
營
房
雲

霄
鎭
城
建
置
殞
當
塗
之
涕
淚
𨿽
其
間
阡
陌
循
省
經

營
亦
時
與
子
衿
論
講
道
藝
澤
宫
烈
日
淒
風
明
倫
堂

塊
土
耳
侯
不
翅
蒿
目
摧
肝
與
掌
敎
躬
親
拮
据
而
精

思
宻
算
所
及
亦
噐
仗
金
湯
儼
如
洵
顧
復
喣
咻
惟
力

而
綢
繆
鎻
鑰
兼
優
者
也
因
節
載
其
詞
旣
足
見
直
道

之
在
人
心
而
亦
以
知
歐
陽
明
憲
有
功
于
此
邦
之
建

置
凡
公
署
學
宫
皆
出
其
手
非
止
重
建
邑
城
一
事
云

爾
公
署

建
城
以
衛
民
社
立
署
以
列
官
聯
職
業
攸
存
殊
非
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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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　

三
百
八
十
五

廬
傳
舍
云
爾
也
叔
孫
𨿽
一
日
必
葺
館
而
後
行
第
五

倫
𨿽
一
宿
必
灑
掃
其
地
而
後
去
諸
葛
井
竈
謝
元
履

屐
自
古
大
豪
傑
之
作
用
正
妙
在
微
細
處
不
滲
漏
耳

而
況
官
署
乎
懼
切
埀
堂
思
深
閉
閤
心
無
愧
于
屋
漏

職
有
戒
于
榱
崩
三
年
而
貽
百
年
之
謀
召
棠
吟
芾
一

世
而
畱
萬
世
之
澤
郇
雨
歌
膏
皆
公
署
中
事
也
不
敢

傳
舍
公
署
者
還
從
不
傳
舍
其
官
始
此
修
志
意
也
志

公
署

詔
安
縣
公
署
明
嘉
靖
十
年
設
通
判
陳
賢
董
其
役
合
漳

南
道
府
舘
故
地
并
材
木
而
爲
之
前
堂
扁
曰
牧
愛
後
堂

扁
曰
鳴
絃
前
堂
之
西
爲
典
史
㕔
後
堂
之
後
爲
知
縣
廨

東
爲
吏
舍
西
爲
典
史
廨
儀
門
之
東
爲
土
地
祠
西
爲
監

房
凡
事
草
創
而
已
十
二
年
知
縣
何
春
改
建
典
史
廨
二

十
一
年
知
縣
尤
敷
改
建
大
門
壘
石
爲
臺
搆
重
樓
其
上

左
鐘
右
皷
而
空
其
中
扁
曰
超
然
二
十
四
年
知
縣
廖
暹

闢
𨻶
地
作
保
𨤲
坊
以
障
于
縣
廨
之
後
扁
曰
詔
安
縣
二

十
八
年
知
縣
李
尙
理
廢
保
𨤲
坊
以
協
向
明
之
義
剷
前

衢
之
高
而
取
其
羡
土
以
補
廨
舍
之
卑
于
是
前
平
直
而

後
爽
塏
二
十
八
年
添
設
捕
盜
主
簿
改
建
吏
舍
卽
其
地

而
建
廨
焉
四
十
三
年
知
縣
梁
士
楚
以
吏
舍
旣
改
爲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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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　

二
百
七
十
三

簿
廨
皆
寄
宿
民
間
不
便
乃
擴
主
簿
衙
後
地
爲
之
六
房

始
有
棲
身
之
所
而
綂
體
亦
不
混
矣
崇
禎
七
年
甲
戍
知

縣
王
政
岐
更
高
前
堂
三
尺
葺
損
壞
而
新
之
翼
以
石
欄

拓
縣
東
爲
寅
賓
舘

國
朝
甲
午
年
㓂
毁
縣
治
丙
申
年
知
縣
歐
陽
明
憲
重
建

吏
舍
規
模
不
同
昔
日
繪
圖
卷
首
庭
宇
井
然
𨿽
歷
任
各

有
增
置
而
堂
皇
實
開
于
歐
陽
明
憲
云

申
明
亭

舊
在
大
門
外
東
毁
廢
康
熙
二
十
九
年
知
縣
秦
炯
重

建
于
大
門
照
墻
之
次

旌
善
亭

舊
在
大
門
外
西
今
廢

典
史
衙
署

坐
縣
堂
西
因
漳
南
道
分
司
舊
址
增
拓

漳
潮
分
界
廵
簡
司

舊
在
縣
治
西
二
十
五
里
明
正
德
十
五
年
自
五
都
徙

置
初
未
有
廨
署
卽
庵
堂
居
之
嘉
靖
二
十
七
年
掌
縣

同
知
龍
遂
建
今
廢
移
廨
縣
城
東
門
內

洪
淡
廵
簡
司

元
設
于
四
都
之
沔
洲
明
洪
武
二
十
年
徙
五
都
北
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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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　

二
百
三
十
九

嘉
靖
二
十
七
年
知
府
盧
璧
修
隆
慶
六
年
知
府
羅
靑

霄
重
修
今
廢

金
石
廵
簡
司

元
設
于
龍
巖
縣
聚
寶
里
明
洪
武
二
十
年
徙
五
都
山

東
社
嘉
靖
二
十
七
年
知
府
盧
璧
修
隆
慶
六
年
知
府

羅
靑
霄
重
修
今
廢

南
詔
驛

在
縣
城
東
門
內
宋
初
爲
臨
水
驛
在
北
關
外
站
前
地

明
洪
武
初
建
改
名
爲
南
詔
驛
嘉
靖
一
十
九
年
知
府

盧
璧
修
今
毁
移
廨
縣
治
東
公
衙
門
後

陰
陽
學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醫
學

舊
在
縣
西
南
今
廢
　
　
　
舊
未
設

公
衙
門

坐
南
門
內
東
唐
將
軍
廟
之
右
新
設

漳
南
道

舊
在
縣
治
右
明
隆
慶
五
年
僉
事
梁
士
楚
改
爲
團
練

道
前
豎
二
木
坊
左
扁
安
攘
重
地
右
扁
貞
肅
明
臺
後

仍
爲
漳
南
道
今
廢

府
舘前

志
云
昔
爲
老
子
宫
在
縣
城
北
舊
在
城
西
卽
典
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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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　

二
百
二
十
一

衙
後
遷
北
門
今
廢

坊
表

坊
者
表
也
樹
之
衢
道
識
以
姓
名
本
表
厥
宅
里
之
意

表
賢
如
通
德
表
貴
如
鳴
珂
並
行
而
不
廢
焉
然
賢
賢

少
而
貴
貴
多
一
以
樹
風
聲
一
以
耀
觀
瞻
有
志
者
宜

何
取
乎
志
坊
表

關
帝
坊

在
西
關
內
朱
文
公
祠
左
帝
廟
坐
西
朝
東
坊
坐
北
朝

南
坊
陰
扁
正
氣
行
空
四
字

省
元
坊

在
北
街
爲
宋
省
試
第
一
名
沈
子
眞
立

奪
錦
世
科
坊

在
舊
倉
前
街
爲
舉
人
許
潜
許
判
許
𨕖
立

天
寵
重
褒
坊

在
舊
南
詔
驛
東
爲
封
戸
部
主
事
中
憲
大
夫
知
府
沈

璽
立

冋
卿
貤
典
坊

在
東
門
大
街
爲
封
大
僕
寺
寺
丞
胡
淸
立

父
子
進
士
坊

在
縣
前
街
爲
明
嘉
靖
丙
辰
胡
文
萬
曆
丁
丑
胡
士
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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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　

二
百
○
六

立
誥
勅
申
貤
坊

在
舊
南
詔
驛
西
爲
贈
知
縣
加
知
州
沈
一
鯉
立

春
官
邦
伯
坊

在
西
街
爲
甲
戌
科
進
士
沈
鈇
立

世
恩
坊

在
東
北
街
爲
知
縣
許
潜
封
知
縣
許
彥
同
知
許
判
通

判
許
𨕖
許
繼
榮
欽
依
守
備
許
瀚
立

百
歲
坊

在
北
關
內
爲
𠜍
帶
壽
民
沈
仲
𨕖
立

恩
榮
坊

在
南
關
外
接
官
亭
爲
士
人
沈
種
妻
黃
氏
立
知
縣
薛

大
章
題
柱
曰
心
堅
金
石
凌
霄
漢
節
凛
氷
霜
映
海
霞

都
憲
經
略
坊

在
寶
橋
爲
都
察
院
經
歷
葉
亹
立

進
士
坊

在
厚
廣
爲
明
正
德
辛
未
科
李
旦
立

品
恩
光
坊

在
古
林
舖
爲
左
布
政
進
階
從
一
品
陳
天
資
立

屺
岵
興
瞻
恩
綸
薦
錫
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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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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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　

二
百
二
十
九

在
赤
坑
山
爲
封
戸
部
郞
中
沈
璽
配
安
人
葉
氏
立

鬱
蒼
佳
氣
坊

在
竹
港
爲
癸
丑
進
士
戸
部
主
事
林
而
興
立

旌
義
坊

在
五
都
烏
石
埔
明
嘉
靖
中
爲
鄕
人
朱
羽
伯
同
子
朱

用
朱
秀
殺
倭
陣
亡
建

聯
芳
坊

在
五
都
張
塘
鄕
御
史
崔
爾
進
爲
明
萬
曆
乙
酉
科
張

敏
子
戊
午
科
張
作
範
改
名
廷
範
立

保
𨤲
坊

明
嘉
靖
二
十
四
年
知
縣
廖
暹
建
于
縣
廨
之
後
二
十

八
年
知
縣
李
尙
理
廢
詳
公
署
志

閩
粤
之
交
坊

在
舊
漳
潮
分
界
廵
簡
司
前
知
縣
李
尙
理
龍
溪
知
縣

林
松
仝
立

儒
林
坊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俊
坊

在
南
門
大
街
今
廢

倉
厫

按
周
禮
掌
粟
入
之
藏
與
後
代
立
常
平
之
法
𨿽
待
邦

用
濟
民
生
稍
有
不
同
然
遇
豐
則
貯
遇
歉
則
頒
視
諸



 

詔
安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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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四

建

置

　
　
　
　
十
一
　

二
百
六
十
五

孟
冬
修
囷
務
積
季
春
𤼵
廪
賜
貧
其
意
總
與
月
令
符

也
詔
邑
舊
有
預
備
社
倉
猶
師
古
意
叠
遭
㓂
氛
以
來

盡
燬
無
存
今
　
國
家
慮
天
行
不
測
民
食
維
艱
已
令

有
司
勸
捐
按
年
積
榖
復
開
納
粟
之
例
廣
貯
備
荒
不

計
收
藏
將
槩
置
之
露
積
其
可
乎
志
倉
厫

預
備
倉

在
南
詔
倉
內
之
東
舊
爲
際
畱
倉
明
嘉
靖
十
三
年
知

縣
吳
桂
添
設
二
十
八
年
知
縣
李
尙
理
重
修
改
爲
預

備
倉
貯
官
榖
今
毁

南
詔
倉

在
舊
驛
後
明
弘
治
十
八
年
建
有
監
收
㕔
及
斗
級
房

東
西
二
厫
知
縣
李
尙
理
改
并
貯
際
畱
倉
糧
米
今
毁

社
倉舊

在
縣
署
內
今
廢

懸
鍾
倉

在
本
所
明
洪
武
二
十
一
年
千
戸
毛
麟
建
厫
五
曰
積

曰
廣
曰
盈
曰
滿
曰
盛
爲
門
二
十
有
一
舊
名
常
積
後

改
名
懸
鍾
崇
禎
間
猶
存
積
字
一
厫
今
盡
毁

銅
山
倉

在
本
所
東
今
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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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　

三
百
四
十
六

預
備
新
倉

在
縣
治
儀
門
內
左
共
五
間
南
向
中
爲
監
收
㕔
倉
右

另
建
一
門
西
向
扁
曰
預
備
倉
康
熙
二
十
九
年
四
月

知
縣
秦
炯
建

預
備
南
倉

在
預
備
新
倉
南
共
五
間
新
倉
南
向
南
倉
北
向
康
熙

二
十
九
年
七
月
知
縣
秦
炯
添
建
有
記
見
藝
文
志

論
曰
倉
厫
之
設
其
用
有
二
一
儲
糈
以
養
兵
一
積
榖

以
賑
民
葢
有
城
無
兵
城
何
以
衛
有
兵
無
食
兵
何
以

強
此
旣
建
城
池
必
置
倉
厫
也
詔
城
特
設
防
營
而
南

接
南
澚
鎭
北
接
雲
霄
汛
東
連
銅
山
懸
鍾
二
所
五
營

相
爲
犄
角
縣
額
歲
收
課
米
若
干
卽
以
支
給
各
營
兵

糈
此
葢
以
飽
待
饑
以
無
事
待
有
事
古
人
衣
　
苞
桑

綢
繆
未
雨
之
至
計
然
方
收
于
民
卽
支
給
與
兵
歲
鮮

畱
貯
所
以
爲
倉
厫
慮
者
猶
未
爲
難
惟
備
賑
之
榖
盈

萬
累
千
久
貯
于
倉
易
致
紅
腐
欲
久
藏
而
無
朽
必
出

陳
以
易
新
而
一
出
一
入
之
間
滋
名
存
實
亡
之
弊
吾

欲
呼
倉
人
而
告
之
曰
出
勿
外
漁
爲
漏
陂
入
勿
中
飽

爲
䧟
澤
民
其
實
有
濟
乎
苐
責
不
在
倉
人
而
在
有
司

古
云
救
荒
無
奇
策
此
言
似
是
而
實
非
長
吏
盡
心
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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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　

三
百
一
十
一

斯
民
以
盡
心
于
荒
政
活
數
百
萬
生
靈
勝
二
十
四
考

中
書
令
如
富
鄭
公
之
于
靑
州
何
嘗
不
奇
哉
況
預
籌

于
未
荒
之
前
猶
未
索
炊
于
巧
婦
國
以
民
爲
本
民
以

食
爲
天
委
掌
得
人
歲
時
稽
考
愼
毋
輕
視
此
倉
厫
所

積
可
也

橋
梁

辰
角
見
而
雨
畢
天
根
見
而
水
涸
雨
畢
則
除
道
水
涸

則
成
梁
在
天
著
象
在
人
著
功
陂
澤
橋
梁
先
王
之
敎

也
而
江
以
南
之
陂
澤
橋
梁
與
江
北
異
江
北
陂
澤
多

因
時
而
涸
橋
梁
亦
因
時
而
成
故
曰
九
月
除
道
十
月

成
梁
江
南
所
建
橋
梁
皆
匪
一
時
之
計
悉
關
萬
世
之

謀
豈
止
泉
海
萬
安
長
虹
稱
奇
天
下
哉
惟
未
圮
而
先

修
將
傾
而
預
葺
俾
堅
同
石
壁
坦
若
周
行
奚
待
司
空

視
塗
不
入
單
襄
之
譏
洵
稱
君
子
平
政
難
言
子
產
之

惠
矣
志
橋
梁

通
廣
橋

在
縣
治
北
二
里
遺
基
猶
存
明
嘉
靖
二
十
八
年
知
縣

李
尙
理
改
造
于
縣
之
東
門
溪
以
木
爲
之
今
廢

東
門
石
橋

舊
有
東
溪
木
橋
在
縣
東
門
外
溪
濶
七
十
丈
橋
木
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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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　

二
百
七
十
七

二
十
九
廣
七
尺
兩
㟁
石
墩
各
一
明
嘉
靖
二
十
八
年

知
縣
李
尙
理
造
隆
慶
五
年
知
縣
陳
素
藴
重
造
題
曰

通
濟
橋
萬
曆
丙
申
鄕
紳
沈
鈇
與
知
縣
夏
宏
議
剏
石

橋
于
溪
雅
路
之
下
以
通
南
門
大
路
夏
宏
捐
俸
百
金

沈
鈇
捐
貲
八
十
兩
募
緣
勸
助
戊
戌
告
成
沈
鈇
之
力

爲
多
焉
薛
士
彥
有
石
碑
記
見
藝
文
志

洋
尾
橋

在
縣
東
五
里
卽
廣
南
橋
舊
設
渡
舟
往
來
獲
濟
沿
邊

泥
濘
數
丈
行
者
病
焉
明
萬
曆
七
年
知
縣
鄧
于
蕃
捐

金
倡
義
剏
石
橋
一
百
有
餘
丈
爲
楯
四
十
翰
林
林
偕

春
有
記
後
知
縣
夏
宏
通
判
俞
咨
益
重
修
之
知
縣
鄭

化
麟
有
記
見
藝
文
志

平
寨
橋

在
縣
治
南
五
里
舊
設
舟
渡
明
萬
曆
間
溪
南
社
砌
石

橋
龍
車
橋

在
縣
治
北
五
里
南
詔
舊
大
橋
宋
時
爲
普
濟
橋
歲
乆

圮
壞
邑
人
沈
鈇
捐
金
重
修
覆
以
亭
爲
楯
二
扁
曰
丹

詔
古
道

安
濟
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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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　

三
百
○
六

在
塘
東
溪
去
縣
治
西
十
五
里
明
嘉
靖
十
六
年
鄕
人

砌
石
橋
二
十
餘
丈
邑
人
葉
亹
記
之

大
陂
橋

在
縣
治
東
四
十
里
明
嘉
靖
間
知
縣
廖
暹
架
木
爲
橋

隨
廢
至
萬
曆
間
知
縣
鄧
于
蕃
檄
衆
剏
爲
石
橋
爲
楯

者
三
名
永
濟
橋

磨
西
橋

去
縣
治
六
十
里
詔
安
漳
浦
在
此
分
界
昔
廢
進
士
張

天
維
生
員
方
學
禎
吳
山
等
共
捐
貲
復
砌
石
橋
往
來

便
之陂

塘

舊
志
曰
近
湖
者
利
湖
水
近
海
者
利
海
塘
宋
人
以
湖

利
之
廢
興
爲
國
賦
之
盈
縮
蘓
子
瞻
論
之
甚
詳
今
兩

浙
官
司
亦
多
以
築
塘
叙
功
者
其
利
害
所
關
非
止
歲

月
千
萬
亦
非
止
一
州
一
邑
如
詔
安
之
利
溪
陂
大
者

灌
田
可
千
餘
畞
至
小
者
亦
不
下
數
百
畞
然
山
谷
所

汲
只
溪
湍
澗
水
縱
不
修
築
不
大
利
亦
不
大
害
至
北

溪
上
游
一
帶
則
衆
流
俱
滙
外
通
江
潮
一
不
戒
則
崩

漂
隨
之
窮
鄕
小
民
力
不
能
濟
明
初
往
往
有
疏
請
濬

築
者
近
代
官
告
匱
而
民
益
貧
澎
濤
崩
沙
瞬
息
不
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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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六
　

二
百
四
十
八

賦
稅
民
命
所
關
當
事
者
可
不
以
時
相
其
水
勢
度
其

工
力
倡
率
經
營
以
爲
經
久
善
後
之
策
乎
志
陂
塘

官
陂
　
南
婆
陂

一

名

林

婆

陂

小
篆
陂
　
金
溪
陂
　
新
陂

上
俱
二
都
新
陂
在
勾
藤
徑
明
嘉
靖
四
十
二
年
知
縣

梁
士
楚
築
灌
漑
二
千
餘
畞

溪
東
陂

明
洪
武
二
十
七
年
溪
東
社
民
鍾
生
仔
奏
聞
勅
工
部

人
才
蔣
金
臺
督
修
灌
千
餘
畞
立
石
紀
事
祀
蔣
金
臺

于
陂
所
以
鍾
生
仔
配
焉

黃
塘
陂
　
初
稽
陂
　
後
沄
陂
　
後
葛
車
陂
　
大
塘
車

陂
　
胡
家
陂
　
岑
頭
陂
　
九
輪
陂

涂
家
陂

在
九
侯
溪
右
與
龍
潭
溪
滙
明
嘉
靖
間
名
儒
吳
璞
疏

築
以
上
俱
三
都

大
陂其

流
長
漑
數
千
餘
畞
旱
極
不
焦

馬
洋
陂

上
俱
四
都

洪
淡
陂
　
吳
坑
陂
　
百
浦
陂

今
盡
爲
海
潮
所
淹
東
陂
一
線
淺
水
近
陂
之
田
尙
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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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　

二
百
六
十
二

其
潤

坑
內
陂
　
高
家
港
陂
　
港
西
堰
　
蟳
崗
港
堰

俱
五
都

漁
塘
二
所

一
在
北
門
外
一
在
南
門
外
舊
俱
官
佃
與
民
歲
收
其

利
見
雜
稅

港
渡

橋
梁
津
渡
皆
以
便
往
來
通
行
旅
也
水
有
可
以
橋
梁

者
爲
橋
梁
以
通
之
不
可
以
橋
梁
者
用
舟
楫
以
渡
之

爲
橋
梁
可
一
勞
而
永
𨓜
用
舟
楫
宜
計
食
以
募
工
如

橫
嶺
渡
之
有
捐
租
北
門
渡
之
設
舟
工
前
事
堪
師
後

人
可
式
乃
有
不
知
爲
德
以
濟
人
而
反
漁
利
以
私
己

因
致
隔
邑
奸
民
越
疆
而
掌
詔
邑
之
渡
寧
非
敎
猱
升

木
乎
欲
澈
其
流
先
澄
其
源
衣
帶
之
水
亦
有
𨤲
剔
之

政
存
焉
志
港
渡

橫
嶺
渡

距
縣
治
南
五
里
巨
姓
林
氏
捐
租
十
餘
石
阮
氏
捐
租

三
石
五
斗
募
操
舟
以
通
往
來
明
崇
禎
八
年
鄕
人
江

左
偉
以
兩
邊
水
淺
江
㟁
泥
濘
行
人
不
可
渡
浚
泥
聚

石
以
砌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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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八
　

二
百
二
十
六

平
寨
渡
　
洋
尾
渡

上
二
渡
今
皆
有
橋

洋
林
渡

在
懸
鍾
水
𢚩
而
險
稍
風
不
可
渡

港
口
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海
月
渡

在
四
都
漸
山
前
　
　
　
　
在
四
都

磁
窰
渡

在
五
都
附
近
居
民
渡
江
耕
種
至
冬
月
樵
採
多
人
午

後
竸
渡
草
高
風
動
波
浪
洶
湧
前
此
有
沉
没
者
不
可

不
禁

陳
平
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中
渡

在
五
都
六
都
之
界
　
　
　
在
五
都

前
吳
渡

在
五
都
懸
鍾
必
經
此
風
高
甚
險

長
沙
尾
渡

四
都
五
都
之
界
縣
治
距
五
都
八
十
里
一
日
乃
至
人

利
此
渡
爲
㨗
徑
但
海
上
時
有
刼
掠
明
崇
禎
八
年
八

月
海
賊
刼
渡
殺
渡
工
四
行
人
多
斃
刀
斧
屍
投
水
水

面
盡
赤
後
别
艄
工
仍
將
此
舟
爲
渡
至
明
年
八
月
應

被
刼
之
日
白
晝
作
風
濤
舟
爲
蕩
碎
其
渡
工
多
爲
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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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九
　

二
百
五
十
九

囮
行
人
尤
當
愼
焉
一
名
松
栢
門
渡

懸
鍾
南
澚
渡

對
面
相
望
順
風
一
帆
立
至
逆
風
則
不
敢
行

江
頭
渡

由
𤲞
安
至
江
頭
四
十
里
可
至
雲
霄

㠘
頭
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古
港
渡

在
東
坑
後
澚
　
　
　
　
　
在
五
都
可
至
六
都

北
門
渡

在
北
門
溪
邑
人
沈
起
津
剏
渡
舟
渡
工
各
二
每
年
費

三
十
金
渡
通
東
西
沈
溪
東
磁
灶
等
十
餘
村
往
來
甚

多
尙
須
酌
量
官
給
工
食
以
爲
長
久
之
計

懸
鍾
渡

在
石
橋
下
學
設
一
在
新
市
邑
人
沈
起
津
新
設

港
頭
三
淸
觀
前
㟁

閩
廣
通
衢
岸
通
海
潮
春
夏
多
大
水
每
遇
潮
湧
泥
濘

䧟
沒
行
人
甚
苦
之
明
天
啟
間
鄕
紳
沈
鈇
倡
義
請
于

知
縣
周
政
孚
築
路
濶
一
丈
餘
高
九
尺
而
立
觀
于
其

旁
行
人
免
病
渉
之
患
中
丞
周
起
元
爲
文
以
記
之
見

藝
文
志
歲
月
久
必
有
水
漲
崩
壞
繼
此
而
修
存
乎
其

人
耳



 

詔
安
縣
志

卷
之
四

建

置
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　

二
百
九
十
九

市
集

日
中
爲
市
始
于
神
農
農
末
相
資
有
無
互
易
古
以
朝

市
並
稱
誠
重
之
也
都
會
之
區
巨
商
大
賈
操
奇
贏
而

博
厚
利
實
繁
有
徒
詔
邑
𧈧
氓
抱
以
貿
者
不
過
朝
暮

衣
食
之
需
布
而
不
帛
麻
而
不
絲
海
上
魚
𥂁
田
間
菽

粟
𨿽
項
背
相
望
于
市
此
出
彼
入
授
受
數
百
十
文
錢

而
已
地
瘠
民
貧
卽
此
可
念
然
上
無
征
求
之
苛
政
下

鮮
駔
𩦱
之
澆
風
古
道
之
存
亦
卽
此
可
見
近
自
數
年

以
來
上
下
交
歛
水
濱
官
有
新
榷
山
市
地
多
暗
徵
簑

笠
漁
翁
名
隷
舶
商
之
籍
槖
囊
賈
子
利
歸
箕
歛
之
家

新
者
請
復
舊
規
勿
憚
再
三
豈
皆
褎
如
充
耳
暗
者
議

申
明
禁
毋
𡩖
銖
兩
庻
各
知
有
警
心
是
在
長
民
之
責

也
志
市
集

東
門
市
　
南
市
　
新
市

俱
在
關
廂
新
市
在
北
關
外
𨿽
有
舊
設
新
設
之
分
然

皆
由
來
久
矣

懸
鍾
䣃
石
灣
市

設
有
欽
總
衙
門
漁
舟
蟻
集
軍
民
貿
易
甚
衆
今
廢

銅
山
演
武
亭
市

與
五
都
東
坑
相
連
地
屬
詔
安



 

詔
安
縣
志

卷
之
四

建

置

　
　
　
二
十
一
　

二
百
一
十
四

溪
南
市

在
三
都
溪
南
村

官
陂
墟

在
二
都
蘭
秀
寨
外
以
三
六
九
日
爲
期
貿
易
多
饒
平

平
和
人
貨
物
輳
集

新
徑
墟

在
二
都
卽
舊
志
之
班
鳩
墟
也
因
班
鳩
散
而
移
入
新

徑
以
一
四
七
日
爲
期

田
心
墟

在
二
都
南
陂
以
二
五
八
日
爲
期

牛
角
墟

在
二
都
秀
篆
以
三
六
九
日
爲
期

大
興
約
集

在
四
都
康
熈
二
十
七
年
秋
給
縣
示
新
設
以
二
五
八

日
爲
期

都
里

都
里
之
設
量
道
里
遠
近
而
立
爲
都
因
人
丁
多
寡
而

分
爲
里
所
以
定
賦
式
均
徭
役
也
大
邑
都
以
數
十
計

里
以
數
百
計
詔
安
割
漳
浦
二
三
四
五
都
以
爲
邑
沿

爲
二
十
二
里
卽
與
漳
屬
諸
邑
相
較
大
固
不
及
什
之



 

詔
安
縣
志

卷
之
四

建

置

　
　
　
二
十
二
　

二
百
九
十
五

五
中
亦
不
及
什
之
三
奚
啻
齊
晉
邾
莒
之
不
同
而
凡

有
公
務
無
分
齊
晉
邾
莒
以
取
盈
焉
民
力
能
無
倍
困

何
況
㓂
患
之
餘
播
遷
之
後
乎
戴
𠜍
曰
五
都
絶
島
㓂

據
後
通
邑
止
存
十
七
啚
三
四
都
沿
海
復
有
遷
斥
其

在
二
都
山
中
三
都
內
地
者
十
餘
啚
耳
乃
以
數
寥
落

疲
癃
比
他
邑
全
派
者
踰
十
年
𨿽
復
而
名
存
實
亡
者

復
半
之
幸
今
喘
息
漸
蘇
五
都
版
啚
亦
如
舊
徐
徼
敎

訓
生
聚
之
澤
自
今
日
始
矣
志
都
里

二
都
綂
啚
二

在
縣
西
一
百
二
十
里
宋
時
竝
爲
海
濱
里

三
都
綂
啚
十

在
縣
西
宋
隷
漳
浦
爲
海
濱
里

四
都
綂
啚
五

在
縣
東
四
十
里
宋
隷
漳
浦
爲
遵
化
里
脩
竹
里

五
都
綂
啚
五

在
四
都
海
水
之
外
宋
隷
漳
浦
爲
思
政
里

約
寨

約
寨
之
設
卽
前
朝
保
甲
耆
老
之
制
一
以
宣
文
敎
一

以
寓
武
功
相
並
行
者
也
明
制
百
一
十
戸
爲
一
里
里

有
長
十
戸
爲
甲
十
甲
爲
保
保
有
正
副
擇
才
幹
者
爲



 

詔
安
縣
志

卷
之
四

建

置

　
　
　
二
十
三
　

二
百
七
十
七

之
敎
習
武
事
以
備
非
常
防
盜
賊
每
甲
一
牌
塡
註
名

籍
生
業
出
入
往
來
互
相
覺
察
此
保
甲
之
法
也
每
鄕

推
舉
耆
老
賜
以
𠜍
帶
本
鄕
有
爭
訟
者
咸
就
質
焉
否

則
爲
越
訴
此
鄕
約
之
法
也
前
人
立
法
甚
良
後
人
行

之
而
名
存
實
廢
廢
之
在
下
復
之
在
上
變
而
通
之
存

乎
其
人
今
欲
行
保
甲
講
鄕
約
不
可
仍
其
名
以
修
其

實
乎
志
約
寨

二
都
六
社
　
金
溪
社
　
四
甲
社
　
南
陂
社

內

分

河

東

西

二

約

九
甲
社
　
官
陂
社

已
上
五
社
各
設
約
正
共
六
人
與
三
四
都
同

秀
篆
社

舊
設
團
長
四
人
不
設
約
正

三
都
十
八
約
每
約
設
約
正
一
人

東
關
約
分
七
寨
離
縣
城
十
里

下
溪
雅
寨
　
上
溪
雅
寨
　
後
園
寨
　
林
家
巷
寨

柴
橋
頭
　
　
甲
洲
寨
　
　
林
都
村
　
下
埔
村

西
關
約
分
四
寨
離
縣
城
五
里

西
關
廂
　
港
頭
寨
　
平
寨
　
柳
厝
埭

南
關
約
分
三
寨
離
縣
城
三
里

仕
渡
寨
　
大
子
美
　
㠘
仔
村



 

詔
安
縣
志

卷
之
四

建

置

　
　
　
二
十
四
　

二
百
五
十
一

北
關
約
分
五
寨
離
縣
城
三
里

北
關
廂
　
官
洋
頭
　
梅
塘
甲
　
虎
庵
寨
　
茭
墩
頭

胡
厝
陂
約
分
八
寨
離
縣
城
五
里

胡
厝
陂
　
上
梅
塘
　
萬
田
村
　
磁
灶
村
　
塌
裡
村

靑
山
仔
　
沈
望
寮
　
大
塘
村

德
新
約
分
十
寨
離
縣
城
十
五
里

德
新
寨
　
後
林
寨
　
徑
尾
舊
寨
　
庄
上
寨

徑
尾
新
寨
　
深
靑
橋
　
郭
厝
寮
　
𩀱
港
寨

西
坑
寨
　
磁
窰
村

含
英
約
分
六
寨
離
縣
城
二
十
里

洋
林
寨
　
象
頭
阮
村
　
𠲒
英
寨
　
西
岐
頭

象
頭
江
村
　
仙
塘
寨

東
沈
約
分
十
一
寨
離
縣
城
十
里

東
沈
寨
　
坂
尾
寨
　
西
沈
寨
　
古
家
埭
　
上
園
村

山
邊
村
　
山
前
村
　
洪
厝
山
　
涂
厝
埭
　
蘆
鴨
墩

窖
裡
村

溪
南
約
分
十
寨
離
縣
城
二
十
里

歐
坑
村
　
水
　
河
　
大
寨
口
　
小
寨
口
　
埔
上
寨

王
公
寮
　
東
厝
寨
　
溪
南
寨
　
大
埭
村
　
蓮
塘
村

官
牌
約
分
十
三
寨
離
縣
城
二
十
五
里



 

詔
安
縣
志

卷
之
四

建

置

　
　
　
二
十
五
　

二
百
五
十
九

塘
西
寨
　
官
牌
寨
　
山
頭
埕
　
象
墩
山
　
洋
邊
村

下
塭
村
　
上
塭
村
　
芝
蘭
里
　
東
山
村
　
茭
塘
尾

考
湖
村
　
西
安
村
　
西
保
甲

白
石
約
分
十
六
寨
離
縣
城
四
十
里

白
石
寨
　
深
湖
寨
　
猫
槽
坑
　
荷
苙
村
　
龍
潭
坂

浮
山
仔
　
舊
宙
寨
　
下
坂
樓
　
榙
橋
　
　
汀
洋
埔

林
貢
寮
　
水
坑
村
　
西
邊
村
　
東
邊
村
　
大
坪
寨

陳
厝
寨

平
路
約
分
二
寨
離
縣
城
四
十
里

上
城
寨
　
下
城
寨

寶
橋
約
分
六
寨
離
縣
城
二
十
五
里

章
朗
寨
　
松
栢
山
　
新
營
村
　
上
營
村
　
下
營
村

金
山
村

後
嶺
約
分
十
寨
離
縣
城
二
十
五
里

不
老
林
　
五
島
寨
　
後
嶺
寨
　
太
平
湖
　
後
東
寮

西
園
村
　
新
興
村
　
萬
園
村
　
高
坑
村
　
埔
上
村

溪
東
約
分
十
六
寨
離
縣
城
二
十
五
里

尾
營
寨
　
沈
厝
甲
　
赤
水
溪
　
軍
寮
　
　
下
美
村

新
村
埔
　
吉
林
村
　
上
營
鶴
坑
　
新
安
村

胡
營
沈
甲
　
龍
眼
營
林
甲
　
許
甲
　
胡
營
許
甲



 

詔
安
縣
志

卷
之
四

建

置

　
　
　
二
十
六
　

二
百
四
十
五

廬
尾
寨
　
山
保
雷
　
岑
頭
寨

長
田
約
分
六
寨
離
縣
城
二
十
五
里

龍
充
寨
　
長
田
寨
　
烏
林
村
　
磁
窰
村
　
長
脚
湖

茭
福
村

西
潭
約
分
七
寨
離
縣
城
二
十
里

東
保
甲
　
西
潭
寨
　
涂
洋
尾
　
塘
東
寨
　
後
陳
寨

湃
頭
山
　
橋
頭
山

長
埔
約
分
十
三
寨
離
縣
城
二
十
五
里

江
畞
坑
　
北
冀
寨
　
許
監
寮
　
月
港
村
　
長
埔
寨

前
洋
村
　
馬
頭
村
　
磨
石
溪
　
東
邊
村
　
埔
筆
崙

進
寶
山
　
吉
貝
𤲞
　
下
河
庵

四
都
七
約
每
約
設
約
正
一
人

菜
園
埔
約
分
十
一
寨
離
縣
城
二
十
里

洋
尾
村
　
鳳
頭
寨
　
小
紅
坑
　
寮
仔
村
　
菜
園
埔

華
寮
寨
　
西
山
寨
　
林
兠
寨
　
東
岐
頭
　
高
坑
寨

西
下
河

懸
鍾
約
分
十
二
寨
離
縣
城
四
十
里

董
前
村
　
周
唐
吳
　
院
前
村
　
丘
厝
村
　
魏
洋
坑

峯
岐
村
　
尾
寮
村
　
林
厝
村
　
田
厝
村
　
下
傅
村

大
懸
鍾
　
小
懸
鍾



 

詔
安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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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四

建

置

　
　
　
二
十
七
　

二
百
六
十
二

厚
廣
約
分
十
寨
離
縣
城
二
十
五
里

田
朴
寨
　
䕶
園
村
　
大
吳
村
　
祿
卿
寨
　
後
邊
村

東
山
村
　
西
亭
村
　
厚
廣
寨
　
占
洋
村
　
窰
裡
村

大
興
約
分
五
寨
離
縣
城
三
十
里

小
奇
材
　
西
簥
寨
　
後
墩
寨
　
大
興
寨
　
上
徑
村

上
湖
約
分
六
寨
離
縣
城
三
十
五
里

上
湖
寨
　
大
碑
寨
　
東
簥
寨
　
前
埔
村
　
田
墘
村

余
厝
村

梅
洲
約
分
十
一
寨
離
縣
城
四
十
五
里

梅
洲
寨
　
官
宅
寨
　
口
半
徑
　
九
溪
村
　
白
狗
峒

大
埔
村
　
馬
洋
村
　
羅
翁
宅
　
絲
竹
洋
　
白
水
磜

羅
田
村

梅
山
約
分
九
寨
離
縣
城
六
十
里

竹
港
村
　
梅
山
寨
　
官
倉
　
港
口
　
西
張

林
頭
村
　
𥂁
倉
村
　
山
外
村
　
山
前
村

五
都
十
六
堡
每
堡
設
堡
長
一
人
離
縣
城
八
十
里

前
何
堡
　
後
林
堡
　
張
塘
堡
　
徑
口
堡
　
𤲞
安
堡

康
美
堡
　
南
山
堡
　
良
峯
徑
　
石
壇
堡
　
探
石
堡

東
坑
堡
　
吾
龍
堡
　
南
埔
堡
　
東
沈
堡
　
陳
城
堡

厩
下
堡



 

詔
安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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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四

建

置

　
　
　
二
十
八
　

三
百
二
十

䘏
典

𩹌
寡
孤
獨
施
仁
必
先
掩
骼
埋
胔
王
政
所
貴
西
銘
曰

凡
天
下
之
疲
癃
殘
疾
皆
兄
弟
之
顚
連
而
無
告
者
也

如
此
而
不
爲
之
計
致
使
生
者
流
離
死
者
委
壑
哀
此

㷀
獨
之
謂
何
忍
恝
置
乎
邑
之
大
者
有
養
濟
院
有
漏

澤
園
有
醫
藥
局
皆
爲

四者

計
也
詔
安
建
置
缺
略
猶
多

然
有
養
濟
一
院
義
塜
六
處
無
告
之
民
養
生
䘮
死
亦

可
無
憾
矣
惟
每
歲
額
給
月
糧
衣
布
勿
令
胥
役
侵
漁

毋
爲
奸
徒
虛
冐
一
絲
一
忽
悉
歸
院
中
之
人
以
實
心

而
行
實
政
是
在
豈
弟
君
子
民
之
父
母
也
志
䘏
典

養
濟
院

在
縣
城
西
四
里
明
嘉
靖
二
十
八
年
知
縣
李
尙
理
修

額
設
存
恤
孤
老
衣
布
銀
三
十
兩
孤
貧
月
糧
銀
五
十

四
兩
四
錢
六
分
三
厘
八
絲
二
忽
二
微
八
纎
順
治
十

四
年
奉
文
全
裁
解
部
充
餉
後
于
康
熙
二
十
一
年
全

復
詳
賦
役
志

義
塜西

關
外
凡
四
處
　
　
　
可
湖
寨
山
知
縣
夏
宏
禮

後
溝
尾
山
沈
鈇
置
　
　
馬
藺
舖
在
五
都
軍
民
合
葬

良
峯
山
𪋤
縣
西
二
里
　
𩀱
髻
娘
山
在
縣
西
十
二
里



 

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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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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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九
　

三
百
二
十
七

祠
廟

尙
巫
尊
鬼
好
禮
君
子
所
不
道
也
然
或
在
天
爲
星
在

地
爲
神
或
生
則
稱
人
歿
則
成
神
實
有
靈
德
以
庇
我

𥠖
庻
豈
得
謂
無
名
之
土
木
耶
今
去
蜀
漢
二
千
餘
年

卽
村
夫
俗
子
一
過
漢
壽
亭
侯
之
廟
洋
洋
如
在
其
上

赫
赫
如
昨
日
事
葢
人
心
之
神
卽
神
之
所
慿
也
昔
石

慶
相
齊
則
有
石
相
祠
欒
布
守
燕
則
有
欒
公
社
詔
之

祠
廟
得
無
類
是
乎
書
以
勸
良
非
同
語
怪
志
祠
廟

文
昌
祠

明
萬
曆
間
布
政
郭
子
章
從
邑
人
沈
鈇
請
檄
下
知
縣

夏
宏
建
于
文
廟
前
東
隅
上
搆
重
樓
祀
文
昌
魁
星
下

祀
郭
夏
沈
三
神
主
于
堂
寢
崇
禎
十
年
改
樓
爲
祠
中

祀
文
昌
左
以
三
神
主
居
焉
後
燬
今
改
建
儒
學
大
門

爲
門
樓
獨
祀
文
昌
于
其
上

文
公
祠

一
在
西
關
內
原
祠
城
外
敎
塲
之
左
移
南
門
內
倒
壞

權
寓
城
隍
廟
東
宿
齋
房
前
奉
文
公
香
火
後
樓
安
魁

星
神
像
歲
乆
風
雨
漸
已
傾
剝
前
令
趙
國
祥
捐
俸
砌

墻
鞏
固
不
壞
分
敎
暫
寓
以
接
諸
生

一
在
懸
鍾
所
城
內
卽
東
瀛
書
院
明
嘉
靖
五
年
分
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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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　

三
百
五
十
三

叅
政
蔡
潮
毁
西
庵
佛
堂
所
建
也
扁
係
蔡
潮
手
書
見

古
蹟
志
春
秋
有
祀
詳
祀
典
志

水
犀
祠

在
懸
鍾
城
北
隅
明
天
啓
間
商
中
丞
周
祚
檄
建
祀
彭

山
陣
亡
哨
官
謝
美
蘇
國
英
目
兵
吳
仁
雲
葢
寺
陣
亡

哨
官
黃
文
等

附
何
斌
臣
祭
謝
蘇
二
哨
官
文
嗚
呼
亂
難
識
忠
盤
錯

别
利
勇
夫
志
士
何
處
不
勉
不
謂
賈
勇
奮
志
難
欲
平

而
身
不
利
如
爾
謝
蘇
二
哨
官
者
痛
夫
爾
謝
美
力
拔

超
羣
銳
勇
無
敵
水
陸
履
險
如
夷
㓂
賊
聞
風
辟
易
爾

蘇
國
英
臨
事
好
謀
决
機
應
變
𢚩
公
而
不
恤
私
啚
濟

衆
而
兼
仁
術
爲
遊
兵
前
矛
後
勁
百
戰
慣
經
爲
本
鎭

手
足
爪
牙
六
軍
增
重
八
月
十
三
日
娘
宫
之
戰
本
鎭

視
師
臨
海
親
見
爾
乘
風
破
浪
親
見
爾
攻
賊
犂
舟
親

見
爾
䧟
陣
先
出
勝
澚
親
見
爾
追
賊
直
走
甘
山
奮
身

捨
生
　
死
率
衆
出
浮
入
沉
及
賊
敗
收
兵
𩗗
風
濤
起

三
路
功
成
而
爾
二
官
及
所
部
二
舟
捕
舵
目
兵
并
溺

鷁
首
俱
葬
魚
腹
爾
本
管
不
見
爾
親
報
凱
音
爾
同
儕

不
見
爾
共
登
彼
㟁
爾
父
母
妻
兒
不
見
爾
入
室
過
門

望
爾
囘
兮
眼
幾
穿
招
爾
來
兮
魂
不
返
飄
飄
兮
泛
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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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一
　

三
百
六
十
四

兮
黯
黯
兮
㝠
㝠
兮
爾
二
官
爲
殺
賊
之
厲
鬼
與
波
俱

逝
我
本
鎭
思
大
風
之
猛
士
無
淚
堪
揮
奠
爾
以
酒
食

兮
接
爾
以
幢
幡
兮
爾
其
來
歸
兮
爾
其
來
饗
兮
占
風

望
海
𦕅
用
大
招
嗚
呼
二
官
實
傷
我
心

功
臣
祠

在
縣
東
祀
唐
將
軍
前
鋒
將
贈
太
尉
許
天
正
及
元
光

子
珦

報
德
祠

舊
在
漳
南
道
傍
祀
知
縣
陞
練
兵
僉
事
梁
公
士
楚
今

廢
𥠖
公
祠

在
縣
城
西
門
外
舊
在
文
公
祠
左
祀
知
縣
𥠖
公
天
祚

今
廢

關
帝
廟

一
在
西
關
內
縣
治
西
明
嘉
靖
間
知
縣
龔
有
成
夢
有

䕶
城
之
功
得
應
故
立
詳
癸
酉
漳
浦
志

一
在
懸
鍾
所
明
崇
禎
間
石
橋
頭
居
民
另
建
于
本
街

卽
舊
餉
舘
爲
之
時
豪
少
年
下
至
隷
僕
人
等
有
借
關

帝
神
名
結
爲
會
者
會
各
百
十
爲
羣
有
事
則
相
幇
財

力
背
公
私
黨
幾
爲
亂
階
此
等
惡
習
宜
常
飭
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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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二
　

三
百
○
九

將
軍
廟

卽
九
落
廟
在
良
峰
山
𪋤
祀
威
惠
唐
將
軍
陳
元
光
元

朝
建
明
嘉
靖
間
㓂
亂
廟
燬
崇
禎
間
遷
神
像
祀
縣
城

南
關
內
載
祀
典
志
廟
舊
九
座
有
園
租
歲
銀
十
兩
八

錢
嘉
靖
甲
辰
始
入
官
以
供
祀
事
舊
志
載
明
萬
曆
間

知
縣
𥠖
天
祚
仍
于
故
址
倡
建
上
樑
竟
未
有
成
斷
楚

荒
墟
殊
可
痛
念
旁
園
奸
民
佔
耕
併
佔
葬
其
園
地
然

將
軍
開
漳
功
高
此
其
捍
禦
故
蹟
廟
决
宜
復
園
决
宜

淸
俗
傳
明
正
德
間
神
以
袍
服
不
鮮
自
詣
省
城
賒
縀

稱
南
詔
人
家
良
峰
山
屋
九
層
舖
主
見
容
貌
魁
梧
坐

下
有
據
徑
賒
之
至
期
詣
取
無
九
層
屋
者
顧
瞻
廟
貌

儼
然
當
時
人
忽
殿
下
見
黃
袍
內
銀
兩
如
數
或
盜
賊

所
棄
賍
物
也
然
其
事
奇
矣

祁
山
廟

在
縣
城
南
關
外
祀
唐
將
軍
裨
將
歐
哲

靈
侯
廟

在
縣
城
東
祀
靈
侯
亦
唐
將
軍
裨
將

沈
李
二
公
廟

在
縣
城
東
北
隅
白
水
營
祀
唐
將
軍
裨
將
李
伯
瑶
沈

世
紀
元
夕
張
燈
爲
諸
廟
𠜍
明
天
啓
間
燬
在
重
興
□



 

詔
安
縣
志

卷
之
四

建

置

　
　
　
三
十
三
　

二
百
七
十
四

東
嶽
廟

在
縣
城
東
關
外
明
萬
曆
間
知
縣
夏
宏
建

晏
公
廟

在
懸
鍾
祀
晏
公
神
元
至
正
間
公
爲
文
錦
局
堂
長
疾

惡
如
仇
人
多
憚
之
死
後
英
靈
不
沒
明
洪
武
間
以
助

戰
功
得
封
爲
靈
應
侯
舊
址
在
北
門
外
後
祀
于
城
北

門
內

碧
霞
元
君
廟

在
𩀱
屏
山
之
𪋤
邑
人
沈
起
津
有
岱
宗
之
役
宿
淨
殿

神
授
以
夢
願
分
祠
于
閩
之
南
詔
廼
請
殿
中
古
小
銅

像
以
歸
明
崇
禎
八
年
建
廟
于
茲
地
有
記
并
詩
見
藝

文
志

馬
明
王
廟

在
西
門
關
帝
廟
之
左
卽
舊
旗
纛
廟
防
營
加
修

寺
觀

漢
伐
休
屠
國
獲
其
所
祭
金
人
以
歸
訊
知
爲
佛
供
惟

茗
香
他
俱
弗
事
遂
乃
祀
之
宫
中
此
後
世
寺
庵
宫
觀

所
嚆
矢
也
梁
武
佞
之
特
甚
溺
數
萬
軍
民
于
淮
上
而

虛
崇
同
泰
浮
圖
宋
徽
又
改
所
佞
者
而
之
于
道
血
數

萬
生
靈
于
山
後
而
徒
高
神
霄
敎
主
是
爲
業
自
已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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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四
　

二
百
三
十
八

猶
言
福
不
受
報
乎
然
戴
黃
披
緇
暮
皷
晨
鐘
則
亦
未

可
盡
以
爲
非
葢
像
敎
亦
所
以
佐
治
化
之
窮
所
賴
愍

不
畏
死
之
心
猶
知
有
此
耳
夫
爲
善
于
家
蒙
祿
于
朝

常
也
華
衮
不
足
榮
福
善
之
說
足
興
矣
爲
不
善
于
幽

蒙
戮
于
顯
常
也
鈇
鉞
不
足
懲
禍
淫
之
說
足
惕
矣
梵

宇
琳
宫
並
存
葢
亦
有
所
禆
云
人
其
人
而
廬
其
居
昌

𥠖
子
得
無
過
激
乎
志
寺
觀

沙
堤
寺

在
半
沙
關
邑
人
沈
鉉
建

靑
泉
寺

在
大
興
西
北
五
里
宋
胡
頖
隱
于
此
寺
前
有
泉
淸
而

甘
以
此
得
名
湖
山
八
景
有
靑
泉
古
刹
卽
此
今
廢
遺

址
尙
存

良
峰
寺

在
良
峰
山
𪋤
元
至
正
四
年
僧
元
則
建

五
禪
寺

在
厚
廣
今
廢

西
覺
寺

在
縣
城
西
關
外
演
武
塲
西
南
順
治
間
建

北
門
庵



 

詔
安
縣
志

卷
之
四

建

置

　
　
　
三
十
五
　

二
百
一
十
二

舊
爲
梵
王
官
明
嘉
靖
間
建
縣
改
爲
府
館
後
廢

溪
東
庵

在
溪
東
社
尾
營
明
嘉
靖
間
㓂
亂
燒
燬
後
復
原
有
田

種
一
石
糧
在
三
都
十
啚

報
慈
庵

在
赤
坑
巖
側
明
萬
曆
壬
子
年
邑
人
沈
鈇
建

龍
水
庵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臨
水
庵

在
下
尾
村
後
圮
　
　
　
　
在
三
都

大
悲
庵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九
侯
庵

太
守
方
琮
紹
定
間
置

善
䕶
庵

卽
徑
心
庵
旁
有
寨
左
翼
軍
輪
畨
屯
戌
俱
淳
熙
末
郡

守
傅
伯
壽
置

半
沙
庵

上
六
庵
皆
驛
庵
也
詔
隷
浦
時
有
臨
水
驛
後
以
路
遠

驛
疎
行
人
無
所
依
托
乃
酌
量
道
里
隨
舖
立
庵
命
僧

主
之
以
待
過
客
且
置
田
以
贍
僧
俾
守
庵
焉
見
府
志

觀
音
庵

在
縣
城
西
關
內
關
帝
廟
之
側

西
隱
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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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六
　

二
百
二
十
二

在
縣
城
西
關
外
西
覺
寺
之
前
僧
人
識
融
建
僧
解
琴

善
藝
蘭
三
四
月
間
花
香
滿
院
啜
茗
淸
談
足
令
人
矜

躁
都
盡

靑
雲
庵

奉
千
手
觀
音
在
西
關
外
旁
濠
溝
庵
址
高
平
地
數
尺

面
南
山
四
時
秀
色
可
觀
中
有
小
池
山
石
葺
而
新
之

頗
易
爲
力

大
士
閣

在
東
溪
明
萬
曆
間
邑
人
胡
士
鰲
建
傍
附
張
仙
閣
太

史
黃
道
周
扁
其
堂
曰
法
濤

新
恩
院

在
縣
城
西
關
外
今
廢
其
地
總
名
曰
新
院

報
劬
院

在
縣
城
東
二
十
里
今
廢
糧
田
歸
府
城
南
山
寺

龍
山
院

在
縣
東
二
十
里
今
廢
俱
詳
郡
志

山
坪
院

在
五
都
宋
時
建
遺
址
尙
存
今
廢
無
載

林
正
院

在
五
都
石
狗
山
不
知
置
自
何
代
今
廢
遺
址
尙
存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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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七
　

二
百
三
十
一

志
無
載

靈
祐
宫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慈
濟
宫

在
縣
城
北
祀
柔
懿
夫
人
　
在
站
前
祀
吳
眞
人

靈
應
宫

祀
天
妃
在
懸
鍾
城
南
懸
鍾
凡
十
所
惟
此
居
苐
七
最

靈
先
時
倭
㓂
䧟
城
諸
廟
俱
毁
獨
此
見
夢
賊
懼
得
存

勝
澚
天
妃
宫

懸
鍾
遊
官
兵
遇
汛
期
誓
師
于
此
明
崇
禎
十
年
把
總

汪
滙
之
捐
俸
重
修

五
通
宫

在
二
都
林
婆
𤲞
徑
口
村

三
淸
觀

在
港
頭
村
官
路
傍
明
天
啓
間
邑
人
沈
鈇
捐
建

黃
塘
莊

在
岑
頭
下
尾
二
村
間
舊
志
載
五
代
時
潮
人
黃
九
郎

捨
田
入
南
山
寺
寺
僧
祖
黃
九
郞
爲
檀
越
主
于
此
像

現
存
田
詳
載
賦
役
志

竹
港
莊

在
四
都
田
租
四
百
餘
帶
米
二
十
一
石
四
斗
舊
志
載

漳
浦
縣
應
城
院
僧
管
業
明
崇
禎
七
年
會
邊
𢚩
詔
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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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八
　

一
百
七
十
五

田
寺
田
准
變
價
官
賣
爲
民
田
邑
人
林
元
赴
本
省
糧

餉
道
給
帖
官
買
兩
院
詳
𠃔
陞
科
不
用
僧
徵
餉
以
民

米
折
色
見
賦
役
志

論
曰
陳
繼
儒
有
言
佛
氏
者
朝
廷
之
大
養
濟
院
也
養

濟
之
設
以
養
無
告
也
然
州
縣
不
過
數
十
輩
疲
癃
殘

疾
止
矣
其
外
少
壯
而
貧
不
能
温
飽
婚
娶
者
不
知
幾

何
幸
佛
敎
一
門
收
拾
此
輩
耳
佛
家
分
王
家
之
勞
道

家
又
分
佛
家
之
勞
聖
人
神
道
設
敎
無
以
加
此
𨿽
非

至
正
之
論
豈
亦
無
稽
之
言
志
䘏
典
而
繼
以
祠
廟
寺

觀
有
以
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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