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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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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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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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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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滋
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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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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渡
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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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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漕
司
量
諸
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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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給
之
鹽
然
廣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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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廣
西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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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
而
彫
瘁
食
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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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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賈
難
行
自
東
廣
而
出
乘

大
水
無
灘
磧
其
勢
甚
易
自
西
廣
而
出
水
小
多
灘
磧
其
勢
甚
難

建
炎
末
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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幾
復
止
然
官
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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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
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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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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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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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漕

屢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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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紹
興
元
年
三
月
南
恩
州
陽
江
縣
土
生
鹹
募
民
墾
之

置
竈
六
十
七
産
鹽
七
十
萬
八
千
四
百
斤
收
息
錢
三
萬
餘
緍
八

年
詔
廣
西
鹽
歲
以
十
分
爲
率
二
分
令
欽
亷
雷
化
高
五
州
官
賣

餘
八
分
行
鈔
法

又
詔
廣
東
鹽
九
分
行
鈔
法
一
分
産
鹽
州
縣

出
賣
廣
南
去
中
州
絕
遠
土
曠
民
貧
賦
入
不
給
故
漕
司
鬻
鹽
以

其
息
什
四
爲
州
用
可
以
粗
給
而
民
無
加
賦
九
年
罷
廣
東
官
賣

行
客
鈔
法
以
其
錢
助
鄂
兵
之
費
孝
宗
乾
道
四
年
罷
鹽
鈔
令
廣



ZhongYi

廣
東
考
古
輯
要

卷
二
十
一
鹽
政

五

西
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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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
漕
錢
二
十
萬
且
廣
西
之
鹽
乃
漕
司
出
賣
自
乾
道

元
年
因
曾
連
請
並
歸
廣
東
於
是
度
支
唐

言
廣
西
鹽
引
錢
欠

幾
八
千
萬
緍
緣
向
來
二
廣
鹽
事
分
東
西
兩
司
而
西
路
鹽
常
爲

東
路
所
侵
若
廣
西
自
作
一
司
故
鹽
不
至
虧
減
今
旣
罷
西
司
并

入
東
路
則
廣
東
之
鹽
無
復
禁
止
廣
西
坐
失
一
路
所
入
故
有
是

命
九
年
詔
廣
州
復
行
官
般
官
賣
法
湻
熙
中
漕
臣
趙
公
澣
增
鹽

直
斤
百
錢
爲
百
六
十
欽
州
歲
賣
鹽
斤
千
斛
而
五
增
之
六
年
侍

御
史
江
溥
以
爲
言
上
黜
公
澣
詔
閩
廣
賣
鹽
自
有
舊
額
定
直
自

今
毋
得
擅
增
九
年
詔
遣
廣
西
撫
幹
胡
廷
直
訪
求
利
害
與
帥
漕

提
舉
詳
議
以
聞
還

以
廷
直
舉
提
廣
東
同
措
置
廣
西
鹽
事
宋史

食

貨

志
十
五
年
命
詹
儀
之
知
靜
江
府
并
廣
東
西
鹽
事
爲
一
司
其
兩
路
賣

鹽
歲
以
十
六
萬
五
千
籮
爲
額
儀
之
等
言
兩
路
鹽
且
以
十
萬
籮

爲
額
俟
三
數
年
視
其
增
虧
乃
增
其
額
所
有
客
鈔
東
西
路
通
貨

錢
與
免
以
便
商
販
十
六
年
經
畧
應
孟
明
言
廣
中
自
行
鈔
法
五

六
年
間
州
縣
率
以
鈔
抑
售
於
民
其
害
有
甚
於
官
般
詔
孟
明
朱

晞
顏
與
提
舉
廣
西
鹽
事
王
光
祖
從
長
措
置
寶
慶
元
年
以
廣
州

安
撫
司
水
軍
大
爲
興
販
罷
其
統
領
尹
椿
統
轄
黃
受
同上

新
會
縣
上
川
洲
下
川
洲
在
縣
南
二
百
六
十
里
大
海
中
其
洲
帶
山

灣
浦
有
鹽
田
土
煎
爲
業
太

平

寰

宇

記

咸
湻
七
年
免
廣
東
提
舉
司
鹽
籮
銀
三
萬
兩
宋

史

本

記

今
日
廣
右
漕
計
在
鹽
而
已
鹽
場
濱
海
以
舟
運
於
亷
州
石
康
倉
客

販
西
鹽
者
自
亷
州
陸
運
至
鬱
林
州
而
後
可
以
舟
運
斤
兩
重
於

東
鹽
商
人
猶
艱
之
自
改
行
官
賣
運
使
姚
孝
資
重
實
當
是
任
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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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
十
萬
倉
於
鬱
林
州
官
以
牛
車
自
亷
州
石
康
倉
運
鹽
貯
之
庶

一
水
可
散
於
諸
州
取
其
息
以
八
分
歸
漕
司
二
分
歸
本
州
又
海

南
四
州
軍
及
欽
亷
雷
化
高
皆
産
鹽
州
軍
昔
賣
漕
司
二
分
鹽
亦

以
八
分
息
歸
漕
司
周

去

非

嶺

外

代

答

元

至
元
十
三
年
克
廣
州
因
宋
之
舊
立
提
舉
司
從
實
辦
課
十
六
年
立

江
西
鹽
鐵
茶
都
轉
運
司
所
轄
鹽
使
司
六
各
場
立
管
勾
是
年
辦

鹽
六
百
二
十
一
引
二
十
二
年
分
江
西
鹽
隸
廣
東
宣
慰
司
歲
辦

一
萬
八
百
二
十
五
引
二
十
三
年
并
廣
東
鹽
司
及
市
舶
提
舉
司

爲
廣
東
鹽
課
市
舶
提
舉
司
每
歲
辦
鹽
一
萬
一
千
七
百
二
十
五

引
大
德
四
年
增
至
正
餘
鹽
二
萬
一
千
九
百
八
十
二
引
十
年
又

增
至
三
萬
引
十
一
年
三
萬
五
千
五
百
引
至
大
元
年
又
增
餘
鹽

一
萬
五
千
引
延
祐
二
年
歲
煎
五
萬
五
百
引
五
年
又
增
至
五
萬

五
百
五
十
二
引
所
隸
之
場
凡
十
有
三
元

史

食

貨

志

廣
東
鹽
課
提
舉
司
至
元
十
三
年
始
從
廣
州
煎
辦
鹽
課
十
六
年
隸

江
西
鹽
鐵
茶
都
轉
運
司
二
十
二
年
并
入
宣
慰
司
二
十
三
年
置

市
舶
提
舉
司
大
德
四
年
改
廣
東
鹽
課
提
舉
司
提
舉
一
員
從
五

品
同
提
舉
一
員
從
六
品
副
提
舉
一
員
從
七
品
其
屬
附
見
鹽
場

十
三
所
每
所
司
令
一
員
從
七
品
司
丞
一
員
從
八
品
管
勾
一
員

從
九
品

靖
康
場

歸
德
場

東
莞
場

黃
田
場

香
山
場

矬
峒
場

雙
恩
場

鹹
水
場

淡
水
場

石
橋
場

隆
井
場

招
收
場

小
江
場
元

史

百

官

志

至
元
十
三
年
初
立
廣
海
鹽
課
提
舉
司
辦
鹽
二
萬
四
千
引
三
十
年

又
立
廣
西
石
康
鹽
課
提
舉
司
大
德
十
年
增
一
萬
一
千
引
至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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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輯
要

卷
二
十
一
鹽
政

七

元
年
又
增
餘
鹽
一
萬
五
千
引
延
祐
二
年
正
餘
鹽
通
爲
五
萬
一

百
六
十
五
引
元

史

食

貨

志

順
帝
至
元
二
年
監
察
御
史
韓
承
務
建
言
廣
東
道
所
管
鹽
課
提
舉

司
自
至
元
十
六
年
爲
始
止
辦
鹽
額
六
百
二
十
一
引
自
後
累
增

至
三
萬
五
千
五
百
引
延
祐
間
又
增
餘
鹽
通
正
額
計
五
萬
五
百

五
十
二
引
竈
戶
窘
於
工
程
官
民
迫
於
催
督
呻
吟
愁
苦
已
逾
十

年
泰
定
間
減
免
餘
鹽
一
萬
五
千
引
元
統
元
年
都
省
以
支
持
不

敷
權
將
已
減
餘
鹽
依
舊
煎
辦
今
已
二
載
未
蒙
住
罷
竈
戶
鹽
丁

十
逃
三
四
官
吏
畏
罪
止
將
見
存
人
戶
勒
令
帶
煎
誠
恐
有
司
責

辦
大
嚴
歛
怨
生
事
所
係
非
輕
戶
部
定
擬
自
元
統
三
年
爲
始
廣

東
提
舉
司
所
辦
餘
鹽
量
減
五
千
引
十
月
初
九
日
中
書
省
以
所

擬
奏
聞
得
旨
從
之
同上

至
元
五
年
三
月
湖
廣
行
省
咨
中
書
省
云
廣
海
鹽
課
提
舉
司
額
鹽

三
萬
五
千
一
百
六
十
五
引
餘
鹽
一
萬
五
十
引
近
因
黎
賊
爲
害

民
不
聊
生
正
額
積
虧
四
萬
餘
引
卧
收
在
庫
若
復
添
辦
餘
引
因

苦
未
蘇
恐
至
不
安
戶
部
擬
於
一
萬
五
千
引
内
量
减
五
千
引
以

舒
民
力
中
書
以
所
擬
奏
聞
得
旨
從
之
同上

明

洪
武
二
年
置
廣
東
海
北
提
舉
司
歲
辦
鹽
課
每
引
四
百
斤
十
七
年

定
鹽
工
本
鈔
廣
東
北
海
每
引
俱
二
貫
明

會

典

廣
東
鹽
課
提
舉
司
鹽
場
一
十
四
處
歲
辦
鹽
四
萬
六
千
八
百
五
十

五
引
一
百
斤
零
海
北
鹽
課
提
舉
司
鹽
場
一
十
五
處
歲
辦
鹽
二

萬
七
千
四
十
引
二
百
斤
零
廣
東
鹽
課
司
見
今
歲
辦
如
舊
額
海

北
鹽
課
司
每
歲
辦
鹽
一
萬
九
千
四
百
八
十
三
引
四
百
九
十
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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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古
輯
要

卷
二
十
一
鹽
政

八

本
色
鹽
一
萬
三
千
三
百
八
十
引
一
百
斤
折
色
鹽
六
千
一
百
三

引
九
十
斤
同上

洪
武
三
年
以
山
西
行
省
言
召
商
輸
糧
自
一
石
至
一
石
三
斗
而
與

之
鹽
謂
之
開
中
其
後
各
行
省
邊
境
多
召
商
中
鹽
以
爲
軍
儲
仁

宗
立
以
鈔
法
不
通
議
所
以
歛
之
之
道
遂
定
各
鹽
司
中
鹽
則
例

廣
東
百
貫
明

史

食

貨

志

明
初
仍
宋
元
舊
制
所
以
優
恤
竈
戶
者
甚
厚
歲
撥
附
近
州
縣
倉
儲

及
兌
軍
餘
米
以
待
給
兼
支
錢
鈔
以
米
價
爲
準

定
鈔
數
廣
東

海
北
引
二
貫
同上

洪
武
三
十
年
嚴
震
直
疏
言
廣
東
舊
鹽
八
十
五
萬
餘
引
於
廣
西
召

商
中
買
今
計
終
年
所
運
纔
十
之
一
請
分
三
十
萬
八
千
餘
引
貯

廣
東
别
募
商
入
粟
廣
西
乏
糧
衞
所
令
支
鹽
廣
東
鬻
之
江
西
南

安
贑
州
吉
安
臨
江
四
府
至
便
帝
從
之
廣
鹽
行
於
江
西
自
此
始

明

史

嚴

震

直

傳

永
樂
初
年
黃
福
請
循
瀘
江
北
岸
至
欽
州
設
衞
所
置
驛
站
以
便
往

來
開
中
積
鹽
使
商
賈
輸
粟
以
廣
軍
儲
官
吏
俸
廩
倉
粟
不
足
則

給
以
公
田
又
言
廣
西
民
餽
運
陸
路
艱
險
宜
令
廣
東
海
運
二
十

萬
石
以
給
皆
報
可
明

史

黃

福

傳

永
樂
二
十
年
今
廣
東
鹽
課
提
舉
司
鹽
課
許
軍
民
人
等
於
京
庫
報

納
舊
鈔
填
給
勘
合
赴
各
運
司
提
舉
司
不
拘
資
次
支
鹽
明

會

典

初
廣
東
鹽
例
不
出
境
歲
欠
鹽
積
商
困
往
往
賄
守
關
者
越
過
廣
西

市
利
巡
撫
葉
盛
以
聽
之
則
法
壞
而
利
歸
於
商
禁
之
則
商
滯
而

利
歸
於
關
津
乃
請
許
鹽
商
計
鹽
多
寡
入
米
餉
邊
而
後
出
境
於

是
公
私
兩
利
明

興

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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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二
十
一
鹽
政

九

景
泰
五
年
令
廣
東
鹽
課
司
竈
丁
有
私
煎
餘
鹽
者
送
本
司
每
引
官

給
米
四
斗
明

會

典

天
順
五
年
兩
廣
用
兵
陳
俊
督
餉
時
州
縣
殘
破
帑
藏
殫
虚
弛
鹽
商

越
境
令
引
加
米
二
斗
軍
興
賴
以
無
乏
明

史

陳

俊

傳

成
化
初
都
御
史
韓
雍
於
肇
慶
梧
州
淸
遠
南
雄
立
抽
鹽
厰
官
鹽
一

引
抽
銀
五
分
許
帶
餘
鹽
四
引
引
抽
銀
一
錢
都
御
史
秦
紘
許
增

帶
餘
鹽
六
引
抽
銀
六
分
正
德
初
增
至
九
錢
而
不
復
抽
官
引
引

目
積
滯
私
鹽
通
行
乃
用
戶
部
郎
中
丁
致
祥
請
復
舊
法
而
他
處

商
人
夾
帶
餘
鹽
掣
割
納
價
惟
多
至
三
百
斤
者
始
罪
之
明

史

食

貨

志

正
德
初
都
御
史
陳
金
以
流
賊
軍
餉
立
厰
於
贑
州
抽
分
廣
鹽
許
至

袁
臨
吉
三
府
發
賣
起
正
德
六
年
至
九
年
止
至
十
二
年
巡
撫
王

守
仁
議
以
爲
廣
鹽
行
則
商
稅
集
而
用
資
於
軍
餉
賦
省
於
貧
民

廣
鹽
止
則
私
販
興
而
弊
滋
於
奸
宄
利
歸
於
豪
右
况
南
贑
巢
穴

雖
平
殘
黨
未
盡
方
圖
保
安
之
策
未
有
撤
兵
之
期
若
鹽
稅
一
革

軍
餉
之
費
苟
非
科
取
之
貧
民
必
須
仰
給
於
内
帑
夫
民
已
貧
而

歛
不
休
是
驅
之
從
盜
也
外
已
竭
而
殫
其
内
是
復
殘
其
本
也
臣

竊
以
爲
宜
開
復
廣
鹽
著
爲
定
例
得
俞
旨
明

典

彚

國
初
湖
廣
江
西
全
省
俱
行
淮
鹽
後
因
兩
廣
用
兵
設
立
鹽
厰
廣
西

於
梧
州
許
行
湖
廣
衡
永
二
府
廣
東
於
潮
州
南
雄
許
行
江
西
南

贑
二
府
後
增
袁
吉
臨
三
府
袁
臨
旋
罷
惟
南
贑
吉
衡
永
五
府
食

廣
鹽
近
歲
改
行
淮
鹽
民
情
大
稱
不
便
總
督
兩
廣
吳
桂
芳
南
贑

吳
百
朋
請
復
行
廣
鹽
從
之
同上

六
帖
鄭
畋
請
以
嶺
南
鹽
鐵
委
廣
州
節
度
使
韋
荷
歲
煮
海
取
鹽
四

十
萬
緍
市
䖍
谷
米
以
贍
安
南
按
欽
州
龍
門
江
西
行
可
以
達
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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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東
考
古
輯
要

卷
二
十
一
鹽
政

十

阯
永
安
州
黃志

隆
慶
四
年
廣
西
古
田
平
巡
撫
都
御
史
殷
正
茂
請
官
出
資
木
買
廣

東
鹽
至
桂
臨
發
賣
七
萬
餘
包
可
獲
利
二
萬
二
千
有
奇
從
之
明史

食

貨

志
廣
東
所
轄
鹽
場
十
四
海
北
所
轄
鹽
場
十
五
各
鹽
課
司
一
洪
武
時

歲
辦
大
引
鹽
廣
東
四
萬
六
千
八
百
餘
引
海
北
二
萬
七
千
餘
引

宏
治
時
廣
東
如
舊
海
北
萬
九
千
四
百
餘
引
萬
歴
時
廣
東
小
引

生
鹽
三
萬
二
百
餘
引
小
引
熟
鹽
三
萬
四
千
六
百
餘
引
海
北
小

引
正
耗
鹽
一
萬
二
千
四
百
餘
引
鹽
有
生
有
熟
熟
貴
生
賤
廣
東

鹽
行
廣
州
肇
慶
惠
州
韶
州
南
雄
潮
州
六
府
海
北
鹽
行
廣
東
之

雷
州
高
州
亷
州
瓊
州
四
府
湖
廣
之
桂
陽
郴
二
州
廣
西
之
桂
林

柳
州
梧
州
潯
州
慶
遠
南
寍
平
樂
太
平
思
明
鎭
安
十
府
田
龍
泗

城
奉
議
利
五
州
歲
入
太
倉
鹽
課
銀
一
萬
餘
兩
同上

陳
一
敎
復
通
鹽
路
疏
畧
曰
沿
海
一
帶
額
設
鹽
場
二
十
七
所
遠
近

鹽
船
大
小
不
等
大
約
不
下
數
千
各
船
水
手
多
寡
不
等
大
約
不

下
數
萬
此
數
萬
人
者
勇
健
精
悍
之
夫
俗
稱
之
爲
後
生
各
絜
其

軀
命
自
試
於
海
洋
洶
險
之
中
僥
倖
萬
一
以
爲
餬
口
養
身
之
計

一
遇
海
盜
則
人
自
爲
兵
不
待
官
府
而
自
行
勦
滅
故
當
時
商
本

不
虧
國
課
完
足
邊
海
之
民
有
所
取
給
而
不
至
爲
亂
良
以
鹽
法

通
行
無
所
奪
於
上
亦
無
所
阻
於
外
也
故
論
者
謂
欲
廣
東
無
事

在
復
鹽
船
欲
鹽
船
咸
利
在
通
鹽
法
眞
知
要
之
論
也
乃
今
日
則

鹽
法
日
滯
邊
隅
生
計
日
促
流
禍
之
深
將
有
不
可
勝
言
者
某
惟

往
年
廣
鹽
一
由
廣
西
以
達
湖
廣
一
由
南
雄
以
達
江
西
在
廣
西

則
係
民
商
貿
易
價
値
與
時
低
昻
未
有
官
府
抑
勒
如
今
日
者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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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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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
江
西
則
袁
臨
吉
三
郡
皆
食
廣
鹽
未
有
淮
鹽
多
端
攙
奪
如
今
日

者
查
得
廣
西
官
鹽
原
自
前
任
總
督
兩
廣
設
奉
征
古
田
地
方
借

用
帑
金
一
十
四
萬
議
取
臨
桂
鹽
利
補
額
設
立
木
馬
運
船
與
民

參
賣
每
運
計
利
一
萬
餘
兩
以
十
四
運
爲
止
不
過
求
補
帑
金
額

數
而
已
豈
知
法
立
弊
生
官
賺
利
於
上
民
朘
削
於
下
今
已
十
八

運
原
額
已
過
額
外
運
金
積
於
無
用
況
當
運
官
取
鹽
之
日
但
知

按
數
取
盈
抑
勒
賤
賣
豈
顧
小
民
財
本
虧
折
已
多
及
至
該
賣
地

方
嚴
爲
限
禁
官
民
亙
相
配
賣
官
鹽
雄
據
以
爭
利
民
鹽
壅
塞
而

不
行
老
引
日
積
鹽
本
日
耗
此
則
廣
西
行
引
之
路
塞
也
又
查
得

江
西
袁
臨
吉
三
郡
原
食
廣
鹽
蓋
自
正
統
年
間
已
爲
定
親
故
鹽

利
日
通
民
生
有
賴
嘉
靖
年
間
分
宜
嚴
用
事
不
由
覆
議
徑
奪
袁

臨
二
郡
以
惠
淮
商
厥
後
鹽
漸
不
行
烏
艚
等
船
亦
因
以
廢
致
海

賊
許
朝
光
曾
一
本
林
鳳
林
道
乾
相
繼
爲
亂
嶺
海
騷
動
二
十
餘

年
某
惟
國
家
行
鹽
自
有
各
該
地
方
彼
此
遵
行
已
久
豈
容
徇
私

攙
奪
今
淮
鹽
布
滿
諸
省
廣
鹽
獨
行
江
右
一
隅
而
袁
臨
尙
未
退

還
所
以
爲
淮
商
者
得
矣
如
廣
民
何
此
則
江
西
行
鹽
之
路
塞
也

二
路
已
塞
鹽
法
不
通
昔
廣
西
額
銷
二
萬
餘
引
今
爲
官
鹽
所
限

官
鹽
每
運
只
消
四
千
引
民
鹽
亦
只
消
四
千
引
比
額
則
失
去
一

萬
四
千
有
奇
連
韶
額
消
二
萬
餘
引
今
爲
官
鹽
所
限
只
消
七
千

二
百
引
比
額
則
失
去
一
萬
二
千
有
奇
江
西
五
郡
額
消
二
十
萬

引
今
爲
淮
商
阻
塞
吉
安
只
消
六
七
萬
引
南
贑
只
消
一
萬
五
千

餘
引
比
額
則
失
去
一
十
二
萬
有
奇
在
江
西
則
行
鹽
之
路
太
狹

在
廣
西
則
配
搭
之
限
未
除
在
竈
民
則
煑
海
無
益
徒
坐
困
於
飢

寒
在
商
民
則
生
理
無
路
而
待
斃
於
旦
夕
某
見
載
鹽
之
船
千
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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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東
考
古
輯
要

卷
二
十
一
鹽
政

十
二

皆
無
用
而
停
泊
於
内
河
駕
船
之
夫
數
萬
人
皆
無
靠
而
流
離
於

外
海
勢
非
聚
眾
而
出
海
盜
珠
則
烏
合
而
奔
投
番
舶
將
有
嘯
聚

徒
黨
據
險
阻
兵
如
曩
時
許
朝
光
等
之
所
爲
者
計
所
必
至
也
文海

附
鐵
政

粤
東
之
産
鐵
秦
以
前
未
著
也
卽
漢
元
狩
四
年
置
鹽
鐵
官
元
封
元

年
又
置
鐵
官
四
十
郡
皆
不
及
百
粤
之
地
孝
昭
帝
時
桓
寛
作
鹽

鐵
論
六
十
篇
亦
未
嘗
詳
言
嶺
表
鐵
冶
之
事
至
唐
時
第
五
琦
劉

晏
輩
爲
諸
道
鹽
鐵
使
宋
復
以
鐵
屬
諸
提
舉
轉
運
粤
之
鐵
始
□

稍
有
稱
而
終
不
能
與
吳
楚
齊
魯
爭
雄
自
前
明
洪
武
六
年
置
十

三
處
鐵
冶
所
輸
鐵
七
百
四
十
六
萬
斤
而
廣
東
之
鐵
稱
爲
最
良

宏
治
年
間
歸
善
縣
請
開
鐵
冶
有
司
課
外
索
賂
唐
大
鬢
等
因
致

亂
都
御
史
劉
大
夏
討
平
之
正
德
十
四
年
廣
州
置
鐵
厰
以
鹽
課

提
舉
司
領
之
禁
行
私
販
如
鹽
法
焉
兩

廣

鹽

法

志

附

鐵

志

考
嶺
南
當
隆
寒
之
時
木
葉
不
凋
惟
産
鐵
之
山
則
木
早
脫
焉
求
鐵

者
以
是
知
之
或
曰
山
有
黄
水
滲
流
從
兹
掘
之
百
不
失
一
開
鑪

始
於
秋
終
於
春
以
天
寒
則
鐵
多
水
豈
金
爲
水
源
水
盛
於
金
之

道
歟
蓋
天
下
之
鐵
莫
良
於
廣
東
而
廣
鐵
之
精
莫
過
於
羅
定
其

鐵
光
潤
而
柔
可
拔
爲
綫
然
其
鑄
而
成
器
也
又
莫
善
於
佛
山
故

廣
州
南
雄
韶
州
惠
州
羅
定
連
州
懷
集
之
鐵
均
輸
於
佛
山
云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