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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三

新
京
福
文
盛
印
書
局
印

懷
德
縣
志
第
十
卷

古
蹟

昔
明
遠
於
蕪
城
而
賦
昌
黎
於
石
鼓
而
歌
少
陵
於
廟
柏
而
詠
李
華

於
戰
塲
而
弔
是
皆
暌
隔
千
百
年
一
旦
遇
其
物
過
其
地
徘
徊
流
連

而
不
忍
舍
去
而
其
心
之
或
喜
或
悲
有
不
能
自
已
者
於
是
發
爲
詩

文
以
攄
其
感
慨
甚
矣
哉
古
蹟
之
動
人
者
深
也
况
乎
泰
西
明
哲
如

達
爾
文
掘
地
層
攷
化
石
以
徵
人
羣
之
進
化
者
爲
尤
有
益
哉
懷
德

古
屬
荒
徼
雖
無
周
王
謝
公
之
跡
而
古
城
古
墓
亦
問
或
有
之
特
文

献
無
徵
只
可
寄
憑
弔
不
足
供
攷
據
也
然
亦
不
可
以
不
書
述
古
蹟

古
城

新
集
城
在
秦
家
屯
村
東
南
北
長
二
里
東
西
寬
一
里
六
址
高
二
丈

餘
不
等
甕
門
四
座
城
河
三
道
唯
西
南
隅
無
壕
地
勢
汗
下
乃
城
內

外
水
之
歸
宿
四
隅
倍
厚
似
有
角
樓
西
南
隅
迮
脊
處
有
古
樹
一
株

徑
五
尺
餘
甲
辰
被
俄
人
所
毀
北
門
東
墻
有
一
穴
側
身
可
入
五
六

尺
遠
陡
往
上
灣
人
莫
窮
其
究
竟
好
事
者
就
穴
口
茸
之
以
廟
香
火

不
絕
名
之
曰
大
仙
堂
東
門
路
北
亦
有
一
廟
稱
呼
如
前
亦
迷
信
之

俗
使
然
耳
城
之
建
置
並
無
隻
字
可
攷
以
所
拾
古
幣
証
之
多
北
宋

年
號
稽
之
史
册
宋
之
輸
幣
於
遼
最
多
其
爲
遼
之
遺
址
無
疑
而
蒙

古
之
呼
爲
高
麗
城
亦
誤
夫
朝
鮮
與
我
同
文
若
大
工
程
詎
無
片
石

隻
字
且
唐
初
已
南
徙
安
有
宋
代
之
錢
耶
考
遼
史
地
理
志
本
越
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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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四

新
京
福
文
盛
印
書
局
印

故
地
聖
宗
開
泰
七
年
以
其
地
鄰
高
麗
置
信
州
彰
聖
軍
全
遼
志
云

信
州
在
開
原
東
北
三
百
十
里
元
一
統
志
信
州
在
黃
龍
府
西
奉
使

行
程
錄
云
由
信
州
至
黃
龍
府
一
百
三
十
餘
里
黃
龍
府
即
今
農
安

縣
以
方
向
里
數
度
之
則
新
集
城
即
古
之
信
州
城
也
音
轉
訛
耳
或

謂
在
開
原
南
者
又
有
謂
鳳
凰
廳
者
里
數
不
符
存
以
俟
考

又
一
古
城
在
朝
陽
坡
東
南
公
主
嶺
西
北
地
名
小
城
子
寬
長
亦
不

及
里
修
在
土
阜
之
南
坡
從
南
望
之
城
內
無
餘
似
此
地
勢
恐
難
掩

其
虛
實

又
一
古
城
在
三
區
鐵
路
之
南
寬
長
不
及
三
百
步

又
一
古
城
在
二
區
鐵
路
北
寬
長
各
三
百
步

又
一
古
城
在
八
區
名
毛
家
城
子
城
在
土
阜
之
巓
殊
得
憑
高
望
下

之
勢
但
恐
水
泉
不
易
耳
東
西
寬
半
里
南
北
長
二
百
二
十
弓

柳
條
邊

此
邊
乃
我
國
與
蒙
藩
之
分
界
西
起
北
邊
外
東
止
松
花
江
初
築
時

沿
邊
插
柳
故
有
柳
條
之
稱
康
熙
三
年
修
築
近
則
柳
大
數
圍
而
柳

條
之
名
亦
湮
懷
德
南
境
悉
界
此
邊
西
起
赫
爾
蘇
門
東
止
伊
通
河

門
綿
互
百
餘
里
邊
南
則
吉
林
伊
通
州
界
矣

小
邊

伊
通
河
門
外
靠
西
有
小
邊
壕
一
道
由
東
南
而
西
北
懷
長
分
界
在

此
人
遂
謂
奉
吉
兩
省
之
界
壕
殊
不
知
我
國
二
十
餘
行
省
劃
疆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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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五

新
京
福
文
盛
印
書
局
印

治
竝
無
限
以
壕
者
此
蓋
達
爾
罕
王
旗
與
郭
爾
羅
斯
公
旗
之
分
界

我
國
安
官
設
治
仍
其
界
而
界
焉
試
觀
一
邊
之
隔
兩
省
之
分
域
相

錯
三
百
里
其
理
自
明

古
邊

此
邊
在
四
區
戥
子
街
西
南
入
境
至
五
區
大
靑
山
南
入
長
春
界
斜

互
境
內
七
十
餘
里
凡
境
內
諸
屯
以
邊
崗
小
邊
名
者
均
以
此
細
查

此
邊
與
柳
條
邊
相
表
裏
起
止
亦
相
若
又
無
志
乘
可
稽
莫
能
究
其

年
代
惟
據
昌
圖
府
署
內
科
神
廟
西
壁
嵌
有
赤
石
一
片
鐫
有
遼
海

衞
三
字
可
見
此
衞
尙
在
新
邊
之
北
此
邊
之
南
或
者
此
邊
爲
明
代

與
蒙
古
之
分
界
歟
俟
攷

西
新
邊
壕

懷
德
之
招
墾
也
先
東
而
後
西
道
光
元
年
始
出
縣
治
左
近
是
謂
大

荒
六
年
始
出
七
里
界
荒
至
愛
寳
屯
等
處
尤
其
後
者
久
之
民
之
來

者
日
衆
一
片
荒
原
刈
草
牧
牛
放
漫
無
界
址
於
咸
豐
初
年
達
爾
罕

王
乃
派
莊
丁
掘
此
邊
壕
以
限
之
南
起
哈
拉
巴
喇
山
南
東
北
止
郭

爾
羅
斯
公
旗
界
長
七
十
餘
里
壕
東
乃
懷
境
之
西
北
界
壕
西
則
今

雙
山
縣
界

石
人

在
五
區
八
寳
湖
屯
有
石
人
二
石
虎
二
石
羊
二
人
高
七
尺
餘
傑
然

崎
立
蓋
是
古
墓
但
無
碑
記
莫
知
誰
何
顧
用
此
奚
爲
者
足
見
文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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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京
福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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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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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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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不
可
一
日
無
也
今
懷
長
分
界
即
在
二
人
之
中
昔
爲
徒
具
今
作

界
石
可
謂
化
無
用
爲
有
用
獨
併
塚
跡
而
無
之
良
可
槪
焉
丁
仙
累

累
之
言
勿
勞
興
感
矣

石
佛

在
五
區
石
佛
廟
中
村
名
以
此
相
傳
在
河
中
冲
出
跌
坐
高
五
尺
餘

惟
金
面
頭
顱
則
眞
空
矣
村
人
移
入
廟
中
塑
以
泥
首
而
祀
之
猶
有

住
持
焉
想
佛
敎
以
慈
悲
爲
宗
肉
身
且
施
濟
不
吝
矧
此
偶
像
乎
世

以
金
石
並
稱
以
此
觀
之
石
之
不
金
若
也
遠
甚

古
楡

第
四
區
大
楡
樹
村
後
有
古
楡
一
株
徑
六
尺
餘
枝
葉
繁
茂
老
幹
杈

枒
其
西
百
餘
步
即
北
甕
圈
土
阜
離
五
里
有
泉
數
眼
積
水
爲
潭
長

三
里
餘
中
寬
半
之
內
多
魚
蝦
春
夏
之
交
蒲
葦
競
綠
鷗
鳬
游
泳
鳶

飛
魚
躍
之
機
足
以
游
目
聘
懷
惜
無
荷
花
點
綴
耳

又
第
三
區
大
楡
樹
村
有
古
楡
一
株
下
有
一
廟
爲
前
任
傅
令
雲
颺

所
修
而
鄕
愚
之
在
樹
掛
扁
向
廟
焚
香
者
道
路
相
望
語
云
上
有
好

者
下
必
甚
焉
况
此
多
神
之
俗
乎
噫
不
問
蒼
生
問
鬼
神
從
古
已
然

謂
之
何
哉

又
第
四
區
佟
家
屯
有
古
楡
一
株
徑
六
尺
餘
形
如
圓
蓋
蔭
地
畝
餘

數
百
年
物
無
一
枯
枝
可
謂
植
得
其
所

又
第
二
區
大
楡
樹
村
有
古
楡
一
株
大
三
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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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七

新
京
福
文
盛
印
書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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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第
六
區
有
古
楡
一
株
在
小
孤
楡
樹
廟
院
內

古
川

克
爾
素
河
　
盛
京
通
志
云
克
爾
素
河
出
自
吉
林
西
南
庫
勒
訥
窩

集
北
流
出
邊
即
折
而
西
南
其
西
一
源
即
什
喇
穆
楞
河
源
出
古
北

口
五
百
餘
里
蒙
古
克
什
克
騰
界
內
之
伯
爾
克
和
爾
果
東
流
經
口

外
諸
蒙
古
駐
牧
地
北
受
喀
喇
穆
楞
河
南
合
羅
哈
河
又
東
南
至
開

原
西
北
邊
外
會
克
爾
素
河
入
邊
爲
遼
河
後
漢
志
水
經
註
所
言
遼

源
皆
指
今
西
北
一
支
其
東
來
之
一
源
則
始
於
通
典
通
典
云
貞
觀

二
十
一
年
李
勣
破
高
麗
于
南
蘇
班
師
至
頗
利
城
渡
白
浪
黃
巖
二

水
皆
由
膝
以
下
勣
怪
二
水
狹
淺
問
契
丹
遼
源
所
在
云
此
二
水
更

行
數
里
合
而
南
流
即
稱
遼
水
據
此
則
唐
時
遼
水
已
合
東
西
二
源

言
之
殊
不
知
前
漢
地
志
已
言
之
矣
高
句
驪
縣
有
南
蘇
水
西
北
經

塞
外
陳
奐
水
道
圖
說
謂
即
今
之
克
爾
素
河
按
庫
勒
訥
窩
集
在
今

西
豐
西
安
之
間
南
接
長
嶺
子
爲
長
白
山
南
幹
之
支
脈
今
昌
圖
縣

志
以
西
安
縣
之
遼
河
掌
轉
心
湖
蝦
蟆
泉
眼
爲
分
源
以
拉
津
河
爲

正
源
經
伊
通
過
克
爾
素
邊
門
入
境
復
經
雙
山
至
遼
源
縣
與
西
遼

水
合
乃
稱
大
遼
河

古
衙
署

淸
　
儒
學
衙
門
詳
地
理
門

捕
盜
廳
即
淸
典
史
衙
門
亦
詳
地
理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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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八

新
京
福
文
盛
印
書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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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祠

文
昌
殿
　
在
文
廟
東
大
門
一
門
正
殿
三
間
正
位
文
昌
帝
君
左
右

配
以
朱
衣
大
士
魁
星
之
位
後
殿
三
間
祀
文
昌
三
代
淸
光
緖
五
年

建魁
星
閣
　
在
文
昌
殿
外
三
層
高
三
丈
餘
與
文
昌
殿
同
時
建

城
隍
廟
　
在
城
內
關
帝
廟
東
門
三
間
廟
三
間
寢
宮
三
間
有
藤
製

城
隍
行
像
淸
光
緖
初
元
建

古
題
額

文
廟
題
額
　
在
大
成
殿
內
有
淸
光
緖
御
筆
題
斯
文
在
茲
四
字
橫

額
宣
統
踐
祚
又
頒
中
和
位
育
四
字
橫
額

普
濟
寺
題
額
　
在
城
內
關
帝
廟
有
淸
光
緖
御
筆
題
澤
周
渤
海
四

字
橫
額
又
有
保
華
正
宗
橫
額
淸
道
光
乙
未
年
該
廟
慧
白
禪
師
創

建
時
所
題

興
隆
寺
題
額
　
在
城
內
財
神
廟
有
淸
光
緖
辛
丑
年
懷
德
縣
知
事

范
貴
良
題
博
施
濟
衆
鎭
靜
嚴
明
慈
航
普
濟
各
橫
額

寺
內
又
有
惠
我
歸
田
四
字
橫
額
係
該
寺
監
院
緖
岳
於
光
緖
二
十

三
年
爲
本
城
曹
老
善
人
鳳
儀
施
舍
該
寺
典
地
價
所
題
者

古
譙
樓

鐘
鼔
樓
　
在
城
內
關
帝
廟
鈎
牙
鬪
角
丹
碧
煇
煌
爲
東
三
省
各
寺

譙
橋
之
冠
淸
道
光
十
五
年
建
民
國
十
六
年
重
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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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九

新
京
福
文
盛
印
書
局
印

古
鰲
山

大
佛
殿
鰲
山
　
在
城
內
興
隆
寺
後
殿
洞
壑
深
幽
人
物
肖
妙
每
入

瞻
仰
覺
牛
鬼
蛇
神
栩
栩
欲
動
誠
懷
德
之
一
奇
觀
也
淸
道
光
十
七

年
造

古
墓

公
主
陵
　
在
城
南
南
滿
鐵
路
三
站
之
北
名
公
主
嶺
者
以
此
墓
在

嶺
上
有
饗
堂
一
間
周
墓
之
地
爲
祭
田
主
祭
者
係
蒙
古
人
鮑
姓
但

公
主
之
歷
史
不
可
攷
矣

蒙
古
坆
　
在
城
南
黑
山
咀
子
不
知
何
許
人
俗
謂
之
蒙
古
坆
也

七
人
墓
　
在
縣
城
西
門
外
鬼
王
廟
義
地
南
有
一
高
大
之
塚
即
是

也
事
蹟
見
兵
事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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