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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新
都
縣
志
序

志
者
史
之
流
别
也
隋
志
經
籍
以

郡
國
書
歸
雜
傳
地
理
之
記
别
部

而
未
兼
晉
摯
虞
依
禹
貢
周
官
作

畿
服
經
嗣
學
者
因
其
經
歴
竝
有

紀
載
然
不
能
成
一
家
之
體
齊
陸

澄
聚
一
百
六
十
家
之
説
編
而
為

部
謂
之
地
理
書
任
昉
顧
野
王
踵

成
地
記
暨
輿
地
志
自
是
遂
夥
凡

厥
州
邑
分
野
封
畧
阨
塞
戸
口
𠅘

城
道
里
土
田
民
物
時
俗
先
贒
舊

政
靡
不
具
悉
夫
上
諸
太
史
兹
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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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權
輿
必
覈
必
詳
庻
昭
賅
備
昌
黎

韓
子
固
云
土
地
之
書
未
嘗
一
得

其
門
戸
且
謂
古
之
人
未
有
不
通

此
而
為
大
贒
君
子
方
欲
退
而
往

學
焉
志
之
難
言
也
鉅
儒
為
退
之

猶
遜
謝
管
窺
𤨏
學
不
能
逮
逺
但

記
郡
邑
之
名
而
已
庸
詎
敢
侈
史

之
末
事
哉
新
都
漢
隷
廣
漢
郡
今

屬
成
都
府
距
四
十
里
常
道
將
云

蜀
以
成
都
廣
都
新
都
為
三
都
號

名
城
復
言
多
名
士
有
楊
厚
董
扶

又
有
四
姓
馬
史
汝
鄭
蓋
屹
然
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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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會
城
勝
區
也
麗
潤
沃
饒
水
清
而

深
土
畝
而
金
鎮
浸
靈
孕
冠
帶
甲

於
旁
邑
嚮
無
志
乘
乾
隆
初
陳
令

銛
肇
纂
時
閩
中
鄭
石
幢
宰
繁
為

之
序
而
邑
耆
舊
無
知
者
求
其
書

不
可
得
葢
草
創
未
及
梓
矣
迨
余

承
乏
稽
圖
問
俗
吏
以
册
進
乃
嘉

慶
十
八
年
修
省
志
當
事
者
條
綴

舊
通
志
倉
卒
盈
帙
以
應
檄
取
者

每
加
繙
閲
訛
濫
漏
脱
不
一
而
足

中
謬
妄
尤
劇
如
升
𤲅
先
生
之
桂

湖
本
𡬶
常
㳺
玩
所
也
而
以
為
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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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湖
攷
衞
常
章
武
時
為
繁
令
鑿
西

湖
引
都
江
堰
水
灌
溉
田
畝
其
利

甚
溥
後
人
尸
祝
之
名
曰
衞
湖
宋

蘇
實
為
宰
嫌
衞
湖
蛙
鳴
取
大
者

以
硃
筆
㸃
其
額
放
於
城
外
蟇
水

河
此
繁
之
故
蹟
於
新
都
何
與
殆

沿
舊
通
志
而
誤
也
升
𤲅
殁
南
中

歸
殯
於
蜀
黄
安
人
迎
柩
至
瀘
州

並
取
其
妾
與
所
生
子
而
歸
年
譜

所
載
甚
詳
舊
志
以
為
家
人
欲
成

服
安
人
以
天
威
不
測
用
庻
人
禮

殮
世
宗
開
棺
騐
之
見
所
服
始
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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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悟
復
其
爵
位
吁
里
巷
瞽
談
謾
語

顧
以
之
入
簡
編
尚
云
徵
信
而
可

臚
典
故
備
採
擇
乎
深
鬱
於
衷
適

有
學
宫
黌
校
文
昌
廟
考
棚
演
武

㕔
倉
厫
鄉
社
諸
大
役
而
不
遑
給

繼
濬
桂
湖
轃
樓
閣
蒔
卉
木
以
復

用
修
之
徽
蹟
皆
次
第
告
竣
縣
人

士
𧩽
然
以
修
志
請
夫
邑
有
志
猶

國
有
史
也
史
紀
一
代
之
事
實
無

遺
志
亦
紀
一
邑
之
事
實
無
遺
雖

百
世
下
終
必
賴
之
且
因
文
以
求

義
因
事
以
求
鑒
興
廢
因
革
循
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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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反
己
未
必
非
守
土
者
之
大
助
也

舊
志
收
攟
既
疎
成
廹
於
猝
邇
年

逾
四
紀
矣
甄
録
有
闕
美
隨
日
落

善
因
月
稀
故
諺
曰
一
日
不
書
百

事
荒
蕪
夫
豈
無
燀
闡
可
識
者
視

燼
焉
莫
之
恤
哉
爰
屬
紳
士
勤
極

收
拾
參
訪
周
咨
核
實
乃
登
延
漢

州
前
任
會
理
州
學
博
張
君
玉
泉

秉
筆
余
於
餘
力
亦
為
剖
校
間
附

以
臆
决
論
述
一
二
其
山
川
水
利

古
蹟
人
物
原
本
史
籍
匪
據
靡
存

類
為
十
二
目
釐
為
十
八
卷
例
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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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乎
新
文
增
於
舊
七
閲
月
而
成
收

之
於
晦
曀
軼
泆
之
餘
復
光
著
若

發
蒙
矣
非
此
余
之
所
能
也
若
有

以
導
之
而
不
得
其
故
也
徵
文
考

獻
訂
訛
補
缺
較
舊
志
雖
昈
尺
度

然
以
韓
子
所
願
往
學
者
而
遽
詡

意
得
十
八
九
覈
量
於
陸
任
諸
古

作
者
乎
趙
閲
道
言
之
矣
知
之
有

未
至
編
之
有
未
及
其
俟
於
後
之

君
子
也
乎

道
光
二
十
四
年
嵗
次
甲
辰
十
一

月
知
新
都
縣
事
毘
陵
張
奉
書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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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都
縣
志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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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
凡
例

一
卷
首
恭
編

聖
謨
尊

王
章
也
我

朝

列
聖
相
承
尊
師
重
道
勤
政
恤
民
謨
誥
典
章
如
綸
如
綍
允
爲

萬
世
法
守
州
縣
舊
志
編
入
藝
文
殊
非
體
制
謹
依

畿
輔
通
志
四
川
通
志
之
例
載
八
卷
首
以
爲
全
集
冠

冕
不
惟
簡
册
增
輝
庶
㡬
是
訓
是
行
仰
覲

天
子
之
光
於
萬
一
云
爾

一
瀟
湘
八
景
圖
宋
人
偶
一
爲
之
厥
後
志
家
轉
相
蹈
襲

十
景
八
景
之
目
無
地
不
有
是
處
可
移
但
一
開
函
已

使
人
攢
眉
捉
鼻
矣
今
列
縣
治
學
宮
書
院
八
陣
桂
湖

各
圖
於
卷
首
標
題
卽
用
本
名
庶
見
山
川
古
蹟
眞
面

目
一
天
文
之
學
各
有
專
家
非
末
學
所
能
臆
測
如
東
井
爲

秦
分
又
爲
蜀
分
秦
蜀
封
疆
密
邇
猶
可
言
也
若
晉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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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云
自
畢
十
二
度
至
東
井
十
五
度
魏
分
屬
益
州
以
益

州
合
於
魏
地
則
風
馬
牛
不
相
及
矣
後
儒
集
矢
紛
紛

誠
非
過
當
然
其
傳
已
久
不
敢
輕
議
故
仍
舊
存
之

一
厯
代
郡
縣
沿
革
如
繭
絲
牛
毛
所
謂
差
之
毫
釐
謬
以

千
里
者
兹
考
證
羣
書
詳
列
原
委
其
疆
域
一
以

一
統
志
爲
斷

一
城
池
關
隘
津
梁
驛
傳
舖
遞
營
制
通
志
各
爲
一
門
兹

統
列
於
建
置
之
內
俾
一
方
興
作
開
卷
瞭
如
食
貨
祠

祀
諸
志
均
仿
此

一
水
利
爲
生
民
之
命
邑
中
各
處
堤
堰
來
源
去
委
必
條

分
縷
晰
詳
悉
書
之
不
使
稍
有
紊
亂
庶
耕
作
者
知
所

盡
力
不
致
迷
於
所
向
且
亦
免
爭
競
也

一
田
賦
丁
戸
雜
稅
均
照
賦
役
全
書
開
載

一
典
禮
就
邑
中
所
現
應
行
者
纂
輯
其
儀
注
悉
遵

大
淸
會
典

一
前
代
墳
墓
古
蹟
之
在
縣
境
者
如
王
稚
子
馬
超
明
儒

楊
淸
風
墓
道
八
陣
圖
必
爲
淸
釐
界
址
招
佃
典
守
刊

立
碑
記
禁
人
樵
牧
亦
守
土
者
所
有
事
也
王
稚
子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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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闕
原
有
二
今
只
存
一
康
熈
時
王
漁
洋
典
蜀
試
原
碑

具
在
凡
碑
陰
題
跋
載
入
蜀
道
驛
程
記
中
甚
詳
今
厯

考
前
人
之
論
著
詳
列
於
墓
誌
下
以
備
後
人
考
核

一
志
貴
訂
訛
始
可
傳
信
舊
志
採
取
舊
通
志
不
加
釐
正

謬
誤
滋
甚
如
職
官
列
衛
常
蘇
實
盧
照
隣
王
几
於
知

縣
明
宋
維
忠
列
於
典
史
考
衛
常
嘗
鑿
西
湖
引
都
江

堰
之
水
灌
漑
田
畝
邑
人
德
之
名
曰
衛
湖
蘇
實
爲
令

嫌
衛
湖
蛙
鳴
以
硃
㸃
其
額
放
於
蟇
水
河
此
新
繁
事

也
於
邑
何
涉
舊
志
以
桂
湖
當
之
夫
以
千
百
世
興
修

水
利
庇
蔭
無
窮
方
且
没
世
不
忘
曾
以
升
𤲅
先
生
一

代
偉
人
忽
更
衛
湖
之
名
爲
桂
湖
據
爲
己
有
鄉
黨
自

好
者
不
爲
而
謂
賢
者
爲
之
乎
唐
盧
照
鄰
宋
王
几
皆

縣
尉
非
縣
令
也
宋
維
忠
主
簿
非
典
史
也
人
物
志
之

李
尤
漢
書
華
陽
國
志
俱
載
雒
人
非
新
都
人
考
晉
時

嘗
移
新
都
郡
於
雒
置
太
守
而
以
新
都
縣
屬
之
亦
不

可
以
漢
之
雒
人
而
屬
晉
之
新
都
選
舉
志
任
漢
温
江

人
今
槪
從
删
削

一
職
官
列
入
名
宦
祠
者
明
時
尙
有
數
人
而
舊
志
不
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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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傳
今
詳
考
史
書
及
文
廟
各
祠
宇
塚
墓
碑
記
各
省
通

志
前
人
文
集
敘
爲
職
官
表
以
淸
眉
目
並
爲
補
傳
以

垂
永
久
註
明
所
引
原
書
於
下
不
敢
妄
增
一
語

一
楊
文
忠
輔
弼
兩
朝
立
興
世
子
减
先
朝
浮
費
數
百
萬

斬
江
彬
於
俄
頃
不
動
聲
色
使
國
家
安
於
磐
石
扶
危

定
亂
之
功
實
在
韓
魏
公
之
上
明
史
固
有
列
傳
然
必

叅
考
其
時
傳
誌
墓
銘
而
事
始
可
互
見
是
集
凡
關
係

文
忠
事
蹟
者
廣
爲
收
列
昔
張
舍
人
塤
作
郿
縣
志
因

宋
張
載
張
戩
爲
邑
人
旣
撰
列
傳
並
彚
行
狀
世
系
語

錄
爲
一
書
爲
張
氏
傳
錄
張
氏
道
統
錄
亦
此
物
此
志

也
一
志
貴
證
據
昔
衛
正
叔
作
禮
記
集
說
曰
他
人
著
書
惟

恐
不
出
於
己
予
則
惟
恐
不
出
於
人
朱
竹
垞
作
經
義

考
日
下
舊
聞
卽
倣
此
例
是
編
竊
照
此
義
悉
採
羣
書

分
註
於
下
間
有
出
自
管
見
者
則
加
一
按
字
别
之

一
志
忌
重
複
但
事
有
關
涉
數
處
則
彼
此
俱
見
互
相
勾

貫
而
詳
畧
不
同
此
古
人
互
文
例
也
然
必
註
明
詳
某

處
以
便
叅
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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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一
列
傳
固
貴
簡
核
亦
貴
詳
明
而
修
志
者
率
寥
寥
以
數

言
畢
之
雖
古
今
之
傑
士
奇
人
彪
炳
史
書
者
一
入
志

家
剪
裁
便
覺
精
華
頓
盡
夫
史
紀
一
代
而
從
詳
志
紀

一
方
而
從
畧
竊
以
爲
於
義
無
取
也
新
唐
書
進
表
云

事
增
於
前
文
省
於
舊
而
後
人
謂
其
所
不
及
古
人
者

病
正
在
此
故
今
所
載
人
物
悉
據
華
陽
國
志
列
史
本

傳
書
之
近
今
人
物
無
書
可
據
者
必
出
自
公
舉
蓋
淸

議
所
關
非
一
秉
至
公
難
以
信
今
傳
後
也

一
人
物
例
不
爲
生
人
立
傳
惟
守
貞
列
女
已
奉
　
旌
表

及
年
例
已
符
而
有
待
　
旌
表
者
雖
其
人
尙
存
悉
登

入
以
勵
風
化

一
諸
志
藝
文
多
分
體
類
兹
一
以
時
代
編
次
代
以
統
人

人
以
統
文
亦
古
人
編
年
之
意
也
詩
亦
倣
此
例

一
志
中
所
載
諸
詩
文
俱
取
有
關
於
邑
境
者
登
之
其
邑

先
達
詩
文
雖
無
關
邑
境
而
有
可
傳
者
附
列
於
後
緣

一
邑
文
獻
所
關
不
容
廢
𣓪
此
固
新
安
文
獻
志
例
至

時
近
詩
文
槪
不
登
載
而
於
邑
乘
實
有
關
係
者
間
登

一
二
並
非
有
𣓪
取
也
識
者
諒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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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一
升
𤲅
著
作
四
百
餘
種
文
字
之
富
古
今
無
兩
爰
倣
經

義
攷
之
例
合
邑
人
之
著
述
彚
爲
一
册
並
升
𤲅
年
譜

附
於
藝
文
志
之
末
而
以
雜
志
終
焉

一
是
志
編
纂
始
於
甲
辰
二
月
告
成
於
八
月
爲
門
十
二

爲
卷
十
八
考
獻
徵
文
未
免
挂
一
漏
萬
其
訂
譌
補
缺

尙
有
待
於
後
之
君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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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新
都
縣
志
卷
一

卷
首

聖
謨

卷
一

天
文
志

星
野
考

分

野

圖

輿
地
志

沿
革

表

　

說

　

疆

域

形

勝

　

山

川

　

古

蹟

卷
二

輿
地
志

建
置

城

池

　

關

塞

　

鄉

塲

　

津

梁

公

署

　

驛

傳

　

舖

遞

　

營

制

水
利
志

堤
堰

食
貨
志

田
賦

積

貯

　

社

穀

　

濟

穀

　

人

丁

　

戸

口

雜

稅

　

鹽

課

　

茶

課

　

蠲

政

　

物

産

卷
四

典
禮
志

慶
賀

祀

典

　

公

儀

　

宣

講

　

賓

興

禮

鄉

飮

酒

禮

　

風

俗

　

氣

候

歲
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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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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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卷
五

學
校
志

學
宮

書

院

義

學

卷
六

祠
祀
志

壇
廟

寺

觀

塚

墓

卷
七

職
官
表

政

績

卷
八

選
舉
志

卷
九

人
物
志

卷
十

人
物
志

卷
十
一

藝
文
志

卷
十
二

藝
文
志



 

新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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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
目

錄

　
　
　
　
　
九

卷
十
三

藝
文
志

卷
十
四

藝
文
志

卷
十
五

藝
文
志

卷
十
六

經
籍
志

卷
十
七

經
籍
志

卷
十
八

升
𤲅
年
譜

雜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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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地輿圖



 

新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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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

 

新
都
縣
志
　

卷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
城池圖



 

新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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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
聖廟圖



 
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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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
文昌宫圖



 
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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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六

火神廟圖龍神祠圖



 

新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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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七

□武廟圖



 
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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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八



 

新
都
縣
志
　

卷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九

縣署圖



 

新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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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
書院圖
桂湖



 

新
都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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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一



 

新
都
縣
志
　

卷
一

八

陣

圖

說

　
　
　
一

彌
牟
八
陣
圖
說

馬
隆
贊
曰
治
兵
以
信
求
聖
以
奇
信
不
可
易
戰
無
常
規

可
握
則
握
可
施
則
施
千
變
萬
化
敵
莫
能
知

按
彌
牟
八
陣
圖
一
百
二
十
有
八
壘
殆
用
周
易
之
道

八
八
成
行
兩
陣
俱
立
左
法
上
經
三
十
卦
而
重
爲
六

十
壘
右
法
下
經
三
十
四
卦
而
重
爲
六
十
八
壘
內
法

六
子
六
八
四
十
八
而
重
爲
九
十
六
壘
外
法
二
老
二

八
一
十
六
而
重
爲
三
十
二
壘
極
錯
綜
之
數
以
成
奇

正
之
形
出
没
變
化
神
明
莫
測
雖

分

繪

爲

八

陣

要

不

離

平

易

象

而

已

天
覆
陣
圖



 

新
都
縣
志
　

卷
一

八

陣

圖

說

　
　
　
二

天
覆
陣
說

馬
隆
贊
曰
天
陣
十
六
內
方
外
圓
四
面
風
衝
其
形
象
天

爲
陣
之
主
爲
兵
之
先
潛
用
三
軍
其
形
不
偏

按
外
之
分
變
爲
天
覆
陣
有
風
無
雲
用
總
陣
外
間
之

隊
以
天
𢖍
列
中
以
天
衝
列
四
陣
以
風
列
四
維
所
謂

風
附
天
而
形
圓
是
也

地
載
陣
圖



 

新
都
縣
志
　

卷
一

八

陣

圖

說

　
　
　
三

地
載
陣
說

馬
隆
贊
曰
地
陣
十
二
其
形
正
方
雲
生
四
角
衝
軸
相
當

其
體
莫
測
動
用
無
疆
獨
立
不
可
配
之
於
陽

按
內
之
分
變
爲
地
載
陣
有
雲
無
風
用
總
陣
中
間
之

隊
以
地
軸
列
中
以
地
衝
列
四
正
以
雲
列
四
角
所
謂

雲
附
地
而
形
方
是
也

風
揚
陣
圖



 

新
都
縣
志
　

卷
一

八

陣

圖

說

　
　
　
四

風
揚
陣
說

馬
隆
贊
曰
風
無
正
形
附
之
於
天
變
而
爲
蛇
其
意
漸
元

風
能
鼓
動
萬
物
驚
焉
蛇
能
圍
繞
三
軍
懼
焉

按
右
之
分
變
爲
風
揚
陣
有
風
無
雲
用
總
陣
右
一
半

隊
以
地
軸
列
中
以
天
衝
列
前
後
以
天
𢖍
列
前
地
軸

之
左
右
以
地
衝
列
後
地
軸
之
左
右
以
四
維
風
列
大

𢖍
之
兩
端
所
謂
風
附
𢖍
而
形
銳
是
也

雲
垂
陣
圖



 

新
都
縣
志
　

卷
一

八

陣

圖

說

　
　
　
五

雲
垂
陣
說

馬
隆
贊
曰
雲
附
於
地
則
知
無
形
變
爲
翔
鳥
其
狀
乃
成

鳥
能
𦊅
擊
雲
能
晦
冥
千
變
萬
化
金
革
之
聲

按
左
之
分
變
爲
雲
𡸁
陣
有
雲
無
風
用
總
陣
左
一
半

隊
以
地
軸
列
中
以
天
衝
列
前
後
以
地
衝
列
前
地
軸

之
左
右
以
天
𢖍
列
後
地
軸
之
左
右
以
四
維
雲
列
天

𢖍
之
兩
端
所
謂
雲
附
衝
而
形
有
聚
散
是
也

龍
飛
陣
圖



 

新
都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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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
八

陣

圖

說

　
　
　
六

龍
飛
陣
說

馬
隆
贊
曰
天
地
後
衝
龍
變
其
中
有
手
有
足
有
背
有
胸

潛
則
不
測
動
無
窮
陳
形
亦
然
象
名
其
龍

按
後
之
分
變
爲
龍
飛
陣
有
雲
無
風
用
總
陣
後
一
半

隊
以
天
𢖍
列
前
爲
首
天
衝
次
之
地
衝
又
次
之
以
地

軸
列
中
爲
腰
地
衝
次
之
天
衝
又
次
之
以
天
𢖍
列
後

爲
尾
以
雲
列
四
維
爲
翼
所
謂
雲
從
龍
而
形
象
龍
飛

是
也

虎
翼
陣
圖



 

新
都
縣
志
　

卷
一

八

陣

圖

說

　
　
　
七

虎
翼
陣
說

馬
隆
贊
曰
天
地
前
衝
變
爲
虎
翼
伏
虎
將
搏
盛
其
威
力

淮
陰
用
之
變
無
極
垓
下
之
會
魯
公
莫
測

按
前
之
分
變
爲
虎
翼
陣
有
風
無
雲
用
總
陣
前
一
半

隊
以
天
𢖍
列
前
爲
首
天
衝
次
之
以
天
𢖍
列
後
爲
尾

以
風
列
四
維
爲
足
所
謂
風
從
虎
而
形
象
虎
翼
是
也

鳥
翔
陣
圖



 

新
都
縣
志
　

卷
一

八

陣

圖

說

　
　
　
八

鳥
翔
陣
說

馬
隆
贊
曰
鷙
鳥
擊
搏
必
先
翺
翔
勢
凌
霄
漢
飛
禽
伏
藏

審
而
下
之
必
有
一
傷
一
夫
突
擊
三
軍
莫
當

按
東
北
西
南
二
隅
變
爲
鳥
翔
陣
有
雲
無
風
用
總
陣

二
隅
之
隊
以
天
衝
爲
首
尾
以
地
軸
列
左
右
天
𢖍
次

之
地
衝
又
次
之
以
雲
列
兩
端
爲
兩
翼
所
謂
雲
附
衝

而
形
象
鳥
翔
是
也

蛇
蟠
陣
圖



 

新
都
縣
志
　

卷
一

八

陣

圖

說

　
　
　
九

蛇
蟠
陣
說

馬
隆
贊
曰
風
爲
蛇
蟠
蛇
吞
天
眞
勢
欲
圍
繞
性
能
屈
伸

四
季
之
中
與
虎
爲
隣
後
變
常
山
首
尾
相
因

按
西
北
東
南
二
隅
變
爲
蛇
蟠
陣
有
風
無
雲
用
總
陣

二
隅
之
隊
以
地
軸
爲
首
尾
以
天
𢖍
爲
左
右
地
衝
次

之
天
衝
又
次
之
以
風
列
兩
端
爲
蟠
象
所
謂
風
附
衝

而
形
象
蛇
蟠
是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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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首

序

姓

氏

　
　
　
　
一

新
都
縣
志

修
志
姓
氏

纂
修新

　
　
都
　
　
縣
　
　
知
　
　
縣
張
奉
書

宛

平

籍

江

蘇

人

主
稿前

任

會

理

州

學

正
張
懷
洵

漢

州

人

協
修署

新

都

縣

敎

諭
任
作
輔

南

部

縣

人

署

新

都

縣

訓

導
薛
　
芳

編
次新

　
　
都
　
　
縣
　
　
典
　
　
史
錢
　
濤

安

徽

懷

𡨴

縣

人

城

守

左

營

駐

防

新

都

汛

外

委
汪
廷
贊

成

都

縣

人

叅
正庚

子

科

舉

人
魏
用
之

原
　
任
　
南
　
川
　
縣
　
敎
　
諭
熊
澤
基

辛

巳

科

舉

人

廪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傅
　
夑

廪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劉
煥
堂

附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李
　
欽



 

新
都
縣
志
　

卷
首

序

姓

氏

　
　
　
　
二

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鞠
汝
瑗

經
理
局
務

貢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陳
于
培

廪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魏
源
普

校
字附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周
秉
珪

廪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宋
　
漣

監
刻廪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鄭
孔
源

廪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劉
　
焜

附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汪
作
霖

採
訪辛

巳
　
　
恩
科
舉
人
卽
選
敎
諭
熊
潤
基

戊

子

科

舉

人

卽

選

敎

諭
王
　
昀

現

任

蓬

州

訓

導
楊
光
海

候
　
　
　
選
　
　
　
訓
　
　
　
導
尹
肇
莘

甲

午

科

副

榜

候

選

訓

導
駱
良
𩦸

候
　
選
　
布
　
政
　
司
　
經
　
厯
周
　
溱



 

新
都
縣
志
　

卷
首

序

姓

氏

　
　
　
　
三

候
　
選
　
按
　
察
　
司
　
經
　
歴
周
　
渭

從
　
　
九
　
　
品
　
　
職
　
　
銜
劉
　
瑛

貢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蕭
開
春

增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鄭
華
春

附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向
開
華

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趙
啟
賢

附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凃
中
轍

附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粟
純
剛

貢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魏
作
賓

貢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陳
光
欽

從
　
　
九
　
　
品
　
　
職
　
　
銜
廖
文
彬

廪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周
宣
南

附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李
魁
光

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楊
光
俊

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廖
　
昺

耆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民
魏
德
增

繪
圖

黎
陞
魁

新

都

人



 

新
都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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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首

姓

氏
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
刊
刻

劉
紹
彦

綿

竹

人

書
手

李
國
溱

新

都

人



 

新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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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　

卷
首

聖

謨
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新
都
縣
志
卷
首

聖
謨

世
祖
章
皇
帝
訓
飭
士
子
卧
碑
文

順

治

九

年

朝
廷
建
立
學
校
選
取
生
員
免
其
丁
糧
厚
以
廩
膳
設
學
院

學
道
學
官
以
敎
之
各
衙
門
官
以
禮
相
待
全
要
養
成
賢

才
以
供

朝
廷
之
用
諸
生
皆
當
上
報

國
恩
下
立
人
品
所
有
敎
條
開
列
于
後

一
生
員
之
家
父
母
賢
智
者
子
當
受
敎
父
母
愚
魯
或
有

非
爲
者
子
旣
讀
書
明
理
當
再
三
懇
告
使
父
母
不
䧟

於
危
亡

一
生
員
立
志
當
學
爲
忠
臣
淸
官
書
史
所
載
忠
淸
事
蹟

務
須
互
相
講
究
凡
利
國
愛
民
之
事
更
宜
留
心

一
生
員
居
心
忠
厚
正
直
讀
書
方
有
實
用
出
仕
必
作
良

吏
若
心
術
邪
刻
讀
書
必
無
成
就
爲
官
必
取
禍
患
行

害
人
之
事
者
往
往
自
殺
其
身
常
宜
思
省

一
生
員
不
可
干
求
官
長
交
結
勢
要
希
圖
進
身
若
果
心

善
德
全
上
天
知
之
必
加
以
福



 

新
都
縣
志
　

卷
首

聖

謨
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一
生
員
當
愛
身
忍
性
凡
有
司
官
衙
門
不
可
輕
入
卽
有

切
己
之
事
只
許
家
人
代
告
不
許
干
預
他
人
詞
訟
他

人
亦
不
許
牽
連
生
員
作
証

一
爲
學
當
尊
敬
先
生
若
講
說
皆
須
誠
心
聽
受
如
有
未

明
從
容
再
問
毋
妄
行
辯
難
爲
師
長
者
亦
當
盡
心
敎

訓
勿
致
怠
惰

一
軍
民
一
切
利
病
不
許
生
員
上
書
陳
言
如
有
一
言
建

白
以
違
制
論
黜
革
治
罪

一
生
員
不
許
糾
黨
多
人
立
盟
結
社
把
持
官
府
武
斷
鄉

曲
所
作
文
字
不
許
妄
行
刊
刻
違
者
聽
提
調
官
治
罪

聖
祖
仁
皇
帝
聖
諭
十
六
條

康

熙

三

十

年

敦
孝
弟
以
重
人
倫
　
　
　
篤
宗
族
以
昭
雍
睦

和
鄉
黨
以
息
爭
訟
　
　
　
重
農
桑
以
足
衣
食

尙
節
儉
以
惜
財
用
　
　
　
隆
學
校
以
端
士
習

黜
異
端
以
崇
正
學
　
　
　
講
法
律
以
儆
愚
頑

明
禮
讓
以
厚
風
俗
　
　
　
務
本
業
以
定
民
志

訓
子
弟
以
禁
非
爲
　
　
　
息
誣
告
以
全
善
良

誡
匿
逃
以
免
株
連
　
　
　
完
錢
糧
以
省
催
科



 

新
都
縣
志
　

卷
首

聖

謨
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
聯
保
甲
以
弭
盗
賊
　
　
　
解
讐
忿
以
重
身
命

御
製
孔
子
贊
並
序

康

熈

二

十

五

年

　

頒

盖
自
三
才
建
而
天
地
不
居
其
功
一
中
傳
而
聖
人
代
宣

其
藴
有
行
道
之
聖
得
位
以
綏
猷
有
明
道
之
聖
立
言
以

垂
憲
此
正
學
所
以
常
明
人
心
所
以
不
冺
也
粤
稽
往
緖

仰
遡
前
𡽪
堯
舜
禹
湯
文
武
達
而
在
上
兼
君
師
之
寄
行

道
之
聖
人
也
孔
子
不
得
位
窮
而
在
下
秉
删
述
之
權
明

道
之
聖
人
也
行
道
者
勲
業
炳
於
一
朝
明
道
者
敎
思
周

於
百
世
堯
舜
文
武
之
後
不
有
孔
子
則
學
術
紛
淆
仁
義

湮
塞
斯
道
之
失
傳
也
久
矣
後
之
人
而
欲
探
二
帝
三
王

之
心
法
以
爲
治
國
平
天
下
之
凖
其
奚
所
取
衷
焉
然
則

孔
子
之
爲
萬
古
一
人
也
審
矣
朕
廵
省
東
國
謁
祀
闕
里

景
企
滋
深
敬
摛
筆
而
爲
之
贊
曰

淸
濁
有
氣
剛
柔
有
質
聖
人
參
之
人
極
以
立
行
著
習
察

舍
道
莫
由
惟
皇
建
極
惟
后
綏
猷
作
君
作
師
垂
統
萬
古

曰
惟
堯
舜
禹
湯
文
武
五
百
餘
歲
至
聖
挺
生
聲
金
振
玉

集
厥
大
成
序
書
删
詩
定
禮
正
樂
旣
窮
象
繫
亦
嚴
筆
削

上
紹
往
緖
下
示
來
型
道
不
終
晦
秩
然
大
經
百
家
紛
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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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殊
途
異
趣
日
月
無
踰
羹
墻
可
晤
孔
子
之
道
惟
中
與
庸

此
心
此
理
千
聖
所
同
孔
子
之
德
仁
義
中
正
秉
𢑱
之
好

根
本
天
性
庶
幾
夙
夜
朂
哉
令
圖
遡
源
洙
泗
景
躅
唐
虞

載
厯
庭
除
式
觀
禮
器
摛
毫
仰
贊
心
焉
遐
企
百
世
而
上

以
聖
爲
歸
百
世
而
下
以
聖
爲
師
非
師
夫
子
惟
師
於
道

統
天
御
世
惟
道
爲
寳
泰
山
巖
巖
東
海
泱
泱
墻
高
萬
仭

夫
子
之
堂
孰
窺
其
籓
孰
窺
其
徑
道
不
遠
人
克
念
作
聖

顏
子
贊

聖
道
早
聞
天
資
獨
粹
約
禮
博
文
不
遷
不
貳
一
善
服
膺

萬
德
來
萃
能
化
而
齊
其
樂
一
致
禮
樂
四
代
治
法
兼
備

用
行
舍
藏
王
佐
之
器

曾
子
贊

洙
泗
之
傳
魯
以
得
之
一
貫
曰
唯
聖
學
在
兹
明
德
新
民

止
善
爲
期
格
致
誠
正
均
平
以
推
至
德
要
道
百
行
所
基

纂
承
統
緖
修
明
訓
辭

子
思
子
贊

於
穆
天
命
道
之
大
原
靜
養
動
察
庸
德
庸
言
以
育
萬
物

以
贊
乾
坤
九
經
三
重
大
法
是
存
篤
恭
慎
獨
成
德
之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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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卷
之
藏
密
擴
之
無
垠

孟
子
贊

哲
人
旣
萎
楊
墨
昌
熾
子
輿
闢
之
曰
仁
曰
義
性
善
獨
闡

知
言
養
氣
道
稱
堯
舜
學
屏
功
利
煌
煌
七
篇
並
垂
六
藝

孔
學
攸
傳
禹
功
作
配

訓
飭
士
子
文

康

熙

四

十

一

年

　

頒

國
家
建
立
學
校
原
以
興
行
敎
化
作
育
人
材
典
至
渥
也

朕
臨
馭
以
來
隆
重
師
儒
加
意
庠
序
近
復
慎
簡
學
使
釐

剔
弊
端
務
期
風
敎
修
明
賢
才
蔚
起
庶
幾
棫
樸
作
人
之

意
乃
比
年
士
習
未
端
儒
效
罕
著
雖
因
內
外
臣
工
奉
行

未
盡
善
亦
由
爾
諸
生
積
錮
已
久
猝
難
改
易
之
故
也
兹

特
親
製
訓
言
再
加
警
飭
爾
諸
生
其
敬
聽
之
從
來
學
者

先
立
品
行
次
及
文
學
學
術
事
功
源
委
有
敘
爾
諸
生
幼

聞
庭
訓
長
列
宮
牆
朝
夕
誦
讀
𡨴
無
究
心
必
也
躬
修
實

踐
砥
礪
亷
隅
敦
孝
順
以
事
親
秉
忠
貞
以
立
志
窮
經
考

業
勿
雜
荒
誕
之
談
取
友
親
師
悉
化
憍
盈
之
氣
文
章
歸

於
醇
雅
毋
事
浮
華
軌
度
式
於
規
繩
最
防
蕩
軼
子
衿
佻

達
自
昔
所
譏
苟
行
止
有
虧
雖
讀
書
何
益
若
夫
宅
心
弗



 

新
都
縣
志
　

卷
首

聖

謨

　
　
　
　
　
六

淑
行
己
多
愆
或
蜚
語
流
言
脅
制
官
長
或
隱
糧
包
訟
出

入
公
門
或
唆
撥
姦
猾
欺
孤
凌
弱
或
招
呼
朋
𩔖
結
社
要

盟
乃
如
之
人
名
敎
不
容
鄉
黨
弗
齒
縱
倖
脫
褫
扑
濫
竊

章
縫
返
之
於
衷
能
無
媿
乎
况
乎
鄉
會
科
名
乃
掄
才
大

典
闗
係
尤
鉅
士
子
果
有
真
才
實
學
何
患
困
不
逢
年
顧

乃
標
榜
虛
名
暗
通
聲
氣
夤
緣
詭
遇
罔
顧
身
家
又
或
改

竄
鄉
貫
希
圖
進
取
囂
凌
騰
沸
網
利
營
私
種
種
𡚁
端
深

可
痛
恨
且
夫
士
子
出
身
之
始
尤
貴
以
正
若
兹
厥
初
拜

獻
便
已
作
姦
犯
科
則
異
時
敗
檢
踰
閑
何
所
不
至
又
安

望
其
秉
公
持
正
爲
國
家
宣
猷
樹
績
膺
後
先
疏
附
之
選

哉
朕
用
嘉
惠
爾
等
故
不
禁
反
復
惓
惓
頒
兹
訓
言
爾
等

務
共
體
朕
心
恪
遵
明
訓
一
切
痛
加
改
省
爭
自
濯
磨
積

行
勤
學
以
圖
上
進
國
家
三
年
登
造
束
帛
弓
旌
不
特
爾

身
有
榮
卽
爾
祖
父
亦
增
光
寵
矣
逢
時
得
志
𡨴
俟
他
求

哉
若
仍
視
爲
具
文
玩
愒
勿
儆
毁
方
躍
冶
暴
𣓪
自
甘
則

是
爾
等
㝠
頑
無
知
終
不
能
率
敎
也
旣
負
栽
培
復
千
咎

戾
王
章
具
在
朕
亦
不
能
爲
爾
等
寬
矣
自
兹
以
往
內
而

國
學
外
而
直
省
鄉
校
凡
學
臣
師
長
皆
有
司
鐸
之
責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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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並
宜
傳
集
諸
生
多
方
董
勸
以
副
朕
懷
否
則
職
業
弗
修

咎
亦
難
逭
勿
謂
朕
言
之
不
預
也
爾
多
士
尙
敬
聽
之
哉

世
宗
憲
皇
帝
諭
知
州
知
縣
文

雍

正

元

年

　

頒

朕
惟
國
家
首
重
吏
治
爾
州
牧
縣
令
乃
親
民
之
官
吏
治

之
始
基
也
貢
賦
獄
訟
爾
實
司
之
品
秩
雖
卑
職
任
綦
重

州
縣
官
賢
則
民
先
受
其
利
州
縣
官
不
肖
則
民
先
受
其

害
膺
兹
任
者
當
體
朝
廷
惠
養
元
元
之
意
以
愛
爲
先
務

周
察
蔀
屋
綏
輯
鄉
里
治
行
果
有
其
實
循
卓
自
有
其
名

非
內
聚
賄
而
外
干
譽
謂
之
名
實
兼
收
也
全
省
吏
治
如

作
室
然
督
撫
其
棟
梁
也
司
道
其
垣
墉
也
州
縣
其
基
址

也
書
云
民
惟
邦
本
本
固
邦
𡨴
夫
所
以
固
邦
本
者
在
吏

治
而
吏
治
之
本
在
州
縣
苟
州
縣
之
品
行
不
端
猶
基
不

立
則
室
不
固
庸
有
濟
乎
哉

皇
考
臨
御
六
十
一
年
灼
知
州
縣
之
重
特
行
引
見
咨
詢
明
試

至
詳
至
愼
其
有
亷
能
之
員
每
不
次
超
擢
以
示
鼓
勵
今

海
內
羣
黎
皆

皇
考
所
懷
保
也
朕
膺

宗
社
重
寄
思
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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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皇
考
之
治
功
惟
爾
州
縣
諸
臣
俱
有
父
母
斯
民
之
責
其
爲
朕

立
之
基
址
以
固
邦
本
焉
誠
能
潔
己
奉
公
實
心
盡
職
一

州
一
縣
之
中
興
仁
興
讓
敎
孝
敎
忠
物
阜
民
安
刑
淸
訟

簡
朕
將
升
之
朝
中
以
作
股
肱
如
或
罔
念
民
瘼
恣
意
貪

婪
或
朘
削
肥
家
或
濫
刑
逞
虐
或
借
刻
以
爲
淸
或
恃
才

而
多
事
或
謟
媚
上
司
以
貪
位
或
任
縱
胥
吏
以
擾
民
或

狥
私
逞
欲
以
上
虧
國
帑
王
章
具
在
豈
爾
貸
歟
更
有
任

州
縣
時
私
肥
己
槖
而
漫
云
且
俟
顯
要
方
正
名
節
者
其

與
初
市
淸
名
晚
而
改
操
之
人
何
以
異
哉
至
於
錢
糧
關

繫
尤
重
絲
毫
顆
粒
皆
百
姓
之
脂
膏
增
一
分
則
民
受
一

分
之
累
減
一
分
則
民
沾
一
分
之
澤
前
有
請
暫
加
火
耗

抵
補
虧
空
帑
項
者

皇
考
示
諭
在
廷
不
允
其
請
爾
諸
臣
其
聞
之
矣
今
州
縣
火
耗

任
意
加
增
視
爲
成
例
民
何
以
堪
乎
嗣
後
斷
宜
禁
之
或

被
上
司
察
劾
或
被
科
道
糾
察
必
從
重
治
罪
決
不
寬
貸

夫
欲
淸
虧
空
之
源
莫
如
節
儉
正
直
節
儉
則
用
無
不
足

正
直
則
上
官
不
可
干
以
私
若
朘
小
民
之
生
以
飽
上
官

之
貪
欲
冐
不
測
之
罪
以
快
一
時
之
奢
侈
豈
砥
礪
亷
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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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爲
民
父
母
之
道
乎
爾
州
縣
等
官
其
恪
共
乃
職
勿
貽
罪

戾
母
謂
地
遠
官
卑
朕
不
及
察
其
賢
否
也
特
諭

諭
老
農

雍

正

元

年

朕
惟
四
民
以
士
爲
首
農
次
之
工
商
其
下
也
漢
有
力
田

孝
弟
之
科
而
市
井
子
孫
不
得
仕
宦
重
農
抑
末
之
意
庶

爲
近
古
士
子
讀
書
砥
行
學
成
世
用
國
家
榮
之
以
爵
祿

而
農
民
勤
勞
作
苦
手
胼
足
胝
以
供
租
賦
養
父
母
育
妻

子
其
敦
龎
淳
朴
之
行
豈
惟
工
賈
不
逮
亦
非
不
肖
士
人

之
所
能
及
雖
榮
寵
非
其
所
慕
而
奬
賞
要
當
有
加
其
令

州
縣
有
司
擇
老
農
之
勤
勞
儉
朴
身
無
過
舉
者
歲
舉
一

人
給
以
八
品
頂
帶
榮
身
以
示
鼓
勵

詔
頒
五
王
封
册

雍

正

元

年

賜
　
肇
聖
王
册
文
曰
右
文
稽
古
思
統
緖
之
相
承
重
道
尊

師
溯
淵
源
於
自
遠
舉
千
秋
之
曠
典
蘋
藻
維
馨
超
五
等

之
崇
封
絲
綸
式
煥
緬
惟

先
師
孔
子
之
五
世
祖
木
金
父
公
系
本
殷
朝
居
從
魯
國
治

維
尙
質
傳
樸
素
之
舊
風
貴
而
彌
恭
守
謙
和
之
家
法
積

功
累
行
聿
宏
毓
聖
之
基
貽
慶
鍾
祥
遂
極
生
民
之
盛
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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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初
登
大
寶
欽
想
前
規
欲
申
景
仰
之
忱
用
議
顯
揚
之
制

特
追
封
爲
肇
聖
王
錫
之
册
命
於
戲
克
昌
厥
後
永
立
人

倫
之
宗
有
開
必
先
並
膺
素
王
之
號
服
兹
嘉
命
垂
示
無

窮
賜
　
裕
聖
王
册
文
曰
道
高
聖
域
宜
推
師
表
之
原
恩
浹
儒

宗
用
廣
尊
崇
之
典
擬
王
封
而
𣈆
秩
禮
軼
古
今
定
鴻
號

而
加
稱
榮
增
洙
泗
緬
維

先
師
孔
子
之
高
祖
祈
父
公
系
出
商
宗
望
隆
宋
國
姓
分
公

族
爲
孔
氏
之
再
傳
瑞
啟
聖
人
逮
宣
尼
而
間
出
溯
淵
源

於
累
葉
知
德
盛
而
世
昌
鍾
靈
秀
於
一
人
實
敎
尊
而
功

溥
朕
羹
牆
至
聖
寤
寐
前
𡽪
思
敬
禮
之
加
隆
必
恩
綸
之

及
遠
特
追
封
爲
裕
聖
王
錫
之
册
命
於
戲
衮
衣
端
冕
視

躬
桓
蒲
穀
而
彌
尊
春
禴
秋
嘗
與
鳬
繹
龜
蒙
而
並
久
膺

兹
寵
命
永
荷
鴻
休

賜
　
詒
聖
王
册
文
曰
聖
人
覺
世
道
有
開
而
必
先
王
者
尊

師
禮
必
隆
於
所
自
備
顯
揚
之
典
用
煥
千
秋
申
嚮
往
之

誠
特
超
五
瑞
緬
維

先
師
孔
子
之
曾
祖
防
叔
公
殷
朝
賢
裔
魯
國
儒
宗
潛
德
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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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
彰
守
高
曾
之
矩
矱
詒
謀
自
遠
藴
詩
禮
之
淵
源
聿
開
天

縱
之
能
四
科
立
敎
爰
啟
時
中
之
聖
一
貫
傳
心
朕
寶
厯

初
膺
前
𡽪
是
式
溯
儀
型
而
景
仰
加
名
號
以
褒
崇
特
追

封
爲
詒
聖
王
錫
之
册
命
於
戲
俎
豆
常
新
峻
秩
與
尼
山

並
峙
絲
綸
誕
賁
恩
光
共
洙
泗
長
流
永
荷
崇
加
昭
垂
無

斁
賜
　
昌
聖
王
册
文
曰
化
民
善
俗
道
首
賴
乎
師
資
積
行
累

功
誼
應
推
夫
祖
德
閱
再
傳
而
誕
聖
垂
裕
詒
謀
超
五
等

以
加
封
創
興
盛
典
緬
維

先
師
孔
子
之
祖
伯
夏
公
東
山
毓
秀
泗
水
鍾
靈
生
秉
禮
守

義
之
邦
漸
摩
旣
久
奉
崇
信
尊
賢
之
訓
牖
廸
尤
深
集
慶

在
躬
早
兆
四
科
之
敎
克
昌
厥
後
遂
開
萬
世
之
蒙
朕
寶

厯
初
膺
景
行
彌
切
推
降
祥
之
有
自
念
賢
號
之
宜
加
特

追
封
爲
昌
聖
王
錫
之
册
命
於
戲
溯
尼
山
之
世
澤
茂
績

丕
昭
崇
闕
里
之
家
聲
斯
文
益
振
服
兹
嘉
命
永
式
光
榮

賜
　
啟
聖
王
册
文
曰
達
天
盡
性
溯
道
統
之
攸
傳
崇
德
報

功
體
孝
思
之
不
匱
惟
誕
生
夫
睿
哲
遂
永
樹
乎
師
模
用

賁
𡽪
章
特
升
峻
秩
緬
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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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首

聖

謨

　
　
　
　
十
二

先
師
孔
子
之
父
叔
梁
公
望
重
魯
邦
業
傳
鄹
邑
秉
姿
勇
毅

垂
史
傳
之
盛
名
積
慶
悠
長
衍
家
庭
之
令
緖
感
殊
祥
於

闕
里
兆
啟
素
王
徴
靈
應
於
尼
山
運
鍾
至
聖
粤
從
前
代

顯
贈
上
公
兹
當
纘
緖
之
初
更
議
推
恩
之
典
特
追
封
爲

啟
聖
王
錫
之
册
命
於
戲
澤
惟
裕
後
聿
宏
作
述
之
規
善

則
歸
親
宜
加
尊
榮
之
禮
儀
型
如
在
嘉
命
是
承

御
製
聖
諭
廣
訓
序

雍

正

二

年

書
曰
每
歲
孟
春
遒
人
以
木
鐸
徇
於
路
記
曰
司
徒
修
六

禮
以
節
民
性
明
七
敎
以
興
民
德
此
皆
以
敦
本
崇
實
之

道
爲
牖
民
覺
世
之
模
法
莫
良
焉
意
莫
厚
焉
我

聖
祖
仁
皇
帝
久
道
化
成
德
洋
恩
普
仁
育
萬
物
義
正
萬
民
六

十
年
來
宵
衣
旰
食
祗
期
薄
海
內
外
興
仁
講
讓
革
薄
從

忠
共
成
親
遜
之
風
永
享
昇
平
之
治
故

特
頒
上
諭
十
六
條
曉
諭
八
旗
及
直
省
兵
民
人
等
自
綱
常
名

敎
之
際
以
至
于
耕
桑
作
息
之
間
本
末
精
粗
公
私
鉅
細

凡
民
情
之
所
習
皆

睿
慮
之
所
周
視
爾
編
氓
誠
如
赤
子

聖
有
謨
訓
明
徴
定
保
萬
世
守
之
莫
能
易
也
朕
纘
承
大
統
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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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首

聖

謨

　
　
　
　
十
三

御
兆
人
以

聖
祖
之
心
爲
心
以

聖
祖
之
政
爲
政
夙
夜
黽
勉
率
由
舊
章
惟
恐
小
民
遵
信
奉
行

久
而
或
怠
用
申
誥
誡
以
示
提
撕
謹
將

上
諭
十
六
條
尋
繹
其
義
推
衍
其
文
共
得
萬
言
名
曰

聖
諭
廣
訓
旁
徴
遠
引
往
復
周
詳
意
取
顯
明
語
多
直
樸
無
非

奉

先
志
以
啟
後
人
使
羣
𥠖
百
姓
家
喻
而
戸
曉
也
願
爾
兵
民
等

仰
體

聖
祖
正
德
厚
生
之
至
意
勿
視
爲
條
敎
號
令
之
虛
文
共
勉
爲

謹
文
節
用
之
庶
人
盡
除
夫
浮
薄
囂
凌
之
陋
習
則
風
俗

醇
厚
家
室
和
平
在
朝
廷
德
化
樂
觀
其
成
爾
後
嗣
子
孫

並
受
其
福
積
善
之
家
必
有
餘
慶
其
理
豈
或
爽
哉

諭
敎
士
子
責
成
學
臣
敎
職

雍

正

四

年

爲
士
者
四
民
之
首
一
方
之
望
凡
屬
編
氓
皆
尊
之
奉
之

以
爲
讀
聖
賢
之
書
列
膠
庠
之
選
其
所
言
所
行
俱
可
爲

鄉
人
法
則
也
故
必
敦
品
勵
學
謹
言
慎
行
不
愧
端
人
正

士
然
後
以
聖
賢
詩
書
之
道
開
示
愚
民
則
民
必
聽
從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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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首

聖

謨

　
　
　
　
十
四

言
服
習
其
敎
相
率
而
歸
於
謹
厚
或
小
民
偶
有
不
善
之

事
卽
懷
愧
恥
之
心
相
戒
勿
令
某
人
知
之
如
古
人
之
往

事
則
民
風
何
患
不
淳
世
道
何
患
不
復
古
耶
朕
觀
今
日

之
士
子
雖
不
乏
閉
門
勤
修
讀
書
立
品
之
輩
而
蕩
檢
踰

閑
不
顧
名
節
者
亦
復
不
少
或
出
入
官
署
包
攬
詞
訟
或

武
斷
鄉
曲
欺
壓
平
民
或
違
抗
錢
糧
藐
視
國
法
或
代
民

納
課
私
潤
身
家
種
種
卑
汚
下
賤
之
事
難
以
悉
數
彼
爲

民
者
見
士
子
誦
讀
聖
賢
之
書
而
行
止
尙
且
如
是
則
必

薄
待
讀
書
之
人
而
並
輕
視
聖
賢
之
書
矣
士
習
不
端
民

風
何
由
而
正
其
問
闗
係
極
爲
重
大
朕
自
卽
位
以
來
加
恩

學
校
培
養
人
材
所
以
敎
育
士
子
者
無
所
不
至
宜
乎
天

下
之
士
皆
鼓
舞
奮
興
爭
自
濯
磨
盡
去
其
佻
達
之
習
矣

而
內
外
諸
臣
條
奏
中
臚
列
諸
生
之
劣
跡
請
行
嚴
懲
者

甚
多
朕
思
轉
移
化
導
之
法
當
先
端
其
本
源
敎
官
者
多

士
之
儀
型
也
學
臣
者
敎
官
之
表
率
也
敎
官
多
屬
中
材

又
或
年
齒
衰
邁
貪
位
竊
祿
與
士
子
爲
朋
儔
視
考
課
爲

故
套
而
學
臣
又
但
以
𢖍
文
爲
事
任
敎
官
之
因
循
怠
惰

苟
且
塞
責
漫
不
加
察
所
以
倡
率
之
本
不
立
無
怪
乎
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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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首

聖

謨

　
　
　
　
十
五

習
之
不
端
而
風
俗
之
未
淳
也
朕
孜
孜
圖
治
欲
四
海
之

大
萬
民
之
衆
皆
嚮
風
而
慕
義
革
薄
而
從
忠
故
特
簡
督

學
之
臣
慎
重
學
臣
之
職
欲
使
自
上
而
下
端
本
澄
源
以

收
實
效
也
凡
爲
學
臣
者
務
使
持
公
秉
正
宣
揚
風
化
於

敎
官
之
稱
職
者
卽
加
薦
拔
溺
職
者
卽
行
叅
革
爲
敎
官

者
訓
誨
士
子
悉
秉
誠
心
如
父
兄
之
督
課
子
弟
至
於
分

别
優
劣
則
至
公
至
當
不
涉
偏
私
如
此
各
盡
其
道
則
士

子
人
人
崇
尙
品
詣
砥
礪
亷
隅
且
不
但
自
淑
其
身
而
羣

𥠖
百
姓
日
聞
善
言
日
觀
善
行
以
生
其
感
發
之
念
風
俗

之
丕
變
庶
幾
其
可
望
也
特
諭

御
題
聖
廟
四
配
匾
額
顏
子
匾
曰
德
冠
四
科
曾
子
匾
曰
道

傳
一
貫
子
思
子
匾
曰
性
天
述
祖
孟
子
匾
曰
守
先
待
後

又
御
題
閔
子
匾
曰
躬
行
至
孝
仲
子
匾
曰
聖
道
干
城

雍

正

五

年

諭
旌
奬
務
期
核
實

雍

正

元

年

上
諭
禮
部
致
治
之
要
首
在
風
化
移
風
易
俗
莫
先
於
鼓
勵

良
善
使
人
人
知
𢑱
倫
天
則
之
爲
重
忠
孝
亷
節
之
宜
敦

古
帝
王
勞
來
匡
直
所
以
納
民
於
軌
物
者
舍
是
無
由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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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首

聖

謨

　
　
　
　
十
六

朝
廷
每
遇
覃
恩
詔
欵
內
必
有
旌
表
孝
義
貞
節
之
條
實

係
鉅
典
邇
來
直
省
大
吏
往
往
視
爲
具
文
並
未
廣
諮
遠

訪
祇
將
有
力
之
家
囑
託
賂
遺
者
漫
憑
郡
縣
監
司
之
申

詳
卽
爲
題
請
建
坊
而
山
川
僻
壤
窮
氓
耕
織
之
人
或
菽

水
養
親
天
性
篤
孝
或
栢
舟
矢
志
之
死
靡
他
鄉
鄰
嗟
嘆

爲
可
欽
而
姓
氏
不
傳
於
城
邑
幽
光
湮
鬱
潛
德
消
沉
者

何
可
勝
數
爾
部
卽
着
傳
諭
督
撫
學
政
諸
臣
嗣
後
務
期

各
屬
搜
羅
虛
公
核
詢
確
據
本
人
鄉
評
實
蹟
題
奏
旌
奬

勿
以
匹
夫
匹
婦
而
輕
爲
沮
抑
勿
以
富
家
巨
族
而
濫
爲

表
揚
以
副
朕
成
俗
化
民
實
心
彰
善
至
意
特
諭

諭
人
子
毋
毁
傷
肢
體

雍

正

六

年

上
諭
覧
福
建
廵
撫
常
𧶘
奏
稱
羅
源
縣
孝
子
李
盛
山
割
肝

救
其
母
病
母
病
愈
後
李
盛
山
傷
重
身
故
請
加
旌
表
部

議
以
割
肝
乃
小
民
輕
生
愚
孝
向
無
旌
表
之
例
應
不
准

行
朕
念
割
肝
療
疾
事
雖
不
經
而
其
廹
切
救
母
之
心
實

難
得
而
可
憫
已
加
恩
准
其
旌
表
矣
嘗
讀
韓
愈
之
文
曰

母
疾
則
止
於
烹
調
藥
石
以
爲
事
未
聞
毁
傷
肢
體
以
爲

養
苟
不
傷
於
義
則
聖
賢
當
先
衆
而
爲
之
矣
又
讀
朱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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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首

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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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
書
曰
割
股
固
自
不
是
若
誠
心
爲
之
不
求
人
知
亦
庶
幾

今
乃
有
以
此
要
譽
者
是
先
儒
論
及
此
者
屢
矣
本
朝
順

治
年
間
定
例
割
股
或
致
傷
生
卧
冰
或
致
凍
死
恐
民
倣

傚
不
准
旌
表
伏
思
我

世
祖
皇
帝

聖
祖
皇
帝
臨
御
萬
方
立
敎
明
倫
與
人
爲
善
而
於
此
例
慎
予

旌
表
者
誠
乃
天
地
好
生
之
盛
心
聖
人
覺
世
之
至
道
視

人
命
爲
至
重
不
可
以
愚
昧
而
誤
𢦤
念
孝
道
爲
至
宏
不

可
以
毁
傷
爲
正
理
立
法
垂
訓
實
有
深
意
存
焉
但
向
來

地
方
有
司
未
嘗
以
聖
賢
經
常
之
道
與
國
家
愛
養
之
心

明
白
曉
諭
開
導
編
氓
是
以
愚
夫
愚
婦
救
親
而
捐
軀
殉

夫
而
殞
命
者
往
往
有
之
旣
有
其
事
若
不
予
以
旌
表
恐

無
以
彰
其
苦
志
而
慰
其
幽
魂
所
以
數
十
年
來
雖
定
不

予
旌
表
之
例
而
仍
許
其
奏
聞
且
有
𨖟
恩
於
常
格
之
外

者
仰
見

聖
祖
皇
帝
哀
矜
下
民
之

聖
心
固
如
是
之
周
詳
而
委
曲
也
孝
經
曰
身
體
髪
膚
受
之

父
母
不
敢
毁
傷
孝
之
始
也
孟
子
曰
事
孰
爲
大
事
親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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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首

聖

謨

　
　
　
　
十
八

大
守
孰
爲
大
守
身
爲
大
此
皆
言
人
子
一
身
乃
父
母
之

遺
體
雖
一
髪
一
指
不
可
偶
有
虧
損
以
傷
父
母
之
所
貽

也
孔
子
曰
父
母
惟
其
疾
之
憂
盖
父
母
愛
子
之
心
無
所

不
至
偶
有
疾
病
尙
以
爲
憂
設
有
不
肖
忤
逆
之
子
父
母

且
恕
而
矜
之
其
純
孝
之
子
而
父
母
之
愛
憐
又
當
如
何

也
豈
有
以
己
身
患
病
之
故
割
其
子
之
肝
肉
充
飮
𩜹
而

和
湯
藥
其
父
母
之
心
斷
無
不
驚
憂
𢡖
惕
不
安
之
理
也

若
因
此
而
至
於
傷
生
又
豈
父
母
所
忍
聞
者
乎
夫
父
母

有
疾
固
人
子
所
當
盡
心
竭
力
之
時
而
孝
道
多
端
實
不

容
効
命
捐
軀
於
一
節
孔
子
曰
生
事
之
以
禮
死
塟
之
以

禮
祭
之
以
禮
是
人
生
孺
慕
之
誠
原
通
百
年
而
無
間
者

也
人
子
一
身
承
先
啟
後
負
荷
甚
鉅
若
舍
身
殞
命
於
倉

卒
之
間
而
忘
宗
祀
繼
續
之
重
恐
非
所
以
爲
孝
也
况
人

子
於
親
本
乎
天
性
倘
能
盡
至
誠
純
孝
之
實
則
親
病
雖

篤
呼
𥸤
請
禱
力
省
一
身
之
過
誓
願
爲
一
正
人
如
此
必

能
感
天
地
動
鬼
神
何
須
割
肝
刲
股
以
爲
回
生
之
良
劑

乎
家
庭
之
行
惟
在
至
誠
至
敬
善
體
親
心
不
必
以
驚
世

駭
俗
之
爲
著
奇
於
日
用
倫
常
之
外
也
至
若
婦
人
從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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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九

之
義
醮
而
不
改
乃
天
下
之
正
道
而
其
間
節
婦
烈
婦
亦

有
不
同
者
烈
婦
以
死
殉
夫
慷
慨
相
從
於
地
下
固
爲
人

所
難
能
然
烈
婦
難
而
節
婦
尤
難
盖
從
死
者
取
决
於
一

時
而
守
貞
者
必
厯
夫
永
久
從
死
者
致
命
而
遂
已
而
守

貞
者
備
嘗
其
艱
難
且
烈
婦
之
殉
節
捐
軀
其
間
情
事
亦

有
不
同
者
或
迫
於
貧
窶
而
寡
自
全
之
計
或
出
於
憤
激

而
不
暇
爲
後
日
之
思
不
知
夫
亡
之
後
婦
職
之
當
盡
者

更
多
上
有
翁
姑
則
當
奉
養
以
代
爲
子
之
道
下
有
後
嗣

則
當
敎
育
以
代
爲
父
之
道
他
如
修
治
蘋
蘩
經
理
家
業

其
事
難
以
悉
數
安
得
以
一
死
畢
其
責
乎
是
以
節
婦
之

旌
表
載
在
典
章
而
烈
婦
不
在
定
例
之
內
者
誠
以
烈
婦

捐
生
與
割
肝
刲
股
之
愚
孝
其
事
相
類
假
若
倣
傚
者
多

則
𢦤
生
者
衆
爲
上
者
之
所
不
忍
也
向
來
未
曾
通
行
曉

諭
朕
今
特
頒
諭
旨
著
地
方
有
司
廣
爲
宣
布
務
期
僻
壤

荒
村
家
諭
戸
曉
俾
愚
民
咸
知
孝
子
節
婦
之
自
有
常
道

可
行
而
保
全
性
命
之
爲
正
理
則
倫
常
之
地
皆
合
中
庸

不
負
國
家
敎
養
矜
全
之
德
矣
倘
訓
諭
之
後
仍
有
不
愛

軀
命
蹈
於
危
亡
者
朕
亦
不
槩
加
旌
表
以
成
閭
𨶒
激
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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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
之
風
長
愚
民
輕
生
之
習
思
之
思
之
特
諭

隆
學
校
以
端
士
習

古
者
家
有
塾
黨
有
庠
州
有
序
國
有
學
固
無
人
不
在
所

敎
之
中
專
其
督
率
之
地
董
以
師
儒
之
官
所
以
成
人
材

而
厚
風
俗
秀
頑
强
懦
使
之
歸
於
一
致
也
我

聖
祖
仁
皇
帝
壽
考
作
人
特
隆
學
校
凡
所
以
養
士
之
恩
敎
士

之
法
無
不
備
至
盖
以
士
爲
四
民
之
首
人
之
所
以
待
士

者
重
則
士
之
所
以
自
待
者
益
不
可
輕
士
習
端
而
後
鄉

黨
視
爲
儀
型
風
俗
由
之
表
率
務
令
以
孝
弟
爲
本
材
能

爲
末
器
識
爲
先
文
藝
爲
後
所
讀
者
皆
正
書
所
交
者
皆

正
士
確
然
於
禮
義
之
可
守
惕
然
於
亷
恥
之
當
存
唯
恐

立
身
一
敗
致
玷
宮
墻
惟
恐
名
藝
雖
成
負
慙
衾
影
如
是

斯
可
以
爲
士
否
或
躁
競
功
利
干
犯
名
敎
習
乎
異
端
曲

學
而
不
知
正
道
騖
乎
放
言
高
論
而
不
事
躬
行
問
其
名

則
是
考
其
實
則
非
矣
昔
胡
瑗
爲
敎
授
學
者
濟
濟
有
成

文
翁
治
蜀
中
子
弟
由
是
大
化
故
廣
文
一
官
朕
特
飭
吏

部
悉
以
孝
亷
明
經
補
用
凡
以
爲
興
賢
育
才
化
民
成
俗

計
也
然
學
校
之
隆
固
在
司
敎
者
有
整
齊
嚴
肅
之
規
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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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一

在
爲
士
者
有
愛
惜
身
名
之
意
士
品
果
端
而
後
發
爲
文

章
非
空
虛
之
論
見
之
施
爲
非
浮
薄
之
行
在
野
不
媿
名

儒
者
在
國
卽
爲
良
臣
所
係
顧
不
重
哉
至
於
爾
兵
民
恐

不
知
學
校
之
爲
重
且
以
爲
與
爾
等
無
與
不
知
身
雖
不

列
於
庠
序
性
豈
自
外
於
倫
常
孟
子
曰
謹
庠
序
之
敎
申

之
以
孝
弟
之
義
又
曰
人
倫
明
於
上
小
民
親
於
下
則
學

校
不
獨
所
以
敎
士
兼
所
以
敎
民
若
黌
宫
之
中
文
武
並

列
雖
經
義
韜
畧
所
習
者
不
同
而
入
孝
出
弟
人
人
所
當

共
由
也
士
農
不
異
業
力
田
者
悉
能
敦
本
務
實
則
農
亦

士
也
兵
民
無
異
學
卽
戎
者
皆
知
敬
長
愛
親
則
兵
亦
士

也
然
則
庠
序
者
非
爾
兵
民
所
當
隆
重
者
乎
端
人
正
士

者
非
爾
兵
民
所
當
則
傚
者
乎
孰
不
有
君
臣
父
子
之
倫

孰
不
有
仁
義
禮
智
之
性
勿
謂
學
校
之
設
止
以
爲
士
各

宜
以
善
相
勤
以
過
相
規
向
風
慕
義
勉
爲
良
善
則
氓
之

蚩
蚩
亦
可
以
禮
義
爲
耕
耘
𧺯
𧺯
武
夫
亦
可
以
詩
書
爲

甲
胃
一
道
同
風
之
盛
將
復
見
於
今
日
矣
雍
正
　
年
二

月
初
二
日

高
宗
純
皇
帝
禁
州
縣
冐
充
書
役

乾

隆

元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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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二

上
諭
朕
惟
州
縣
爲
親
民
之
吏
自
宜
亷
平
不
擾
𢡟
著
循
聲

乃
獄
訟
催
科
之
際
官
民
情
意
易
致
暌
隔
百
姓
潛
受
苦

累
而
無
由
自
訴
者
則
以
書
役
之
爲
害
正
劇
州
縣
官
不

知
所
以
振
刷
而
剔
除
之
也
朕
訪
聞
直
省
州
縣
衙
門
經

承
之
外
必
有
貼
寫
正
役
之
外
每
多
白
役
聚
此
數
十
輩

無
賴
之
徒
假
托
公
務
橫
肆
貪
饕
其
爲
小
民
擾
累
何
可

勝
言
故
有
獄
訟
尙
未
審
結
而
耗
財
於
若
輩
之
手
兩
造

已
經
坐
困
者
矣
額
糧
尙
未
收
納
而
浮
費
於
催
徵
中
飽

於
蠧
胥
已
什
去
二
三
矣
其
餘
勾
緝
命
盗
因
緣
舞
𡚁
遇

事
生
風
株
連
無
辜
賄
縱
要
犯
大
率
貼
寫
白
役
之
爲
居

多
各
直
省
督
撫
務
宜
嚴
飭
各
該
州
縣
將
所
有
吏
役
按

籍
勾
考
其
有
私
行
充
冒
者
悉
行
裁
革
設
正
額
書
役
實

不
敷
用
不
妨
於
貼
寫
帮
役
中
擇
其
淳
謹
者
酌
量
存
留

亦
必
嚴
加
約
朿
毋
得
非
時
差
擾
至
於
經
承
正
役
務
須

時
刻
稽
查
倘
有
壞
法
擾
民
之
事
立
卽
按
律
重
懲
庶
使

若
輩
知
所
顧
忌
不
得
肆
其
伎
倆
倘
或
明
知
故
縱
姑
息

養
奸
又
或
喜
其
巧
於
趨
承
受
其
蒙
蔽
此
則
不
愛
百
姓

而
愛
吏
役
卽
屬
𢦤
害
吾
民
之
甚
者
也
爲
民
父
母
其
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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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三

出
此
乎
且
胥
吏
之
爲
害
不
止
州
縣
衙
門
已
也
凡
徵
解

錢
糧
上
司
書
吏
輙
向
州
縣
衙
門
書
吏
索
取
費
用
而
縣

吏
假
藉
司
費
紙
張
名
色
派
索
花
戸
又
如
徵
解
漕
糧
時

糧
道
衙
門
書
吏
需
索
縣
吏
規
禮
因
而
縣
吏
亦
遂
勾
通

本
縣
家
人
盤
踞
倉
厫
於
正
額
外
多
收
耗
米
稍
不
遂
意

百
般
留
難
遠
鄉
小
民
以
得
收
爲
幸
守
候
爲
艱
不
得
不

飽
其
貪
壑
又
聞
院
司
衙
門
凡
州
縣
申
詳
事
件
每
先
發

各
房
書
吏
擬
批
送
籖
書
吏
從
此
作
奸
射
利
遲
速
行
駁

之
間
得
以
上
下
其
手
盖
衙
蠧
之
爲
擾
自
上
及
下
正
不

自
州
縣
始
也
是
在
爲
督
撫
者
整
肅
紀
綱
立
闔
省
之
表

率
而
監
司
守
令
各
奉
厥
職
互
相
紏
正
則
𡚁
絶
風
淸
民

安
袵
席
朕
惠
養
元
元
之
恩
意
得
以
周
浹
閭
𨶒
矣
特
諭

加
孤
貧
口
糧

乾

隆

二

年

上
諭
直
省
設
立
養
濟
院
收
養
孤
貧
月
給
銀
米
計
口
授
食

俾
官
主
其
事
吏
胥
無
得
中
飽
法
至
周
也
但
聞
州
縣
舊

例
給
發
孤
貧
口
糧
遇
小
建
不
扣
遇
閏
月
不
加
試
思
鰥

寡
孤
獨
疾
病
殘
廢
之
衆
旣
無
營
生
又
非
乞
丐
若
年
歲

遇
閏
一
月
無
糧
其
何
以
存
活
着
該
部
通
行
直
省
督
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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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四

嗣
後
孤
貧
口
糧
皆
計
口
給
發
小
建
可
扣
閏
月
糧
應
加

使
均
霑
實
惠
欽
此

定
蠲
免

乾

隆

二

年

上
諭
蠲
免
錢
糧
所
以
紓
民
力
而
惠
𥠖
元
或
偏
災
偶
見
尤

宜
急
加
寛
恤
故
周
禮
荒
政
以
薄
徵
爲
先
乃
不
肖
州
縣

一
聞
蠲
免
恩
旨
往
往
於
部
文
未
到
之
前
差
役
四
出
晝

夜
追
比
追
呼
之
擾
更
甚
平
時
迨
詔
旨
到
日
百
姓
已
完

納
過
半
朝
廷
有
賜
復
之
恩
而
閭
𨶒
不
得
實
被
其
澤
甚

至
官
吏
分
肥
侵
漁
中
飽
情
弊
種
種
深
可
痛
心
我

皇
考
世
宗
憲
皇
帝
洞
悉
其
𡚁
雍
正
十
一
年
八
月
內
蠲
免
甘

肅
地
丁
銀
兩
奉

旨
將
已
完
在
宫
之
項
准
抵
明
年
正
課
此
誠
萬
世
之
良
規

所
當
遵
奉
者
嗣
後
凡
有
蠲
免
俱
以
奉
旨
之
日
爲
始
其

奉
旨
之
後
部
文
未
到
之
前
有
已
輸
在
官
者
准
作
次
年

正
賦
永
著
爲
令
如
官
吏
朦
混
隱
匿
卽
照
侵
盗
錢
糧
律

治
罪
欽
此

仁
宗
睿
皇
帝
御
製
邪
敎
說
墨
刻

嘉

慶

五

年

　

頒

仁
育
義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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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五

先
聖
王
以
道
德
仁
義
禮
樂
政
刑
裁
成
輔
相
化
育
萬
方

使
民
日
趨
於
正
道
恐
爲
邪
說
所
惑
也
自
二
氏
行
於
中

國
始
有
釋
敎
道
敎
之
名
因
其
說
亦
皆
吾
儒
所
𢰅
大
旨

亦
精
微
元
妙
勸
人
爲
善
戒
人
爲
惡
輔
翼
王
化
無
大
差

謬
是
以
聖
帝
明
王
姑
存
此
類
不
加
沙
汰
至
於
白
蓮
敎

之
始
則
爲
騙
錢
惑
衆
假
燒
香
治
病
爲
名
竊
佛
經
仙
籙

之
語
衣
服
與
齊
民
無
異
又
無
寺
宇
住
持
所
聚
之
人
皆

失
業
無
賴
之
輩
所
以
必
流
爲
盗
賊
是
又
僧
道
之
不
若

矣
然
天
下
之
大
何
所
不
有
苟
能
安
靜
奉
法
卽
燒
香
治

病
原
有
惻
怛
之
仁
心
在
朝
政
之
所
不
禁
若
藉
此
聚
衆

弄
兵
漸
成
叛
逆
之
大
案
則
王
法
之
所
不
容
故
查
挐
之

始
原
因
謀
逆
之
一
二
人
如
劉
松
宋
之
淸
劉
之
協
首
犯

耳
劉
松
宋
之
淸
皆
已
伏
法
並
未
株
連
而
劉
之
協
自
扶

溝
脫
逃
所
緝
者
仍
此
一
犯
而
地
方
官
有
奉
行
不
善
者

有
苛
求
圖
利
者
胥
役
衙
書
四
出
滋
擾
閭
𨶒
無
賴
借
事

吹
求
將
正
犯
反
置
於
不
問
妄
挐
無
辜
名
曰
欲
辦
白
蓮

敎
以
致
羣
起
於
襄
陽
由
豫
入
陝
而
川
省
達
州
徐
添
德

王
三
槐
亦
乘
時
蠢
動
互
相
勾
結
自
此
遂
東
奔
西
竄
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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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六

我
官
兵
害
我
良
民
傷
心
慘
目
實
難
備
書
現
今
賊
營
中

非
盡
敎
匪
也
亂
民
乘
勢
圖
刦
掠
耳
夫
官
軍
所
誅
者
叛

逆
也
未
習
敎
而
抗
拒
者
殺
無
赦
習
敎
而
在
家
持
誦
者

原
無
罪
也
卽
如
劉
之
協
雖
爲
白
蓮
敎
敎
首
其
未
謀
逆

以
前
若
俯
首
就
擒
其
罪
僅
止
發
遣
耳
脫
逃
後
至
湖
北

紏
約
姚
齊
二
逆
併
同
敎
人
等
定
於
辰
年
辰
月
辰
日
辰

時
起
事
是
真
叛
逆
斷
不
可
赦
矣
起
事
後
伊
又
潛
住
豫

省
漏
網
七
年
之
久
若
從
此
安
靜
匿
藏
原
可
倖
兔
孰
意

又
糾
約
李
傑
等
由
寶
郟
起
事
此
由
罪
大
惡
盈
天
神
共

僨
使
之
自
投
法
網
得
正
憲
章
豈
人
力
哉
故
白
蓮
敎
與

叛
逆
不
同
乃
顯
而
易
見
之
理
設
若
賊
營
中
有
一
二
僧

道
豈
盡
行
沙
汰
二
氏
乎
有
一
二
生
員
豈
遂
廢
科
舉
之

典
乎
然
則
白
蓮
敎
爲
逆
者
法
在
必
誅
未
謀
逆
之
白
蓮

敎
豈
忍
盡
行
勦
洗
耶
白
蓮
敎
與
叛
逆
不
同
之
理
旣
明

則
五
年
以
來
所
辦
理
者
一
叛
逆
大
案
也
非
欲
除
邪
敎

也
然
聚
衆
斂
錢
終
流
爲
不
靖
是
在
良
有
司
實
心
訓
導

宣
揚
正
學
漸
仁
摩
義
蹈
矩
循
規
化
其
暴
戾
易
俗
移
風

庶
幾
世
臻
小
康
民
安
本
業
朕
實
有
厚
望
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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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七

御
製
明
慎
用
刑
說
墨
刻

嘉

慶

十

二

年

　

頒

道
德
齊
理
聖
王
垂
敎
之
本
意
也
齊
之
以
刑
聖
王
不
得

已
之
苦
心
也
代
天
子
民
者
君
也
爲
人
君
止
於
仁
止
之

義
盖
言
一
切
用
人
行
政
除
暴
去
殘
皆
仁
心
所
流
露
也

君
爲
衆
父
億
兆
皆
吾
赤
子
豈
不
欲
其
生
而
必
欲
置
之

絶
地
哉
誠
以
良
莠
不
同
干
名
偝
義
作
奸
犯
科
之
徒
非

刑
不
能
齊
之
耳
而
用
刑
之
大
旨
不
外
乎
明
慎
明
者
知

其
事
之
原
委
察
其
情
之
真
僞
兩
造
旣
備
虛
衷
聽
斷
如

日
之
光
不
遺
幽
暗
犯
法
者
甘
心
認
罪
受
害
者
了
無
嗔

怨
此
明
之
功
效
也
慎
者
胞
與
爲
懷
豈
可
任
其
殘
賊
哀

矜
勿
喜
一
死
不
能
復
生
一
字
無
虛
始
可
定
案
片
言
不

實
勿
厭
重
推
總
欲
吾
心
毫
無
疑
竇
則
情
眞
法
協
如
衡

之
平
焉
有
輕
重
倒
置
此
愼
之
功
效
也
我
朝
立
法
至
爲

詳
備
凡
一
罪
囚
必
經
數
次
覆
勘
始
定
爰
書
在
官
者
胥

得
預
議
至
於
情
實
重
犯
尙
候
勾
到
有
一
綫
可
寛
者
改

入
可
緩
視
前
代
設
鎮
撫
司
習
用
非
刑
草
菅
人
命
者
真

天
淵
之
隔
矣
人
心
日
流
日
下
犯
法
者
多
案
牘
紛
繁
詐

僞
百
出
問
刑
有
司
憚
於
聽
訟
漸
至
潦
草
隨
意
不
能
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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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八

衷
延
納
反
覆
推
求
遂
令
奸
詭
者
漏
網
懦
弱
者
罹
罪
健

訟
者
逞
刁
覆
盆
者
難
雪
皆
不
能
明
慎
之
所
致
也
朝
審

爲
恤
刑
大
典
誠
兼
聽
並
觀
盡
美
盡
善
之
良
法
在
京
則

大
學
士
九
鄕
科
道
在
直
省
則
督
撫
藩
臬
司
道
公
同
會

議
雖
古
之
明
目
達
聰
何
以
踰
此
哉
奈
奉
行
已
久
視
爲

泛
常
旅
進
旅
退
無
聲
無
臭
靦
顏
謂
毫
無
𡨚
抑
罪
當
情

眞
間
有
一
二
敢
言
之
臣
以
從
緩
改
實
加
重
辦
理
爲
認

真
益
增
秋
肅
之
氣
反
失
春
生
之
旨
所
謂
北
轅
適
越
相

去
益
遠
矣
夫
明
生
於
公
公
則
無
私
無
私
始
能
明
慎
由

於
勤
勤
則
不
怠
不
怠
斯
能
慎
嗚
呼
凡
百
有
位
皆
以
明

慎
爲
用
公
勤
爲
體
庶
幾
辟
以
止
辟
以
馴
至
於
刑
期
無

刑
鼓
太
和
之
元
氣
臻
斯
世
於
大
同
遇
可
言
之
時
行
有

爲
之
績
予
一
人
實
有
厚
望
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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