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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一

睢
寜
縣
志
卷
十

訓
導
沈
紹
藩
較
閱

知
縣
劉
如
晏
鑒
定

貢
生
李

杰
編
纂

記

修
城

記

學

士

沈
一
貫

國
家
都
金
陵
錯
置
邑
以
百
數
若
據
上
游
張
左
輔
宜
莫

若
睢
寧
按
志
邑
去
淮
郡
三
百
里
而
近
東
瞻
古
宿
北
望

下
邳
西
接
靈
壁
南
聨
虹
邑
而
與
徐
僮
取
慮
鄰
卽
史
所

稱
楚
漢
夾
水
而
陣
之
故
地
也
邑
故
有
城
承
平
日
久
漸

圯
嘉

間
河
南
决
水
直
嚙
臯
陸
郛
郭
蕩
然
幾
爲
丘
墟

無
復
迴
繚
葢
三
十
餘
年
所
未
嘗
問
焉
觀
察
莫
公
建
節

淮
徐
風
聲
是
樹
廢
墮
畢
舉
行
部
至
邑
嚄
唶
久
之
乃
諭

其
令
申
君
曰
嗟
乎
弗
城
胡
邑
弗
邑
胡
民
惟
汝
責
令
受

命
惟
謹
於
是
集
部
吏
父
老
議
城
事
相
故
址
約
豪
五
百

七
十
六
丈
有
奇
高
二
丈
七
尺
基
廣
二
丈
塹
三
丈
深
三

之
一
城
闢
便
門
門
有
樓
各
四
分
置
周
廬
數
如
之
經
營

旣
定
畫
地
分
工
俱
有
成
畧
獨
止
瘠
民
貧
而
公
家
無
復

餘
積
時
訕
舉
贏
懼
不
終
事
因
上
其
議
於
御
史
大
夫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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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一
直
指
使
者
皆
報
曰
可
聽
便
宜
發
公
粟
一
千
餘
石
莫
公

且
捐
贖
鍰
二
百
餘
金
資
之
而
郡
州
守
遹
觀
厥
成
僉
謀

旣
諧
大
役
斯
肇
畚
杵
如
雲
登
登
四
聞
樽
力
均
勞
伸
乏

縮
溢
百
工
惟
和
罔
不
競
勸
葢
以
癸
未
春
首
事
越
明
年

春
落
成
樓
櫓
翬
飛
雉
堞
櫛
比
遠
引
崇
堤
俯
挹
邃
流
屹

屹
乎
翼
翼
乎
視
昔
雄
壯
有
加
焉
固
南
國
之
屏
障
而
長

淮
之
壯
觀
也
史
氏
沈
一
貫
旣
敘
其
事
復
論
曰
王
公
設

險
以
守
其
國
是
故
書
稱
勤
墉
易
戒
復
隍
言
城
之
不
可

以
已
也
然
畫
圻
固
圉
何
國
蔑
有
獨
申
伯
圖
南
山
甫
賦

政
南
仲
經
營
風
人
咏
焉
此
何
以
故
夫
世
所
稱
社
稷
臣

者
非
以
其
宏
謨
碩
畫
上
以
衛
國
則
有
維
城
之
忠
丁
以

爲
民
則
有
干
城
之
任
與
彼
城
者
禦
暴
域
民
重
事
也
顧

非
常
之
原
難
以
慮
始
乃
君
子
驅
之
以
公
家
之
急
卽
勞

民
動
衆
夷
然
不
以
爲
厲
者
然
考
土
功
之
制
又
何
詳
且

愼
也
是
故
龍
見
火
見
昏
至
約
其
期
遠
邇
厚
薄
基
址
程

其
式
餱
粮
畚
築
板
幹
備
其
物
嗚
呼
率
此
而
城
豈
晚
近

世
所
謂
勦
民
者
與
語
有
之
哲
夫
成
城
葢
重
之
也
卽
是

可
以
得
詩
人
之
旨
矣
睢
寧
上
瞰
諸
陵
下
睨
漕
渠
昔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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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劉
賊
內
訌
兩
得
而
甘
心
焉
夫
固
要
害
之
區
必
守
之
地

也
城
而
陋
尤
懼
不
完
况
無
城
平
勇
夫
重
閉
而
守
土
者

泄
泄
然
視
不
我
慮
也
此
其
患
不
特
將
及
民
生
且
移
之

國
計
矣
今
當
事
者
紓
遠
慮
興
曠
事
不
再
計
而
定
不
旬

月
而
成
費
罔
官
損
役
匪
農
妨
樹
金
湯
擁
屏
翰
由
是
保

障
一
方
控
制
四
塞
是
於
國
亘
未
然
之
防
而
於
民
不
失

先
勞
之
說
地
利
人
和
葢
兩
得
之
偉
哉
城
也
直
與
申
伯

諸
臣
爭
烈
矣
可
無
識
乎
是
役
也
經
畫
者
御
史
大
夫
凌

公
雲
翼
傅
公
希
摯
直
指
使
者
姚
公
士
觀
觀
察
使
者
莫

公
與
齊
郡
守
張
公
允
濟
州
守
陳
君
王
廷
申
君
名
其
學

則
令
縣
而
始
終
經
營
之
者
例
得
並
書

䕶
城
堤
記

副

使

王
應
乾
邑

人

睢
自
城
社
以
來
土
垣
不
盈
丈
遇
霪
雨
輒
就
圯
曩
我
邑

侯
申
雲
野
公
易
坯
以
甎
大
創
之
雉
堞
煥
然
城
以
外
濠

堤
環
抱
蜿
蜒
葢
一
時
並
建
云
歲
久
弗
飭
河
數
次
水
數

湧
淤
數
增
平
陸
侔
堤
俯
瞰
城
內
勢
若
建
瓴
萬

辛
亥

之
秋
巨
浸
稽
天
彈
丸
一
區
不
啻
海
中
浮
漚
我
魯
侯
守

堤
救
民
勛
德
茂
焉
而
又
深
維
永
賴
括
新
淤
田
若
干
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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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得
租
若
干
石
聚
孑
遺
數
百
衆
於
斗
城
中
弼
哺
之
暇
用

其
力
工
作
踰
兩
月
濠
堤
屹
然
旋
復
罹
洪
濤
無
虞
嚙
缺

城
中
安
堵
往
來
錯
趾
者
無
不
舉
手
加
額
頌
曰
魯
公
堤

魯
公
堤
云
噫
嘻
小
民
不
遡
創
建
之
猷
而
獨
侈
口
中
興

之
烈
則
何
以
說
焉
繇
者
揭

鍤
籠
土
喘
息
薄
喉
而
得

一
蔭
樾
下
則
脫
然
喜
病
疵
瘕
者
膝
上
叩
頭
踡
跔
不
寐

而
噲
然
得
臥
則
族
戚
相
對
笑
安
居
不
喜
由
勞
而
安
則

喜
安
枕
不
笑
由
病
而
安
則
笑
小
民
之
情
何
以
異
此
故

創
建

雍
安
居
安
枕
之
常
也
中
興
昏
墊
樾
下
之
蔭
而

噲
然
之
臥
也
矧
彼
額
外
長
物

實
槖
而
是
如
此
則

堤
在
槖
下
不
在
邑
矣
寜
惟
邑
無
堤
且
民
無
命
是
公
之

淸
操
赤
衷
與
小
民
之
精
神
命
脉
合
以
共
成
此
堤
也
命

之
曰
魯
公
堤
不
亦
宜
乎
葢
鄧
橋
蘇
堤
今
古
艷
談
得
魯

堤
可
稱
鼎
峙
要
以
眞
愛
綿
結
歷
世
代
不
受
銷
鑠
無
今

古
無
大
小
一
也
而
公
不
自
有
也
公
方
軫
念
苞
桑
謂
堤

稱
雄
藩
城
寔
湫
窪
不
爲
增
墉
胡
稱
永
頼
業
命
蕭
二
尹

相
度
工
程
割
養
廉
以
辦
厥
事
而
二
郡
之
命
下
矣
嗟
嗟

士
民
安
得
忘
吾
公
哉
公
雖
去
吾
睢
而
未
去
吾
淮
故
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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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堤
以
寄
永
思
一
班
而
以
城
之
役
望
吾
公
終
始
之
也
此

士
民
意
也
公
諱
佶
字
夢
陽
號
影
圓
湖
廣
景
陵
人
堤
高

一
丈
三
尺
頂
寬
一
丈
周
城
身
約
四
里
而
餘
長
一
千
六

百
三
十
餘
步

修
學

記

政

王
應
乾

睢
寜
脉
孕
午
鳳
阿
濉
水
抱
之
蜿
蜒
而
北
旁
通
崑
流
其

水
澄
渫
可
鑑
鬚
睂
以
故
雲
蒸
霞
變
之
士

淸
節
相

尙
余
所
睹
聞
如
高
公
瑁
之
裁
抑
權
璫
胡
公
寜
之
八
月

挂
冠
張
公
道
傳
之
三
仕
辭
榮
雖
曰
天
性
亦
由
地
脉
焉

年
來
士
氣
頗
不
及
格
先
輩
典
型
邈
乎
遠
矣
說
者
以
泮

宮
之
興
廢
卜
人
文
之
盛
衰
倘
亦
信
有
徵
乎
余
記
總
角

遊
泮
時
廡
舍
傾
圯
甍
棟
零
落
㦸
門
外
荒
草
芊
芊
無
復

披
水
築
宮
遺
意
惟
時
邑
侯
申
雲
野
公
加
意
修
葺
瞽
宗

生
色
逾
數
歲
余
遂
叨
第
余
籍
漢
中
名
文
元
者
亦
領
鄕

薦
與
余
同
年
因
蟻
徙
而
騐
屏
翳
之
將
作
或
亦
不
謬
邇

者
河
伯
不
戒
洪
流
作
梗
萬
濤
争
馳
首
被
吾
邑
公
庭
艤

舟
先
師
廟
貌
宛
在
水
中
央
一
切
廡
舍
周
垣
頽
毁
欲
盡

幾
不
成
洙
泗
威
儀
矣
計
拔
自
泥
淖
躋
於
崇
備
非
千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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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無
以
卒
厥
事
主
者
難
之
邑
康
侯
莅
土
之
三
日
環
顧
愀

然
曰
興
敎
化
育
英
髦
有
司
首
務
也
今
若
此
敢
辭
不
敏

會
郡
矦
高
公
觀
風
至
嗟
嘆
移
時
兩
公
志
合
遂
各
捐
俸

若
干
首
倡
斯
事
士
紳
庶
氓
之
家
亦
聞
風
樂
輸
隨
意
多

寡
籍
於
簿
移
語
兩
學
博
遴
於
多
士
中
命
胡
生
效
恒
軰

董
若
役
先
其
鉅
且
急
者
明
倫
堂
聖
殿
㦸
門
因
舊
址
增

高
丈
餘
宏
敞
壯
䴡
大
逾
昔
時
東
南
隅
奠
城
爲
樓
額
門

大
魁
飛
榱
插
漢
俯
窺
千
室
鎭
以
文
昌
環
抱
以
墻
峩
然

邑
內
一
奇
觀
也
工
旣
竣
千
里
而
問
記
於
余
冀
有
所
以

醮
多
士
者
余
與
多
士
同
陶
鑄
於
宮
墻
舊
矣
誼
不
得
以

固
陋
辭

惟
今
之
章
縫
而
游
者
非
學
孔
子
之
學
者
耶

孔
子
曰
吾
十
有
五
而
志
於
學
然
未
嘗
明
言
所
學
何
事

亦
未
嘗
明
言
立
不
惑
耳
順
爲
何
事
苐
曰
知
天
命
不
踰

矩
耳
學
庸
語
孟
列
於
學
宮
爲
多
士
之
羔
鴈
余
童
而
習

之
者
有
年
瓠
落
黌
序
間
僥
一
第
之
倖
此
時
已
三
十
有

二
矣
試
叩
以
志
學
宗
旨
不
啻
嚼
蠟
說
夢
也
是
尼
父
十

五
時
所
早
證
而
吾
儕
三
十
四
十
所
未
聞
也
可
不
哀
耶

大
學
首
簡
明
明
言
大
學
之
道
而
欲
明
明
德
於
天
下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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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莫
先
於
致
知
在
格
物
焉
故
格
物
二
字
是
大
學
之
窽
會

而
中
庸
語
孟
之
啟
鑰
也
慎
獨
慎
此
也
時
習
習
此
也
集

義
集
此
也
其
工
夫
在
現
前
其
幾
希
通
帝
命
其
至
當
不

易
處
卽
心
卽
矩
其
宏
發
願
力
處
卽
志
卽
學
我
多
士
以

求
之
格
物
而
足
矣
世
儒
多
疑
致
良
知
爲
涉
於
虚
也
抑

將
以
格
物
爲
虚
乎
康
侯
深
於
學
者
喜
其
有
當
於
志
也

命
紀
其
事
是
役
也
經
始
於
丁
巳
寅
月
而
棟

之
日
卽

是
年
首
夏
也
矦
直
以
精
神
提
攝
其
上
無
頭
會
箕
歛
之

擾
成
子
來
不
日
之
功
可
謂
弄
丸
手
矣
其
廡
舍
周
垣
工

費
尙
缺
願
輸
未
輸
者
以
歲
時
不
登
稍
稍
停
役
會
學
博

丁
君
有
望
至
與
司
訓
彭
君
尙
絅
勉
諸
生
以
大
義
復
各

捐
資
終
事
多
藉
其
督
糾
力
云
學
之
東
北
以
新
塡
藏
書

樓
基
址
西
以
古
井
爲
界
南
抵
城
頭
西
隣
城
隍
廟
東
抵

新

河
河
以
東
有
古
巷
巷
之
東
則
近
城
居
民
也
郡
守

高
公
諱
捷
淄
川
人
今
陞
淮
徐
道
副
使
邑
康
矦
諱
應
奎

夏
津
人
王
君
子
鎜
劉
君
子
仁
爲
多
士
師
丁
君
彭
公
其

繼
也
督
役
則
胡
生
效
恒
胡
生
一
桂
張
生
世
德
張
生
民

範
例
得
並
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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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開
復
河
道
記

副

使

馮
敏
公
平

湖

慶
庚
午
秋
八
月
河
决
於
睢
寧
之
白
浪
淺
旣
而
白
浪

淺
淤
復
决
靑
羊
淺
又
旣
而
靑
羊
淺
淤
河
益
分
裂
潰
决

决
而
南
爲
王
家
口
張
擺
渡
口
馬
家
淺
口
曲
頭
集
口
决

而
北
爲
曹
家
口
其
小
口
在
辛
安
左
右
者
七
於
是
河
流

悉
由
决
口
南
趨
睢
寜
平
地
爲
湖
漂
沒
軍
民
田
廬
無
筭

輕
舟
從
此
出
小
河
口
其
支
分
而
北
者
出
直
河
而
正
河

故
道
自
曹
家
口
至
邳
之
直
河
九
十
里
胥
爲
平
陸
淤
重

艘
九
百
三
十
隻
粮
四
十
餘
萬
石
官
民
船
又
數
百
自
曹

家
口
而
上
至
曲
頭
直
河
而
下
至
宿
遷
又
九
十
里
河
身

淤
淺
不
能
通
舟
睢
民
昏
墊
運
道
阻
絕
於
是
起
大
中
丞

歸
安
潘
公
於
家

治
之
公
至
博
訪
羣
情
時
議
多
以
爲

故
道
不
可
復
有
欲
因
睢
寜
决
勢
而
利
導
之
者
公
謂
河

源
盤
折
數
萬
里
水
夾
泥
沙
急
則
沙
隨
水
滾
稍
緩
則
水

漫
沙
停
比
年
因
水
勢
散
漫
沙
墊
底
高
容
受
漸
少
每
一

泛
溢
輒
便
爲
患
今
舊
河
廣
且
百
餘
丈
深
且
不
測
若
仍

復
舊
河
中
開
小
渠
引
水
衝
刷
兩
堤
夾
束
使
不
散
漫
則

水
勢
歸
漕
淤
淺
漸
去
河
身
自
可
復
舊
若
就
新
衝
水
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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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散
漫
湖
坡
平
淺
不
能
復
湥
工
力
所
及
能
有
幾
何
伏
秋

水
至
必
壅
不
下
徐
邳
之
間
將
成
魚
鱉
此
必
不
可
群
議

乃
定
於
是
度
遠
邇
議
工
役
具
畚
築
計
餱
粮
大

淮
揚

徐
及
廬
鳳
山
東
河
南
夫
併
徭
淺
各
夫
分
司
道
官
爲
五

工
統
之
公
指
示
方
畧
畫
地
課
土
以

慶
五
年
春
正
月

十
有
六
日
肇
役
浚
築
群
工
齊
奮
至
二
月
二
十
日
築
成

二
十
三
日
縱
水
歸
渠
淤
沙
漸
刷
河
流
乃
通
凡
舊
淤
粮

艘
及
官
民
船
皆
由
渠
出
時
築
决
之
工
張
擺
渡
曹
家
二

口
已
完
而
曲
頭
馬
淺
王
家
三
大
口
亦
已
有
緖
公
方
且

調
集
樁
草
益
急
群
下
或
言
急
此
何
爲
但
笑
而
不
言
翌

日
風
雨
驟
作
不
止
兼
以
黄
河
桃
花
水
漲
會
山
東
諸
泉

併
至
乃
季
春
朔
日
水
復
大
溢
瀰
漫
淹
浸
莫
辨
湖
河
新

舊
堤
防
潰
决
殆
盡
復
决
閻
家
口
油
房
口
曲
頭
舊
口
之

東
王
家
舊
口
之
西
房
家
口
靑
羊
口
白
浪
淺
口
與
諸
小

口
凡
四
十
三
處
群
情
大
駭
役
夫
懼
且
潰
公
時
患
背
疽

乃
裹
瘡
而
出
撫
慰
勞
來
身
自
督
率
示
以
必
成
衆
志
復

定
晝
夜
率
作
工
料
踵
集
隨
用
輒
濟
於
是
諸
口
漸
合
而

縷
水
之
堤
亦
漸
成
四
月
七
日
麥
黄
水
又
大
至
狂
風
挾



ZhongYi

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十

水
勢
復
衝
决
閻
家
口
之
西
及
半
戈
山
之
左
右
公
督
率

益
厲
親
守
築
口
六
月
三
日
諸
築
塞
之
工
咸
畢
先
是
淤

河
多
淖
沙
立
輒
陷
工
不
得
施
公
命
以
木
横
沙
面
掘
半

瀝
水
左
右
互
倒
水
盡
沙
乾
工
乃
得
施
决
口
懸
溜
數
尺

噴
沫
成
雷
負
土
入
水
輒
便
消
去
公
命
以
大
埽
截
流
䋺

以
巨
䌫
旁
植
巨
樁
其
衝
之
處
洶
猛
湍
急
樁
折
埽
滾
勢

難
猝
就
乃
復
相
視
緩
急
偃
仰
合
度
卒
復
壓
以
厚
土
勢

若
岡
陵
衝
乃
克
定
築
堤
捍
水
浮
沙
旣
不
能
堅
而
寔
土

又
爲
比
年
流
沙
所
壓
必
深
掘
至
尋
丈
及
遠
取
於
民
間

空
基
與
隔
河
運
取
山
土
往
來
力
役
竟
日
不
能
數
筐
公

命
嚢
土
程
衡
唱
籌
課
役
土
功
乃
集
於
是
兩
岸
屹
然
河

流
受
束

刷
淤
沙
深
廣
如
舊
四
百
萬
漕
粮
飛
帆
直
上

雖
伏
秋
水
三
至
懷
襄
徐
城
而
曲
頭
以
下
凡
公
經
理
之

地
皆
得
安
流
如
故
矣
是
役
也
用
夫
五
萬
人
興
工
五
閱

月
决
口
築
塞
者
五
十
有
八

河
以
丈
計
者
三
萬
二
千

四
百
築
堤
以
丈
計
者
七
萬
五
千
有
零
樁
草
柳
葦
以
株

束
捆
計
者
二
十
萬
有
零
麻
檾
以
斤
計
者
八
萬
四
千
有

零
所
用
河
漕
貯
積
撫
按
贓
贖
徐
淮
商
稅
及
淮
徐
粮
米



ZhongYi

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十
一

總
計
僅
十
一
萬
金
有
奇
視
初
請
未
及
三
分
之
二
而
决

口
增
築
堤
工
高
厚
倍
於
原
題
者
三
葢
公
之
經
畫
素
定

而
復
以
身
先
故
群
工
率
作
罔
敢
不
竭
心
力
事
半
功
倍

其
成
之
速
如
此
旣
成
之
後
公
又
爲
之
計
久
遠
乃
併
修

徐
呂
靈
壁
之
堤
以
束
上
流
復
築
梨
林
房
村
之
壩
以
阞

衝
逸
建
舖
會
設
官
夫
以
時
防
守
植
草
柳
集
工
料
以
預

備
禦
其
善
後
之
圖
又
如
此
使
當
首
事
之
初
非
公
堅
持

復
故
群
役
方
且
猶
豫
安
能
專
意
挑

受
役
之
始
非
公

指
授
方
畧
則
河
工
多
未
閱
歷
安
能
悉
協
機
宜
垂
成
之

際
非
公
先
事
預
偹
則
臨
時
且
將
無
措
安
能
隨
用
取
辦

復
决
之
時
非
公
鎭
定
親
督
則
衆
心
方
且
摇
惑
安
能
堅

忍
有
成
成
功
之
後
非
公
長
計
遠
慮
則
人
情
方
且
懈
弛

又
安
能
思
及
久
遠
而
爲
之
善
圖
其
後
哉
繼
自
今
拯
徐

准
數
十
萬
之
民
命
於
旣
溺
通
國
家
數
百
年
之
運
道
於

旣
湮
而
俾
之
勿
壞
者
公
之
明
德
顯
功
遠
矣
哉
時
河
南

分
司
郞
中
張
君
純
海
防
道
副
使
今
陞
順
天
府
丞
傅
君

希
摯
山
東
管
河
道
副
使
劉
君
庠

川
道
僉
憲
馬
君
豸

與
敏
功
分
統
五
工
而
呂
梁
分
司
主
事
吳
君
自
新
則
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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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十
二

督
徐
呂
堤
工
河
南
副
使
董
君
寀
則
代
馬
僉
事
分
統
咸

與
其
勞
府
佐
縣
正
之
分
理
者
同
知
章
時
鸞
吳
文
奇
張

崇
謙
韓
應
鸑
通
判
李
維
東
孫
佶
劉
宗
陶
秦
可
大
知
縣

宋
伯
華
州
縣
佐
貳
百
執
事
之
趨
役
者
若
州
同
知
馮
環

樊
東
昌
判
官
劉
綖
主
簿
胡
朝
器
范
榮
而
下
又
五
十
六

人
云柳

將
軍
廟

記

敎

諭

欽

用

國
儲
河
運
舊
矣
嘉
靖
年
河
漲
堤
决
巨
流
壅
於
泥
沙
沃

田
墊
爲
沮
洳
運
米
阻
徐
邳
間
殆
千
餘
艘
也
而
辛
安
爲

甚
惟
時
總
理
河
道
都
憲
曾
公
鈞
總
督
漕
運
都
憲
吳
公

曁
都
水
正
郞
彭
公
澄
主
政
欽
公
拱
極
兵
憲
譚
公
棨

咸
與
有
責
焉
起
丁
夫
合
運
卒
委
官
分
工

之
旋
開
復

塞
若
有
非
人
力
所
能
爲
者
群
公
憂
之
啓
居
弗
寜
有
司

皇
皇
焉
計
不
知
所
出
將
軍
一
夕
效
靈
具
甲
胄
見
彭
公

於
夢
毅
然
以
開
河
自
任
公
異
之
不
數
日
復
夢
如
前
公

大
異
之
適
欽
公
視
事
於
辛
安
舟
人
忽
報
曰
迤
東
五
里

河
决
處
有
巫
降
神
稱
曰
柳
將
軍
者
所
言
與
彭
公
夢
合

公
往
騐
之
乃
知
將
軍
欲
樹
功
河
道
將
卜
棲
於
此
也
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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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十
三

白
之
曽
公
公
具
狀
奏
聞
上
可
其
奏
特
勅
立
廟
奉
祀
焉

隨
遣
官
諭
祭
由
是
群
工
宣
力
而
疏
通
之
速
有
莫
知
其

然
者
葢
將
軍
奏
功
輔
翊
赫
然
著
矣
報
祀
之
典
豈
容
巳

乎
於
是
相
土
於
辛
安
之
東
負
堤
向
坎
亢
敞
可
宮
乃
計

費
度
工
措
財
於
官
府
取
力
於
淺
夫
委
睢
寜
尉
林
朝
先

建
前
廟
五
楹
門
房
三
楹
未
告
成
而
群
公
悉
遷
轉
矣
逮

戊
午
都
憲
王
公
廷
來
總
理
河
道
以
廟
制
淺
狹
未
足
以

稱
欽
崇
之
意
特
委
管
河
判
官
石
簡
益
廣
之
復
建
後
寢

五
楹
翼
室
各
三
楹
廟
前
兩
廡
各
五
楹
中
建
諭
祭

亭

東
西
宰
牲
庖
厨
房
各
三
楹
外
繚
以
垣
黝
堊
丹
漆
舉
如

法
庭
除
豁
如
也
窗
檻
井
如
也
門
闕
□
如
也
大
建
坊
牌

於
門
傍
曰
勅
贈
得
道

化
有
感
柳
將
軍
之
廟
是
役
也

載
工
於
嘉
靖
癸
丑
七
月
訖
工
於
嘉
靖
已
未
六
月
落
成

日
人
咸
頌
新
廟
之
作
得
其
序
理
云
前
主
政
欽
公
歷
官

都
水
正
郞
擢
守
廣
東
高
州
府
復
過
廟
下
判
官
石
簡
告

之
曰
將
軍
之
廟
勅
建
也
不
可
無
記
敢
請
公
因
屬
之
予

予
曰
淫
祠
之
崇
於
天
下
也
尙
矣
惟
聖
王
之
制
祀
典
也

澤
施
於
民
者
有
祀
以
勞
定
國
者
有
祀
能
禦
□
災
者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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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十
四

祀
能
捍
大
患
者
有
祀
凡
以
䕶
國
庇
民
也
我
朝
建
都
金

臺
東
南
財
賦
率
由
漕
河
輸
之
茲
河
也
我
國
家
之
咽
喉

也
憑
藉
將
軍
靈
異
開
厥
湮
塞
頼
其
利
於
無
窮
功
在
吾

民
者
甚
大
而
辛
安
蕞
爾
之
地
首
被
其
奠
安
者
也
崇
以

廟
貌
載
在
祀
典
孰
曰
不
宜

義
倉
記

知

縣

申
其
學

古
有
常
平
有
義
倉
迄
今
千
載
而
下
猶
能
膾
炙
人
口
余

視
睢
邑
已
三
年
於
茲
矣
稔
知
睢
人
鮮
厚
業
素
不
習
積

穀
一
遇
凶
歲
貧
民
稱
貸
惟
艱
卽
殍
逋
相
望
富
人
至
竭

金
寳
分
臥
溝
渠
率
皆
懸
口
以
待
公
家
之
哺
爲
有
司
者

急
何
以
應
之
余
憂
焉
因
與
百
姓
約
將
營
田
道
廢
倉
外

加
墻
垣
內
加
泥
飾
扁
其
門
曰
義
倉
葢
效
顰
古
人
常
平

義
倉
云
富
歳
則
勸
民
出
粟
以
聚
於
斯
凶
歲
則
出
粟
賑

民
以
散
於
斯
不
煩
請
討
無
俟
旬
日
其
推
恩
甚
易
其
沾

恩
甚
速
譬
猶
病
羸
而
遽
逢
倉
公
若
溺
急
而
卽
獲
巨
舟

也
豈
不
便
哉
客
有
爲
余
言
曰
自
公
下
車
以
來
三
四
年

間
民
有
餘
粟
官
有
餘
積
可
稱
家
給
人
足
矣
是
舉
不
幾

於
過
計
乎
余
曰
書
稱
有
備
易
載
預
防
古
人
經
國
類
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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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十
五

若
是
據
今
日
之
睢
魚
鱉
之
民
粒
矣
鴻
雁
之
夫
贍
矣
吾

無
憂
焉
顧
時
不
能
以
常
泰
歲
不
可
以
常
豐
他
無
論
巳

卽
如

慶
間
之
大
水
荒
寜
保
其
不
復
作
於
今
乎
倘
卒

然
臨
之
余
有
牧
民
責
可
坐
視
其
死
不
卽
一
引
手
援
哉

此
不
獲
已
而
爲
是
舉
也
客
又
曰
卽
如
公
言
睢
有
預
備

倉
原
爲
備
荒
設
也
脫
不
熟

之
舉
公
任
之
矣
熟
則

將
安
用
之
余
曰
天
下
事
由
已
者
柄
在
已
由
人
者
柄
在

人
睢
倉
會
計
歲
報
於
上
者
無
慮
三
五
苟
欲
開
倉
須
固

請
乃
可
耳
請
何
容
易
方
牘
之
未
上
也
則
某
也
極
貧
某

也
次
貧
卽
其
掣
肘
之
狀
更
僕
難
數
及
檄
之
旣
下
也
則

今
日
給
某
戸
明
日
給
某
戸
計
奔
走
之
費
所
獲
不
足
以

償
之
夫
以
奄
奄
待
斃
之
民
仰
升
斗
以
謀
朝
夕
葢
岌
岌

矣
何
當
時
猶
束
縛
以
繩
墨
不
啻
越
人
視
秦
人
之
瘠
也

民
奚
頼
焉
抑
又
何
怪
乎
民
之
胥
塡
溝
壑
中
也
故
余
置

是
倉
者
亦
欲
活
民
易
易
如
前
所
云
豈
得
已
哉
矧
今
聖

天
子
夙
夜
憂
勤
計
安
元
元
者
慮
纎
悉
矣
顧
余
庸
庸
幸

從
守
令
後
乃
更
不
能
紓
一
籌
布
一
德
以
宣
主
上
之
恩

以
求
不
負
吾
生
平

不
瘝
曠
是
懼
而
素
飡
是
羞
耶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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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十
六

則
是
舉
也
安
敢
望
古
之
常
平
與
義
倉
哉
惟
欲
塞
責
以

報
主
耳

匡
元
帥

記

元

修

國

史

程
鉅
夫

天
子
旣
興
聖
人
之
治
忠
孝
貞
節
之
旌
徧
天
下
而
睢
陵

匡
氏
尤
以
挺
特
聞
延
祐
二
年
九
月
三
日
遂
以
集
賢
大

學
士
臣
顥
請
賜
匡
氏
褒
德
之

臣
鉅
夫
奉
詔
爲
之
文

曰
匡
氏
漢
丞
相
衡
之
裔
世
居
滕
後
有
諱
友
者
與
子
珍

耕
於
下
邳
皆
甚
賢
鄕
人
慕
之
號
其
居
曰
匡
家
鎭
珍
娶

劉
氏
生
一
子
曰
才
是
爲
元
帥
公
雄
勇
多
智
好
讀
孫
吳

書
仕
金
爲
武
畧
將
軍
邳
徐
兵
馬
都
巡
使
歲
壬
辰
金
亡

甲
午
率
所
部
歸
國
属
大
帥
大

麾
令
招
散
亡
還
守
邳

公
言
徐
逼
宋
北
邉
而
潼
郡
孟
山
宿
遷
桃
源
濉
口
皆
要

地
今
不
早
乗
勝
攻
取
則
徐
邳
不
可
守
矣
帥
大
然
之
益

兵
俾
與
禆
將
百
家
奴
進
擊
不
旬
月
五
城
皆
破
獲
馬
都

統
王
統
制
以
歸
□
授
沂
邳
東
河
監
軍
丙
申
邳
人
袁
萬

作
亂
陰
連
宋
將
李
都
統
兵
襲
邳
公
出
戰
大
□
之
獲
袁

萬
加
沂
邳
東
河
監
戰
兵
馬
使
戊
戍
徐
守
張
名
叛
合
宋

將
鮑
太
尉
等
來
攻
復
敗
之
擒
其
將
丘
太
尉
等
二
十
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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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十
七

人
進
沂
邳
東
河
元
帥
兼
建
武
軍
節
度
副
使
壬
子
宋
兵

大
入
境
戰
不
利
死
之
時
年
六
十
五
夫
人
高
氏
儒
家
子

亦
負
奇
操
歲
庚
子
公
計
事
幕
府
邳
賊
夏
興
乗
虚
襲
破

邳
執
夫
人
以
去
夫
人
大
罵
不
屈
賊
怒
拔
刀
斮
面
仆
地

賊
以
爲
死
獲
免
百
家
奴
破
賊
分
其
産
以

之
幕
府
名

其
田
曰
夫
人
莊
以
旌
之
公
死
時
夫
人
年
始
四
十
五
子

國
政
六
歲
而
孤
所
依
惟
母
一
日
宋
兵
暴
至
母
子
相
失

母
哭
曰
天
乎
吾
子
死
匡
氏
絕
矣
我
生
不
如
死
乃
冐
鋒

鏑
求
於
亂
屍
中
得
之
卒
幸
全
中
統
三
年
李
氊
叛
宋
人

伺
間
擊
破
邳
盡
俘
邳
人
國
政
與
母
與
焉
居
之
淮
安
至

元
十
三
年
宋
亡
國
政
率
其
民
三
百
餘
戸
北

從
淮
東

行
樞
宻
院
判
乞
烈
速
失
朝
於
上
都
賜
宴
便
殿
錫
以
衣

服
靴
㡌
授
承
事
郞
楊
子
縣
丞
歷
睢
寜
汶
上
主
簿
丁
母

艱
起
佐
濮
州
遷
睢
州
判
官
虞
城
縣
尹
歸
德
府
判
所
至

以
廉
惠
稱
事
母
尤
極
孝
母
年
至
五
十
疾
甚
刲
肝
活
之

復
疾
復
刲
肝
後
數
載
又
疾
又
剔
腦
和
藥
以
進
疾
竟
愈

母
聰
明
康
強
年
八
十
九
歲
而
終
國
政
廬
墓
終
喪
有
麕

時
至
墓
所
若
素
豢
者
郡
邑
聞
而
異
之
曰
父
死
忠
母
守



ZhongYi

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十
八

貞
子
盡
孝
一
猶
難
矧
兼
之
耶
上
其
事
表
其
里
曰
貞
孝

女
一
適
□
潤
孫
男
三
曰
健
曰
偉
曰
儼
孫
女
四
長
適
陶

吳
次
適
屯
田
提
舉
單

次
適
劉
江
次
適
金
師
古
墓
在

里
之
先
塋
夫
人
高
氏
祔
謹
按
昭
文
舘
大
學
士
太
醫
院

使
完
顏
致
所
狀
如
右
臣
鉅
夫
曰
匡
元
帥
屢
立

功
殺

身
爲
國
雖
三
遷
官
皆
出
幕
府
時
官
制
未
行
也
高
夫
人

不
辱
其
身
國
政
克
制
其
孝
有
司
旌
之
宜
矣
而
國
政
間

數
千
里
率
衆
來

僅
得
一
二
州
縣
世
祖
之
惜
名
爵

可
知
已
國
政
浮
沉
州
縣
四
十
餘
年
曽
無
幾
微
怨
望
心

不
亦
賢
乎
匡
氏
一
門
大
節
焯
焯
如
此
然
非
臣
顥
不
能

上
達
非
聖
天
子
不
能
加
美
而
褒

之
則
是
舉
也
豈
不

君
君
臣
臣
哉

孫
孝
子

記

員

外

吳
明
美

孫
孝
子
名
淸
字
廉
夫
世
爲
睢
寜
人
治
葩
經
克
邑
庠
弟

子
員
食
公
廩
累
試
未
遇
性
至
孝
幼
孤
事
母
李
氏
奉
養

甘
旨
偹
竭
其
力
正
德
壬
申
李
氏
卒
時
劉
賊
猝
至
邑
無

城
守
士
民
倉
皇
奔
竄
比
室
皆
空
孝
子
以
母
柩
在
堂
弗

□
避
親
友
咸
勸
之
孝
子
曰
與
賊
毀
母
柩
寜
殺
我
竟
堅



ZhongYi

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十
九

守
不
去
旦
夕
惟
焚
香
以
吿
天
後
三
日
賊
果
至
剽
戮
人

廬
罔
獲
免
者
獨
孝
子
宅
往
返
不
入
未
幾
賊
去
復
至
孝

子
仍
死
守
賊
仍
不
入
同
時
隣
里
避
難
多

其
家
亦
頼

以
全
活
人
皆
以
爲
孝
感
所
致
明
年
賊
平
邑
人
義
之
白

其
事
於
官
前
巡
按
御
史
江
公
以
聞
於
上
詔
命
立
石
表

其
行
又
二
年
今
巡
按
御
史
張
公
來
按
是
邑
篤
意
風
化

因
詢
孝
子
之
行
知
石
未

卽
命
有
司
舉
其
事
時
顧
奉

行
者
力
弗
逮
又
一
月
後
余
以
當
道
委
署
邑
政
至
則
急

命
工
磨
石
錄
孝
子
姓
名
行
實
刻
於
其
上
復
作
亭
覆
之

期
永
久
也
夫
古
今
稱
孝
者
如
廬
墓
刲
股
之

此
在
人

情
稍
篤
親
愛
者
亦
能
之
或
又
出
於
矯
情
干
譽
之
所
爲

惡
足
貴
也
若
盗

之
臨
刀
鋸
所
加
死
生
係
焉
乃
能
死

守
不
去
知
有
親
不
知
有
身
非
至
孝
能
如
是
乎
此
則
誠

可
表
矣
人
倫
莫
大
於
忠
孝
今
表
孝
子
之
行
大
書
於
石

使
睢
之
民
觀
感
興
起
平
居
知
君
親
忠
孝
之
義
不
幸
遇

事
變
焉
莫
不
爲
臣
死
忠
爲
子
死
孝
不
至
於
棄
君
親
於

路
人
則
孝
子
之
行
有
以
啓
之
於
風
化
豈
小
補
哉
此
尒

樹
石
建
亭
之
意
也
亦
□
直
指
公
意
也



ZhongYi

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二
十

重
修
城
隍
廟
記

學

士

高

穀

城
隍
之
祠
古
不
經
見
漢
唐
以
來
稍
稍
有
焉
宋
元
及
今

通
天
下
建
立
祠
宇
嚴
飾
貌
像
以
崇
奉
之
何
也
揆
厥
所

自
豈
非
以
神
能
福
祐
斯
民
主
宰
一
方
若
城
之
與
隍
爲

郡
邑
保
障
捍
禦
因
以
名
其
號
歟
淮
之
睢
寜
縣
舊
有
城

隍
祠
一
所
北
枕
邑
治
東
隣
泮
宫
實
宋
元
時
故
址
廟
之

中
舊
藏
封
誥
歲
久
無
遺
存
者
而
神
之
靈
如
一
日
凡
水

旱
蟲
戾
賊
盗
奸
宄
民
輒
禱
請
神
能
轉
災
爲
福
殄
惡
祐

善
應
響
之
報
若
影
隨
形
睢
民
老
稚
貧
富
出
入
興
居
惟

神
是
頼
歲
時
祭
奠
者
雲
集
盖
數
百
年
於
茲
矣
邇
者
邑

令
閔
侯
視
事
之

敬
拜
祠
下
顧
瞻
神
像
剝
損
廟
制
隘

窄
不
稱
上
漏
傍
穿
䀌
然
於
懷
遂
與
同
寅
及
邑
中
耆
老

捐
俸
資
募
民
力
鳩
工
集
材
大
其
規
度
一
新
廟
貌
不
數

月
功
用
告
成
邑
之
人
士
莫
不
欣
覩
以
爲
矦
之
能
敬
其

神
實
所
以
福
吾
民
也
嗚
呼
若
矦
者
可
謂
克
任
人
民
社

稷
之
寄
矣
銘
曰

猗
哉
明
神

廟
食
千
古

有
靈
有
威

永
奠
斯
土

巍
巍
赫
赫

貌
像
儼
然

惟
誠
惟
懇

不
爽
不
諐



ZhongYi

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二
十
一

水
澇
旱
荒

蟲
蝻
奸
宄

轉
沴
爲
祥

民
食
頼
止

有
感
有
應

無
微
不
通

福
慶
在
人

精
靈
在
躬

旣
新
其
祠

亦
嚴
其
像

用
以
吿
成

永
永
是
望

重
建

漢
壽
亭
侯

壯
繆
公
廟
記

知

縣

石
之
玫

天
下
祀
壯
繆
哉
然
於
浩
然
大
氣
之
中
必
欲
求
神
之
所

在
而
致
饗
焉
則
樂
得
其
生
平
之
精
魄
震
盪
抑
欝
之
地

愾
然
若
見
之
古
下
邳
其
一
也
夫
漢
季
形
勝
一
在
下
邳

一
在
荆
州
其
地
皆
直
逼
許
下
風
馳
電
擊
取
漢
鼎
而
復

炎
之
如
矢
在
弦
石
在
瓴
耳
爲
問
吳
之
濡
須
蜀
之
祁
山

當
時
英
雄
千
計
而
得
一
捷
有
能
直
逼
許
下
攻
其
必
救

蹴
其
必
避
者
乎
夫
壯
繆
初
守
邳
繼
守
荆
單
鋒
隻
馬
爲

唾
手
中
原
之
勢
此
誠
諸
葛
所
未
及
謀
而
孫
吳
所
不
敢

效
者
也
群
雄
各
裂
大
業
未
成
千

而
下
方
將
嘆
息
痛

恨
於
斯
地
而
今
日
大
河
以
北
濉
水
以
東
壯
繆
之
魂
魄

靈
爽
寜
毋
廻
翔
盤
礴
留
而
不
去
者
耶
睢
寜
古
下
邳
地

凡
風
雨
之
飄
忽
雷
霆
之
擊
觸
莫
不
皆
壯
繆
之
形
神
彷

彿
爲
此
邦
之
有
血
氣
者
所
君
所
親
焉
余
西
人
也
生
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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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二
十
二

壯
繆

祥
地
來
尹
于
睢
睢
之
人
神

繆
者
世
祀
于
東

郊
茲
復
鼎
廟
貌
于
南
郭
余
每
臨
其
地
瞻
拜
其
下
則
見

燈
霏
月
焰
儼
然
秉
燭
之
舘
也
花
擁
絳
顏
依
然
桃
園
之

景
也
崇
樓
横
蚕
黛
以
孤
聳
渟
波
依
劒
色
以
浮
淸
又
恍

見
不
受
金
不
受
印
之
高
風
也
謂

繆
之
精
魄
震
盪
抑

欝
于
斯
可
也
謂

繆
之
靈
爽
廻
翔
盤
礴
于
斯
可
也
今

日
求
神
之
所
在
于
睢
睢
豈
私

繆
哉
是
故
天
下
祀

繆
哉修

黄
華
洞
記

府

别

駕

李
枝
萼
邑

人

睢
治
北
有
黄
山
社
傳
黄
石
老
人
於
下
邳
行
游
處
也
赤

帝
子
以
馬
上
得
天
下
留
侯
之
力
居
多
籌
帷
幄
扶
炎

受
老
人
之
所
授
也
以
故
世
之
稱
留
侯
必
先
推
黃
石
公

考
邳
之
北
有
黄
石
山
名
黄
池
社
廟
祀
在
焉
睢
北
並
稱

黄
山
山
有
黄
華
洞
昔
則
幽
虚
窅
奥
深
數
十
丈
中
似
别

有
洞
天
此
或
神
仙
遺
踪
耶
自
明
武
廟
中
劉

豕
突
江

淮
上
人
入
辟

怒
塡
洞
門
沙
壅
燐
刦
垂
百
年
所
余

嘗
擕
一
二
友
人
步
陟
其
巓
東
望
圯
橋
西
望
垓
下
明
月

如
昨
楚
歌
慷
慨
則
濟
北
榖
城
下
黄
石
如
或
見
之
夫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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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二
十
三

在
當
年
載
於
史
乗
者
初
不
聞
講
黄
白
久
視
之
術
苐
以

一
編
示
留
侯
曰
讀
此
則
爲
帝
王
師
坡
仙
所
謂
秦
之

君
子
者
流
歟
還
憶
項
劉
在
濉
水
之
間
大
小
七
十
餘
戰

遂
㓕
楚
數
傳
止
四
百
年
迄
今
已
易
十
餘
姓
此
一
片
石

仍
巋
然
名
黄
石
焉

樵
歌
牧
唱
經
過
其
下
必
曰
黄
石

峒
則
公
之
精
英
猶
未
散
也
是
公
藉
留
侯
以
傳
傳
留
侯

故
愈
傳
公
也
傳
公
故
並
傳
此
山
此
峒
也
余
祖
省
耕
公

嘗
欲
修
築
之
未
果
適
燕
都
殷
伯
巖
父
母
討
古
蒐
軼
以

資
濟
勝
群
鄕
之
父
老
子
弟
咸
樂
疏

建
一
亭
漸
復
舊

觀
萼
與
叔
聨
元
等
共
謀
始
焉
雖
培
塿
尺
土
乎
其
氣
勢

將
與
廣
成
之
崆
峒
安
期
之
蓬
島
遥
相
映
接
卽
而
呼
黄

石
公
或
一
再
出
不
也

創
建
節
烈
祠
記

邑

廩

生

李

節
烈
於
人
世
爲
惨
而
仁
人
君
子
樂
得
之
以
爲
風
化
先

自
古
帝
王
編
之
史
以
傳
建
之
坊
以
旌
立
之
祠
以
祀
無

非
爲
世
道
人
心
計
深
遠
也

皇
帝
御
極
之
十
有
四
年
乙
卯
春

號
禮
成
褒
旌
節
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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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二
十
四

綸
音
屢
渙
會
丁
巳
二
月
旣
望
桐
城
注
若
姚
夫
子
秉
鐸
吾

睢
下
車
之
初
卽
殷
殷
以
闡
揚
節
烈
爲
已
任
加
意
諮
訪

具
狀
以
聞
吾
睢
地
瘠
而
俗
古
載
之
邑
乗
者
節
婦
烈
女

不
一
見
而
足
按
籍
以
稽
夫
子
曰
嘻
有
是
哉
婦
人
女
子

生
長
深
閨
非
若
士
君
子
讀
聖
賢
書
講
道
德
談
節
義
而

正
氣
凜
凜
爲
日
星
爲
河
嶽
足
以
貫
金
石
而
泣
鬼
神
是

不
可
無
祠
以
祀
之
謀
之
諸
生
力
白
邑
陳
侯
卜
地
儒
學

垣
之
東
建
祠
其
側
一
磚
一
瓦
一
石
一
木
一
土
圬
一
匠

氏
必
捐
之
貲
當
其
直
乃
已
上
不
費
于
官
下
不
役
于
民

不
彌
月
竣
厥
功
使
數
百
年
旣
湮
之
節
烈
一
旦
傍
宮
墻

而
歆
俎
豆
殆
蒼
蒼
者
憫
其
苦
嘉
其
志
而
使
之
得
食
德

于
我
公
也
豈
非
天
哉
祠
創
于
八
月
九
日
落
成
九
月
朔

位
木
主
其
中
東
西
各
設
姓
氏
榜
偹
載
事
實
以
資
省
覧

勒
石
手
署
其
額
曰
節
烈
祠
炳
炳
麟
麟
夫
子
顧
而
樂
之

猗
歟
休
哉
於
以
仰
佐

聖
朝
風
化
世
道
人
心
實
嘉
與
更
始
項
以
未
及
闊
大
爲
憾

然
夫
子
之
爲
是
舉
也
匪
棘
其
欲
以
就
狹
小
盖
蒞
任
未

半
載
卽
以
恩
蔭
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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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二
十
五

天
子
寵
命

秩
成
均
諸
大
吏
屢

之
駕
恐
不
爲
之
創
誰

有
爲
其
繼
者
遂
毅
然
經
厥
始
風
雨
不
輟
迄
用
有
成
至

光
大
而
增
修
則
以
俟
後
之
君
子
夫
子
之
德
其
與
斯
祠

爲
不
朽
乎
是
役
也
庀
材
鳩
工
兼
命
其
事
于

爰
附
筆

而
爲
之
記

勅
建
節
孝
坊
記

貢

生

李

杰

今

皇
帝
嗣
統
武
功
旣
平
以
文
德
治
天
下
舉
夫
忠
孝
節
義
之

有

於
人
倫
者
屢

詔
褒
旌
以
厚
風
俗
正
人
心
爲
久
安
長
治
之
根
本
典
至
鉅

也
然
法
在
寜
嚴
毋
濫
上
下
駁
詰
動
經
數
載
草
茅
之
下

格
於
上
聞
者
衆
爲
此
舉
也
葢
其
難
之
痛
先
君
子
棄
不

孝

孤

於
襁
褓
中
吾
母
年
十
有
九
生
不

孝

纔
三
月
初
欲

從
先
君
子
地
下
奉
大
父
母
命
易
死
而
守
不
忍
不

孝

之

委
溝
壑
而
斬
血
食
也
未
幾
先
大
父
卽
世
吾
母
上
事
孀

姑
下
育
孤
子
兩
世
一
身
死
則
重
于
太
山
生
則
苦
于
荼

蘖
不

孝

㓜
時
無
從
記
憶
比
能
記
憶
但
見
垂
涕
之
日
多

含
笑
之
日
少
不

孝

八
歲
命
就
外
傅
吾
母
刻
意
督
課
以



ZhongYi

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二
十
六

母
之
慈
爲
父
之
嚴
間
者
夏
楚
甚
不

孝

睡
方
熟
乃
手
摩

其
痛
處
淚
澘
澘
下
及
覺
旋
收
淚
厲
聲
曰
汝
不
肖
不
肯

讀
書
我
守
汝
何
爲
不
如
無
生
我
死
汝
死
爭
先
後
耳
不

孝

幼
亦
知
慟
母
愈
慟
由
此

于
燈
窗
而
學
業
之
消
長

吾
母
之
憂
喜
俱
之
不

孝

年
十
七
娶
有
室
十
九
齒
於
庠

二
十
一
長
子
方
灼
生
吾
母
始
輾
然
曰
汝
有
妻
且
有
子

不
㫁
汝
父
後
汝
做
一
秀
才
不
㫁
汝
祖
汝
父
書
香
吾
異

日
可
見
汝
父
于
地
卜
矣
及
先
大
母
春
秋
高
生
養
死
葬

以
婦
道
而
供
子
職
終
其
身
如
一
日
也
丁
巳
桐
城
姚
公

士
墍
來
司
鐸
上
體

聖
天
子
恩
意
採
之
輿
論
以
吾
母
節
孝
舉
時
吾
母
猶
在
養

聞
之
歎
曰
我
命
薄
安
敢
望
此
不

孝

喜
且
懼
誠
難
之
也

纔
舉
報
而
公
擢
國
子
學
正
去
累
以
駁
詰
之
繁
輒
中
沮

不
果
事
未
上
達
而
吾
母
竟
棄
不

孝

逝
痛
哉
不

孝

非
吾

母
無
以
至
今
日
方
冀
垂
白
暮
年
承
膝
下
歡
得
少
展
烏

鳥
之
私
何
天
不
我
憐
而
遽
見
背
之
速
也
不

孝

以
草
土

餘
生
身
不
能
養
名
不
能

雖
有
終
身
之
喪
之
戚
終
何

補
耶
丙
寅
値
撫
軍
大
中
丞
湯
公
斌
理
學
名
臣
也
察
訪



ZhongYi

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二
十
七

節
義
郡
縣
核
舊
案
上
其
事
允
歲
終
彙
奏

擢
禮
部
尚

書
領
宮
詹
事
趙
公
士
麟
繼
之
以
丁
卯
四
月
初
六
日
入

吿
下
禮
部
議
五
月
初
二
日

題
覆
該
地
方
官
給
地
丁
銀

三
十
兩
聽
自
建
坊
初
四
日
奉

溫
綸
可
其
議
痛
哉
吾
母
苦
志
以
歿
今
果
得
荷

天
休
惜
未
及
一
見
之
也
時
司
諭
李
公
嶫
瑞
喜
其
爲
是
舉

也
集
當
代
名
流
鉅
公
詩
古
文
詞
以
傳
其
事
嗟
夫
吾
母

節
則
苦
節
孝
則
苦
孝
遑
思
乞
榮
于
身
後
哉
乃
寵
以

大
典

大
語
煌
煌
炳
如
日
星
者

聖
天
子
之
殊
恩
也
延
諮
博
訪
光
逮
泉
壤
者
湯
趙
兩
中
丞

之
同
仁
也
憫
我
孀
孤
首
其
事
卒
以

上
聞
者
桐
城
姚
公
之
篤
於
闡
幽
也
徴
輯
詩
歌

颺

德
意
助
宣
風
化
者
盱
眙
李
公
之
嘉
與
有
成
也
凡
我
子
子

孫
孫
顧
斯
坊
也
爲
臣
思
忠
爲
子
思
孝
其
知
勉
哉
坊
成

敬
述
其
事
記
而
銘
之
其
詞
曰

昊
天
罔
極
母
德
劬
勞
稚
者
待
哺
離
裏
属
毛
老
者
待
養

白
首
親
操
六
十
而
卒
合
兆
同
牢
躬
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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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二
十
八

盛
世
大
沛
恩
膏

綸
音
天
降
木
鳳
翔
翺
曰
節
曰
孝
以
旌
以
褒
嗟
余
鈍
拙
敝

老
靑
袍

揚
有
愧
匪
莪
伊
蒿
三
復
小
宛
明

忉
忉

君
親
永
戴
地
厚
天
高

重
修
睢
寜
縣
儒
學

記

中

允

吳

晟
山

陽

皇
帝
詔
郡
縣
修
飭
學
宮
崇
聖
道
光
文
治
聲
敎
訖
四
海
矣

乙
亥
秋
郡
庠
落
成
睢
人
士
過
而
樂
之
旣
而
咨
嗟
太
息

謂
余
曰
吾
邑
於
淮
属
最
彫
弊
歲
且
荐
飢
上
下
交
困
雖

屢
奉

綸
音
而
學
宮
之
傾
圯
日
甚
殿
廡
不
蔽
風
雨
垣
墉
不
界
內

外
一
望
荆
榛
瓦
礫
惨
如
也
士
子
不
過
上
丁
一
至
其
地

敦
詩
說
禮
之
風
邈
乎
不
可
追
矣
何
睢
邑
之
不
幸
而
獨

自
外
□
右
文
之
世
其
天
也
耶
其
人
也
耶
越
明
年
丙
子

冬
十
月
學
博
旴
眙
蕭
仞
李
君
來
鐸
於
茲
初
以
衙
署
丘

墟
假
居
城
外
之
僧
舍
而
宮
墻
可
知
也
時
邑
侯
謝
公
勸

募
所
得
三
百
金
有
奇
止
修
大
殿
倫
堂
業
已
吿
匱
而
丹

艧
之
事
闕
焉
未
偹
未
幾
以
丁
艱
去
李
君
力
任
其
事
曰

捐
募
能
得
幾
何
遂
出
槖
金
節
次
以
千
計
先
建
衙
署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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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二
十
九

栖
身
計
而
堂
而
室
而
書
舍
而
廂
屋
而
㕑
而
群
房
共
四

十
餘
間
匪
急
其
私
謂
居
此
乃
可
肆
力
於
修
葺
矣

聖

殿
舊
制
樸
畧
非
所
以
妥
侑
神
明
也
若
簷
阿
若
棟
宇
若

榱
桷
若
楹
柱
墻
垣
塗
之
以
丹
硃
沃
之
以
油
漆
其
光
離

離
然
明
倫
堂
亦
因
其
制
而
增
飾
之
粉
者
丹
者

者
黑

者
煌
煌
乎
與
大
殿
前
後
相
輝
映
焉
次
兩
廡
次
櫺
星
門

次
㦸
門
石
坊
次
啟
聖
祠
次
敬
一
亭
尊
經
閣
此
皆
毀
舊

制
而
更
新
之
者
若
泮
宮
牌
樓
名
宦
鄕
賢
二
祠
興
賢
育

才
金
聲
玉
振
禮
門
義
路
等
門
此
昔
無
而
特
創
之
者
儒

學
門
儀
門
以
及
月
臺
甬
道
圍
墻
之
属
無
不
俱
備
郡
庠

而
下
十
一
属
罕
有
甲
者
又
於
敬
一
亭
之
前
建
一
堂
顔

曰
敦
闇
每
月
朔
望
集
生
童
其
中
課
以
文
評
定
而
甲
乙

之
拔
其
尤
者
授
梓
爲
敦
闇
堂
月
課
卷
供
給
賚
予
之
費

不
以
苜
俸
從
嗇
也
春
秋
兩
祀
卽
偕
同
官
齋
戒
于
是
堂

以
誠
敬
爲
多
士
先
而
俎
豆
之
陳
必
豐
必
㓗
詩
曰
神
罔

時
怨
神
罔
時
恫
其
庶
幾
乎
囘
思
昔
之
日
風
摧
雨
折
荆

牽

横
人
跡
罕
至
者
今
則
爲
詩
書
絃
誦
禮
樂
文
明
之

區
矣
蕭
仞
一
冷
官
耳
能
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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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三
十

聖
天
子
崇
重
學
校
之
意
勤
於
其
職
庀
材
鳩
工
雖
嚴
寒
溽

暑
不
敢
少
輟
不
曰
此
睢
之
公
事
直
曰
此
吾
家
事
也
二

載
間
煥
然
改
觀
無
何
以
今
年
七
月
十
有
八
日
聞
訃
丁

母
憂
時

至
聖
曁
四
配
十
哲
龕
座
神
主
正
在
錭
鏤
文

昌
祠
忠
義
節
烈
孝
子
等
祠
正
在
營
始
一
旦
以
守
制
報

罷
睢
人
士
請
之
邑
令

之

各
憲
欲
少
延
歲
月
蕭
仞

天
性
至
孝
不
可
以
留
亦
具
詞
白
之
當
事
遂
戚
然
去
去

之
日
復
捐
客
囊
二
百
餘
金
謂
監
工
弟
子
曰
磚
瓦
木
石

皆
偹
所
少
者
工
價
耳
吾
留
此
以
竣
厥
事
居
官
之
日
自

任
其
責
謝
事
之
後
不
諉
之
人
睢
學
之
得
以
更
新
蕭
仞

之
功
豈
偶
然
哉
是
不
可
以
不
記
李
君
諱
嶫
瑞
字
蕭
仞

號
率
夫
丙
寅

拔
鳳
陽
府
盱
眙
縣
人

新
修
睢
寜
縣
城
記

翰

林

曹

鳴

中
原
大
勢
趨
兗
徐
入
吳
爲
財
賦
㑹
集
之
所
邳
睢
兩
邑

實
扼
其
衝
盖
有
事
必
爭
無
事
必
守
之
地
歷
觀
漢
唐
以

來
故
蹟
可
知
也
自
淮
黃
交
㑹
運
河
開
通
百
萬
粮
艘
咽

喉
淮
安
此
兩
邑
據
淮
上
游
西
北
倚
山
東
南
阻
水
遠
不

五
十
里
脣
齒
相
依
以
拱
衛
淮
城
犄
角
徐
鳳
地
利
視
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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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三
十
一

增
重
矣
河
决
邳
州
之
後
邳
城
北
遷
僅
餘
睢
寜
一
城
爲

徐
鳳
門
戸
此
其
城
之
所
係
何
如
哉
我

國
家
承
平
數
十
年
文
德
誕

武
功
遐
暢
西
土
不
毛
之
地

咸
奉
車
書
睢
土
安
恬
若
在
懷
抱
城
之
有
無
似
無
庸
慮

也
然
易
不
云
乎
重
門
擊
柝
以
待
暴
客
詩
不
云
乎
迨
天

之
未
陰
雨
徹
彼
桑
土
綢
繆
牖
戶
今
此
下
民
或
敢
侮
予

或
之
者
疑
之
也
思
患
預
防
時
恐
人
侮
有
不
敢
郎
安
之

意
乃
以
待
之
之
道
行
乎
其
間
卽
往
者
睢
寜
之
事
可
鍳

矣
明
正
德
中
劉

兩
殘
其
地
而
後
陳
公
嘉
畧
建
之
城

崇

中
又
以
大
水
圯
城
遭
闖
賊
屠
戮
之
惨
而
後
高
公

岐
鳳
建
之
城
順
治
中
若
非
有
城
則
膠

海
士
行
且
恣

意
往
來
又
不
僅
火
西
門
而
入
入
而
速
去
矣
此
其
城
之

所
係
何
如
哉
考
邑
城
在
萬

中
太
平
無
事
時
申
公
其

學
繼
建
之
今
城
固
其
址
也
康
熙
三
十
九
年
霪
雨
河
溢

城
塌
將
半
當
事
以
所
倒
丈
尺
報
上
行
令
估
計
工
料
需

銀
二
萬
餘
兩
核
減
且
一
萬
九
千
餘
兩
請
帑
不
允
請
以

通
省
俸
工
協
修
不
允
此
於

令
甲
有
例
用
是
無
敢
言
及
修
建
者
康

五
十
三
年
甲
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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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三
十
二

季
冬
令
君
桂
林
劉
公
如
晏
至
適
通
省
以
常
平
積
貯
例

開
捐
援
例
者
必
執
贄
公
曰
受
諸
則
慮
以
財
爲
累
却
諸

則
慮
於
後
難
繼
吾
其
以
之
成
城
乎
志
之
者
二
年
爰
諮

于
衆
衆
曰
難
矣
邳
州
新
城
請
帑
四
萬
三
千
金
睢
城
當

其
五
之
四
頺
城
計
將
四
之
二
原
估
一
萬
九
千
金
者
固

無
浮
安
所
取
諸
公
曰
吾
不
動
公
家
物
不
派
民
間
役
盡

力
所
能
爲
卽
城
其
半
不
猶
愈
于
無
乎
以
丁
酉
春
正
月

二
十
一
日
興
工
夏
五
月
二
十
八
日
亭
工
工
就
其
半
邑

之
士
民
慕
義
爭
先
捐

如
雲
而
公
益
以
節
衣
縮
食
之

餘
務
畢
其
事
復
以
戊
戍
春
正
月
十
六
日
接
工
于
夏
五

月
初
十
日
工
竣
于
是
原
報
之
已
倒
者
建
未
倒
者
修
缺

者
補
瑕
者
易
樓
櫓
聿
新
睥
睨
無
缺
旣
豐
且

乃
高
以

堅
成
功
之
速
睢
人
具
云
古
稱
靈
臺
睢
有
靈
城
計
修
建

過
城
二
百
六
十
四
丈
九
尺
內
西
北
建
石
城
六
段
計
八

十
四
丈
四
尺
公
初
意
欲
全
建
石
城
阻
者
謂
用
車
恐
防

農
遂
不
及
半
而
止
用
人
之
力
計
二
萬
五
千
四
百
餘
工

用
銀
三
千
五
百
四
兩
九
錢
零
內
士
民
樂

者
六
百
八

十
兩
公
自
捐
者
二
千
八
百
二
十
餘
兩
城
工
旣
畢
衆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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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三
十
三

書
來
請
余
記
之
如
前
所
稱
余
未
獲
面
公
以
兒

出
公

房
知
公
頗
悉
公
天
性
孝
友
少
年
登
丙
子
榜
第
一
人
三

上
春
官
以
養
不
逮
存
無
心
仕
進
截
取
檄
至
改
就
廣
文

七
年
陞
令
太
守
强
之
方
行
雖
在
官
其
自
奉
不
如
寒
士

食
無
兼
肉
衣
敝
不
更
尤
勤
于
政
事
不
使
案
有
留
牘
盖

不
樂
于
官
亦
未

輕
其
官
也
丁
酉
校
士
尤
爲
得
人
說

者
謂
岳
侯
文
官
不
愛
錢
一
言
爲
輕
量
天
下
士
不
知
愛

錢
之
見
膠
固
于
中
則
利
令
智
昏
凡
事
所
當
爲
者
皆
迷

惑
瞀
亂
而
有
瞻
前
顧
後
之
慮
不
能
明
决
精
勤
以
處
之

矣
公
之
善
政
他
不
具
述
卽
此
一
城
先
事
而
知
其
可
爲

明
也
臨
事
而
期
于
必
成
决
也
在
事
而
無
所
溢
費
精
也

終
事
而
無
敢
偷
安
勤
也
孰
非
不
愛
錢
之
心
之
所
推
廣

哉
此
城
旣
成
于
以
奠
全
淮
之
上
游
而
固
徐
鳳
之
門
戸

有
備
無
患
易
之
豫
所
以
稱
和
樂
而
䲭
鴞
之
詩
所
爲
與

無
逸
相
表
裏
者
義
盖
如
此
雖
一
邑
乎
要
可
以

聖
天
子
久
安
長
治
之
化
而
徴
萬
年
有
道
之
長
益
信
天
下

後
世
之
士
君
子
能
于
其
職
盡
所
當
爲
者
固
宜
如
是
夫

建
三
壇
記

知

縣

劉
如
晏



ZhongYi

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三
十
四

三
壇
者
何
西
南
北
也
西
社
稷
南
山
川
風
雲
雷
雨
北
厲

壇
也
不
斥
言
神
言
其
方
敬
也
五
土
生
榖
社
主
之
敎
民

耕
耨
榖
所
由
生
稷
主
之
山
川
者
邑
之
主
風
雲
雷
雨
所

以

生
滋
長
五
榖
春
以
祈
秋
以
報
爲
民
之
道
無
所
不

周
而
索
饗
之
蜡
附
之
城
隍
旣
建
四
方
攸
属
以
待
風
雲

雷
雨
以
鎭
山
川
是
故
百
神
統
焉
而
春
秋
同
祭
至
祭
厲

則
迎
以
爲
主
厲
者
無
歸
之
鬼
也
以
城
隍
爲
歸

有
厲

名
而
不
爲
厲
此
數
者
皆
守
土
者
所
宜
有
事
也
睢
之
三

壇
創
于
明
葉
見
泰
嗣
申
其
學
修
天
啟
崇

間
沒
于
水

入
本
朝
七
十
餘
年
未
立
康

三
十
六
年
縣
令
謝
乃
實
志
焉

而
未
成
又
越
二
十
年
如

晏

視
事
于
此
卜
西
壇
于
城
西

爲
明
經
周
特
之
地
卜
南
壇
于
城
南
爲
民
人
胡
綸
之
地

卜
北
壇
于
城
北
爲
諸
生
朱
培
大
之
地
周
之
地
自
願
捐

焉
于
是
買
石
以
立
之
壇

其
規
模
畧
具
而
四
周
之

垣
更
衣
之
所
拜
奠
之
庭
均
有
待
焉
盖
處
此
公
私
交
迫

之
時
又
專
心
致
力
惟
城
之
大
工
是
問
其
爲
之
不
得
不

以
漸
也
是
爲
記



ZhongYi

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三
十
五

建
王
公
履
墓
置
祭
田
記

知

縣

劉
如
晏

如
晏
凉
德
移
令
睢
寜
起
化
之
不
能
骨
肉
相
殘
者
訟
牒

紛
若
於
庭
下
嗚
呼
其
無
所
觀
感
而
然
歟
何
孝
友
之
風

沒
沒
也
初
至
閱
邑
乗
載
有
王
公
履
墓
曾
往
觀
之
無
墓

而
有

夫
一
履
耳
其
何
與
於
公
亦
何
視
於
後
人
乃
經

二
千
年
猶
相
與
傳
之
弗
置
意
公
當
時
食
邑
於
此
其
相

觀
而
化
者
當
比
戸
可
封
也
是
以
愛
其
人
寶
其
物
卽
微

如
一
履
逮
身
沒
而
藏
之
則
其
於
公
之
政
敎
必
遵
守
不

失
而
無
復
有
逆
理
亂
常
之
事
矣
顧
公
之
爲
孝
子
夫
人

而
能
言
之
至
其
達
于
爲
政
則
人
未
之
言
也
夫
孝
弟
之

至
通
于
神
明
不
言
躬
行
下
民
自
化
是
其
于
政
無
赫
赫

之
稱
者
乃
政
之
善
者
矣
書
云
惟
孝
友
于
兄
弟
施
于
有

政
孟
子
曰
君
子
所
過
者
化
所
存
者
神
孝
則
公
之
所
存

而
神
者
睢
陵
則
公
之
施
政
所
過
而
化
者
于
其
履
墓
見

之
墓
基
在
城
南
二
里
許
明
巡
方
直
指
王
公
友
賢
立

以
紀
後
爲
黃
河
淤
沒
康
熙
初
縣
敎
諭
孫
大
經
縣
尉
繆

振
稷
復
立

其
所
以
表
之
康

三
十
六
年
邑
敎
諭
李

嶫
瑞
又
立
公
祠
于
城
隍
廟
西
數
君
其
有
意
于
風
化
之



ZhongYi

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三
十
六

本
矣
然
無
墓
則
表
亦
徒
設
而
虚
祠
則
祭
無
由
舉
也
余

受
事
二
年
旣
愧
不
克
如
公
之
純
孝
化
民
又
欲
昭
公
之

遺
澤
以
風
示
茲
土
爰
以
節
衣
縮
食
之
餘
買
甎
建
墓
令

人
耕
墓
前
荒
地
而
守
之
且
置
祭
田
五
十
畝
入
于
祠
田

之
所
入
供
祀
春
秋
外
以
修
墓
與
祠
則
有
其
舉
之
莫
或

廢
矣
祠
故
湫
隘
改
建
於
縣
署
西
北
擴
其
規
模
别
爲
記

之
至
若
公
之
嘉
言
懿
行
純
氣
和
質
備
載
晉
書
不
復
贅

公
名
祥
字
休
徴
琅
邪
臨
沂
人
先
賜
爵

內
侯
封
萬
歲

亭
侯
累
封
睢
陵
侯
進
封
公
諡
元
睢
陵
卽
今
睢
寜
舊
志

云
封
元
公
食
邑
睢
陵
誤
也
田
數
併
識
于

陰

膠

破
城
記

李

杰

膠

者
何

起
于
膠
也
膠
何
以
有

兵
變
而
爲

也

兵
何
以
變
主
將
率
之
也
主
將
爲
誰
總
兵
海
士
行
也
士

行
受
命
爲
閫
外
臣
何
以
叛
鄕
官
法
氏
族
有
隙
以
□
之

也

何
以
生
法
氏
爲
膠
州
宦
族
籍
南
宮
居
顯
位
者
十

有
餘
人
挾
其
家
世
以
驕
武
夫
故
啓
之

也
有

何
以

卽
叛
法
族
有
以
臺
諫
官
於

都
門
者
士
行
意
其
必
致

書
劾
之
令
邏
者
守
於
隘
執
其
使
果
得
書
遂

兵
反
法



ZhongYi

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三
十
七

族
惟
官
於
外
者
得
免
殺
其
科
第
七
八
人
眷
屬
無
噍

焉
膠
州
去
睢
六
七
百
里
何
以
獨
爲

於
睢
睢
之
人
有

以
餌
之
也
睢
何
以
餌

奔
六
安
山
道
經
睢
寧
抵
城
下

索
騾
馬
知
縣
魏
翰
拒
之
以
無
賊
巳
結
陣
西
行
過
毛
竹

岡
令
君
之
弟
有
魏
三
風
子
者
糾
合
城
中
紳
士
吏
民
約

百
餘
騎
冀
剷
其
尾
隊
要
功
賊
怒
囘
圍
城
謂
非
餌
之
不

可
也
圍
城
何
以
卽
破
火
其
西
門
破
之
也
火
城
之
跡
今

驗
之
門
內
石
刻
燬
殘
猶
存
也
火
其
門
何
以
遂
入
守
者

不
諳
於
兵
假
令
內
亦
縱
火
塞
門
薪
木
相
繼
不
絶
賊
何

由
入
智
不
及
此
故
門
火
而
宼
入
也
城
破
屠
戮
男
婦
一

千
七
百
餘
口
官
廨
民
居
所
有
刼
掠
一
空
雖
曰
天
數
豈

非
人
事
有
以
階
之
禍
哉
事
在
順
治
十
年
癸
巳
秋
九
月

二
十
二
日
追
記
之
者
何
以
時
方
修
志
邑
之
大
故
不
可

闕
也
記
之
者
何
時
康
熈
五
十
七
年
戊
戍
夏
六
月
朔
也

睢
寧
縣
新
建
啟
聖
祠
記

劉
如
晏

古
者
祭
川
先
河
後
海
海
爲
水
王
義
不
先
祭
尊
所
本
也

祭
先
師
之
祭
啟
聖
公
此
志
也
夫
自
明
世
宗
時
肇
建
公

祠
天
下
郡
邑
莫
之
異
兼
取
大
成
殿
配
位
之
先
人
配
焉



ZhongYi

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三
十
八

誠
得
體
矣
考
睢
學
燬
於
明
末
入

本
朝
殷
令
岳
建
修
大
成
殿
旣
成
以
去
任
未
及
祠
也
康
熈

初
馮
令
應
麒
孫
敎
諭
大
經
於
明
倫
堂
東
偏
附
墻
爲
祠

位
置
失
宜
湫
隘
弗
稱
每
舉
祭
趾
相
錯
不
能
成
禮
余
涖

任
謁

廟
後
卽
欲
遷
建
之
而
力
有
未
逮
城
工
旣
畢
祠

適
就
傾
乃
偕
費
敎
諭
廷
宣
沈
訓
導
紹
藩
度
地
於
大
成

殿
東
北
地
位
旣
尊
高
矣
而
棟
梁
柱
礎

偉
不
減
大
成

殿
鳩
工
以
巳
亥
冬
十
一
月
落
成
以
庚
子
夏
四
月
規
制

廓
然
頓
改
舊
觀
於
是
祀
公
其
於
先
師
敎
孝
之
義
庶
有

合
焉
夫
古
者
之
敎
人
也
無
事
不
推
本
於
孝
是
故
子
雖

齊
聖
不
先
父
食
大
成
殿
卽
崇
隆
而
啟
聖
祠
或
庳
陋
先

師
有
靈
其
式
慿
之
乎
則
是
祠
也
卽
不
傾
頽
巳
宜
改
作

又
祭
法
有
功
德
於
民
則
祀
之
與
古
之
鄉
先
生
殁
而
可

祭
於
社
者
明
成
化
中
定
其
祠
名
曰
名
宦
鄉
賢
祠
建
於

學
附
祭
上
丁
亦
通
天
下
郡
邑
莫
之
異
其
祭
以
丁
謂
斯

二
者
所
行
皆
聖
人
之
道
耳
雖
附
祭
而
非
從
祀
義
不
當

在
兩
廡
睢
之
兩
祠
列
於
東
西
廡
末
若
以
爲
遊
聖
人
之

門
則
僣
若
以
爲
遵
一
定
之
制
則
䙝
在
僣
與
䙝
固
宜



ZhongYi

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三
十
九

定
故
因
啟
聖
祠
之
建
併
建
兩
祠
因
記
啟
聖
祠
之
成
附

記
兩
祠
董
其
役
者
縣
尉
魯
嗣
淵
邑
太
學
生
朱
英
燦
李

克
纉
王
承
謨

睢
寧
縣
新
建
公
署
記

劉
如
晏

公
署
者
敷
政
臨
民
之
所
外
以
行
其
政
教
內
以
修
其
職

業
無
之
可
廢
也
顧
世
多
傳
舍
視
之
而
地
方
凋
疲
者
益

復
聽
其
頽
壞
而
莫
之
理
志
載
睢
寧
公
署
始
於
元
中
更

變
易
數
遭
河
患
大
堂
爲
署
縣
事
邳
州
牧
朱
君

泓
建

閲
今
八
十
年
穿
堂
內
堂
爲
前
令
馮
君
應
麒
建
閲
今
五

十
五
年
穿
堂
後
有
堂
爲
前
令
石
君
之
玫
建
閲
今
五
十

三
年
東
有
書
房
五
間
爲
前
令
魏
君
翰
建
閲
今
六
十
八

年
嗣
後
令
於
此
者
不
二
三
歲
輒
更
迄
無
修
葺
相
傳
天

雨
署
中
至
支

以
度
堂
西
則
闤
闠
錯
雜
詬
誶
相
聞
余

甲
午
仲
冬
蒞
此
時
城
倒
巳
久
東
西
相
望
穿
署
透
徹
惟

東
書
房
略
有
墻
門
遮
蔽
主
僕
數
人
聚
處
於
此
登
堂
則

雪
繞
風
翻
其
册
籍
無
廨
以
存
其
錢
榖
無
庫
以
守
乃
彌

漏
補
缺
撑
簷
拄
柱
暫
支
日
月
所
壞
隨
修
連
年
歲
費
數

十
金
計
不
大
修
無
寧
日
設
傾
頽
且
盡
其
何
以
出
治
蒞



ZhongYi

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四
十

官
也
然
以
城
工
之
急
不
遑
顧
此
旣
城
工
告
竣
乃
以
日

用
節
省
之
餘
揆
度
工
料
之
費
買
署
後
宅
地
一
所
聽
堂

西
之
民
遷
居
併
予
以
遷
之
費
集
木
石
陶
甎
瓦
聚
土
垔

擇
以
已
亥
之
春
農

鳩
工
適
有
署
邳
之
役
念
兩
地
隔

遠
訟
獄
輸
租
奔
走
孔
棘
移
駐
羊
山
以
便
之
工
弗
及
舉

或
因
公
還
署
周
覧
不
暇
比
八
月
丁
祭
歸
則
整
完
如
東

書
房
者
亦
傾

欲
墜
而
大
堂
大
門
儀
門
穿
堂
之
巳
壞

者
决
不
可
支
矣
乃
不
待
署
事
之
畢
以
仲
秋
興
工
先
攻

石
之
工
次
攻
木
之
工
曁
圬
者
畢
集
先
成
東
書
房
與
厨

房
而
大
堂
而
大
門
而
儀
門
而
二
堂
而
前
廊
內
宅
以
次

吿
成
大
堂
特
置
庫
房
一
間
示
主
守
也
穿
堂
改
建
廊
房

六
間
取
顯
明
也
二
堂
增
建
抱
厦
三
間
便
蒞
事
也
又
闢

堂
西
民
居
之
地
爲
書
房
前
後
九
間
而
休
息
有
所
矣
四

周
立
垣
奠
以
石
基
高
逾

丈
而
內
外
有
分
矣
經
始
於

巳
亥
之
秋
八
月
落
成
於
庚
子
之
夏
四
月
料
先
價
買
工

日
給
値
一
毫
不
敢
擾
累
於
民
計
費
一
千
五
百
餘
金
皆

余
自
肩
其
事
故
成
功
速
而
役
不
知
勞
其
大
堂
之
顏
曰

無
貳
爾
心
葢
戒
石
未
建
取
臨
汝
之
意
以
表
之
然
上
天



ZhongYi

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四
十
一

難
欺
之
語
爲
坐
斯
堂
者
言
也
至
於
無
貳
則
徹
乎
上
下

矣
存
此
心
以
持
巳
則
無
爲
其
所
不
爲
無
欲
其
所
不
欲

也
推
此
心
以
應
物
則
巳
所
不
欲
勿
施
於
人
也
凡
忠
君

愛
親
事
上
接
下
之
道
皆
本
乎
此
矣
其
二
堂
之
顏
曰
勤

謹
和
緩
斯
又
自
朂
以
比
弦
韋
焉
繼
自
今
處
於
此
者
其

續
修
治
之
潤
澤
之
視
其
楹
桷
有
朽
敝
者
易
之
察
其
磚

瓦
有

者
綴
之
則
有
基
勿
壞
不
致
聽
政
無
所
而
長

可
以
肅
斯
民
之
具
瞻
是
頼
後
之
君
子

桂
林
書
院
記

進

士

孫

騏
興

化

桂
林
書
院
睢
陵
士
民
爲
令
君
劉
公
立
也
睢
故
凋
殘
公

視
事
二
年
大
改
於
舊
民
風
土
俗
日
進
醇
良
公
淸
苦
自

持
節
縮
所
贏
不
爲
豊
殖
凡
壇
廟
學
宫
城
池
倉
庫
公
署

修
建
聿
新
迄
於
成
功
而
民
間
不
知
有
役
士
民
以
功
在

社
稷
能
爲
邑
捍
患
禦
災
法
皆
得
祀
舉
欲
爲
公
建
祠
公

辭
之
再
三
不
止
至
援
令
甲
所
載
揭
示
以
禁
邑
人
謂
公

志
在
興
學
化
民
請
爲
書
院
仍
不
許
邑
太
學
生
李
克
紹

所
由
作
禁
約
篇
也
戊
戌
冬
遴
署
邳
州
辭
不
獲
巳
亥
春

移
駐
羊
山
以
便
兩
地
之
民
邑
人
乃
乘
其
間
以
成
書
院



ZhongYi

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四
十
二

一
倡
百
和
羣
相
爭
先
邳
之
士
民
趨
義
共
舉
刻
期
吿
成

因
名
以
公
所
生
地
兼
取
攀
桂
之
義
焉
比
公
返
署
則
規

模
定
矣
公
謂
邑
人
是
何
爲
者
衆
曰
是
代
公
爲
義
學
耳

先
是
公
以
舊
義
學
隘
狹
就
學
者
衆
至
不
能
容
卜
建
新

義
學
於
城
隍
廟
西
太
學
生
王
訥
助
以
地
屬
城
工
浩
大

未
及
鳩
工
如
壇
廟
學
宫
城
池
倉
庫
公
署
諸
大
建
置
皆

非
公
私
事
公
一
以
自
任
不
擾
於
民
區
區
書
院
邑
人
莫

能
成
之
以
少
紓
公
之
心
力
其
何
以
爲
服
敎
之
民
今
書

院
旣
成
其
爲
門
若
干
間
爲
堂
若
干
間
爲
齋
若
干
間
於

以
延
師
訓
士
視
義
學
規
模
有
加
矣
由
是
集
民
之
秀
者

良
者
肄
業
其
中
敎
之
以
孝
弟
忠
信
游
之
以
詩
書
禮
樂

樸
魯
者
相
觀
而
化
焉
此
卽
爲
課
士
之
所
也
公
弗
能

止
初
康
熈
丁
酉
科
騏
以
經
義
受
知
於
公
應
書
赴

都

便
道
走
謁
行
其
地
而
夜
不
閉
戸
田
無
曠
土
也
問
其
徵

而
水
不
爲
災
蝗
不
入
境
也
除
積
窩
則
匪
人
歛
跡
决
疑

獄
則
大
案
潛
消
要
皆
其
淸
心
寡
欲
之
功
舉
而
措
之
耳

古
人
有
言
以
身
敎
者
從
彼
呫
呫
口
耳
之
間
何
若
親
炙

風
裁
而
率
循
規
矩
乎
是
役
也
邑
人
士
以
志
公
之
德
爱



ZhongYi

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四
十
三

公
因
以
敎
其
邑
人
於
是
乎
相
與
有
成
而
益
行
其
政
若

敎
其
於

國
家
化
民
成
俗
之
意
固
將
推
廣
於
無
窮
焉

騏

聞
緒
論
方
期
修
身
謹
行
以
無
負
知
人
之
明
憾
不

得
從
諸
君
子
游
而
追
隨
於
側
以
共
相
砥
礪
也
乃
因
邑

人
士
所
寓
書
而
述
記
之
若
此

劉
公
甘
泉
記

舉

人

宋

貽
溧

陽

睢
陵
地
㵼
鹵
鑿
井
而
食
率
皆
苦
水
求
甘
泉
不
易
得
也

康
熈
丁
酉
令
君
劉
公
修
城
工
及
半
戊
戍
續
修
正
在
鳩

工
天
久
不
雨
時
亟
需
磚
陶
人
非
水
不
能
搏
埴
兼
磚
歇

火
刻
待
水
潤
幾
束
手
矣
令
君
命
於
窰
前
掘
井
未
及
丈

水
湧
出
陶
人
以
供
和
坯
每
一
窰
磚
熟
汲
水
數
百
桶
潤

之
四
窰
具
舉
泉
弗
竭
衆
稱
異
矣
以
爲
天
助
城
工
之
成

也
顧
陶
人
與
諸
傭
不
能
言
水
味
衆
取
嘗
之
乃
知
此
井

最
甘
尤
異
之
夫
古
拜
井
得
水
又
如
馬
跑
名
泉
傳
之
自

昔
以
爲
異
事
其
視
此
井
何
如
此
井
人
皆
謂
爲
城
井
以

事
名
也
又
謂
爲
劉
公
井
以
人
名
也
邑
附
城
諸
泉
水
味

甘
者
舊
數
城
東
南
紅
土
地
廟
井
味
同
此
井
之
甘
勢
不

若
此
井
之
盛
次
數
城
西
北
王
家
堂
井
然
味
與
勢
兩
不



ZhongYi

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四
十
四

如
又
城
東
南
玊
皇
閣
前
井
水
亦
云

今
則
味
變
是
諸

泉
惟
此
獨
勝
矣
令
君
操
守
絶
人
卽
節
衣
縮
食
之
餘
皆

出
以
辦
公
事
蒞
睢
五
載
愛
䕶
士
䫫
未
嘗
斥
辱
一
人
淸

風
任
力
和
氣
兼
而
有
之
泉
之
質
清
氣
盛
味

實
相
感

應
正
不
獨
助
城
工
矣
貽
出
令
君
本
房
來
主
睢
義
學
聞

邑
人
之
述
此
泉
若
此
次
苐
其
語
而
記
之

重
建
忠
臣
祠
記

李

杰

嘗
讀
唐
書
魏
文
貞
公
對
太
宗
曰
願

臣
爲
良
臣
勿

臣
爲
忠
臣
夫
稷
契
咎
陶
龍
逄
比
干
匪
異
人
任
亦
其
所

遭
者
殊
耳
所
謂
良
臣
者
大
抵
皆
功
臣
也
功
臣
之
祀
止

及
於
本
代
忠
臣
則
歷
百
世
而
不
易
以
其
干
城
名
敎

於
世
道
人
心
者
大
也
吾
睢

有
忠
臣
祠
祀
元
仝
公
文

瑞
公
於
至
正
末
以
兵
部
尚
書
掛
元
帥
印
出
鎭
潼

明

興
與
太
祖
軍
相
拒
戰
及
鼎
革
後
隠
於
睢
治
黄
河
北
之

牧
馬
庄
屢
奉
朝
命
緝
訪
之
揆
太
祖
貶
危
素
而
祀
余
闕

之
意
非
欲
討
公
葢
欲
用
公
也
公
堅
避
不
出
不
以
天
命

有
歸
而
遽
改
臣
節
可
謂
忠
於
元
者
矣
及
成
祖
繼
統
謂

敵
明
者
皆
元
之
忠
臣
也
始
寛
其
禁
子
孫
遂
著
姓
編
戸



ZhongYi

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四
十
五

爲
民
嘉
靖
初
建
祠
祀
之
後
圯
於
水
久
廢
康
熙
五
十
八

年
邑
侯
劉
公
修
復
舊
典
重
建
忠
臣
祠
於
公
署
之
西
南

仝
氏
後
裔
捐
置
祭
田
五
十
畆
以
傳
永
久
位
文
瑞
公
於

中
而
以
正
徳
六
年
七
年
死
城
之
主
簿
丘
紳
金
聲
典
史

袁
浩
及

本
朝
順
治
十
年
死
城
之
敎
諭
王
相
呂
訓

李
之
實
左
右

列
主
並
祀
嗚
呼
忠
臣
聚
於
一
堂
英
魂
不
昧
爼
豆
焄
蒿

之
下
凛
凛
有
生
氣
信
可
爲
名
敎
之
干
城
劉
侯
此
舉
其

有
造
於
世
道
人
心
者
亦
與
是
祠
爲
不
朽
矣
是
不
可
以

不
記重

建
義
士
祠
記

李

杰

義
者
天
地
之
正
氣
人
之
所
以
爲
人
也
士
未
受
祿
故
於

臣
稱
忠
於
士
稱
義
孟
子
曰
舍
生
取
義
是
義
更
重
於
生

也
夫
人
而
知
之
然
士
君
子
讀
聖
賢
書
臨
難
之
際
徃
往

貪
生
而
悖
義
者
無
他
利
害
之
心
交
戰
於
中
而
䘮
其
所

守
耳
明
朱
君
用
之
睢
之
部
民
也
武
宗
時
劉
㓂
承
突
江

淮
屠
戮
之

所
至
震
驚
掠
及
睢
境
土
城
不
可
以
守
居

民
多
踉
蹌
奔
竄
用
之

勇
血
戰
扈
送
縣
主
眷
屬
出
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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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四
十
六

囬
復
鏖
戰
者
久
之
賊
怯
其
勇
佯
敗
歸
營
探
其
所
在
時

力
疲
息
於
樓
上
賊
擁
衆
圍
樓
以
攻
用
之
墜
樓
傷
足
被

執
賊
欲
降
之
大
詈
不
屈
遂
見
殺
可
謂
不
規
於
利
不
避

其
害
者
矣
越
百
有
餘
年
流
賊
猖
獗
屠
毒
中
原
崇

甲

申
三
月
逆
闖
犯
闕
懷
宗
皇
帝
殉
社
稷
有
邳
州
學
諸
生

王
台
輔
聞
變
作
别
言
逹
之
所
知
索
祭
具
對
飮
自
治
壙

於
象
山
之
巓
臨
期
詣
壙
所
懸
素
帛
於
棚
上
北
面
叩
闕

自
縊

之
台
輔
雖
邳
諸
生
固
睢
産
也
墓
又
在
睢
其
風

䂓
葢
與
用
之
殊
軌
同
途
矣
朱
部
民
王
諸
生
士
同
也
朱

殉
城
王
殉
主
義
同
也
朱
慷
慨
王
從
容
事
異
而
志
同
也

朱
之
事
廵
按
御
史
江
公
以
聞
於
朝
稱
其
精
忠
貫
日
義

勇
超
群
旌
爲
義
士
命
建
祠
祀
之
祠
舊
建
於
縣
治
大
門

內
隆
慶
二
年
圯
於
水
萬

初
縣
令
申
公
其
學
祀
於
飬

正
社
學
而
以
同
與
難
者
主
簿
丘
紳
金
聲
典
史
袁
浩
附

焉

復
久
廢
康
熙
戊
戌
邑
侯
劉
公
不
忍
聽
其
湮
沒
欲

爲
建
祠
爰
聼
輿
人
之
議
謂
主
簿
典
史
雖
㣲
固
臣
也
當

附
於
忠
臣
而
以
用
之
台
輔
兩
義
士
並
祀
歲
庚
子
祠
成

邳
庠
監
王
之
儐
爲
之
捐
置
祭
田
五
十
畆

後
世
得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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睢
寧
縣
志

卷
十
記

四
十
七

永
久
奉
祀
要
其
建
祠
之
大
旨
無
非
欲
後
人
之
聞
風
者

頑
思
廉
懦
思
立
以
共
相
觀
感
云
爾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