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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常
德
府
志
序

椘
自
春
秋
通
中
國
後
聲
名
文
物

埓
於
齊
魯
而
常
郡
野
分
文
眀
國

堪
用
武
包
洞
庭
之
險
控
五
溪
之

要
昔
秦
恵
王
欲
以
武
闗
外
易
之

後
司
馬
錯
拔
椘
黔
中
地
漢
建
武

間
遣
馬
援
征
武
𨹧
蠻
援
營
壺
頭

險
不
克
進
宋
李
綱
疏
請
鼎
澧
之

間
宜
宿
重
兵
謂
號
令
可
通
西
蜀

聲
援
可
接
襄
漢
是
厯
秦
漢
唐
宋

以
迄
於
今
常
𨿽
一
郡
而
全
椘
之

盛
衰
實
係
焉
且
常
之
衣
冠
澧
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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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　
　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為
湖
右
最
武
𨹧
舊
事
南
椘
新
□

大
𢪔
善
道
土
風
者
其
書
多
不
傳

惟
宗
懍
荆
椘
嵗
時
記
戴
埴
鼠
璞

二
書
至
今
淹
雅
之
士
咸
採
取
焉

然
宗
戴
雖
並
為
郡
人
而
敷
求
博

攷
一
則
多
井
里
風
俗
之
好
尚
一

則
僅
名
物
典
故
之
異
同
其
所
紀

已
小
而
所
以
詳
建
革
以
立
經
制

辨
淑
慝
以
昭
勸
懲
凖
物
産
以
逹

政
治
崇
教
術
以
歸
典
則
者
固
未

之
逮
也
常
德
之
有
志
始
眀
永
□

其
後
網
羅
散
失
志
凡
六
脩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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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
朝
屢

詔
天
下
郡
邑
纂
脩
志
乗
而
常
志
自
康

熈
九
年
脩
之
距
今
百
三
十
餘
年

一
時
文
獻
㡬
于
世
逺
難
徵
嘉
慶

丁
夘
薛
愚
溪
太
守
慨
然
復
為
倡

脩
惜
視
事
年
餘
即
解
任
去
而
志

書
仍
弗
克
就
戊
辰
秋
余
奉

命
来
守
兹
郡
脩
舉
廢
墜
靡
不
切
心
當

甫
下
車
時
其
所
為
生
全
覆
育
以

勸
其
善
搜
剔
剪
刈
以
懲
其
惡
勞

心
案
牘
握
管
如
馳
曾
不
得
息
至

於
稽
事
載
典
彰
往
詔
耒
則
博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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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
君
子
責
也
余
方
謝
不
敏
今
民
稍

稍
便
安
余
乃
淂
取
其
志
稿
而
𨤲

定
之
囙
進
郡
之
熟
于
掌
故
者
刪

其
繁
冗
補
其
闕
略
俾
一
時
之
述

作
上
以
備

聖
朝
國
史
之
採
擇
下
以
供
荆
椘
通
志

之
搜
求
庶
㡬
言
之
文
而
行
之
逺

也
是
書
成
則
不
必
南
望
𢖍
陽
北

窺
梦
渚
西
竆
巴
峽
東
瞰
鄂
黄
而

虞
帝
之
城
而
如
豋
善
卷
之
臺
而

如
造
也
黄
帝
鑄
鼎
之
港
若
涉
之

武
侯
洗
墨
之
池
若
過
之
銕
舩
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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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
塔
其
事
不
誣
石
磬
石
柱
所
言
不

妄
馬
將
軍
之
薏
苡
不
眀
可
驚
也

梁
都
尉
之
尸
祝
不
絶
可
訝
也
讀

屈
子
之
離
騷
究
易
東
之
象
義
泱

泱
乎
魚
米
饒
足
之
鄊
冠
盖
往
来

之
地
迎
紫
姑
者
以
卜
蠶
也
肖
金

剛
者
以
逐
疫
也
人
多
礧
落
壮
亮

海
襟
嶽
莭
湛
然
與
湘
水
同
其
清

𡿁
然
與
𢖍
山
媲
其
髙
矣
而
𣅜
得

於
此
編
遇
之

旹大
清
嘉
慶
癸
酉
二
月
朔
日
知
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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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南
常
德
府
事
宜
□
應
先
烈
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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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常
德
府
志
序

志
者
史
之
一
體
今
郡
邑
之
有
志

其
體
昉
於
此
盖
志
者
記
也
記
一

郡
之
分
野
疆
域
沿
革
建
置
以
及

田
賦
兵
防
之
大
民
風
物
産
之
細

條
分
縷
晰
溯
其
原
而
竟
其
委
俾

按
册
以
稽
不
出
户
庭
之
間
而
可

達
於
四
境
之
逺
志
之
為
用
大
矣

我
朝
聲
教
漸
被
幅
𢄙
最
廣
一
郡
所
治

若
州
若
縣
若
衛
所
大
者
或
千
餘

里
小
者
猶
數
百
里
守
者
不
能
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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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履
而
躬
詣
也
然
則
欲
𢘻
風
土
辨

險
易
施
教
令
舍
志
之
考
而
誰
考

與
至
於
名
宦
鄉
賢
文
藝
列
女
以

逮
於
方
技
之
倫
旁
搜
博
採
登
之

簡
册
則
又
𠔥
仿
諸
史
世
家
列
傳

之
例
其
地
近
則
考
核
易
以
實
又

其
事
尠
則
叙
述
易
以
詳
下
以
昭

風
化
之
成
上
以
備

國
史
之
採
此
又
文
獻
之
林
而
守
土

者
之
所
當
亟
於
從
事
矣
然
此
猶

統
而
言
之
耳
夫
為
山
為
澤
或
僻

或
衝
分
疆
畫
土
斷
有
不
齊
而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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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事
由
之
出
焉
審
察
於
山
川
風
土

之
宜
廣
資
於
前
言
往
行
之
美
徴

騐
其
是
非
得
失
之
跡
因
地
所
緩

急
以
為
政
之
先
後
因
政
之
先
後

以
為
志
之
詳
略
使
從
政
者
讀
其

志
若
著
蔡
焉
自
非
通
達
治
體
與

時
消
息
罕
不
至
如
胥
吏
之
案
牘

徒
備
抄
襲
者
嘻
豈
易
言
㢤
常
德

府
之
有
志
肇
始
於
康
熈
九
年
厥

後
百
數
十
年
無
繼
之
者
乾
隆
中

郡
守
李
君
大
霳
增
修
有
稿
經
前

制
軍
畢
秋
帆
先
軰
㸃
定
而
其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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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未
完
逮
嘉
慶
丁
夘
戊
辰
之
間
前

郡
守
鮑
君
薛
君
先
後
纂
集
至
今

守
應
君
始
告
成
焉
余
考
常
德
一

郡
秦
漢
時
為
黔
中
地
唐
宋
以
還

分
置
鼎
朗
諸
州
今
試
以
全
楚
之

形
勢
論
之
自
荆
襄
以
西
渉
大
江

厯
孱
陵
澧
陵
以
達
於
常
其
再
西

則
辰
沅
諸
郡
深
林
宻
箐
苖
民
所

窟
穴
而
滇
黔
萬
里
水
陸
所
由
道

也
厯
代
以
来
稱
為
扼
隘

國
朝
駐
通
省
水
陸
提
督
於
此
以
控

制
之
洞
庭
浩
汗
粘
天
無
壁
為
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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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内
藪
澤
冠
輔
以
青
草
赤
沙
之
險

沅
漸
諸
水
又
經
緯
而
襟
帶
之
所

謂
澤
國
也
則
考
其
山
川
險
阻
修

飭
戒
備
以
寧
戢
中
外
與
夫
講
求

水
利
慎
其
宣
洩
用
宅
爾
宅
畋
爾

田
俾
無
旱
潦
祲
之
二
者
為
守
郡

之
最
先
且
急
而
即
志
郡
者
之
所

宜
博
考
而
詳
著
也
夫
有
其
舉
之

莫
敢
廢
也
志
書
之
作
其
有
闗
於

郡
之
利
病
者
既
如
彼
而
由
康
熈

初
年
以
至
於
今
僅
一
再
修
補
其

成
書
之
難
又
如
此
則
因
時
蒐
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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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以
補
其
遺
漏
固
其
所
也
若
惟
是

飾
為
美
觀
備
故
事
而
已
豈
修
志

之
意
㢤
余
故
述
之
以
諗
夫
後
来

者嘉
慶
十
八
年
嵗
次
癸
酉
五
□
□

湖
使
者
三
韓
馬
慧
裕
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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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原
序

從
來
一
代
必
有
史
一
郡
必
有
志
史
固
爲
石
渠
天
祿
之
秘
而

志
於
境
內
山
川
形
勝
田
賦
戸
口
備
載
焉
雖
一
郡
之
紀
著
實

一
代
之
版
圖
誠
與
史
並
重
也
考
楚
爲
古
荒
服
而
常
德
據
荆

上
游
抱
洞
庭
而
控
五
溪
粤
蜀
咽
吭
滇
黔
門
戸
可
稱
衝
繁
巨

邑
明
季
以
來
流
㓂
相
繼
蹂
𨈆
殺
戮
之
𢡖
亦
較
他
郡
爲
最
余

奉
命
出
撫
楚
南
凡
車
馬
之
所
周
耳
目
之
所
及
爲
地
方
興
利
革
弊

休
養
元
氣
或
奉
章
入

告
或
極
力
舉
行
已
不
待
披
閲
簡
編
始
悉
各
郡
疾
苦
然
兵
燹
之

餘
一
切
版
籍
多
付
衰
草
寒
烟
久
則
文
獻
無
徵
愈
致
湮
没
何

以
埀
示
將
來
郡
守
胡
向
華
收
拾
殘
缺
蒐
輯
而
修
復
之
典
紀

一
新
書
成
十
卷
諸
凡
創
制
沿
革
輿
圖
則
壤
以
及
人
物
風
俗

備
悉
無
遺
於
此
可
徵
守
之
留
心
敷
治
矣
雖
然
睠
兹
殘
疆
赤

子
皆
屬
鋒
鏑
餘
生
予
方
寢
食
靡
寧
無
計
登
之
袵
席
惟
守
與

民
最
親
其
間
誠
求
懷
保
率
邑
令
以
共
圖
安
全
予
尤
於
守
有

厚
望
也
夫

康
熙
辛
亥
夏
月
朔
資
政
太
夫
巡
撫
偏
沅
等
處
地
方
兼
管
糧

餉
都
察
院
右
副
都
御
史
前
內
秘
書
院
學
士
纂
修

國
史
副
總
裁
官
遼
東
盧
震
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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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序

古
昔
列
封
之
國
各
有
紀
載
成
周
命
職
方
氏
以
主
之
史
乘
之

設
實
權
輿
於
此
粤
自
改
封
建
以
還
今
之
郡
城
卽
古
盛
時
之

方
國
也
凡
山
川
土
田
星
躔
分
野
人
物
風
俗
阨
塞
險
易
戸
口

物
産
世
代
源
流
靡
不
備
具
用
以
供
采
風
俗
者
因
利
乘
便
通

好
惡
以
整
齊
之
俾
民
志
勿
之
有
惑
非
徒
志
封
疆
飾
觀
覽
已

也
閒
嘗
曠
覽
輿
圖
洞
庭
爲
宇
內
第
一
巨
浸
而
常
德
實
鎭
其

西
據
荆
楚
上
遊
爲
吳
蜀
咽
喉
當
滇
黔
戸
牖
　
朝
宁
之
上
每

重
念
斯
地
凡
永
億
萬
載
不
拔
之
基
者
未
嘗
不
於
此
固
扄
鑰

也
况
英
賢
軰
出
人
文
相
望
實
楚
南
巋
然
一
雄
鎭
也
則
敷
陳

故
實
者
惟
於
志
是
賴
常
德
之
志
板
燬
於
兵
火
僅
抄
數
卷
應

上
之
檄
取
其
間
以
訛
傳
訛
舛
謬
遺
落
弗
可
究
詰
又
且
於
明

之
中
葉
後
悉
冺
然
無
傳
百
年
於
兹
矣
丁
未
夏
仲
予
奉

命
來
守
此
邦
見
其
輸
輓
輪
蹄
者
曰
夕
不
休
禋
祀
應
歆
者
闕
焉

弗
舉
體
制
無
存
禮
敎
衰
息
或
者
曰
兵
燹
之
餘
卽
陋
成
習
獨

不
聞
貞
淫
靡
常
志
趨
無
定
沿
民
情
以
施
利
導
斯
其
時
矣
爰

稽
古
載
簡
編
殘
缺
用
是
戚
然
靡
寧
維
時
立
意
修
復
一
艱
於

貲
又
難
其
人
屢
進
紳
士
而
謀
之
諸
縉
紳
軰
僉
舉
二
人
其
一

賀
君
竒
其
一
劉
君
昌
臣
二
公
皆
博
雅
名
宿
也
敦
請
以
襄
厥

事
旣
而
劉
君
以
學
使
優
遷
駕
稅
　
都
門
賀
子
毅
然
獨
任
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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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辭
然
而
卷
帙
多
則
參
訂
難
周
事
類
繁
則
蒐
輯
匪
易
惟
慨
襲

蠧
餘
之
緖
論
避
翻
駁
之
微
嫌
而
載
集
盡
錄
舊
本
噫
嘻
紀
典

所
重
傳
信
不
傳
疑
由
來
尙
已
滄
桑
逝
變
運
會
不
無
遷
流
昔

存
而
今
廢
胡
可
執
也
忠
孝
節
烈
觀
感
由
之
振
興
昔
墜
而
今

修
胡
可
畧
也
風
俗
有
異
同
因
革
無
定
局
宜
俗
而
不
宜
戾
俗

弗
能
拘
也
物
産
隨
土
宜
生
殖
因
地
靈
淮
橘
而
濟
貉
弗
能
强

也
况
浮
文
少
實
昔
人
忌
之
賀
子
遂
翻
然
極
力
讎
校
𨤲
正
前

修
另
創
體
格
隨
事
晰
義
有
因
革
有
損
益
有
昔
詳
而
今
畧
者

有
昔
畧
而
今
詳
者
溯
流
尋
源
循
事
考
實
任
其
實
不
任
其
文

至
於
闕
畧
遺
亡
擷
芳
搜
𨓜
沿
聲
察
行
斷
者
續
之
微
者
顯
之

昭
義
例
以
著
其
本
末
揭
原
委
以
明
其
是
非
不
古
湮
而
馨
時

艶
不
遐
遺
而
比
親
昵
諸
凡
人
物
風
俗
瞭
然
著
矣
庻
乎
一
郡

信
史
也
是
役
也
始
事
於
己
酉
八
月
歴
徧
伏
臘
歲
積
一
周
越

次
年
八
月
而
卒
業
焉
惜
也
游
夏
無
需
一
贊
𤩹
劃
獨
成
一
手

余
雖
間
有
討
論
愧
以
簿
書
俗
冗
寡
文
尠
識
其
遍
歴
則
未
遑

然
於
五
短
三
長
又
所
弗
計
也
兹
者
熙
績
有
成
工
付
剞
劂
效

數
言
以
述
其
始
末
云

大
淸
康
熙
九
年
歲
在
庚
戍
仲
秋
月
望
前
二
日
常
德
府
知
府

兩
當
胡
向
華
書
於
府
署
思
補
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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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序志
乘
一
書
肇
於
漢
而
其
原
則
本
之
周
禮
所
以
紀
四
方

之
山
川
風
俗
民
物
土
田
以
周
知
九
州
地
域
廣
輪
之
數

誠
要
典
也
常
德
爲
古
黔
中
地
控
引
巴
蜀
襟
帶
洞
庭
爲

往
來
滇
黔
舟
車
要
道
自
秦
漢
以
迄
于
今
其
間
因
革
損

益
時
代
變
遷
之
故
日
新
月
異
欲
深
悉
其
事
之
所
由
著

而
不
至
懵
然
於
厥
心
舍
志
其
何
由
攷
覈
哉
余
於
癸
亥

涖
常
卽
索
圖
籍
披
之
藉
以
知
一
郡
故
實
而
自
康
熙
九

年
以
後
缺
焉
無
聞
深
懼
舊
典
廢
墜
遺
事
失
傳
意
欲
重

加
修
輯
未
幾
緣
事
解
任
弗
果
丁
卯
春
郡
守
薛
愚
溪
先

生
視
事
武
陵
旣
下
車
凡
諸
政
典
以
次
舉
行
旋
及
志
書

一
事
請
之
上
憲
咸
以
爲
然
因
與
四
縣
合
議
共
相
擘
畫

得
以
有
成
余
重
念
愚
溪
先
生
之
深
求
民
瘼
旣
足
補
余

所
未
逮
而
今
者
修
志
之
舉
又
與
余
心
有
暗
合
者
因
作

而
言
曰
人
情
之
所
以
觀
望
不
前
齟
齬
日
甚
者
大
抵
可

與
樂
成
難
與
謀
始
耳
今
太
守
不
以
是
爲
緩
圖
急
急
焉

修
舉
廢
墜
俾
一
時
之
經
費
有
出
董
事
咸
得
其
人
其
用

意
不
可
謂
不
深
而
任
事
不
可
謂
不
勇
矣
不
特
此
也
事



 

常
德
府
志
　
　

卷
一
　
　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不
師
古
則
率
意
而
妄
行
言
不
稟
經
則
謭
陋
而
無
識
今

觀
是
書
所
載
雖
祗
一
郡
故
實
而
星
躔
分
野
朗
若
列
眉

地
理
輿
圖
瞭
如
指
掌
閱
戸
口
之
繁
知
生
殖
之
所
由
庻

緬
文
物
之
盛
知
騷
雅
之
所
由
宗
吏
治
貴
振
興
也
則
宦

蹟
必
詳
其
實
苖
疆
期
撫
馭
也
斯
戎
兵
當
樹
其
威
他
如

氣
候
物
產
之
殊
仙
釋
災
祥
之
異
莫
不
纎
細
具
載
以
博

聽
聞
是
豈
徒
𧩊
多
鬭
靡
爲
哉
凡
以
前
事
之
師
足
爲
後

人
考
鏡
者
正
未
有
艾
此
其
所
以
登
之
紀
載
不
憚
備
細

周
詳
耳
余
忝
總
修
之
任
自
維
淺
植
敢
爲
克
擅
三
長
陳

子
卷
山
孝
廉
悉
心
搜
採
纂
輯
有
年
是
編
之
成
實
多
裨

益
異
日
　
彤
庭
𣑱
翰
發
石
渠
天
祿
之
藏
闡
金
簡
瑤
函

之
秘
是
又
鼓
吹
休
明
潤
色
鴻
業
所
不
容
已
者
吾
能
無

厚
望
於
陳
子
與
夫
校
讐
之
諸
子
也
哉

嘉
慶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仁
和
鮑
錕
𧩿



 

常
德
府
志
　
　

卷
一
　
　

凡

例
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凡
例

一
是
志
以
大
政
冠
首
繼
列
輿
圖
用
開
方
法
圖
其
廣
輪
之

形
使
道
里
遠
近
一
覽
瞭
然
至
境
內
名
山
大
川
有
掌
故

可
考
者
附
載
數
圖
舊
志
八
景
𤨏
碎
繁
複
一
槪
删
除

一
沿
革
遵
錄

大
淸
一
統
志
常
德
府
屬
表
復
檢
各
史
原
文
逐
一
考
核
脗
合

全
志
所
收
人
物
事
跡
删
繁
補
漏
均
以
表
列
爲
凖
餘
不

泛
及

一
星
野
舊
皆
載
弁
全
書
不
知
此
惟
一
統
志
爲
宜
方
志
不

得
效
之
今
但
附
輿
圖
考
後
以
備
占
騐
至
時
令
俗
諺
不

盡
雅
馴
别
列
叢
談

一
關
隘
形
勢
常
德
雖
止
一
郡
然
歴
代
有
事
於
荆
南
者
郡

其
攬
轡
之
初
舊
跡
史
不
勝
書
今
於
關
隘
採
錄
稍
詳
形

勢
但
節
載
數
語
無
事
誇
耀

一
山
川
山
鎭
亘
古
不
移
水
則
壤
濱
洞
庭
下
流
率
多
湮
塞

遷
徙
以
水
道
提
綱
之
詳
博
不
知
漸
水
之
所
在
今
取
水

經
辨
証
明
確
由
目
考
而
非
臆
測
有
新
增
者
皆
謹
志
其

實
不
至
範
水
模
山
有
乖
志
體
至
舊
載
簡
畧
不
根
此
門

尤
甚
兹
悉
採
取
别
籍
補
訂
成
書

一
古
蹟
陵
墓
原
與
山
川
附
麗
今
並
錄
之
免
致
分
類
繁
碎



 

常
德
府
志
　
　

卷
一
　
　

凡

例
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惟
郡
屬
名
區
齊
梁
分
王
子
弟
遺
詠
久
湮
今
檢
各
書
補

其
缺
畧
析
其
舛
訛
於
考
証
不
爲
無
助
陵
墓
品
級
甚
崇

者
例
應
收
載
間
有
潛
德
不
彰
亦
表
著
一
二
以
示
仰
止

之
意
餘
則
未
許
槪
登

一
建
置
皆
本
之
舊
志
參
合
通
志
新
增
者
查
對
案
牘
自
明

以
來
頗
無
遺
缺
津
梁
附
於
坊
鄉
其
育
嬰
養
濟
等
堂
舊

附
公
署
今
移
附
於
積
貯
之
後

一
賦
役
各
志
多
止
載
今
制
不
及
前
代
以

國
有
成
憲
無
事
搜
求
然
考
古
所
以
鑒
今
常
德
舊
籍
殘
缺
僅

檢
前
史
載
其
約
畧
惟
明
代
頗
詳
兼
採
萬
歴
間
龍
膺
府

志
粗
具
本
末
蓋
不
考
前
代
之
煩
苛
無
以
知
今
日
之
𨓜

樂
我

朝
輕
徭
薄
賦
勒
成
賦
役
全
書
惟
正
之
供
所
爲
順

帝
則
於
無
疆
也
謹
依
條
彚
錄
昭
示
簡
册
至
隄
防
與
賦
役
相
表

裏
生
齒
之
繁
昌
實

國
家
所
軫
念
關
係
甚
鉅
故
附
載
之
並
及
社
倉
荒
政

一
秩
祀
皆
遵
照
禮
部
則
例
及
奉
頒
湖
南
祀
典
舉
其
大
綱

畧
其
儀
節
並
附
以
舊
祀
寺
觀

一
風
俗
湖
南
通
志
美
惡
並
載
畧
於
古
而
詳
於
今
用
寓
彰

癉
之
義
今
兼
採
前
代
志
美
而
不
志
惡
居
此
土
者
用
各



 

常
德
府
志
　
　

卷
一
　
　

凡

例
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
務
本
力
田
以
昭

熙
皥
之
治
不
復
縷
列
弊
端

一
學
校
敎
化
之
原
備
載
公
典
意
取
便
於
考
求
不
得
以
事

渉
雷
同
任
其
荒
陋
其
載
及
修
建
始
末
者
推
原
創
造
之

艱
以
作
多
士
之
氣

一
武
備
固
圉
之
本
郡
在
秦
漢
卽
爲
用
武
之
國
而
歴
來
兵

制
無
徵
皆
節
錄
一
代
通
制
以
識
源
流
明
代
設
衛
指
揮

等
官
舊
志
差
爲
可
據
今
以
提
督
駐
札
巍
爲
重
鎭
兵
制

俸
餉
悉
備
志
之
並
附
以
記
兵
祥
異
以
類
相
從

一
物
産
各
志
僅
載
名
目
爲
避
抄
襲
本
草
之
嫌
然
劉
知
幾

譏
史
家
不
志
宫
室
物
産
以
爲
非
是
今
宮
室
已
詳
見
建

置
則
物
産
不
得
獨
從
簡
畧
楚
爲
騷
國
沅
芷
儲
英
間
採

他
書
匪
盡
襲
舊

一
藝
文
分
經
史
子
集
兼
及
序
跋
至
金
石
一
門
在
鄭
氏
通

志
實
爲
創
例
各
志
有
分
門
者
今
附
藝
文
後
其
餘
詩
文

另
有
常
德
文
徵
兹
不
備
載

一
表
本
史
例
皆
詳
及
爵
位
年
分
世
系
各
志
僅
具
姓
名
以

當
標
目
今
列
沿
革
藩
封
職
官
選
舉
人
物
共
五
表
一
郡

掌
故
畧
盡
於
斯
無
傳
者
亦
照
舊
載
事
跡
分
注
以
備
考

証
無
者
仍
之



 

常
德
府
志
　
　

卷
一
　
　

凡

例
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
一
人
物
立
表
原
於
班
氏
今
分
類
列
之
皆
本
各
□
□
□
□

而
稍
有
增
損
緣
以
　
旌
例
爲
重
觀
者
縱
橫
□
之
□
□

一
畧
之
名
起
於
劉
向
鄭
氏
因
之
作
通
志
畧
今
政
畧
實
□

舊
志
名
宦
因
史
無
此
例
故
變
用
之
蓋
旣
屬
名
宦
則
不

得
與
郡
人
同
一
列
傳
而
主
於
紀
錄
自
與
論
定
殊
科
存

以
甘
棠
去
而
益
詠
政
不
在
詳
及
生
平

一
列
傳
見
歴
史
者
卽
錄
本
傳
蓋
千
秋
論
定
惟
史
爲
大
舍

本
傳
而
别
立
傳
自
屬
贅
語
若
在
明
史
尤
不
敢
擅
爲
點

竄
今
並
錄
載
全
傳
論
世
知
人
斯
堪
取
信

一
史
傳
原
有
廉
吏
一
門
今
一
郡
之
書
實
不
便
分
析
若
過

爲
區
别
則
舊
志
所
載
者
已
多
可
删
後
來
者
復
難
槪
入

故
但
以
列
傳
統
之

一
人
物
出
仕
臨
民
有
事
業
者
入
列
傳
德
行
著
聞
撰
述
可

考
者
入
儒
林
詩
集
文
集
能
厭
人
心
者
入
文
苑
以
及
忠

孝
節
義
總
歸
實
錄
至
規
行
矩
歩
風
槪
猶
留
敎
授
生
□

遺
澤
未
泯
旣
無
事
業
其
文
章
亦
不
槪
見
仍
彷
前
□
□

行
之
例
以
收
之

一
凡
其
人
見
存
者
槪
不
列
傳
蓋
身
後
論
定
乃
忠
□
□
□

例
至
傳
中
附
載
後
嗣
必
其
人
尙
有
表
見
方
□
□
□
□

信
爲
珍
冐
濫
之
譏
所
不
敢
蹈
若
牽
連
附
□
□
□
□
□



 

常
德
府
志
　
　

卷
一
　
　

凡

例
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
例
一
列
女
舊
志
通
志
有
傳
者
槪
行
全
錄
新
採
較
多
十
之
七

八
其
事
跡
相
同
者
亦
十
居
七
八
今
撮
其
情
節
差
異
□

立
傳
餘
悉
列
爲
表
不
盡
係
傳
之
有
無
以
爲
輕
重

一
方
志
以
地
方
官
爲
主
實
亦
領
於
史
職
舊
志
行
文
多
有

稱
郡
侯
邑
侯
及
稱
公
者
今
志
內
古
人
自
大
儒
以
下
今

人
自
一
品
以
下
皆
一
例
稱
名
間
有
考
據
不
備
稱
姓
稱

字
姑
仍
舊
文

一
史
主
法
戒
無
裁
制
則
有
胥
抄
之
弊
志
記
因
革
非
引
證

則
有
杜
撰
之
嫌
方
志
裁
制
引
證
不
可
偏
廢
今
於
引
用

書
目
綱
止
一
條
則
分
注
於
下
目
有
數
條
皆
直
冠
於
首

酌
用
二
例
庻
不
至
錯
出
不
倫

一
全
書
皆
叅
合
舊
志
通
志
總
志
各
縣
縣
志
取
其
精
要
詳

核
載
入
名
宦
人
物
但
有
增
𣸸
並
無
删
削
惟
中
間
徵
引

别
籍
多
錄
原
文
故
較
舊
爲
增

一
郡
志
自
康
熙
九
年
創
修
之
後
曠
百
餘
年
未
經
重
輯
中

間
文
獻
幾
於
無
徵
嗣
薛
愚
溪
太
守
復
爲
□
□
□
□
□

之
紳
士
六
七
年
來
雖
已
襃
然
成
帙
公
餘
□
□
□
□
□

所
不
免
廣
求
博
搜
尙
俟
後
之
君
子



 

常
德
府
志
　
　

卷
一
　
　

重

修

啟

　
　
　
　
一

重
修
常
德
府
志
啟

括
地
成
圖
世
紀
埌
環
之
簡
採
風
作
志
史
傳
郡
國
之
書
一
邦

之
典
故
所
存
上
路
之
軒
輶
斯
在
顧
歴
年
旣
久
文
多
豹
鼠
之

訛
閲
世
恆
新
事
或
滄
桑
之
異
千
里
之
提
封
廓
爾
大
有
舊
聞

百
年
之
紀
載
闕
如
遂
成
陳
迹
粤
夫
常
德
名
區
黔
中
故
郡
星

躔
分
野
三
台
司
命
之
垣
版
宇
畫
疆
五
服
巡
衡
之
地
北
連
江

漢
引
荆
門
鄂
渚
之
雄
西
接
黔
巫
控
草
屩
花
裠
之
徼
擁
淸
波

於
萬
頃
表
裏
平
湖
鎭
神
鼎
於
三
峯
周
環
沃
壤
雲
烟
蓊
鬰
丹

砂
善
卷
之
壇
花
竹
繽
紛
絳
萼
瞿
仙
之
洞
赤
沙
靑
草
秋
漣
與

夜
月
交
輝
虎
齒
龍
巖
春
氣
亦
朝
嵐
並
秀
屈
原
巷
裏
香
草
如

聞
沈
約
臺
前
書
聲
未
歇
懷
人
間
之
潔
士
應
汲
萊
國
之
泉
酌

天
上
之
酒
星
合
訪
崔
婆
之
井
琵
琶
洞
古
聆
神
仙
樂
以
鏗
鏘

茉
莉
石
存
望
摩
利
天
而
縹
緲
一
泓
烏
浪
尙
餘
洗
墨
池
中
十

里
紅
香
多
在
采
菱
城
畔
槐
樹
之
金
燈
四
照
山
號
禆
牛
柳
陰

之
玉
乳
千
簪
洞
名
歇
馬
若
乃
馮
君
孟
敬
極
治
行
忠
烈
之
竒

丁
氏
易
東
擅
經
術
儒
林
之
美
文
汝
霖
毫
端
吐
鳳
搴
赤
幟
於

雞
壇
胥
必
彰
日
下
乘
驄
飛
靑
霜
於
柏
府
風
送
花
磚
之
影
仁

甫
則
譽
滿
鸞
坡
光
騰
藝
苑
之
輝
文
弱
則
勳
書
麟
閣
濬
淸
河

於
册
里
眞
無
慚
慈
惠
之
師
策
荒
政
者
十
條
更
不
愧
神
明
之

宰
段
光
啟
奮
刀
殺
賊
達
惟
德
割
股
救
親
他
如
解
囊
恤
枌
社



 

常
德
府
志
　
　

卷
一
　
　

重

修

啟

　
　
　
　
二

之
貧
輸
粟
賙
翳
桑
之
餓
情
愴
羊
棗
李
廸
之
純
孝
堪
型
義
重

麥
舟
賈
堂
之
高
風
可
仰
而
且
靑
閨
勵
節
紫
闥
完
貞
□
古
井

之
波
瀾
皆
醇
風
之
鼓
盪
至
於
居
正
之
竒
謀
慣
用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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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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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差
通
志

四
十
五
年

丙戌

詔
蠲
賦
有
差

同上

四
十
七
年

戊子

武
陵
水

詔
蠲
賦
有
差

同上

四
十
九
年

庚寅

修
常
德
大
圍
堤

詔
責
成
地
方
官
專
管
著
爲
合

會

典

則

例

　

舊

縣

志

康

熙

四

十

六

年

知

府

王

詡

詳

請

委

員

修

大

圍

堤



 

常
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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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　
　

大

政

紀

　
　
　
　
四

南

港

障

五

十

六

年

督

部

院

滿

請

發

帑

給

有

堤

州

縣

加

修

嗣

後

龍

陽

遵

　

例

歲

修

五
十
年

辛卯

詔
蠲
免
各
直
省
地
丁
銀

通

志

　

常

德

府

屬

輪

免

年

分

闕

考

五
十
二
年

癸巳

詔
自
康
熙
五
十
年
以
後
審
增
滋
生
人
丁
永
不
加
賦

通

志

五
十
五
年

丙申

武
陵
龍
陽
沅
江
水

詔
蠲
賦
有
差

通

志

五
十
六
年

丁酉

詔
蠲
賦
有
差

通

志

六
十
年

辛丑

詔
蠲
賦
有
差

通

志

世
宗
憲
皇
帝
雍
正
四
年

丙午

夏
武
陵
龍
陽
沅
江
水

詔
蠲
賦
有
差

舊

通

志

五
年

丁未

夏
武
陵
龍
陽
沅
江
水

詔
蠲
免
全
賦
仍
發
帑
賑
䘏
有
差

仝上

七
年

己酉

秋
武
陵
龍
陽
旱

詔
蠲
賦
有
差

仝上

詔
各
直
□
丁
銀
白
雍
正
七
年
爲
始
均
攤
人
地
糧
內
徵
收

仝上

詔
蠲
武
陵
宿
郞
堰
田
賦
並
舊
欠
錢
糧

詳

堤

防

武
陵
□
稿
先
是
雍
正
四
五
兩
年
大
水
堤
潰
至
是
永
逺
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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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府
志
　
　

卷
一
　
　
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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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除
額
賦
其
武
陵
龍
陽
各
障
悉
發
帑
增
修

八
年

庚戍

詔
蠲
賦
有
差

通志

九
年

辛亥

建
築
舵
桿
洲
石
臺

十
三
年

乙卯

詔
免
十
二
年
民
欠
錢
糧

通
志
此
項
民
欠
豁
免
大
槩
業
戸
受
惠
者
十
勸
業
戸
捐
其

五
以
惠
佃
戸

詔
禁
革
各
州
縣
落
地
稅

通志

高
宗
純
皇
帝
乾
隆
九
年

甲子

覆
准
龍
陽
沅
江
八
年
水
災

詔
酌
予
賑
恤

通志

修
府
城
石
櫃

詳

建

置

十
年

乙丑

詔
蠲
免
各
直
省
地
丁
銀
常
德
府
屬
於
十
一
年
輪
免

通志

十
一
年

丙寅

覆
准
湘
陰
武
陵
桃
源
龍
陽
沅
江
五
縣
乾
隆
十
年

被
旱

詔
着
按
分
數
蠲
免
仍
行
賑
䘏
緩
徴

湖

南

通

志

十
二
年

丁卯

覆
准
武
陵
藍
山
二
縣
秋
被
水
災

詔
按
分
數
蠲
免
並
照
例
賑
給

同上

十
四
年

己巳

夏
武
陵
龍
陽
沅
江
益
陽
新
化
澧
州
石
門
永
定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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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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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　
　

大
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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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州
縣
大
水

詔
先
行
賑
䘏
仍
分
别
蠲
免
其
不
能
懇
復
田
畝
照
數
豁
除

通志

二
十
六
年

辛巳

武
陵
水

詔
酌
予
賑
䘏

縣
案
計
錢
六
千
七
百
一
十
九
千
有
竒

三
十
一
年

丙戍

武
陵
水

詔
酌
予
撫
䘏

縣
案
計
錢
五
千
九
百
七
十
三
千
四
百
有
竒

修
府
城
石
櫃

詳

建

置

三
十
五
年

庚寅

詔
普
免
各
直
省
錢
糧
常
德
府
屬
於
本
年
輪
免

縣案

四
十
二
年

丁酉

詔
蠲
賦
有
差

四
十
三
年

戊戍

武
陵
旱

詔
予
撫
䘏

縣案
縣
案
計
銀
一
萬
九
千
四
百
八
十
一
兩
五
錢
二
分
零
又
借

給
牛
具
口
糧
一
萬
六
千
一
百
三
十
二
兩
一
錢
二
分
全
行

豁
免

四
十
四
年

己亥

詔
普
免
各
直
省
錢
糧
常
德
府
屬
於
本
年
輪
免

縣案



 

常
德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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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　
　

大

政

紀

　
　
　
　
七

四
十
五
年

庚子

修
桃
源
石
櫃

五
十
一
年

丙午

武
陵
水

詔
酌
子
撫
䘏

縣
案
計
銀
四
千
三
十
一
兩
零

五
十
三
年

戊申

武
陵
水

詔
借
給
麥
種
工
本

縣
案
計
銀
一
萬
七
千
六
十
兩
八
錢
全
行
豁
免

五
十
四
年

己酉

修
建
府
城
石
櫃

詳

建

置

五
十
五
年

庚戌

詔
蠲
賦
有
差

縣案

五
十
六
年

辛亥

詔
常
德
府
屬
錢
糧
於
本
年
輪
免

仝上

五
十
七
年

壬子

詔
豁
免
湖
南
省
未
完
民
欠

縣
案
計
銀
一
萬
二
千
七
百
六
十
餘
兩
此
項
俱
武
陵
縣
五

十
年
被
旱
五
十
一
年
五
十
二
年
五
十
三
年
被
水
緩
徵
共

正
耗
銀
一
萬
二
千
七
百
六
十
八
兩
六
錢
零
他
縣
並
無
帶

徵
緩
徵
之
項

皇
上
嘉
慶
元
年

丙辰

詔
蠲
賦
有
差
常
德
府
屬
於
元
年
二
年
三
年
均
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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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二
年

丁巳

奉
議
提
督
移
駐
辰
州
府
左
營
官
軍
全
行
移
駐
並
𣸸

設
後
營

營

制

清

册

五
年

庚申

改
湖
廣
全
省
提
督
爲
湖
南
提
督

仝上

嘉
慶
十
八
年
武
陵
沅
江
水
潰
隄

詔
酌
予
撫
䘏
修
築

卷
一
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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