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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元
和
縣
志
卷
之
三
十
三

藝
文弔

闔
閭
賦

明

王

鏊

昔
闔
閭
之
覇
吳
兮
卒
託
體
乎
兹
邱
慨
徃
蹟
之
日
湮
兮

曾
不
可
乎
復
求
峯
巒
紛
環
合
兮
浮
屠
臺
殿

以
相
繆

叶

忽
平
□
之
坼
裂
兮
劔
池

淪
而
深
黑
俯
莫
測
其
所

窮
兮
仰
不
見
乎
白
日
兩
崖
嶔
﨑
而
闘
囓
兮
又

巖
而

斗
絶
信
天
造
之
險

兮
爲
神
怪
之
窟
穴
將
舉
首
而
闚

其
淺
深
兮
先
魂
驚
而
惨
栗
彼
吕
政
之
雄
哮
兮
力
驅
石

而
填
海
將
破
山
而
求
之
兮
藐
不
知
其
所
在
宜
元
之
之

不
信
兮
謂
徃
䐑
之
我
紿
歲
正
德
之
協
洽
兮
劔
池
忽
焉

其
枯
涸
何
昔
日
之

淪
兮
今
山
徑
之
嶢
崅
伊
水
旱
之

常

兮
非
予
心
之
所
度
石
谽
谺
而
㕠
敞
兮

墓
門
之

頺
駁
試
徃
造
乎
其
間
兮
將
舉
首
而
旋

始
沮
洳
以
忽

明
兮
諒
欲
退
而
不
可
儼
凑
題
之
可
捫
兮
森
怪
石
之
欲

墮
豈

燈
之
將
㓕
兮
若
有
俟
乎
王
果
唉
吳
王
之
物
化

兮
求
髣
髴
之
不
見
想
澒
池
之
旣
塵
兮
何
有
玉
鳬
與
金

雁
彼
槃
郢
與
扁
諸
兮
疑
此
語
之
爲
幻
何
千
年
之
神
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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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兮
忽
一
朝
而
呈
露
也
旋
黯
然
而
復
閉
兮
殆
神
物
之
呵

䕶
也
前
□
山
之
强
項
兮
後
㑹
稽
之
妖
□
錮
南
山
其
猶

有

兮
估
多
藏
之
爲
害
獨
空
空
兮
以
保
全
兮
因
兹
邱

而

慨虎
邱
釰
池
賛

宋

張

栻

□
乎
淵
停
其
静
飬
也
卓
乎
壁
立
其
自
守
也
歷
四
時
而

無

其
有
常
也
上
汲
而
不
窮
其
用
不
膠
也
其
有
似
於

君
子
之
德
乎
吾
以
是
徘
徊
而
不
能
去
也

上
吕
相
書

宋

范
仲
淹

姑
蘇
四
郊
畧
平
窊
而
爲
湖
者
十
之
二
三
西
南
之
澤
尤

大
謂
之
太
湖
納
數
郡
之
水
湖
東
一
泒
浚
入
于
河
謂
之

松
江
積
雨
之
時
湖
溢
而
江
壅
横
没
諸
邑
雖
比
壓
楊
子

江
而
東
抵
巨
浸
河
渠
至
多
堙
塞
已
久
莫
能
分
其
勢
矣

惟
松
江
退
落
漫
流
始
下
或
一
歲
大
水
久
而
未
耗
來
年

暑
雨
復
爲
沴
焉
人
必
薦
飢
可
不
經
畫
今
䟽
導
者
不
惟

使
東
南
入
于
松
江
又
使
東
比
入
于
楊
子
江
與
海
也
其

利
在
此
夫
水
之
爲
物
蓄
而
渟
之
何
爲
而
不
害
決
而
流

之
何
爲
而
不
利
或
曰
江
水
已
高
不
納
此
流
某
謂
不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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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江
海
所
以
爲
百
谷
王
者
以
其
善
下
耳
豈
獨
不
下
于
此

耶
江
流
若
高
則
必
滔
滔
旁
來
豈
復
姑
蘇
之
有
乎
矧
今

開
畝
之
處
下
流
不
息
亦
明
騐
矣
或
曰
日
有
潮
來
水
安

得
下
某
謂
不
然
大
江
長
淮
無
不
潮
也
來
之
時
刻
少
而

退
之
時
刻
多
故
大
江
長
淮
㑹
天
下
之
水
畢
能
歸
于
海

也
或
曰
沙
因
潮
至
數
年
復
塞
豈
人
力
之
可
支
某
謂
不

然
新
導
之
河
必
設
諸
閘
常
時
扃
之
以
禦
來
潮
沙
不
能

塞
也
每
春
理
其
閘
外
工
减

倍
矣
旱
歲
亦
扃
之
駐
水

漑
田
可
救
熯
涸
之
灾
澇
歲
則
啓
之
可
䟽
積
水
之
患
或

謂
開
畝
之
役
重
勞
民
力
某
謂
不
然
東
南
之
田
所
植
惟

稻
大
水
一
至
秋
無
他
望
灾
沴
之
後
必
有
竒
疫
乘
其
羸

憊
十
不
救
一
謂
之
天
灾
實
由
飢
耳
如
能
使
民
以
時
導

達
溝
瀆
保
其
稼
穡
俾
百
姓
之
不
飢
而
死
曷
爲
其
勞
哉

民
勤
而
生
不
猶
愈
于
惰
而
死
乎
或
謂
力
役
之
際
大
費

軍
食
某
謂
不
然
姑
蘇
歲
納
苗
米
三
十
四
萬
斛
官
司
之

糴
又
不
下

百
萬
斛
去
秋
蠲
放
者
三
十
萬
官
司
之
糴

無
復
有
焉
如
豐
稔
之
歲
春
役
萬
人
日
食
三
升
一
月
而

□
用
米
九
千
石
耳
荒
歉
之
歳
日
以
五
升
召
民
爲
役
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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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而
賑
濟
一
月
而
罷
用
米
萬
五
千
石
耳
量
此
之
出
較
彼

之
入
孰
爲
費
軍
食
哉
或
謂
陂
澤
之
田
動
成
沙
瀰
導
川

而
無
益
也
某
謂
不
然
吳
中
之
田
非
水
不
植
減
之
使
淺

可
以
播
種
非
必
决
而
涸
之
然
後
爲
功
也
昨
開
五
河
洩

去
積
水
今
歲
平
和
秋
望
七
八
積
而
未
去
猶
有
二
三
未

能
播
種
復
請
增
理

道
以
分
其
流
使
不
停
壅
縱
遇
大

水
其
去
必
速
而
無
來
歲
之
患
矣
又
松
江
一
曲
號
曰
盤

□
父
老
傳
云
出
水
尤
利
如
總
數
道
而
開
之
災
必
大
減

蘇
秀
間
有
秋
之
半
利
已
大
矣

澮
之
事
職
在
郡
縣
不

時
開
導
刺
史
縣
令
之
職
也
然
今
之
世
有
所
興
作
横
議

先
至
非
朝
廷
主
之
則
無
功
而
有
毁
守
土
之
人
恐
無
建

事
之
意
矣
蘇
常
湖
秀
膏

千
里
國
之
倉
庾
也
浙
漕
之

任
及

郡
之
守
宜
擇
精
心

力
之
吏
不
可
以

常
資

格
而
授
恐
功
利
不
至
重
爲
朝
廷
之
憂
且
失
東
南
之
利

也

三
學
上
陸
冢
宰
書

明

文
徵
明

比
承
榮
膺
簡
注
進
秉
鈞

邸
報
播
聞
薄
海
外
內
莫
不

鼓
舞
稱
忭
况
鄕
里
後
生
與
有
光
寵
者
乎
恭
惟
明
公
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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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朝
舊
德
盛
世
珪
璋
特
逹
光
明
大
雅
愷
悌
出
入
將
相
聲

望
偉
然
天
下
之
人
所
爲
望
霖
雨
於
明
公
者
非
一
日
矣

今
兹
端
委
廟
堂
進
退
百
官
以
佐
天
子
出
令
而
運
斯
世

於
掌
握
間
固
明
公
分
內
事
也
某
等
猥
賤
晚
末
莫
展
賀

私
方
與
四
方
人
士
咏
嗟
盛
德
以
爲
天
下
斯
文
之
慶
豈

敢
意
外
千
犯
輙
有
陳
請
而
事
機
可
乘
勢
有
不
容
已
者

亦
恃
雅
度
汪
濊
不
深
譴
責
故
卒
言
之

惟
國
家
入
仕

之
階
惟
有
學
校
一
途
而
當
時
法
式
章
程
咸
出
我
太
祖

高
皇
帝
親
定
最
爲
詳
宻
而
累
朝
列
聖
不
無
少
有
更
張

誠
以
聖
化
優
游
泳
㴠
滋
久
人
材
蝟
興
其
勢
有
不
得
不

更
者
故
隨
時
消
息
而
行
者
不
以
爲
敝
論
者
不
以
爲
非

葢
自
洪
武
二
十
五
年
重
定
歲
貢
額

郡
學
歲
貢
二
人

州
學
再
歲
三
人
縣
學
歲
一
人
當
時
人
材
尚
少
儒
學
生

徒
徃
徃
不
充
廪
增
正

除
鄕
試
中
式
之
外
其
餘
在
學

者
不
過
五
六
年
升
貢
者
不
出
三
十
歲
故
其
人
皆
精
力

有
餘
入
仕
可
用
而
其
功
名
政
業
徃
徃

於
正
奏
之
列

無
少
軒
輊
也
自
永
樂
元
年
正
綂
二
年
景
泰
元
年
三
次

開
科
各
處
解
送
舉
人
不
拘
額

遂
有
頓
增
至
二
百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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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者
一
時
國
學
人
衆
乃
量
減
貢
額
然
中
間
或
行
或
否
皆

視
解
額
增
損
厥
後
解
額
旣
定
而
貢
額
竟
不
能
復
坐
是

學
校
壅
滯
遂
有
垂
白
不
得
入
仕
者
於
是
胡
忠
安
公
在

禮
部
思
以
通
融
振
塞
建
行
四
十
强
仕
之
例
而
士
子
稍

復
自
㧞
歷
五
十
餘
年
人
材
又
多
學
校
又
大
壅
滯
太
原

周
公
在
禮
部
乃
舉
復
洪
武
二
十
五
年
之
例
然
僅
僅
五

年
而
止
迤
□
至
於
今
日
開
國
百
有
五
十
餘
年
承
平
日

久
人
材
日
多
生
徒
日
盛
學
校
廪
增
正
額
之
外
所
謂
附

學
者
不
啻

倍
此
皆

自
有
司
非
通
經
能
文
者
不
與

雖
有
一
二
倖
進
然
亦
鮮
矣
畧
以
吾
蘇
一
郡
八
州
縣
言

之
大
約
千
有
五
百
人
合
三
年
所
貢
不
及
二
十
鄕
試
所

舉
不
及
三
十
以
千
五
百
人
之
衆
歴
三
年
之
久
合
科
貢

兩
途
而
所
㧞
才
五
十
人
夫
以
徃
時
人
才
鮮
少
隘
額
舉

之
而
有
餘
顧

其
額
祖
宗
之
意
誠
不
欲
以
此
塞
進
賢

之
路
也
及
今
人
材
衆
多

額
之
而
不
足
而
又
隘
焉
幾

何
而
不
至
於
沉
滯
也
故
有
食
廪
三
十
年
不
得

貢
增

附
二
十
年
不
得
升
補
者
其
人
豈
皆
庸
劣
駑
下
不
堪
教

養
者
哉
顧
使
白
首
青
衫
羇
窮

倒
退
無
營
業
進
靡
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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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梯
老
死
牗
下
志
業
兩
負
豈
不
誠
可
痛
念
哉
比
聞
侍
從

交
章
論
列
而
當
道
者
竟
格
不
行
豈
非
以
不
材
者
或
得

緣
此
倖
進
而
重
於

例
乎
殊
不
知
此
例
自
是
祖
宗
舊

制
而
㧞
十
得
五
亦
古
人
有
所
不
廢
豈
可
以
一
人
之
故

併
餘
人
而
棄
之
或
謂
四
十
之
例
若
行
則
不
勝
求
仕
者

之
多
將
遂
無
所
位
置
此
又
何
足
病
哉
今
但
杜
其
願
受

教
職
之
□
限
以
依
親
之
例
程
其
入
監
之
期
一
時
士
子

幸
而
解
其
學
校
之
苦
稍
紆
目
前
之
急
莫
不
甘
心
自
引

豈
皆
以
得
祿
爲
榮
哉
不
然
卽
有
所
授
亦
不
至
大
妨
天

下
之
賢
卽
如
近
時
上
馬
入
粟
者
皆
得
比
於

貢
之
例

循
資
歷
歲
亦
皆
有
所

授
此
其
人
固
有
能
自
立
者
然

而
倖
進
者
不
爲
不
少
朝
廷
所
得
於
彼
者
幾
何
遂
使
紈

袴
之
子
得
以
奪
賢
俊
之
路
有
識
者
嘗
疾
首
痛
心
於
此

矣
明
公
崛
起
學
校
奮
身
賢
科
操
古
人
之
心
負
天
下
之

望
目
歷
而
知
身
更
而
信
能
不
有
慨
於
心
今
當
可
爲
之

時
在
得
爲
之
地
能
不
惜
一
舉
手
振
袂
之
勞
則
其
事
無

不
濟
者
若
四
十
之
例
事
大
體
重
不
敢
覬
覦
而
歲
貢
二

人
則
是
洪
武
舊
制
又
經
近
歲
舉
行
伏
望
畱
意
檢
察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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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因
人
建
言
舉
行
或
乘
大
霈
條
下
使
士
子
得
沾
涸
轍
之

恩
而
仕
路
無
鮎
竿
之
嘆
則
豈
特
區
區
鄕
里
與
有
榮
澤

實
天
下
斯
文
之
幸
也
昔
宋
富
鄭
公
當
國
而
同
學
友
叚

希
元
魏
升
平
猶

塲
屋
公
不
欲
私
於
二
人
乃
建
一
舉

三
十
年
推
恩
之
例
當
時
以
爲
盛
事
後
世
以
爲
羙
談
近

時
胡
忠
安
公
四
十
强
仕
之
舉
太
原
周
公
一
歲
二
貢
之

例
或
謂
皆
有
所
爲
而
行
葢
皆
不
私
於
一
人
而
必
推
之

天
下
也
二
公
一
代
名
臣
世
之
論
者
曽
不
以
此
少
公
而

更
以
爲
美
誠
以
其
能
公
天
下
之
心
而
行
也
若
明
公
今

日
之
舉
則
又
以
天
下
之
心
行
天
下
之
事

無
二
公
之

爲
則
其
所
成
所
益
又
當
出
於
其
上
不
特
二
公
而
止
也

伏
惟
畱
意
處
分
天
下
幸
甚
斯
文
幸
甚

上
王
侍
御
書

趙
同
魯

念
國
家
賦
税
莫
重
於
東
南
東
南
列
郡
吾
蘇
爲
最
然

自
成
化
辛
丑
大
祲
之
後
二
三
年
來
雖
獲
小
康
迄
今
傷

者
未
起
病
者
未
復
室
家
子
女
壊
者
未

葺
賣
者
未

贖
譬
猶
病
後
之
人
僅
存
喘
息
肌
肉
未
充
元
氣
猶
弱
未

可
遽
謂
無
疾
而
不
加
以
樽
節
愛
養
也
原
其
昔
之
醸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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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此
患
者
由
當
時
有
司
奏
灾
後
時
所
致
也
奈
何
今
年
自

夏
徂
秋
亢
陽
爲
虐
田
疇
龟
折
除
有
水
車
戽
可
救
外
其

田
傍
山
高
阜
人
力
不
及
禾
苖
稿
死
者
損
其
三
之
一
秋

成
失
望
誠
爲
可
憂
閣
下
今
已
先
時
奏
聞
吳
民
幸
甚
近

蒙
欽
勅
主
事
陳
大
人
來
蘇
盤
䆒
税
粮
餘
米
易
銀
解
京

賑
濟

陜
飢
民
此
誠
出
皇
上
之
淵
衷
國
家
之
急
務
不

容
已
者
□
者
列
國
尚
相
賙
䘏
假
貸
乎
無
有
矧
今
天
下

一
綂
天
下
之
民
皆
我
皇
上
之
赤
子
皆
吾
民
之
同
胞
其

可
不
賙
䘏
乎
然
有
一
説
焉
以
吾
蘇
生
齒
繁
夥
若
此
所

存
税
粮
不
過
四
十
萬
石
卽
今
荒
旱
之
兆
已
著
其
可
不

預
偹
賑
濟
之
計
乎
必
也
足
乎
此
而
後
及
乎
彼
可
也
若

儘
數
以
奉
承
之
則
吳
民
何
所
仰
乎
使
東
南
之
力
本
旣

則
何
以
給
公
上
之
賦
税

朝
廷
之
儲
畤
乎
抑
以
天

下
形
勢
言
之
則
畿
內
者
腹
心
也
關
陜
者
四
肢
也
今
四

肢
有
疾
而
欲
剜
腹
心
之
肉
以

之
其
患
將
有
不
可
勝

言
者
豈
特
救
弊
成
痿
而
已
哉
此
愚
所
以
懷

室
之
憂

也
閣
下
誠
能
聼
納
愚
言
與
之
商
確
處
置
如
有
不
協
卽

條
陳
以
聞
務
使
彼
此
兼
濟
遐
邇
均
安
以
銷
患
于
未
萌



ZhongYi

元
和
縣
志

卷
三
十
三
藝
文

十

則
民
雖
至
愚
孰
不
感
閣
下
之
恩
德
于
無
窮
而
閣
下
之

名
位
禄
壽
方
興
未
艾
其
有
旣
乎

又
上
李
侍
御
書

趙
同
魯

吾
蘇
今
年
春
三
月
不
雨
自
四
月
以
終
五
月
霪
雨
連
綿

洪
水
汎
濫
田
疇
渰
没
殆

人
苦
墊
溺
無
算
以
長
洲
一

縣
計
之
僅
存
者
十
無
二
三
其
間
揷
蒔
未
周
已
蒔
而
全

曰
者
又
過
半
焉
况
皆
重
則
之
田
窮
赤
之
產
男
女
力
車

□
旦
夜
築
隄
防
東
坍
西
倒
則
疲
於
奔
命
飢
腸
欲
絶
足

□
成
血
先
是
旣
重
困
於
開
河
之
役
矣
今
復

此
愁
嘆

載
途
如
不
欲
生
者
何
葢
□
成
化
辛
丑
之
弊
故
也
其
時

有
司
勘
災
急
於
奉
上
緩
於
䘏
民
此
等
之
田
目
力
所
不

睹
足
跡
所
不
及
望
闕
報
數
以
荒
爲

催
科
之
際
急
若

東
濕
血
肉
淋
漓
於
道
路
死
殣
枕
藉
於
原
野
是
時
常
進

言
於
廵
撫
大
人
今
冢
宰
王
公
矣
伏
䝉
開
納
深
加
奬
與

停
免
折
粮
官
銀
之
半
計

萬
兩
布
疋
稱
是
然
亦
未
能

甦
其
一
二
死
亾
者
萬
計
此
前
車
之
覆
後
車
之
鍳
也
今

被
災
之
田
已
沐
奏
聞
矣
踏
勘
之
際
伏
望
委
任
清
正
官

員
沿
坵
履
畝
務
存
矜
䘏

一
分
則
民
受
一
分
之
惠
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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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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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三
十
三
藝
文

十
一

尅
一
分
則
民
受
無
窮
之
患
閣
下
何
惜
而
不
救
其
垂
絶

之
命
乎
且
賦
役
者
朝
廷
之
財
用
吾
民
者
皇
上
之
赤
子

赤
子
爲
國
家
之
元
氣
財
用
直
其
肌
肉
耳
與
其
惜
肌
肉

孰
若
保
元
氣
之
爲
要
乎
此
聖
人
治
未
病
之
意
也
夫
獸

窮
則
攫
烏
窮
則
啄
人
窮
爲
盗
固
其
所
也
卽
今
盗
賊
充

斥
已
非
履
霜
之
漸
後
必
甚
焉
此
堅
氷
之
必
致
者
也
不

然
飢
餒
之
民
來
歲
將
何
力
本
以
事
耕
種
而
待
秋
成
乎

今
欲
革
而
正
之
果
何
術
哉
必
也
䘏
其
飢
寒
救
其
疾
苦

以
革
其
心
嚴
粮
里
保
伍
之
任
以
塞
其
源
校
廵
捕
樁
柵

之
制
以
絶
其
流
庶
乎
斯
患
之
可
消
弭
矣

虎
邱
山
序

晋

顧
野
王

夫
少
室
作
鎭
以
峻
極
而
標
竒
太
華
神
掌
以
削
成
而
稱

貴
若
兹
山
者
高
不
抗
雲
深
無
藏
影

非
培
塿
淺
異
踈

林
秀
壁

尋
被
蘭
杜
於
苔
蘚
椿
枝
十
仭
挂
藤
葛
與
懸

蘿
曲
磵
潺
湲
修
篁
蔭
映
路
若
絶
而
復
通
石
將
頽
而
更

綴
抑
巨
麗
之
名
山
信
大
吳
之
勝
壌
若
乃
九
功
六
義
之

興
依
永
和
聲
之
製
志
由
興
作
情
以
詞
宣
形
言
諧
於
韶

夏
成
文
暢
于
鍾
律
由
來
尚
矣
未
有
登
高
能
賦
而
韜
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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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三
藝
文

十
二

麗
之
章
入
谷
㤀
歸
而
忽
鏘
鏗
之
節
故
緫
轡
齊
鑣
競
雕

䖝
於
山
水
雲
合
霧
集
爭
歌
頌
於
林
泉
于
時
風
清
邃
谷

景
麗
修
巒
蘭
佩
堪
紉
胡
䋲
可
索
林
花
翻
洒
乍
飄
颺
于

蘭
臯
山
禽
囀
响
時
弄
聲
于
喬
木
班
草
班
荆
坐
磻
石
之

上
濯
纓
濯
足
就
滄
浪
之
水
傾
縹
甆
而
酌
旨
酒
剪
緑
葉

而
賦
新
詩
肅
爾
若
與
三
徑
齊
踪
鎗
然
似
共
九
成
偕
韻

盛
矣
哉
聊
述
時
事
寄
之
翰
墨

虎
邱
夜
宴
序

唐

獨
孤
及
一

作

李

白

方
今
內
有
䕫
龍
臯
伊
以
佐
百
揆
外
有
方
叔
召
虎
以
守

四
海
天
下
之
人
高
枕
無
事
則
琹
壺
以
宴
朋
友
笑
歌
以

展
霞
月
吾
黨
之
職
也
我
是
以
有
今
兹
虎
邱
之
㑹
巖
巖

虎
邱
奠
吳
西
門
崒
然
如
香
樓
金
道
自
下
方
而
踴
鏁
丹

霞
白
雲
于
蓮
宫
之
內
㑹
之
日
和
氣
滿
谷
陽
春
逼
人
巖

烟
掃
除
肅
若
有
待
余
與
夫
不
亂
群
于
鷗
鳥
者
衘
流
霞

之
杯
而
羣
嬉
乎
其
中
笑
向
碧
潭
與
松
石
道
舊
兕
觥
旣

賔
主
醉
止
狂
歌
送
酒
坐
者
皆
和
吳
趨

奏
雲
去
日

没
梵
天
月
白
萬
里
如
練
松
陰
依
依
狀
若
畱
客
於
斯
時

也
撫
雲
山
爲
我
輩
視
竹
帛
如
草
芥
頺
然
樂
極
衆
慮
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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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志

卷
三
十
三
藝
文

十
三

遣
于
是
奮
髯
屢
舞
而
嘆
今
夕
何
夕
同
者
八
人
醉
者
皆

賦
以
爲
此
山
故
事

三
吳
水
利
圖
考
序

皇
甫
汸

昔
禹
抑
洚
水
䟽
九
州
陂
九
澤
諸
夏
乂
安
功
施
于
三
代

自
是
之
後
滎
陽
下
引
則
宋
鄭
陳
蔡
曹
衛
與
汝
泗
㑹
于

楚
西
通
漢
川
雲
夢
之
野
東
通
鴻
溝
江
淮
之
間
齊
釃
淄

濟
蜀
穿
一
江
於
吳
則
通
三
江
五
湖
皆
可
行
舟
餘
用
漑

田
百
姓
饗
其
利
而
水
利
之
説
興
焉
子
長
著
論
于
河
渠

孟
堅
推
廣
于
溝
洫
而
水
利
之
書
成
焉
鄭
國
始
開
而
泰

以
饒
足
宣
房
未
塞
而
漢
遂
不
支
此
其
利
害
之
大
較
矣

吳
本
具
區
涌
川
開
瀆
吞
江
納
漢
出
乎
大
荒
之
中
行
乎

東
極
之
外
浸
莫
大
焉
若
夫
壌
壚
映
埜
畛
畷

郭
灌
注

則
埆
瘠
盈
鍾
壅
閡
則
腴
衍
枯
粒
海
陵
之
儲
天
府
之
所

仰
給
也
元
嘉
肇
苧
谿
之
功
大
業
興
京
口
之
役
葢
地
勢

西
北
高
而
東
南
下
也
其
要
在
于
導
之
使
趨
故
曰
三
江

旣
入
震
澤
底
定
是
已
矧
揚
州
之
域
厥
土
塗
泥
易
於
淤

積
厥
田
下
下
難
于
障
流
加
之
滛
雨
告
災

天
示
逆
牛

馬
莫
辨
而
民
其
魚
乎
甲
辰
之
歲
侍
御
新
昌
沃
洲
吕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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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三
十
三
藝
文

十
四

際
靈
長
之
運
立
寧
晏
之
朝
奉
輶
軒
而
來
廵
緬
澄
清
以

寄
慨
甫
□
吏
軌
亟
求
民
瘼
乃
建
議
陳
䟽
條
列
五
便
酌

賈
譲
之
令
猷
殫
及
三
慮
存
郟
生
之
徃
鍳
上
當
宸
衷
下

協
羣
筭
詔
報
曰
可
言
悉
施
行
民
罔
懟
勞
職
司
惟
恪
縁

撫
臣
驟
遷
雖
功
未
克
竣
而
惠
亦
霑
矣
間
又
考
迹
徃
牒

□
覈
舊
□
蒐
桑
氏
之
經
詳
周
官
之
制
逺
追
韓
牧
近
昉

謝
琛
時
則
文
太
史
氏
雅
善
輿
圖
窮
河
源
於
筆
端
妝
祗

軸
于
指
掌
草
未
殺
青
而
瓜
代
行
矣
圖
置
郡
齋
書
存
私

篋
越
歲
己
未
太
守
陽
曲
王
公
承
麾
蒞
止
畱
心
民
務
周

省
阡
陌
勸
課
農
桑
每
思
白
公
之
遺
歎
召
父
之
羡
因
覧

兹
圖
爰
購
全
帙
校
而
刻
之
属
序
於
余
其
爲
編
也
總
圖

一
郡
圖
四
川
圖
一
縣
圖
十
有
八
爲
水
二
千
二
百
九
十

有
竒
爲
岸
一
爲
堰
十
壩
二
十
有
五
閘
三
十
有
一
各
系

以
考
説
凡
奏
䟽
二
工
計
一
以
至
諸
賢
論
述
名
臣
奏
記

並
采
而
附
焉
缺
嘉
與
湖
者
以
非
管
轄
之
地
驄
未
遑
駐

也
夏
書
載
禹
治
水
而
篇
名
貢
者
重
邦
本
也
逮
公
總
憲

西
臺
督
儲
南
甸
今
日
成
賦
之

咸
昔
底
績
之
勞
若
心

計
而
預
定
焉
者
經
國
其
有
徵
乎
夫
治
水
必
躬
歷
山
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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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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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志

卷
三
十
三
藝
文

十
五

非
妄
意
戸
牖
可
測
而
知
也
以
禹
之
神
而
不
免
蹈
毳
卽

□
者
葢
地
有

高
土
有
沃
鹵
湍
有
緩
急
□
有
淺
深
勢

有
迂
邇
非
咨
詢
相
度
力
曷
施
哉
其
次
莫
若
智
智
者
亦

故
而
已
謂
循
禹
之
舊
也
余
嘗
登
姑
蘇
望
五
湖
求
源
于

宣
歙
遡
委
於
苕
荆
乃
知
水
由
五
堰
百
□
東
滙
於
三
江

載
折
而
之
海
白
茆
七
鴉
尤
要
害
也
大
都
水
渟
則
爲
害

流
則
爲
利
洩
則
不
渟
蓄
則
不
竭

則
長
流
而
後
浸
漑

適
宜
漕
輓
稱
便
弭
謗
者
耴
喻
于
防
川
衛
生
者
致
察
於

榮
絡
合
单
子
之
書
殆
思
過
半
矣
我
明
若
夏
忠
靖
公
已

試
之
蹟
吳
李
遵
之
功
特
最
焉
漢
延
年
之
言
曰
河
須
按

圖
書
觀
地
形
令
水
工
凖
高
下
雖
桑
海
或
遷
而
歸
墟
則

一
是
編
也
實
千
載
可
率
之
典
功
與
言
同
不
朽
云

清
理
田
糧
序

知

府

王

儀

儀
再
守
蘇
之
三
年
量
田
攤
耗
之
議
已
行
切
念
蘇
州
一

府
其
賦
當
天
下
什
二
賦
旣
繁
劇
而
田
額
漸
失
其

僞

滋
蔓
際
此
而
不
知
救
正
之
則
豪
强
擅
其
利
而
民
立

困
矣
於
是
量
田
則
事
核
而
難
隠
攤
耗
則
賦
平
而
額
足

二
者
補
救
之
大
本
也
且
夫
量
田
之
議
大
臣
䟽
于
朝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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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三
藝
文

十
六

得
請
攤
耗
之
法
鄰
守
試
于
湖
而
有
徵
遵
而
舉
之
亦
何

難
哉
乃
若
所
謂
坍
荒
公
占
無
徴
之
地
其
賦
凡
十
一
萬

五
千
七
百
石
有
竒
詳
求
所
以
抵

之
者
葢
亦
嘗
切
有

請
焉
取
其
六
於
各
邑
所
隠
之
田
取
其
四
于
兩
京
雜
税

之
內
則
足
以
相
凖
矣
擅
减
公
家
之
賦
所
不
敢
也
使
民

世
入
無
田
之
賦
吾
獨
忍
乎
哉
檢
閲
官
笥
凡
奏
議
移
文

書
呈
問
辯
得
于
上
下
者
若
干
言
悉
使
佐
書
録
之

比

條
分
萃
而
成
册
則
謹
序
其
前
而
刻
諸
梓
焉
非
以
自
伐

也
有
録
則
可
考
可
考
則
易
知
使
世
有
厚
譽
我
者
繙
是

録
也
當
知
其
非
一
人
之
勞
其
或
有
罪
我
者
則
亦
當
原

儀
也
蚤
夜
不
忘
蘇
民
之
意
乎

虎
邱
山
志
序

徐
乾
學

新
刻
虎
邱
山
志
係
太
倉
顧
子
伊
人
重
脩
其
書
分
本
志

泉
石
寺
宇
古
蹟
祠
墓
人
物
高
僧
仙
鬼
題
咏
雜
志
爲
十

卷
旣
告
蕆
寓
書
京
師
属
予
序
予
惟
此
山
有
志
昉
于
明

初
王
仲
光
賓
賓
葢
據
曾
王
父
敄
雲
嶠

要
舊
木
然
已

斷
爛
不
復
全
其
後
有
雁
門
文
肇
祉
本
最
後
則
松
陵
周

氏
本
周
本
緐
芿
失
次
且
未
及
流
傳
世
所
傳
雁
門
本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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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三
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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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
伊
人
折
衷
三
家
芟
蕪
剔
薉

凡
起
例
其
功
爲
鉅
嗟
夫

兹
山
之
有
聞
于
世
也
舊
矣
其
間
洞
壑
□
巖
林
巒
秀
削

好
事
者
僅
視
爲
遊
宴
之
地
嘉
山
羡
樹
舉
湮
没
于
聲
歌

酣
飮
之
中
其
識
最
弇
鄙
不
足
道
即
有
一
二
好
古
之
士

問
闔
閭
之
古
墓
訪
王
珣
之
舊
宅
歲
月
踰
邁
光
景
彌
新

亦
苐
以
風
流
相
嘆
悼
耳
今
觀
伊
人
是
書
事
蹟
則
存
其

□
者
踳
□
者
不
錄
文
賦
則
載
其
雅
者
誕
謾
者
不
錄
山

□
景
物
亦
嘗
廣
收
博
採
以
附
古
者
登
高
作
賦
之
遺
然

□
爲
兹
山
備
掌
故
耳
惟
遇
古
今
竒
偉
節
烈
之
士
及
一

切
名
賢
理
學
幽
翳
不
傳
之
區
如
唐
顔
魯
公
宋
尹
和
靖

諸
剩
蹟
不
惜
□
深
摘
隠
大
書
特
書
若
惟
恐
忠
孝
之
或

絶
于
人
間
而
大
道
一
日
不
彰
于
天
下
也
如
伊
人
者
可

謂
知
所
用
心
矣
後
之
人
觀
其
取
舍
審
其
别
擇
其
亦
將

撫
是
編
而
愾
息
也
夫

續
修
長
洲
縣
學
募
序

彭
定
求

長
州
學
宫
在
郡
城
之
東
規
模
恢
廣
自
帥
府
駐
蘇
時
權

爲
理
事
公
署
蹂
躪
獨
甚
至
聖
殿
明
倫
堂
岌
乎
將
頺
先

賢
兩
廡
與
啓
聖
公
祠
傾
廢
無
存
于
是
定
求
始
基
于
壬



ZhongYi

元
和
縣
志

卷
三
十
三
藝
文

十
八

戌
殿
堂
甫
脩
兩
廡
亦
建
再
募
于
癸
酉
而
啓
聖
□
乃
成

計
集
募
一
十
七
百
兩
有
竒
自
分
綆
短
汲
深
力
□
□
矣

尚
有
鉅
工
未
□
以
待
能
者
曁
丙
子
風
雨
告
災
殿
堂
之

修
者
復
敝
芝
巗
顧
中
丞
慨
焉
傷
之
捐
金
五
百
鳩
工
庀

材
因
得
搘
撑
梁
棟
以
迄
于
今
然
此
當
大
敝
極
壞
之
後

拮
据
經
營
特
先
其
至
急
者
爾
若
按
諸
前
志
則
殘
闕
正

多
逈
不
迨

學
之
宏
麗
并
不
迨
吳
縣
學
之
繕
修
完
好

也
特
先
舉
舊
觀
之
宜
急
復
者
一
曰
萬
代
宗
師
坊
所
以

欽
崇
聖
教
海
寓
齊
觀
也
今
則
柱
石
孤
立
矣
一
曰
萬
仭

宫
墻
所
以
樹
諸
崇
翰
孔
固
厥
基
也
今
則
一
望
平
蕪
矣

一
曰
泮
池
原
通
河
渠
之
水
滙
瀦
泓
然
采
芹
藻
歌
思
樂

義
取
諸
此
一
曰
興
賢
逹
材
兩
坊
儼
乎
禮
門
義
路
俾
過

其
下
者
矩
步
䋲
趨
弗
敢
踰
越
今
則
流
者
淤
塞
峙
者
頺

敗
矣
凡
此
四
者
不
獨
係
觀
瞻
之
隆
替
亦

學
校
之
興

衰
此
而
不
復
舊
觀
未
可
以
藉
手
也
定
求
飬
疴

掃
槩

謝
交
遊
然
恐
蹈
有

鮮
終
之
咎
故
復
不
揣
言
輕
如
羽

告
募
至
三
綂
計
諸
工
估
費
八
百
兩
有
竒
較
之
前
此
所

募
猶
不
過
三
之
一
也
伏
惟
聖
人
之
道
如
日
中
天
恭
遇



ZhongYi

元
和
縣
志

卷
三
十
三
藝
文

十
九

我皇
上
崇
儒
右
文
隆
名
盛
典
度
□
曩
代
天
下
學
校
所
□

御
筆
有
□

御
賛
有
刻
且
當

翠
輦
時
廵
睠
顧
南
服
廣
鄕
舉
之
額
增
入
泮
之
名
凡
列

儒
林
靡
不
沾
被
樂
育
矣
獨
我
長
洲
爲
吳
中
首
邑
人
文

薈
萃
而
膠
□
根
本
之
地
乃
使
之
拖
殘
守
闕
惟
吾
黨
之

羞
也
將
伯
之
呼
烏
能
己
巳
願
我
同
志
不
拘
人
地
佽
助

觀
成
無
誚
定
求
發
棠
之
請
勒
石
銘
功
翹
首
以
俟
康

癸
未
十
月
旣
望

重
刻
吳
□
□
圖
經
序

李
因
培

有
宋
樂
圃
朱
先
生
以
粹
學
宏
蓄
寓
志
著
述
其
繼
安
定

先
生
爲
本
州
教
授
學
者
之
至
益
衆
而
郡
學
之
規
制
亦

由
是
始
擴
所
著
經
義
有
易
解
書
賛
詩
說
春
秋
通
志
中

庸
解
諸
書
於
博
古
有
墨
池
編
琴
䑓
雜
志
琹
史
諸
書
而

吳
郡
續
圖
經
則
以
郡
守
之
請
繼
祥
符
圖
經
而
有
作
也

盖
真
宗
時
奉
朝
命
郡
國
俱
有
圖
經
之
獻
卽
今
之
郡
邑

志
也
郡
守
以
前
圖
經
事
多
湮
落
又
形
勢
之

易
法
制



ZhongYi

元
和
縣
志

卷
三
十
三
藝
文

二
十

之
仍
革
歴
數
十
年
已
多
不
侔
不
能
無
事
於
續
葺
旨
在

文
不
以
多
而
適
能
補
苴
先
事
之
罅
漏
畫
陳
見
前
之
規

模
咨
疇
而
□
之
先
生
故
此
編
之
作
詳
而
有
要
簡
而
益

□
合
前
圖
經
可
共
爲
一
書
分
之
亦
自
作
一
書
至
於
紀

之
中
隱
陳
謨
之
思
若
志
水
道
則
條
晰
利
病
紀
戸
口

籌
嗟
風
俗
舉

治
道
民
生
尤
不
惜
亹
亹
言
之
又
以

見
先
生
之

乎
當
世
而
未

一
日
忘
焉
也
凡
纂
郡
邑

志
者
於
時
事
廣
之
咨
採
稽
之
案
牒
於
前
事
必
徴
史
冊

以
爲
信
然
往
往
有
一
名
一
物
潛

瑣
典
史
傳
所
不

存
者
不
能
不
時
資
紀
載
家
言
前
如
漢
三
輔
黄
圖
吳
地

記
風
土
記
㐮
陽
耆
舊
傳
豫
章
記
等
編
皆
簡
冊
無
多
而

志
乘
家
籍
一
時
暏
聞
傳
信
旁
羅
曲
證
至
有
獲
其
片
語

如
拱
□
匱
之
藏
蓍
龜
之
告
然
則
此
編
之
存
不
獨
爲
吳

中
志
乘
者
當
䖍
先
河
之
祭
卽
凡
志
勤
往
典
有
不
同
鴻

寳
之
秘
之
惜
之
者
耶
是
冊
一
刻
於
宋
元
符
間
迄
五
百

年
別
無
鏤
本
故
流
播
未
廣
其
裔
孫
錀
奉
先
生
祀
孝
謹

於
遺
書
多
力
爲
刋
行
更
出
家
藏
此
冊
鈔
本
校
梓
以
傳

是
信
先
生
著
述
之

愈
久
不
可
冺
蝕
而
若
錀
者
其
不



ZhongYi

元
和
縣
志

卷
三
十
三
藝
文

二
十
一

謂
先
生
之
賢
子
姓
歟

唐
宋
五
賢
祠

記

雷

鋐

先
賢
祠
宇
修
葺
以
時
邑
有
司
職
也
有
司
困
於
簿
書
且

數
更
代
未
暇
及
而
司
訓
力
圖
之
可
不
謂
賢
乎
蘇
州
之

有
五
賢
祠
祀
唐
剌
史
韋
公
應
物
白
公
居
易
劉
公
禹
錫

宋
長
洲
令
王
公
禹
偁
曁
蘇
公
軾
舊
在
虎
邱
山
頂
歲
久

傾
頺
主
□
□
寮
欲
興
復
而
艱
於
力
當
道
議
舊
守
盧
公

祠
攺
前
室
祀
五
賢
後
室
祀
盧
公
仍
久
而
未
就
元
和
學

司
訓
費
君
天
修
曰
五
賢
流
風
餘
韻
不
可
冺
没
且

聖
主
南
巡
御
製
五
賢
祠
詩
祠
不
修
葺
何
以
稱
焉
乃
遵
前
議

庀
飭
以
蕆
厥
□
攝
元
和
令
李
君
棠
爲
之
請
記
夫
祀
韋

白
劉
三
公
爲
郡
守
者
可
式
矣
祀
王
公
爲
令
者
可
程
矣

祀
蘇
文
忠
以
公
晚
年
嘗
寓
吳
則
凡
爲
士
君
子
者
咸
可

思
矣
所
謂

乎
百
世
之
上
足
以
興
起
乎
百
世
之
下
者

其
在
斯
乎
其
在
斯
乎
費
君
推
此
意
以
造
士
庻
無
負
乃

職
故
記
之

重
建
鄧
武
順
王
祠
記

李
良
弼

庚
辰
之
春
余
初
蒞
元
庠
㳟
謁

忠
義
考
悌
祠
見
有



ZhongYi

元
和
縣
志

卷
三
十
三
藝
文

二
十
二

先
賢
武
順
王
吳
公
神
位
而
無
朝
代
名
號
隨
稽
郡
志
武

順
王
祠
在
唯
亭
今
廢
何
代
何
名
仍
未
詳
載
此
心
皇
皇

深
憾
考
□
之
無
從
也
一
日
忽
得
勤
齋
朱
君
刋
行
伊
祖

蘭
州
剌
史
月
石
先
生
中
露
集
讀
至
謁
寧
河
鄧
武
順
王

祠
詩
有
勲
名
驚
海
甸
絶
塞
著
尊
崇
士
庻
瞻
依
切
羗
番

企
望
同
之
句
始
知
卽
明
史
中
之
功
臣
鄧
公
諱
愈
者
按

公
虹
縣
人
□
羣
㓂
於
東
南
征
羗
番
於
沙
漠
贈
寧
河
王

賜
謚
武
順
殁
後
凡
公
鎭
守
之
地
皆
叨
享
祀
之
隆
如
西

陲
爲
平
羗
舊
部
亦
有
專
廟
在
焉
蓋
月
石
先
生
素
稱
秦

關
良
翰
故
望
風
景
慕
而
展
謁
之
耳
夫
公
以
開
國
大
勲

有
功
蘇
郡
固
宜
肅
薦
馨
香
永
光
爼
豆
但
非
誕
生
兹
土

安
可
置
之
忠
孝
一
祠
何
况
姓
諱
俱
訛
草
率
已
甚
揆
之

朝
廷
崇
德
報
功
之
典
詎
不
謬
哉
余
旣
沗
秉
鐸
敢
諉
職
司

遂
割
俸
四
十
金
另
創
三
楹
於
忠
孝
祠
後
敬
謹
改
正
神

位
以
妥
憑
依
白
郡
守
薩
公
請
諸

撫
軍
陳
大
中
丞
俞

允
舉
行
閱
數
月
又
因
餙
治
費
匱
勤
齋
復
推
伊
祖
仰
止

之
忱
慨
捐
三
十
餘
兩
以
竣
厥
工
自
今
廟
貌
聿
新
祀
典

式
正
雖
得
蘭
州
表
章
於
前
勤
齋
贊
助
於
後
然
非
公
之



ZhongYi

元
和
縣
志

卷
三
十
三
藝
文

二
十
三

英
靈
不
冺
勳
業
彌
昭
則
顯
晦
興
廢
曷
能
轉
移
於
數
月

間
乎
爰
述
建
祠
梗
概
勒
之

珉
願
後
之
來
者
有
鍳
而

留
意
云
耳

文
氏
䨇
節
義
祭
田
記

楊
繩
武

吳
中
文
氏
出
自
宋
名
臣
信
國
公
之
後
遺
徽
世
澤
固
可

坊
表
於
鄕
閭
而
子
姓
之
潛
脩
節
義
項
背
相
承
者
亦
代

有
其
人
指

勝
屈
也
如
公
裔
孫
南
岳
文
君
之
繼
配
王

氏
幷
令
嗣
叔
英
之
繼
配
陸
氏
姑
媳
守
志
䨇
節
矯
然
尤

足
以
振
家
聲
而
勵
頺
俗
豈
僅
樹
閨
幃
之
模
楷
哉
按
王

年
十
九
適
南
岳
有
林
下
風
泪
乎
稱
孀
年
纔
二
十
三
□

前
妻
子
仲
英
及
己
子
叔
英
俱
在
髫
齓
王
能
柏
舟
自
矢

撫
孤
成
立
荼
□
苦
嘗
至
六
十
二
而
卽
世
其
媳
陸
氏
季

二
十
二
而
于
歸
甫
三
旬
而
䘮
偶
一
子
昱
又
早
殤
煢
煢

艱
苦
更
甚
於
姑
守
貞
四
十
餘
年
享
壽
七
十
有
六
仲
英

先
生
天
性
孝
悌
與
叔
英
雖
異
母
所
出
而
友
愛
無
間
家

頗
貧
奉
繼
母
則
極
盡
甘
旨
之
養
陸
早
寡
曲
加
周
贍
先

生
没
時
陸
尚
未
亡
囑
其
子
松
頤
事
之
一
如
親
母
又
名

孫
敦
仁
曰
朝
節
以
誠
勿
忘
苦
節
之
義
是
兩
代
之

芳



ZhongYi

元
和
縣
志

卷
三
十
三
藝
文

二
十
四

彤
管
流
譽
千
秋
者
實
賴
松
頥
父
子
仰
承
貽
烈
有
以
襄

䕶
之
也
今
敦
仁
復
置
長
邑
田
九
十
五
畝
零
輸
賦
之
餘

以
供
䨇
節
歲
時
薦
享
等
用
恐
日
久
就
湮
乞
余
爲
記
緬

維
仲
英
先
生
余
從
幼
卽
識
之
嗣
君
松
頥
訂
好
尤
深
迄

於
敦
仁
交
已
三
世
稔
悉
文
氏
偉
人
萆
出
繼
繼
繩
繩
內

外
相
輝
孝
慈
兼
至
洵
爲
末
俗
之
所
難
邦
家
之
所
重
而

况
敦
仁
克

敬
宗
力
成
義
舉
旣
以
彰
二
母
冰
霜
之
勁

節
且
以
慰
祖
父
未
竟
之
孝
思
其
遠
追
忠
烈
淵
源
不

松
筠
令
望
者
抑
何
盛
歟
故
不
辭
固
陋
援
筆
以
記
之
俾

與
芳
踪
懿
行
同
昭
於
宇
宙
云
爾

樂
圃
書
院
祭
田

記

辰

垣

聖
賢
之
道
法
嘗
與
盛
世
之
治
功
相
爲
輝
映
我

國
家
崇
儒
重
道
遠
邁
百
王
凡
維
持
表
章
以
迄
優
恤
保

䕶
諸
曠
典
靡
不
一
一
而
舉
行
之
芳
規
美
備
誠
視
往
古

爲
獨
隆
也
余
自
承
乏
蘇
藩
志
在
勤
宣
德
意
而
欽
崇
先

哲
尤
素
切
於
懷
己
巳
春
仲
丁
祭
長
庠
學
博
吳
宏
文
以

樂
圃
書
院
祭
田

記
爲
請
余
惟
保
䕶
祀
典
正
旬
宣
者

責
也
烏
可
遽
以
却
之
哉
按
書
院
爲
宋
儒
樂
圃
朱
公
諱



ZhongYi

元
和
縣
志

卷
三
十
三
藝
文

二
十
五

長
文
饗
祀
之
地
公
在
宋
時
註
釋
聖
經
闡
明
理
學
歿
後

旋
卽
勅
建
書
院
迨
至

本
朝
復
邀
動
帑
修
葺
防
䕶
請

旨
准
給
均
編
春
秋
致
祭
以
公
之
道
接
尼
山
坊
宏
正
敎

則
其
光
俎
豆
於
無
窮
叨
累
朝
之
隆
重
者
不
亦
宜
乎
唯

是
額
編
祭
銀
每
次
僅
一
兩
有
零
不
足
以
資

禴
裔
孫

朱
錀
將
伊
入
端
孝
先
生
之
勱
原
置
葑
溪
積
善
家
縣
字

圩
田
五
十
二
畝
零
盡
皆
恢
復
乃
緣
地
屬
瘠
荒
向
例
科

徵
折
銀
及
端
孝
購
爲
祭
産
捐
築
圩
岸
漸
次
墾
熟
康
熙

間
大
中
丞
㫿
州
湯
文
正
公
撫
吳
查
辦
陞
科
田
糧
此
項

仍
徵
折
色
因
其
餘
籽
以
襄
祀
事
意
固
甚
善
然
必
使
永

垂
弗
淪
始
於

大
典
有
裨
伏
繹
乾
隆
十
二
年
正
月
我

皇
上
特
降
諭
旨
以
福
建
閩
縣
地
丁
內
有
先
賢
二
十
三

祠
祭
產
田
粮
一
項
本
朝
初
年
優
免
後
地
方
官
誤
將
此

項
作
爲
溢
額
報
解
歸
公
祠
宇
祭
產
供
俎
豆
牲
牷
之
用

歴
年
優
免
以
恤
本
祠
後
裔
原
屬
國
家
曠
典
着
該
督
撫

查
明
豁
免
永
著
爲
例
大
哉



ZhongYi

元
和
縣
志

卷
三
十
三
藝
文

二
十
六

王
言
炳
如
星
日
益
見
中
丞
之
雅
意
優
恤
實
稱
遥
契

宸
衷
而
書
院
祭
產
之
所
當
保
䕶
維
持
更
爲
事
同
一
輒

若
合
符
節
者
也
東
旁
祀
宋
忠
節
朱
公
良
者
另
建
耑
祠

有
秋
收
等
字
圩
祭
田
向
經
各
裔
分
管
餘
息
仍
歸
書
院

以
供
籩
豆
歲
修
之
用
亦
俱
優
免
徭
役
其
賦
稅
秋
成
十

月
啓
徵
委
令
儒
學
督
察
備
祭
自
分
縣
之
後
以
春
長
秋

元
輪
辦
悉
□
著
立
成
規
惟
在
良
有
司
並
秉
鐸
者
時
加

留
意
勿
致
久
而

弛
俾
禋
祀
得
以
常
新
馨
香
不
至
凌

替
庶
幾

先
賢
藉
崇
報
之
隆
而
彌
顯
其
明
郅
治
鴻
猷
以
道
統
之

光
而
愈
昭
其
成
不
旣
休
歟
故
爲
之
記

琴
史
序

沈
德
潛

吾
郡
樂
圃
朱
先
生
鍾
育
宋
代
鑚
研
六
籍
苞
孕
百
家
接

迹
周
程
淡
於
榮
利
晚
起
教
授
本
州
惟
以
經
術
爲
先
務

引
掖
後
進
高
山
景
行
學
者
宗
尙
焉
晋
甯
鶴
峯
李
公
校

士
吳
中
倍
深
瞻
企
乙
酉
春
仲
忻
逢

翠
華
南
幸
以
先
生
所
著
易
解
墨
池
編
續
圖
經
琴
史
遺

集
四
凾
㳟
呈



ZhongYi

元
和
縣
志

卷
三
十
三
藝
文

二
十
七

御
覧
請
加
嘉
奬

皇
上
特
錫
道
園
養
素
匾
額
彪
炳
祠
宇
千
禩
增
輝
誠
盛

典
也
惟
是
先
生
著
述
良
多
琴
史
一
編
特
寓
意
於
物
而

匪
留
意
於
物
似
未
足
爲
先
生
重
不
知
琴
自
邃
皇
肇
造

象
乾
坤
備
律
吕
可
以
宣
幽
滯
閑
滛
佚
萃
和
平
虞
帝
鼓

之
而
阜
財
解
愠
宣
聖
操
之
而

然
怡
然
非
桓
伊
之
笛

子
晋
之
笙
□
諦
觀
是
帙
本
製
噐
之
由
來
極
和
聲
之
感

應
上
溯
唐
虞
下
逮
有
宋
靡
弗
旁
搜
遠
紹
廣
引
博
徵
原

委
瞭
如
殆
與
永
叔
集
古
錄
後
先
輝
暎
豈
獨
無
聲
解
趣

希
陶
令
之

弦
不
事
哉
於
以
融
養
性
情
調
和
政
治
人

心
悅
而
瑞
氣
溢
正
聲

而
善
俗
成
隨
經
術
圖
經
以
傳

洵
不
虗
矣
先
生
後
裔
錀
屬
予
序
予
謂
是
先
生
丹
鉛
精

神
所
寄
也
因
援
筆
書
之

重
建
二
周
先
生
合
祠
記

彭
啟
豐

吾
蘇
去
葑
溪
二
十
里
地
名
姚
馬
村
舊
有
二
周
先
生
祠

祀
宋
濓
溪
先
生
曁
明
孝
子
良
卿
先
生
創
自
明
崇
禎
間

閱
百
餘
年
後
嗣
維
新
家
瑞
等
先
後
捐
貲
繕
脩
而
祠
址

瀕
水
隄
岸
被
衝
激
祠
屋
數
圯
至
乾
隆
四
十
一
年
秋
家



ZhongYi

元
和
縣
志

卷
三
十
三
藝
文

二
十
八

瑞
之
子
大
銓
請
于
有
司
改
建
于
長
洲
學
宫
之
東
䂓
制

廣
長
一
如
舊
制
旣
成
遷
木
主
于
新
祠
屬
予
爲
之
記
予

讀
濓
溪
先
生
太
極
圖
説
而
有
得
于
孝
道
馬
孝
也
者
反

其
所
自
生
反
其
所
自
生
者
視
于
無
形
聽
于
無
聲
無
形

形
之
母
也
無
聲
聲
之
母
也
能
知
其
母
視
聽
一
矣
如
執

玉
如
捧
盈
順
之
至
也
故
圖
說
曰
五
行
一
隂
陽
也
隂
陽

一
太
極
也
太
極
本
無
極
也
孰
能
知
太
極
之
本
無
極
者

斯
可
與
反
其
所
自
生
矣
是
故
不
識
不
知
順
帝
之
則
文

王
之
孝
也
從
心
所
欲
不
踰
距
孔
子
之
孝
也
至
哉
圖
説

未
有
不
明
乎
此
而
可
語
于

孝
者
也
濓
溪
先
生
其
身

體
之
矣
若
良
□
先
生
斯
有
其
一
軆
者
歟
周
氏
譜
記
良

卿
先
生
名
尙
賢
年
十
歲
父
病
泣
血

天
而
病
獲
愈
旣

遭
䘮
哀
毁
骨
立
廬
墓
終
身
有
司
上
其
事
于
朝
遂
旌
其

廬
鄕
人
私
謚
之
曰
正
孝
予
嘗
論
之
使
濓
溪
進
於
孔
氏

之
門
固
不
在
顔
子
下
使
正
孝
進
於
孔
氏
之
門
又
豈
在

閔
曾
下
哉
濓
溪
不
獲
進
于
孔
氏
而
遂
開
程
朱
道
學
之

傳
正
孝
不
獲
進
於
孔
氏
僅
作
式
於
一
鄕
侑
食
於
祖
廟

是
其
存
諸
已
者
固
有
淺
深
廣
狹
之
殊
而
爲
子
孫
者
又



ZhongYi

元
和
縣
志

卷
三
十
三
藝
文

二
十
九

烏
忍
岐
而
視
之
宜
大
銓
之
亟
亟
于
斯
祠
之
改
建
也
爰

爲
之
記
以
申
合
祠
之
旨
云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