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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志
卷
三
十
八

雜
識
志

王
子
年
記
拾
遺
段
柯
古
著
雜
俎
殘
文
剩
語
等
諸
碎
玉
遺

珠
况
志
乘
門
類
繁
多
有
各
門
不
及
登
不
便
載
而
又
與
本

志
相
發
明
者
烏
能
割
而
捨
諸
爰
從
故
紙
堆
逸
棄
之
餘
綴

集
成
篇
亦
聊
爲
博
物
之
一
助
云
志
雜
識

唐
榮
州
刺
史
劉
兼
詩
註
夷
人
內
有
雁
戸
蓋
徙
移
不
定
之
故

也
今
峩
睂
縣
夷
人
是
矣

宋
陳
希
亮
靑
神
人
幼
孤
好
學
其
兄
使
治
息
錢
希
亮
召
逋
家

焚
其
劵
天
聖
中
舉
進
士
厯
知
數
州
曾
知
榮
爲
榮
名
宦
累

官
太
常
寺
少
卿
以
才
幹
剛
直
聞
子
四
忱
度
支
郎
中
恪
滑

州
推
官
恂
大
理
寺
丞
慥
隱
逸
號
方
山
子
孫
去
非
官
至
參

知
政
事
一
門
貴
顯
皆
希
亮
公
餘
慶
焉
公
少
時
從
鄕
人
宋

輔
學
輔
死
母
子
貧
困
公
以
女
妻
其
子
而
贍
䘏
其
母
終
身

可
謂
不
以
生
死
二
其
心
者
矣
其
爲
人
令
人
景
仰
又
如
此

李
燾
爲
榮
名
宦
其
事
實
備
載
之
矣
昔
父
子
讀
書
龍
鵠
山

曾
有
詩
云
已
作
平
時
鳥
亂
飛
杜
鵑
更
向
阿
誰
歸
似
嫌
住

處
猶
城
郭
不
解
攜
家
上
翠
微
其
子
璧
亦
有
詩
云
蕭
條
白

日
閉
巖
扄
畱
作
遊
人
萬
古
情
猶
有
山
中
舊
時
鹿
舉
頭
如

聽
讀
書
聲
李
公
讀
書
深
山
不
樂
城
市
宜
乎
以
名
節
學
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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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著
也
而
子
復
能
繼
其
志
亦
不
愧
爲
公
後
矣

趙
思
忠
世
史
宋
熙
𡨴
七
年
賜
木
征
姓
名
趙
思
忠
爲
榮
州

團
練
使

晁
公
武
靖
康
中
避
亂
人
蜀
愛
嘉
州
山
水
之
勝
曾
以
侍
郎

改
刺
史
功
德
多
可
述
後
雖
累
官
他
所
卒
葬
於
州
之
符
文

鄕
小
石
橋
李
燾
爲
作
墓
碣
入
榮
名
宦

尤
袤
字
延
之
無
錫
人
累
官
禮
部
尙
書
舊
志
因
城
南
有
禮

部
尙
書
尤
袤
墓
卽
以
爲
紹
興
中
進
士
其
實
兩
人
也
茲
復

錄
其
瑞
鷓
鴣
詞
二
首
一
詠
落
梅
一
詠
海
棠
落
梅
詞
云
淸

溪
西
畔
小
橋
東
落
葉
紛
紛
水
映
空
五
夜
客
愁
花
片
裏
一

年
春
事
角
聲
中
歌
殘
玉
樹
人
何
在
舞
破
山
香
曲
未
終
卻

憶
孤
山
歸
醉
路
馬
蹄
香
雪
襯
東
風
海
棠
詞
云
兩
珠
芳
蕋

傍
池
陰
一
笑
嫣
然
抵
萬
金
列
火
照
林
光
灼
灼
彤
霞
射
水

影
沈
沈
曉
粧
無
力
臙
脂
重
夜
醉
方
酣
酒
暈
深
定
自
格
高

難
着
句
不
應
工
部
總
無
心
明
楊
升
𤲅
愼
云
二
作
句
句
見

題
而
風
味
脫
灑
何
羨
唐
人

道
園
遺
藁
云
從
兄
德
觀
與
集
同
出
榮
州
府
君
宋
亡
隱
居

不
仕
而
歿
集
來
吳
門
得
兄
遺
蹟
有
句
云
我
因
國
破
家
何

在
君
爲
脣
亡
齒
亦
寒
不
知
爲
誰
作
其
稱
榮
州
府
君
蓋
宗

澤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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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末
榮
州
大
尉
曹
必
才
有
榮
德
山
保
守
禦
敵
功
明
洪
武
初

年
猶
判
撫
州
事
後
判
官
馬
公
輔
至
始
致
仕
居
東
城
外
其

弟
必
勝
授
建
昌
萬
戸
侯
勝
子
思
孔
亦
爲
建
昌
統
軍
父
子

俱
沒
於
軍
及
明
季
必
才
後
裔
明
達
以
武
勇
著
勞
依
楊
展

亦
率
族
鄰
保
守
於
榮
德
山
時
旱
極
水
涸
仰
天
禱
雨
立
獲

滂
沱
族
鄰
得
活
竪
碑
山
巓
以
紀
其
事
今
碑
碣
無
存
矣
子

孫
世
家
於
榮

國
朝
定
鼎
僞
周
吳
三
桂
竊
據
雲
滇
竝
有
巴
蜀
之
半
搜
求
各
處

士
子
驅
之
入
試
以
張
恕
爲
解
元
恕
歸
匿
林
下
易
名
容
僞

周
平
授
徒
於
靑
巖
寺
康
熙
中
或
勸
之
出
入
邑
庠
中
甲
子

四
川
鄕
試
第
九
名
任
靑
陽
令
宜
賓
進
士
趙
暐
犍
爲
進
士

余
光
祖
皆
出
其
門
餘
登
賢
書
者
不
二
而
足
迄
今
榮
中
談

學
術
必
首
推
張
靑
陽
云

文
廟
階
墀
內
外
古
柏
十
餘
株
霜
皮
黛
色
大
可
十
圍
數
百
年
物

也
鸛
鷺
多
巢
其
上
乾
隆
己
酉
以
修
文
廟
故
斫
伐
殆
盡
惟

啓
聖
宮
右
牆
角
五
株
尙
存

伍
子
胥
不
載
在
祀
典
舊
志
載
城
南
五
十
里
聞
喜
橋
右
有

祠
祀
將
軍
伍
員
土
人
傳
其
靈
應
非
常
香
火
極
盛

竹
王
祠
舊
在
城
東
浣
紗
溪
岸
舊
志
載
漢
竹
王
名
多
同
母

浣
紗
於
遯
水
剖
竹
而
生
遂
以
竹
爲
姓
及
長
有
材
武
自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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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爲
夜
郎
侯
王
褒
言
於
武
帝
誘
之
入
朝
命
伐
西
南
夷
以
功

封
夜
郎
國
王
歿
土
人
因
其
生
有
異
祀
以
祠
聞
於
朝
又
封

其
三
子
爲
侯
配
享
之

附

考

竹

王

者

何

古

夜

郎

侯

也

祠

者

何

夜

郎

人

祀

侯

而

報

侯

之

所

也

史

載

漢

武

帝

元

光

五

年

番

陽

令

唐

蒙

上

書

請

通

夜

郎

浮

船

牂

牁

以

制

南

越

上

拜

蒙

爲

中

郎

將

將

千

人

由

筰

關

入

見

夜

郎

侯

多

同

厚

賜

之

約

爲

置

吏

多

同

聽

約

蒙

還

報

上

以

爲

犍

爲

郡

註

云

夜

郎

在

四

川

之

遵

義

府

犍

爲

在

四

川

之

敘

州

府

蓋

遵

義

至

　

　

國

初

猶

未

改

隸

黔

省

也

榮

距

敘

僅

二

百

餘

里

救

距

遵

亦

二

百

餘

里

地

相

毗

蓮

舊

志

謂

漢

武

帝

元

鼎

二

年

置

犍

爲

郡

分

縣

十

二

隸

之

以

榮

爲

南

安

縣

則

榮

爲

夜

郎

之

境

無

疑

矣

宋

陸

放

翁

入

榮

州

境

詩

曰

傳

者

或

云

古

夜

郎

其

醉

中

懷

睂

山

舊

遊

詩

曰

我

雖

流

落

夜

郎

天

則

以

爲

夜

郎

之

境

又

明

矣

但

元

光

五

年

元

鼎

二

年

志

與

史

小

異

故

滋

後

人

疑

耳

夫

多

同

生

而

爲

英

變

夷

歸

夏

宜

其

死

而

爲

靈

享

祀

無

窮

此

竹

王

之

有

祠

於

榮

所

由

來

也

卽

嘉

州

之

竹

公

祠

又

何

獨

不

然

至

若

遯

水

溪

邊

浣

紗

剖

竹

事

屬

荒

渺

存

而

不

論

可

也

武
安
公
祠
內
有
宋
碑
　
　
國
朝
嘉
慶
元
年
土
中
掘
出
兩

面
俱
刻
然
不
同
時
一
刻
靈
棗
二
大
字
崇
𡨴
四
年
九
月
夢

溪
沈
博
毅
書
一
刻
通
惠
威
烈
顯
應
侯
殿
八
大
字
嘉
定
元

年
冬
月
朝
散
郎
新
知
𥳑
州
軍
事
臨
卭
楊
仲
修
書
字
法
皆

遒
勁

羅
漢
洞
城
南
名
勝
地
宋
人
多
紀
遊
崖
畔
歲
久
漶
滅
錄
其

二
則
睂
山
蘇
仲
莊
來
遊
淳
熙
五
年
六
月
七
日
又
淳
熙
甲

辰
重
陽
後
三
日
隆
山
喩
德
明
拉
温
元
東
何
仲
符
員
誠
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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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
來
介
來
欵
龍
洞
遊
登
嘯
臺
臨
眺
還
視
秋
光
山
色
翠
摩

簷
楹
乃
相
與
舉
酒
推
襟
送
抱
語
曰
昭
曠
在
前
盲
者
無
達

觀
廣
奏
盈
耳
聾
者
絕
聽
音
信
哉
德
明
之
姪
子
才
男
益
孫

侍
行

乾
隆
二
十
年
乙
亥
添
修
學
署
五
閒
於
學
宮
之
西
偏
掘
地

得
石
土
地
一
座
上
鐫
儒
學
唐
安
四
字
按
榮
邑
儒
學
兩
齋

敎
諭
公
署
在
學
宮
之
東
訓
導
公
署
在
學
宮
之
西
唐
安
殆

前
明
時
訓
導
舊
志
亦
逸
其
名
今
特
增
入

城
南
四
十
里
舊
有
潘
家
橋
通
宜
賓
孔
道
乾
隆
十
一
年
里

人
募
金
修
建
因
惑
於
風
水
訐
控
年
餘
隨
興
隨
圮
乾
隆
二

十
一
年
知
縣
黃
大
本
相
度
地
勢
擇
河
底
有
石
腳
處
下
礅

卽
令
從
前
爭
控
里
民
梅
瑤
曾
子
蘭
等
督
修
顏
曰
無
訟
橋

以
誌
一
時
息
訟
之
意
卽
今
張
敦
敘
重
修
橋
也

東
川
灘
頭
明
月
磯
圓
如
規
大
踰
輪
桂
魄
東
升
則
生
光
彩

朗
耀
一
川
明
初
胡
仲
常
昆
仲
或
云
卽
此
磯
靈
秀
所
鍾
也

當
日
胡
剖
爲
二
移
置
大
門
左
右
至
今
兩
石
如
半
月
尙
存

於
門
但
不
能
生
光
彩
耳

城
東
榮
梨
山
麓
俗
名
石
燕
子
積
流
成
㵎
水
聲
潺
湲
上
有

巖
如
厂
可
蔽
覆
數
十
人
乾
隆
三
十
四
年
有
丏
者
來
息
其

閒
人
亦
未
之
奇
也
或
與
之
食
不
食
越
數
日
巖
下
忽
立
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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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像
一
座
泥
石
渾
成
高
二
尺
有
奇
而
丏
莫
知
所
之
就
視
之

乃
觀
音
大
士
像
土
人
遂
奉
以
香
燭
彩
飾
金
身
置
買
廟
地

今
成
寺
院
矣
地
亦
幽
僻
有
致

嘉
慶
閒
淸
富
山
土
人
掘
土
得
石
碑
一
欵
識
東
坡
居
士
其

詩
云
十
年
歸
夢
寄
西
風
此
去
眞
爲
田
舍
翁
乞
取
蜀
岡
新

井
水
要
攜
鄕
味
過
江
東

小
南
門
通
惠
橋
下
南
岸
沙
磧
中
有
雙
石
水
漲
則
分
水
涸

則
合
土
人
呼
爲
鴛
鴦
石

邑
東
北
十
里
許
諸
山
產
花
石
外
相
之
貌
奇
質
脆
色
黯
若

不
當
人
意
𤥨
磨
之
則
靑
黃
白
花
紋
燦
然
可
觀
桌
椅
圍
屏

中
嵌
之
尤
雅
前
署
令
陳
之
璵
以
其
紋
如
水
花
如
桃
瓣
因

名
曰
流
水
桃
花
石

龍
灘
場
東
嶽
廟
後
有
小
山
一
座
酷
肖
蝦
蟆
夏
時
流
水
迴

環
宛
作
戲
水
之
狀

蜀
中
廣
記
云
平
羗
縣
本
漢
平
羗
戍
在
榮
州
應
靈
縣
界
則

榮
州
當
日
一
州
轄
六
縣
益
信

貴
人
橋
城
北
八
里
跨
洛
陽
溪
溪
下
數
武
與
榮
川
水
會
兩

水
會
處
挺
立
一
石
大
數
圍
高
不
可
躋
作
中
流
砥
柱
下
百

餘
步
河
心
聯
臥
三
星
石
曲
轉
一
里
橫
亙
石
磯
形
家
謂
石

龍
過
江
爲
此
溪
關
鍵
溪
之
上
地
名
大
屋
基
林
氏
世
居
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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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而
山
水
最
佳
風
俗
尤
美
昔
人
慕
洛
陽
景
因
以
名
其
溪
也

舊
有
橋
創
自
乾
隆
年
間
大
水
傾
圮
道
光
甲
辰
邑
增
生
林

志
高
捐
募
重
建
竪
有
碑
記
題
其
柱
曰
利
濟
不
須
勞
子
產

留
題
應
更
有
相
如

縣
北
七
十
五
里
鄒
姓
門
前
灣
古
柏
三
株
大
數
十
圍

乾
隆
間
知
縣
黃
大
本
舊
志
職
官
篇
無
鄧
向
榮
文
大
才
而

藝
文
載
榮
州
知
州
鄧
向
榮
題
崇
仁
祠
詩
又
載
榮
州
知
州

文
大
才
題
來
逺
公
館
詩
按
榮
自
洪
武
九
年
改
州
爲
縣
胡

仲
常
死
建
文
難
崇
仁
祠
建
於
嘉
靖
中
此
際
並
無
榮
州
安

得
有
知
州
名
况
其
詩
係
詠
嘉
定
九
峯
崇
仁
祠
嘉
慶
中
知

縣
許
源
舊
志
改
作
嘉
州
知
州
似
較
確
文
大
才
府
志
作
天

才
與
鄧
向
榮
併
稱
嘉
州
知
州
則
文
大
才
或
路
過
來
逺
公

館
而
非
榮
州
知
州
亦
似
無
可
疑
故
職
官
題
名
仍
舊
未
增

入龍
潭

形

似

遊

龍

右

枕

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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