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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九
輿
地
志

星
野

一

寧
國
府
志
卷
九

輿
地
志

星
野在

天
成
象
在
地
成
形
星
野
之
說
由
來
尚
矣
但
其
微
妙
非
精

于
厯
算
者
不
能
推
測
况
宣
城
前
輩
如
倪
觀
湖
正
梅
勿
菴
文

鼎
師
生
兄
弟
父
子
均
以
厯
算
著
名
則
授
受
淵
源
當
必
不
爽

而
舊
志
所
載
星
野
一
門
援
引
亦
最
詳
核
故
悉
仍
其
舊
文
而

不
加
增
損
云

郡
本
古
吳
越
地
亦
爲
楚
其
州
揚
州
其
郡
丹
陽
其
星
南
斗
牽
牛

須
女
其
次
星
紀
其
辰
丑

按

斗

牛

女

三

宿

凡

四

十

餘

度

而

星

紀

之

次

止

三

十

度

有

奇

故

斗

初

入

寅

女

未

入

子

皆

非

星

紀

諸

家

分

野

之

說

有

主

十

二

次

言

者

有

主

二

十

八

舍

言

者

今

並

存

之

以

待

考

周
禮
保
章
氏
注
星
紀
吳
越
也
魏
太
史
陳
卓
曰
於
辰
在
丑
吳
越
之

分
野
屬
揚
州

隋
書
地
理
志
揚
州
於
禹
貢
爲
淮
海
之
地
在
天
官
南
斗
十
二
度
至

須
女
七
度
爲
星
紀
於
辰
在
丑
吳
越
得
其
分

唐
書
天
文
志
斗
牽
牛
星
紀
也
初
南
斗
九
度
餘

千

四

十

二

秒

十

二

太

中
南
斗
二
十
四
度
餘

千

七

百

八

半

終
女
四
度
又
曰
星
紀
得
雲
漢
下
流

百
川
歸
焉
故
其
分
野
自
南
河
下
流
窮
南
紀
之
曲
東
南
負
海
爲

星
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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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

二

明
天
文
淸
類
分
野
書
曰
斗
牛
在
丑
自
斗
三
度
至
女
一
度
屬
吳
越

分
揚
州

以

上

以

星

紀

之

次

爲

吳

越

分

主

十

二

次

言

也

史
記
天
官
書
曰
二
十
八
舍
主
十
二
州
又
曰
斗
江
湖
牽
牛
婺
女
揚

州
又
曰
越
之
亡
熒
惑
守
斗

漢
書
地
理
志
吳
地
斗
分
野
也
今
之
會
稽
丹
陽
豫
章
廬
江
廣
陵
六

安
臨
淮
郡
吳
分
也

晉
書
天
文
志
斗
志
牽
牛
須
女
吳
越
揚
州
九
江
入
斗
一
度
廬
江
入

斗
六
度
豫
章
入
斗
十
度
丹
陽
入
斗
十
六
度
會
稽
入
牛
一
度
臨

淮
入
牛
四
度
廣
陵
入
牛
八
度
泗
水
入
女
一
度
六
安
入
女
六
度

唐
書
天
文
志
南
斗
在
雲
漢
下
流
當
淮
海
間
爲
吳
分

宋
史
天
文
志
南
斗
六
星
南
星
者
魁
星
也
石
申
曰
魁
第
一
主
吳
二

會
稽
三
丹
陽
四
豫
章
五
廬
江
六
九
江

明
天
文
淸

分
野
書
寧
國
屬
斗
分

以

上

以

斗

牛

女

三

宿

爲

吳

越

分

主

二

十

八

舍

言

也

諸
家
厯
法
所
測
星
度
不
同
今
考
如
後

星
紀
距
度
考

前
漢
志

自
斗
十二

度

至
女
七
度

質
直

自
斗
十
度

至
女
五
度

蔡
邕

自
斗
六
度

至
女
二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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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北
魏
志
正

光

厯

起
斗
一
度

至
牛
五
度

唐
一
行
大

衍

厯

初
斗
九
度

終
女
四
度

宋
志
元

祐

觀

天

厯

初
斗
九
度

終
女
六
度

南
宋
紹

熙

統

天

厯

初
斗
四
度

終
女
二
度

金
厯
志

起
斗
四
度

至
女
三
度

元
史
授

時

厯

起
斗
二
度

至
女
二
度

明
天

文

清

分

野

書

起
斗
三
度

至
女
一
度

西
厯
萬

厯

甲

辰

李

之

□

測

起
箕
三
度

至
牛
初
度

以

上

言

星

紀

之

度

不

同

者

凡

十

二

家

依

古

厯

起

斗

十

二

度

則

斗

建

星

全

入

燕

分

爲

析

木

之

津

若

正

光

厯

起

斗

一

度

畢

牛

五

度

則

牛

六

度

爲

齊

分

而

女

宿

全

入

齊

其

相

懸

若

此

又

李

淳

風

麟

德

厯

以

前

不

用

歲

差

故

皆

以

大

雪

日

爲

星

紀

之

初

自

大

衍

厯

分

天

自

爲

天

歲

自

爲

歲

故

授

時

厯

以

冬

至

後

數

日

始

躔

星

紀

而

今

西

厯

以

中

氣

過

宫

日

星

紀

爲

冬

至

是

不

惟

南

北

至

有

歲

差

卽

十

二

次

歲

歲

有

差

全

異

古

法

矣

斗
牛
女
宿
距
度
考

諸
家
所
測
赤
道

南
斗

牽
牛

婺
女

漢
洛
下
宏
所
測

二
十
六
度
及分

八
度

十
二
度

唐
一
行
所
測

二
十
六
度

同
漢

同
漢

宋
皇
祐
所
測

二
十
五
度

七
度

十
一
度

崇
寧
所
測

同
皇
祐

七
度

十
一
度

元
至
元
所
測

二
十
五
度

七
度

十
一
度

按

後

漢

律

厯

志

尚

書

考

靈

矅

斗

二

十

二

度

無

餘

分

唐

書

大

衍

厯

議

古

厯

南

斗

至

牽

牛

上

星

二

十

一

度

入

太

初

星

距

四

度
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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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直

西

建

之

初

故

殷

周

等

六

家

之

厯

或

以

南

斗

命

度

或

以

建

星

命

度

一

行

又

曰

古

厯

以

南

斗

魁

首

爲

距

夫

以

魁

首

爲

距

則

南

斗

六

星

全

入

箕

度

矣

自

漢

測

以

後

用

斗

魁

第

四

星

爲

距

故

與

古

異

然

厯

代

所

測

又

各

微

差

元

史

厯

議

則

疑

其

小

有

動

移

西

厯

則

謂

恒

星

隨

黄

道

轉

動

歲

歲

不

同

其

是

耶

又

古

厯

惟

用

赤

道

永

元

以

後

乃

黄

道

之

儀

亦

論

星

度

者

所

當

知

諸
厯
黄
道

南
斗

牽
牛

婺
女

後
漢
永
元
銅
儀

二
十
四
度
四
分

之
一

七
度

十
一
度

隋
劉
焯
皇
極
厯

二
十
四
度

同
漢

十
一
度
半

唐
一
行
大
衍
厯

二
十
三
度
牛

七
度
半

十
一
度
少

此

據

開

元

十

二

年

日

躔

所

定

上

考

下

求

當

據

歲

差

宋
紀
元
厯
元
耶
律
楚
材

庚
午
元
厯
同

二
十
三
度

同
漢

同
漢

金
趙
知
微
厯

二
十
二
度

同
漢

同
漢

元
授
時
厯

二
十
三
度
四
十

七
分

六
度
九
十

分

十
一
度
一
十

二
分

此

據

至

元

十

七

年

日

躔

所

定

上

考

下

求

用

增

減

歲

餘

周

天

之

分

以

求

歲

差

卽

得

其

年

黄

道

本

度

明

大

統

厯

不

知

此

法

所

以

有

差

非

授

時

本

法

之

失

西
厯
明
萬
厯

中
所
測

二
十
三
度
半
同

大
衍

七
度
同
永

元

十
一
度
同
永

元

此

據

萬

厯

甲

辰

所

定

其

數

畧

同

漢

唐

然

西

厯

以

三

百

六

十

整

度

立

算

減

去

五

度

四

之

一

暗

加

于

各

度

之

中

西

厯

一

度

爲

古

法

一

度

有

奇

故

不

同

也

至

西

厯

黄

道

别

有

南

北

兩

極

各

距

赤

道

極

二

十

三

度

半

其

分

周

天

黄

道

度

與

其

辰

次

皆

從

黄

極

爲

心

是

與

赤

道

竟

意

有

斜

直

之

差

與

元

史

囘

囘

法

合

非

僅

如

古

厯

黄

赤

道

殊

濶

狹

而

已

史
載
古
占
附

漢
武
帝
元
鼎
中
熒
惑
守
南
斗
南
斗
越
分
也
其
後
越
相
吕
嘉
亂
越

越
以
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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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順
帝
永
和
四
年
七
月
壬
午
熒
惑
入
南
斗
犯
第
三
星
五
年
九
江

丹
陽
賊
周
生
馬
勉
等
攻
沒
州
縣

吳
主
亮
五
鳳
元
年
十
一
月
白
氣
出
南
斗
側
廣
數
丈
長
竟
天
王
肅

曰
此

尤
旗
也
東
南
其
有
亂
乎
二
年
正
月
彗
星
出
吳
楚
分
西

北
竟
天
次
年
吳
改
元
太
平
九
月
壬
辰
太
白
犯
南
斗
太
平
三
年

孫
琳
廢
亮

晉
哀
帝
興
寧
元
年
十
月
丙
戌
月
掩
太
白
在
須
女
占
曰
災
在
揚
州

孝
武
帝
大
元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癸
丑
太
白
犯
歲
星
在
斗
占
曰
爲

亂
饑
斗
吳
越
分
後
二
年
王
恭
等
舉
兵
朝
廷
戮
之
連
年
水
旱
饑

梁
武
帝
天
監
元
年
八
月
壬
寅
熒
惑
守
南
斗
占
曰
吳
越
有
憂
是
歲

大
旱
米
斗
五
千
人
多
饑
死

唐
代
宗
大
厯
十
年
正
月
甲
寅
歲
星
熒
惑
合
于
南
斗
占
曰
饑
旱
吳

越
分
也
一
曰
不
可
用
兵

德
宗
貞
元
十
九
年
三
月
熒
惑
入
南
斗
色
如
血
斗
吳
越
分
色
如

血
者
旱
祥
也

憲
宗
元
和
十
五
年
八
月
己
卯
月
掩
牽
牛
吳
越
分
也

昭
宗
光
化
三
年
十
月
太
白
鎭
星
合
于
南
斗
占
曰
吳
越
有
兵

明
萬
厯
五
年

尤
旗
入
南
斗
占
曰
吳
越
水
本
年
八
月
吳
越
大
水

八
年
尤
甚
本
府
南
陵
縣
被
害
尤
劇
見

南

陵

志

右

自

漢

以

降

史

所

記

七

曜

凌

犯

星

氣

在

斗

牛

女

者

繁

不

勝

書

今

錄

數

條

以

與

分

野

之

說

相

發

明

也

左

氏

曰

越

得

歲

而

吳

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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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之

漢

書

亦

以

吳

地

爲

斗

分

越

地

爲

牛

女

分

而

今

詳

徵

諸

史

有

以

斗

言

越

牛

言

吳

越

或

斗

牛

女

合

言

吳

越

揚

州

未

嘗

執

一

也

一

夫

悲

怒

霜

飛

虹

貫

况

一

郡

乎

或

欲

某

一

度

定

爲

一

郡

之

分

而

餘

無

所

與

非

通

論

矣

星
紀
斗
牛
女
外
仍
有
占
吳
越
分
野
之
法
附
錄
如
後

史
記
天
官
書
吳
楚
之
疆
候
在
熒
惑

此

以

五

星

言

分

野

也

熒

惑

火

精

故

南

國

以

爲

候

又
曰
占
爲
鳥
衡

此

以

四

七

宿

言

分

野

也

鳥

者

南

官

七

宿

東

井

輿

鬼

爲

鶉

首

鬼

又

爲

天

目

柳

爲

味

七

星

爲

頸

張

爲

嗉

翼

爲

羽

翮

軫

爲

鶉

尾

合

之

象

朱

鳥

也

衡

者

太

微

三

光

之

庭

鳥

與

衡

同

在

南

宫

故

亦

占

南

國

後
漢
天
文
志
玉
衡
斗
七
星
也
第
六
星
主
揚
州
常
以
五
已
日
候
之

辛
巳
日
爲
丹
陽

晉
書
天
文
志
北
斗
七
星
一
主
秦
二
主
楚
三
主
梁
四
主
吳
五
主
燕

六
主
趙
七
主
齊
隋

志

述

石

氏

亦

同

宋
史
天
文
志
北
斗
第
四
星
曰
權
星
其
分
爲
吳
漢
志
主
荆
州
第
六

星
曰
闓
陽
其
分
爲
趙
漢
志
主
揚
州

此

以

北

斗

言

分

野

也

王

官

二

十

八

舍

主

十

二

州

斗

乘

兼

之

所

從

來

遠

矣

班

志

亦

云

隋
書
天
文
志
五
車
五
帝
座
也
西
北
大
星
主
秦
次
東
北
星
主
燕
趙

次
東
星
主
魯
衛
次
東
南
星
主
楚
次
西
南
星
主
魏
五
星
有
變
皆

以
其
所
主
占
之
晉

志

同

此

以

五

車

星

分

配

五

房

則

言

楚

者

吳

越

在

其

中

隋
書
天
文
志
九
坎
東
列
星
北
一
星
曰
齊
齊
北
二
星
曰
趙
趙
北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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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星
曰
鄭
鄭
北
一
星
曰
越
越
東
二
星
曰
周
周
東
南
北
列
二
星
曰

秦
秦
南
二
星
曰
代
代
西
一
星
曰
晉
晉
北
一
星
曰
韓
韓
北
一
星

曰
魏
魏
西
一
星
曰
楚
楚
南
一
星
曰
燕
其
星
有
變
各
以
其
國
占

之
宋
史
天
文
志
十
二
國
十
六
星
在
牛
女
南
近
九
坎
各
分
土
居
列
國

之
象
位
次
畧
同
隋
志
又
引
陶
隱
居
云
越
一
星
在
婺
女
南

此

並

舉

楚

越

而

不

言

吳

則

吳

越

同

占

宋
史
天
文
志
天
市
垣
二
十
二
星
象
天
王
在
上
諸
候
朝
王
王
出
臯

門
大
朝
會
西
方
諸
候
在
應
門
左
東
方
諸
侯
在
應
門
右
其
東
藩

第
六
星
曰
吳
越

以

上

三

者

皆

以

中

外

官

星

言

分

野

也

五

車

天

市

在

列

宿

北

古

謂

之

中

官

十

二

國

星

在

列

宿

南

古

謂

之

外

官

史
記
天
官
書
曰
加
以
日
時
用
命
其
國
又
曰
丙
丁
江
淮
海
岱
也

前

漢

天

文

志

同

漢
志
又
云
丙
楚
戍
吳
越

此

又

以

時

日

支

千

言

分

野

也

以
上
仍
前
志
康
熙
十
二
年
纂
修
時
所
博
考
而
詳
列
之
者
也

今
亦
不
必
更
爲
增
損
但
於
其
中
有
當
分
别
者
謹
爲
之
說
於

左
一
諸
家
分
野
之
說
有
以
十
二
次
言
者
星
紀
吳
越
之
類
是
也
有

以
二
十
八
宿
言
者
斗
江
湖
牵
牛
婺
女
揚
州
之
類
是
也
然
以
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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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言
斗
牛
女
當
雲
漢
下
流
終
古
不
變
而
吳
越
當
長
江
末
流
亦
終

古
不
變
其
於
配
合
之
象
協
應
之
理
固
無
可
疑
若
以
次
言
則
星

有
歲
差
宫
有
動
移
周
簡
王
丁
亥
冬
至
日
在
斗
二
十
三
度
帝

堯

元

年

甲

辰

冬

至

日

躔

虛

七

度

夏

不

降

乙

未

日

躔

女

十

一

度

商

武

乙

丙

寅

日

躔

牛

七

度

至

是

始

躔

斗

度

大
雪
日
在
斗

八
度
故
以
斗
八
度
至
女
八
度
爲
星
紀
古

厯

以

大

雪

日

躔

之

度

爲

星

紀

初

度

而
斗

牛
女
之
度
多
在
星
紀
左

氏

言

斗

牛

分

者

多

曰

星

紀

以

此

若
唐
堯
甲
辰
冬
至
日

在
虛
七
度
大
雪
日
在
女
三
度
則
以
女
三
度
至
危
十
三
度
爲
星

紀
而
虛
危
之
度
在
星
紀
斗
牛
之
度
在
析
木
矣
如
以
析
木
爲
燕

星
紀
爲
吳
越
不
將
以
斗
牛
爲
燕
虛
危
爲
吳
越
乎
至
明
嘉
靖
間

冬
至
日
在
箕
三
度
大
雪
日
在
尾
六
度
則
又
以
尾
六
度
至
斗
九

度
爲
星
紀
而
尾
箕
之
度
在
星
紀
牛
女
之
度
在
元
枵
矣
如
以
元

枵
爲
齊
星
紀
爲
吳
越
不
又
將
以
牛
女
爲
齊
尾
箕
爲
吳
越
乎
是

知
以
宿
言
者
是
而
以
次
言
者
非
也

一
禹
貢
淮
海
爲
揚
州
受
長
江
下
流
而
彭
蠡
震
澤
二
大
湖
瀦
焉

范
蠡
又
言
吳
越
爭
三
江
五
湖
之
利
是
江
湖
卽
揚
州
地
也
故
天

官
書
曰
斗
江
湖
牽
牛
婺
女
揚
州
乃
用
互
文
犹
言
斗
牛
女
揚
州

耳
非
以
江
湖
揚
州
爲
兩
地
而
斗
與
牛
女
分
屬
之
也
然
斗
與
牛

女
自
有
當
分
屬
者
蓋
斗
穿
雲
漢
而
吳
跨
長
江
故
斗
當
屬
吳
牛

女
稍
離
於
雲
漢
而
越
稍
遠
於
長
江
故
牛
女
當
屬
越
左
氏
謂
越

得
歲
而
吳
伐
之
必
受
其
凶
見

昭

三

十

二

年

此
時
必
歲
在
牛
女
而
不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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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斗
也
不
然
越
得
歲
吳
亦
得
歲
何
以
言
吳
受
其
凶
乎
然
則
今
之

江
南
浙
西
諸
郡
屬
吳
當
占
斗
其
浙
東
諸
郡
屬
越
當
占
牛
女
明

矣一
南
斗
主
吳
以
魁
杓
六
星
與
其
所
占
之
度
總
爲
吳
分
耳
若
石

申
以
第
三
星
主
丹
陽
第
六
星
主
九
江
則
漢
順
帝
永
和
四
年
七

月
熒
惑
入
南
斗
犯
第
三
星
其
應
當
止
在
丹
陽
而
九
江
何
以
亦

有
攻
沒
州
縣
之
賊
乎
此
分
星
之
不
確
也
唐
李
淳
風
撰
晉
天
文

志
又
以
斗
十
六
度
入
丹
陽
夫
一
斗
宿
耳
而
必
剖
此
度
入
丹
陽

則
又
必
剖
此
度
之
某
分
秒
入
丹
陽
之
某
邑
不
旣

乎
且
左
氏

以
心
爲
宋
星
於
晉
爲
梁
國
睢
陽
等
縣
而
淳
風
以
淮
陽
一
郡
楚

魯
二
國
當
之
參
爲
晉
星
於
晉
爲
河
東
河
内
等
郡
而
淳
風
以
益

州
一
州
巴
蜀
漢
中
等
郡
當
之
則
於
星
工
亦
大
失
契
勘
矣
其
所

分
者
豈
足
據
乎
此
分
度
之
不
確
也
又
南
斗
之
分
實
占
江
南
浙

西
江
西
廣
東
諸
省
廣
東
卽
漢
之
南
越
國
漢

武

帝

時

熒

惑

守

斗

其

後

越

遂

亡

故

天

官

書

日

越

之

亡

熒

惑

守

斗

此

越

是

南

越

乃

秦

南

海

郡

尉

趙

佗

之

後

南

海

卽

今

之

廣

東

省

是

廣

東

亦

斗

分

也

而
申
與

淳
風
皆
未
及
則
已
疏
矣
又
申
以
斗
第
二
星
主
會
稽
而
淳
風
以

牛
第
一
度
入
會
稽
將
以
何
者
爲
是
耶

一
熒
惑
火
精
鳥
衡
南
象
謂
吳
楚
候
之
於
理
似
可
通
然
實
不
確

蓋
熒
惑
天
之
罰
星
其
所
守
犯
之
野
則
有
兵
戎

旱
之
災
而
且

周
流
到
舍
變
動
不
居
非
若
列
宿
之
靜
守
一
方
專
應
一
隅
是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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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事
不
主
地
也
鳥
衡
者
鳥
卽
井
鬼
等
宿
衡
乃
太
微
三
光
之
庭
井

鬼
等
宿
旣
分
屬
秦
蜀
周
楚
之
野
矣
井

鬼

秦

蜀

也

柳

星

張

周

也

翼

軫

楚

也

而
太
微

乃
朝
廷
之
位
太

微

垣

帝

座

居

中

郎

位

虎

賁

居

左

右

幸

臣

從

官

居

後

左

右

執

法

居

前

皆

朝

廷

之

象

非
列

國
之
墟
也
何
以
言
吳
楚
之
占
爲
熒
惑
鳥
衡
亦
可
見
其
爲
臆
說

矣一
北
斗
七
星
亦
有
分
野
之
說
然
後
漢
志
以
第
六
星
主
揚
州
而

晉
隋
宋
三
志
又
以
第
四
星
主
吳
占
者
將
何
所
適
從
况
一
行
謂

雲
漢
地
紀
北
斗
天
綱
是
北
斗
當
以
綱
紀
占
而
不
當
以
分
野
占

矣
故
春
秋
文
公
十
四
年
孛
入
北
斗
而
叔
服
謂
應
在
宋
齊
晉
以

宋
爲
先
代
之
後
齊
晉
爲
天
子
方
伯
乃
列
國
綱
紀
也
若
以
分
野

占
則
斗
魁
四
星
乃
秦
楚
梁
吳
之
分
何
以
秦
楚
梁
吳
無
應
而
應

偏
在
宋
齊
晉
至
五
車
五
星
九
坎
東
十
六
星
天
市
垣
二
十
二
星

一
有
變
異
各
以
國
占
史
雖
有
其
文
而
未
言
其
騐
則
亦
猶
之
北

斗
耳
唐

高

宗

戊

辰

四

月

書

彗

星

見

於

五

車

漢

章

帝

丙

子

八

月

桓

帝

丁

亥

八

月

史

皆

書

有

星

孛

於

天

市

然

俱

不

以

分

野

應

若
時
日
支
千
之
占
尤
覺
杳
渺
難
憑

一
寧
郡
故
吳
地
也
吳
東
濱
海
而
西
界
楚
左
傳
襄
公
三
年
楚
伐

吳
克
鳩
兹
定
公
二
年
楚
伐
吳
師
於
豫
章
豫
章
今
之
江
西
省
在

寧
與
池
之
西
南
鳩
兹
今
之
蕪
湖
縣
在
寧
之
西
北
而
皆
屬
吳
則

寧
之
爲
吳
地
審
矣
然
元
王
三
年
吳
亡
屬
越
顯
王
三
十
五
年
越

亡
屬
楚
故
後
世
言
分
野
者
或
吳
越
並
言
或
言
越
不
及
吳
又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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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
言
楚
不
及
吳
越
皆
於
理
無
害
但
以
斗
牛
女
三
星
占
則
載
於
前

史
者
班
班
可
考
而
以
熒
惑
鳥
衡
及
北
斗
五
車
等
星
占
則
於
前

史
不
稍
槪
見
亦
可
知
中
外
宫
星
之
不
必
以
分
野
言
矣
郡
治
緯

度
在
赤
道
北
三
十
一
度
宣

治

附

郭

與

郡

同

下

經

度

亦

然

故
見
北
極
出
地
上
三

十
一
度
而
南
極
入
地
下
三
十
一
度
南
邑
畧
同
涇
寧
則
稍
南
旌

太
又
稍
南
皆
在
赤
道
北
三
十
度
有
奇
其
經
度
則
郡
治
直
京
師

東
一
度
直
省
城
西
不
及
半
度
而
旌
次
之
寧
則
稍
東
太
涇
南
則

稍
西
要
皆
在
京
師
之
東
省
城
之
西
耳
若
其
分
野
則
皆
當
於
斗

候
之
也
抑
分
野
之
說
昉
於
周
禮
保
章
氏
職
云
以
星
土
辨
九
州

之
地
所
封
封
域
皆
有
分
星
以
觀
妖
祥
以
十
有
二
歲
之
相
觀
天

下
之
妖
祥
以
五
雲
之
物
辨
吉
凶
水
旱
降
豐
荒
之
祲
象
而
其
末

曰
以
詔
救
政
訪
序
事
則
古
之
言
分
野
者
凡
以
爲
國
爲
民
且
古

者
王
室
旣
有
保
章
而
列
國
又
各
有
星
官
如
魯
梓
愼
鄭
禆
竈
宋

子
韋
之

當
是
時
國
重
其
司
人
精
其
學
故
凡
大
災
兵

之
憂

水
溢
旱
亁
之
患
皆
能
未
至
而
知
之
先
時
而
備
之
如

左

傳

襄

九

年

宋

災

之

此
見
先
王
道
術
之
實
用
也
今
州
郡
旣
無
星
官
觀
臺
不
設
儀
器

不
具
測
候
不
講
雖
乾
象
示
警
無
自
知
之
奚
由
而
備
則
夫
爲
保

章
氏
者
其
責
不
尤
詳
且
重
乎

以
上
並
乾
隆
府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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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
俗

十
二

寧
國
府
志
卷
九

風
俗

揚
州
厥
性
輕
揚
南
方
之
强
寛
柔
以
教
不
報
無
道
吳
楚
士
以
文

辭
顯
巧
而
少
信
俗
敬
巫
鬼
重
淫
祀
民
亡
積
聚
飲
食
還
給
雖
無

千
金
之
家
亦
不
凍
餒
吳
粤
俗
好
劍
輕
死
易
發
多
女
而
少
男
永

嘉
已
後
衣
冠
違
難
萃
於
江
左
藝
文
爲
盛
閭

賦

力
役
之
際

吟
咏
不
輟
有
顏
謝
徐
庾
之
遺
風
此
皆
槪
舉
南
方
風
俗
媺
惡
葢

兼
之
矣
今
府
境
居
揚
十
一
風
聲
習
氣
猶
有
可
騐
其
近
古
者
民

趍
於
本
而
不
鬪
訟
懷
土
重
遷
自
謝
元
暉
已
有
荒
階
少
諍
辭
之

語
至
本
朝
黄
太
史
庭
堅
又
嘉
其
圩
戸
之
豐
庭
訟
之
簡
指
爲
樂

郊
而
播
於
篇
什
矧
今
日
比
近
京
浙
戸
繁
丁
夥
視
昔
加
倍
而
歲

斷
獄
止
十
數
官
文
書
日
月
稀
省
爲
長
民
者
亦

其
無
事
而
易

治
也
其
進
於
庻
富
而
教
之
斯
有
漸
矣
嘉

定

宣

城

志

漢
書
云
丹
陽
郡
本
屬
揚
州
吳
地
斗
分
野
也
其
人
巧
而
少
信
多

女
而
少
男
江
南

濕
丈
夫
多
夭
大
扺
人
性
風
俗
與
兩
浙
相

太

平

寰

宇

記

川
澤
沃
衍
有
海
陸
之
饒
其
人
君
子
尚
禮
庸
庻
敦
龎
故
風
俗
澄

淸
而
道
教
隆
治
亦
其
風
氣
所
尚
也
隋

地

理

志

三
朝
地
理
志
云
川
原
沃
衍
有
水
物
之
饒
自
鼎
國
並
建
永
嘉
東

遷
衣
冠
違
難
多
所
萃
止
唐
末
楊
氏
㨿
其
地
頗
有
文
物
國
初
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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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
平
班
布
憲
度
而
茗
荈
冶
鑄
金
帛
秔
稻
之
利
歲
給
縣
官
用
度
葢

半
天
下
之
入
焉
其
俗
性
悍
而
急

祭
不
中
禮
郡

縣

志

民
安
俗
阜

唐

盧

肇

新

興

寺

其

土

樂

其

民

安

其

俗

阜

淸
凉
高
爽
韓

愈

與

崔

羣

書

宣

州

雖

稱

淸

凉

髙

爽

然

皆

大

江

之

南

風

土

不

並

以

北

舟
車
繁
會
之
鄕
唐

尉

遲

樞

新

安

院

記

陵

陽

古

稱

名

邦

今

日

爲

最

雄

乃

舟

車

繁

會

之

鄕

風

俗

和

之境

土
廣
人
庻
白

居

易

制

陵

陽

奥

壌

土

廣

人

庻

方

輿

勝

覧

陵
陽
奥
壌
土
廣
人
庻
其
地
有
險
所
寄
非
輕
唐

白

居

易

除

范

傳

正

制

地
產
氣
序
之
平

江
漢
岡
巒
之
襟
帶
唐

陳

勢

大

寧

塔

記

阻
以
重
山
縁
以
大
江
其
俗
佻
而
侈
其
人
勁
而
悍
有
裴
耀
卿
者

爲
刺
史
端
本
重
學
宣
人
始
服
化
矣
唐

陳

簡

甫

良

吏

記

阻
山
帶
江
顏
謝
流
風
玉

海

東
南
自
古
非
用
武
之
地
大
率
民
俗
阜
安
不
樂
攻
剽
號
爲
淳
而

易
治
宋

周

紫

芝

移

建

縣

治

記

風
物
繁
華
之
地
舟
車
輳
集
之
鄕
衣
冠
文
物
之
域
宋

嘉

定

志

溪
山
之
秀
爲
諸
邑
冠
風
習
近
厚
諜
訴
頗
稀
賦
入
以
時
帑
廪
充

實
來
治
者
安
其
民
淳
事
簡
主

簿

㕔

記

地
廣
而
僻
民
質
而
文
元

梅

震

記

古
稱
江
南
之
氣
勁

民
性
輕
揚
而
尚
鬼
好
祀
宣
亦
江
南
之
一

區
永
嘉
之
後
衣
冠
避
難
多
萃
江
左
藝
文
儒
術
斯
之
爲
盛
雖
閭

賤
役
吟
咏
不
輟
葢
亦
因
顏
謝
徐
庾
之
風
焉

民
習
耕
稼
尚
貨
利
士
習
衣
冠
禮
樂
而
民
質
僞
相
間
囂
訟
生
焉



ZhongYi

寧
國
府
志

卷
九
輿
地
志

風
俗

十
四

士
或
好

惡
勞
怠
於
問
學
在
昔
庾
范
江
謝
顏
杜
張
晏
諸
公
政

先
化

士
習
丕
變
以
故
啟
吳
梅
魏
貢
之
相
業
文
章
聲
昭
於
時

迨
後
富
則
輕
視
儒
雅
貧
則
不
崇
信
義
謝
元
暉
所
云
荒
階
少
諍

辭
今
不
復
覯
矣
並

明

劉

槃

成

化

志

俗
務
耕
織
薄
商
販
奢
儉
相
當
脩
禮
教
而
嗜
鬪
喜
訟
亦
徃
徃
爲

有
司
病
李

黙

嘉

靖

志

以

上

寧

國

府

宣
城
三
面
皆
山
惟
北
爲
水
鄕
民
生
其
間
質
性
不
齊
大
率
瘠
土

之
民
剛
而
尚
質
沃
土
之
民

而
好

市
㕓
之
民
佻
而
善
誑
其

居
使
然
也
至
務
耕
織
薄
商
販
嚴
别
男
女
市
無
笄
黛
士
人
脩
絃

誦
明
道
術
雅
重
氣
節
民
懼
憲
章
不
輕
犯
有
司
是
則
畧
同
舊
所

云
嗜
鬪
喜
訟
至
以
荒
堦
少
諍
詞
爲
未
然
者
毋
亦
未
察
風
草
之

義
歟
萬

歴

志

人
物
富
饒
風
俗
樸
雅
徐

瓊

建

縣

記

金
陵
上
游
山
環
而
風
萃
水
曲
而
氣
結
是
以
士
多
四
方
之
志
而

民
鮮
百
里
之
游
擁
沃
饒
以
爲
利
侈
露
積
以
爲
富
挟
膏
腴
以
傲

刀
錐
城
肇
自
晉
咸
和
間
民
俗
敦
樸
尚
里
居
不
樂
㕓
市
閲
城
宅

著
姓
無
幾
惟
城
東
越
虹
橋
夹
宛
句
濱
水
而
居
多
巨
室
大
賈
卽

土
人
亦
僑
寓
焉
生
齒
之
繁
息
泉
貨
之
殷
甚
物
產
之
滋
殖
棟
宇

之
輪
奐
甲
於
一
城
獨
稱
豐
里
朱

大

器

保

豊

臺

記

產
多
美
材
飲
食
諸
物
所
以
利
用
厚
生
者
不
他
求
而
足
故
秀
民



ZhongYi

寧
國
府
志

卷
九
輿
地
志

風
俗

十
五

說
詩
書
好
禮
義
閭
巷
田
塘
之
氓
悉
有
以
自
資
而
無
慕
於
外
王文

端

直

府

治

記

自
東
郭
鄒
公
南
野
歐
陽
公
緒
山
錢
君
龍
溪
王
君
或
留
都
蒞
官

或
水
西
締
會
三
十
餘
年
人
士
景
附
志
學
之
會
彬
彬
乎
跂
伊
洛

之
風
綿
鄒
魯
之
緖
矣
明

李

春

芳

志

學

書

院

記

山
川
秀
麗
風
氣
淸
淑
士
生
其
間
瓌
奇
雄
偉
明
經
脩
行
習
文
藝

於
學
校
明

黄

宗

戴

府

學

題

名

記

士
俊
民
秀
哲
賢
著
蹟
明

尹

臺

文

昌

閣

志

力
耕
織
薄
商
販
敦
儉
樸
褆
德
教
不
侵
然
諾
砥
礪
亷
隅
尊
慕
儒

術
雅
尚
詩
書
所
可
愕
者
詭
習
慧
訛
黔
首
嚚
豪
小
則
睚
眦
袵
怨

大
則
狠
黠
桀
驁
親
死
不
塟
委
暴
蓬
蒿
徼
冥
竊
福
訟
諜
日
號
工部

尚

書

雷

禮

敬

亭

山

賦

宣
俗
和

爲
多
民
懷
土
無
輕
去
鄕
不
習
工
賈
鮮
葢
藏
大
夫
士

多
文
弱
嘉
隆
後
雖
膴
仕
槖
不
盈
萬
恥
持
籌
無
兼
併
子
衿
無
睥

睨
官
吏
君
子
善
吟
市
人
善
謡
東
鄕
舊
稱
善
俗
其
細
巳
甚
猶
是

近
古
之
遺
焉
康

熙

志

風
敦
俗
美
惜
寸
土
以
藝
桑
麻
士
愿
甿
貧
際
暇
日
而
横
經
耒
沈泌

謝

公

亭

記

山
水
奇
秀
冠
於
東
南
風
流
文
采
卓
卓
可
紀
者
代
有
其
人
佟

賦

偉

宛

陵

課

藝

序



ZhongYi

寧
國
府
志

卷
九
輿
地
志

風
俗

十
六

宣
城
自
古
爲
郡
治
所
山
水
淸
勝
六
朝
文
物
萃
於
首
邑
徃
徃
有

江
謝
徐
庾
之
餘
風
故
其
君
子
善
吟
其
市
人
善
謡
雖
闤
闠
之
庭

率
張
書
畫
春
華
秋
實
不
無
難
兼
而
衣
冠
之
族

安
雅
好
禮
舊

志
謂
嗜
鬪
喜
訟
以
荒
堦
少
諍
詞
爲
未
然
者
乃
明
成
化
初
志
萬

歴
志
中
已
言
懼
憲
章
不
輕
犯
有
司
在
今
更
易
治
矣
二

樓

記

畧

以

上

宣

城

庻
民
囂
豪
風
俗
詭
浮
唐

韋

瓘

南

陵

大

農

陂

記

山
水
淸
勝
民
俗
敦
樸
自
昔
多
秀
民
明

楊

溥

南

陵

進

士

題

名

記

土
地
肥
饒
民
勤
稼
穡
婦
女
惟
執
麻
枲
鮮
治
絲
繭
然
河
通
大
江

商
賈
以
貨
利
相
尚
士
則
詩
書
頗
習
而
人
物
間
出
如
晉
何
萬
倫

唐
楊
景
宋
徐
元
功
軰
歴
有
可
徴
舊

縣

志

縣
當
孔
道
馳
傳
旁
午
姦
宄
時
發
訟
牒
紏
紛
剽
略
山
谷
脅
持
官

吏
者
大
抵
皆
涇
南
人
多
嘉

靖

志

序

民
間
習
俗
淳
樸
節
儉
佃
農
之
家
務
本
抑
末
澹
於
自
奉
士
好
學

問
婦
女
恥
踰
閨
闥
大
較
美
矣
萬

歴

縣

志

序

南
陵
水
十
之
六
山
得
十
四
北
通
大
江
西
阻
崇
阜
姦
宄
孽
窟
其

間
時
時
竊
發
頗
爲
化
梗
其
民
勤
樹
藝
早
歛
穫
亦
鮮
商
賈
士
修

文
業
恬
於
勢
利
故
嘗
以
訟
牒
糾
紛
脅
持
官
府
見
爲
民
病
邇
且

和

易
治
非
復
昔
之

矣
萬

歴

志

士
修
德
學
民
知
節
儉
河
道
淤
而
商
賈
寡
民
知
務
本
嗇
於
自
奉

婦
女
恥
出
門
戸
此
其
近
美
者
然
尚
氣
好
訟
子
壯
出
分
婚
嫁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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寧
國
府
志

卷
九
輿
地
志

風
俗

十
七

財
媚
神
徼
福
之
習
則
今
猶
存
焉
邑

舊

志

序

本
縣
風
俗
大
都
儉
僕
其

也
嗜
利
忘
義
顧
小
失
大
至
若
好
氣

尚
訟
止
是
一
朝
之
忿
氣
平
帖
耳
而
服
士
風
樸
茂
多
株
守
鮮
志

四
方
記
云
國
奢
示
之
以
儉
國
儉
示
之
以
禮
語
云
論
人
於
燕
趙

不
當
取
其
慷
慨
而
當
取
其
深
沉
然
則
此
中
所
重
葢
可
知
矣
續修

邑

志

序南
陵
地
衝
多
沃
野
明
初
飬
馬
爲
患
後
罷
役
得
息
肩
舊
志
稱
姦

宄
窟
穴
訟
牒
紛
詰
絃
誦
希
聞
徴
之
於
今
並
非
篤
論
殆
其
善
變

也
康

熙

志

陵
俗
有
美
有
惡
如
前
志
所
載
大
略
可
觀
數
十
年
來
漸
多
蒸
變

雖
有
習
尚
儉
嗇
而
閭
里
時
有
慕
義
樂
施
之
風
民
奉
法
令
勤
輸

將
士
工
文
章
敦
實
行

國
朝
定
鼎
以
來
登
仕
版
者
接
武
此
其
效
也
但
喜
訟
侫
佛
利
已
忮
人

奸
徒
黠
役
相
縁
爲

徃
徃
有
之
習
俗
成
於
下
教
化
存
乎
上
司

風
紀
者
不
能
無
厚
望
焉
順

治

邑

志

南
陵
東
北
地
逶
迤
乎
遠
民
重
去
其
鄕
鮮
商
賈
西
南
崇
岡
絶
嶺

居
人
櫛
比
至
有
不
識
城
市
者
士
族
無
問
城
鄕
及
世
胄
寒
畯
並

閉
戸
倦
遊
謁
恥
奔
競
登
朝
列
者
率
持
風
采
鄕
曲
相
尚
一
惟
悃

愊
無
華
前
朝
各
社
大
興
陵
人
聲
援
絶
不
相
渉
也
今
治
經
史
工

舉
子
業
者
日
盛
文
風
蒸
變
實
鄕
先
進
之
功
若
舊
志
稱
縣
當
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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寧
國
府
志

卷
九
輿
地
志

風
俗

十
八

道
馳
傳
旁
午
奸
宄
時
發
訟
諜
糾
紛
自
當
分
别
良
莠
審
思
風
草

之
義
此
余
十
年
所
親
蒞
一
何
其
淳
龎
易
服
哉
二

樓

小

志

記

略

以

上

南

陵

涇
枕
山
帶
川
土
地
雖
少
平
曠
而
亦
肥
饒
男
勤
於
耕
女
勤
於
織

鮮
事
商
賈
尤
賤
工
作
成

化

志

涇
本
沃
土
五
材
具
興
其
人
性
機
慧
有
智
能
任
剛
使
氣
賢
者
範

礪
以
成
其
材
舍
是
則
桀
黠
傲
狠
訟
訐
之
風
他
邑
所
無
嘉

靖

志

明
初
新
離
兵
革
地
廣
人
稀
上
田
不
過
畝
一
金
人
尚
儉
朴
丈
夫

力
耕
稼
給
繇
役
衣
不
過
土
布
非
達
官
不
用
紵
絲
女
勤
紡
績
蠶

桑
居
室
無
大

事
高
廣
惟
式
成
化
宏
治
間
生
飬
日
久
輕
役
省

費
民
稱
滋
殖
此
後
漸
侈
田
或
畝
十
金
民
居
或
僭
倣
品
官
第
宅

男
子
衣
文
綉
女
子
服
五
綵
衣
珠
翠
餙
金
銀
務
華
靡
喜
誇
詐
好

剛
使
氣
有
徤
訟
告
訐
者
商
賈
亦
遠
出
他
境
嫁
娶
奢
靡
生
女
多

不
育
䘮
塟
用
佛
事
至
惑
於
風
水
暴
露
經
年
或
縻
費
以
塟
而
於

親
壠
歲
時
祭
祀
間
多
闕
然
習
隨
時
異
而
莫
之
知
也
嘉

靖

縣

志

涇
縁
江
帶
河
在
萬
山
中
其
地
可
耕
漁
又
有
銀
鐵
銅

魚
米
菓

蓏
之
饒
非
大
水
旱
卽
不
至
亁
溢
其
君
子
好
義
知
恥
小
人
則
依

山
據
險
無
論
事
大
小
輙
告
訐
鈎
攝
最
稱
難
治
胡

巔

泉

記

當
東
南
山
水
之
區
田
高
溪
窪
幸
免
流
潦
間
值
無
陽
嗷
嗷
無
措

賑

經

圖

序

山
川
盤
錯
風
氣
攸
凝
賢
者
笵
礪
成
材
善
文
藝
科
第
稱
盛
薄
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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寧
國
府
志

卷
九
輿
地
志

風
俗

十
九

取
者
則
崇
嚮
正
學
修
飭
名
檢
徃
徃
可
觀
至
桀
黠
勁
悍
喜
爲
訐

或
剽
掠
山
谷
爲
有
司
病
者
抑
不
能
無
爾
萬

歴

志

涇
士
好
學
問
攻
文
辭
科
第
代
不
乏
人
嘉
隆
間
衣
冠
士
宦
項
背

相
望
立
會
於
水
西
講
明
聖
學
郡
守
羅
近
溪
曁
名
儒
鄒
東
廓
王

龍
溪
錢
緒
山
先
後
會
講
一
時
人
士
翕
然
駸
駸
有
伊
洛
之
風
續志

田
賦
高
下
墳
壚

赤
檿
絲
璣
組
之
巨
篠
簜
蟲
魚
之
細
莫
不
炳

炳
麟
麟
摹
符
禹
貢
地
大
物
豐
無
愧
名
區
曩
者
里
號
鳴
珂
家
藏

賜
帙
旣
已
嵩
華
文
苑
黼
黻
天
衣
而
名
臣
軰
出
敦
尚
風
節
徃
徃

貪
繩
蝉
蚓
肉
眎
虎
狼
疇
昔
淸
流
白
馬
之
禍
又
能
膺
滂
碎
首
于

黄
門
喬
固
暴
尸
于
北
寺
頃
來
雲
飛
紫
葢
水
躍
黄
龍
猶
有
挽
魯

陽
之
戈
灑
萇
宏
之
血
者
眞
足
亷
頑
立
懦
弁
冕
百
城
矣
順

治

志

涇
人
尚
氣
發
公
憤
舊
稱
訐
持
官
吏
多
涇
南
人
頃
頗
易
治
葢
武

健
嚴
酷
雷
霆
所
摧
折
也
吏
稍
循
謹
争
父
母
奉
之
至
坐
事
失
職

猶
踵
相
饋
餉
水
火
之
餘
民
易
見
德
矣
康

熙

志

涇
舊
家
多
聚
族
邨
落
貴
土
著
故
市
絶
浮
商
亦
不
願
貫
他
籍
或

任
氣
賢
者
憤
公
義
不
賢
者
勇
私
鬪
視
所
用
之
豈
其
剛
之
過
耶

明
時
科
第
之
盛
與
宣
埒
講
學
亦
相
應
和
至
今
民
間
無
少
長
禮

讀
書
士
皆
加
于
人
一
等
眞
美
俗
也
二

樓

志

涇
介
宣
陵
旌
太
間
地
方
百
里
語
言
異
響
謬
殊
悖
反
城

以

雷

爲

來

西

南

以

來

爲

雷

之

城
饒
宫
羽
入
弱
鄰
上
如

屋

覺

近

尾

假

之

東
多
商
角
入
激
且
沈



ZhongYi

寧
國
府
志

卷
九
輿
地
志

風
俗

二
十

入

聲

沈

捺

太

低

北
角
重
宮
微
徴
羽
隱
商
西
南
角
帶
變
羽
商
韻
不
張
如蕭

肴

豪

近

尤

之

大
都
喉
齶
易
乎
舌
位
唇
齒
混
乎

調
土
音
詰
屈
鄕
别

村
殊
矣
宛

陵

風

土

記

郡
志
稱
山
民
强
勁
動
輙
拳
梃
相
加
及
就
質
長
吏
垂
首
破
產
不

爲
悔
涇
民
儉
嗇
獨
渉
訟
則
百
計
謀
勝
不
惜
傾
家
曩
時
長
吏
或

相
肥
瘠
爲
低
昂
近
來
有
司
多

竿
牘
絶
苞
苴
而
間
有
胥
役
猶

或
藉
神
叢
而
假
虎
威
懲
一
二
以
儆
其
餘
庻
幾
衰
止
乎
錢志

涇
邑
風
俗
諸
條
略
具
其
他
歲
時

節
鄕
里
卽
有
小
殊
不
煩
縷

述
惟
是
敝
俗
相
沿
大
端
有
三
曰
停
塟
曰
溺
女
曰
健
訟
禮
三
日

而
殯
三
月
而
塟
古
之
制
也
涇
俗
惑
於
形
家
之
說
妄
意
牛
眠
龍

耳
或
厝
停
堂
屋
或
暴
露
郊
原
累
月
經
年
弗
歸
抔
土
甚
至
槥
穿

胔
露
旁
觀
且
爲

目
爲
子
孫
者
能
無
泚
顙
乎
更
或
水
火
不
虞

尤
非
仁
人
所
忍
言
矣
父
子
之
恩
無
男
女
一
也
涇
俗
貴
男
賤
女

女
多
輙
不
舉
嗣
艱
者
冀
目
前
之
速
孕
資
乏
者
憂
異
日
之
贈
奩

乃
至
富
而
多
男
之
家
亦
復
相
習
爲
之
赤
子
入
井
雖
秦
越
視
之

猶
有
怵
惕
惻
隱
之
心
忍
自
推
其
子
使
之
入
井
乎
語
云

虎
猶

不
食
其
子
曽
人
也
而
是
可
忍
也
舊
邑
志
孫
副
使
序
曰
涇
民
剛

滿
而
競
往
往
鷸
蚌
結
於
睚
眦
聽
斷
所
及
訟
諜
麏
集
甚
至
濟
北

之
樹
汝
南
之
水
累
年
浃
歲
刺
刺
不
休
葢
其
風
使
然
大
率
一
人

險
健
則
主
文
佐
鬬
實
繁
有
徒
一
事
憤
争
則
蔓
引
株
連
糾

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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寧
國
府
志

卷
九
輿
地
志

風
俗

二
十
一

已
廢
時
破
産
舉
弗
遑
恤
其
頑
可
憎
其
愚
尤
可
憫
也

國
朝

濡
教
化
百
有
餘
年
涇
雖
僻
處
山
陬
士
習
民
風
亦
蒸
蒸
丕
變

矣
惟
兹
數
者
相
沿
未
改
是
在
賢
有
司
與
二
三
鄕
先
生
導
之
以

孝
慈
先
之
以
禮
讓
庻
幾

俗
可
更
耳
錢

以

上

志

涇

縣

寧
國
縣
山
川
秀
朗
土
地
肥
饒
民
性
僞
者
倍
於
善
人
業
農
桑
崇

儉
約
忠
良
節
義
代
有
其
入
後
世
稱
異
但
俗
之
美
惡
相
半
寧

國

縣

志

寧
國
爲
宣

邑
夫
子
轍
環
天
下
嘗
經
過
焉
故
其
風
聲
氣
習
尤

爲
淳
厚
詩
書
禮
義
之
教
千
萬
世
猶
一
日
也
同上

民
業
以
工
商
爲
末
利
以
耕
績
爲
務
本
居
城
列
肆
俱
徽
郡
之
人

在
鄕
營
生
多
江
右
之
客
是
以
土
產
繁
多
而
民
每
不
足
近
則
江

右
少
而
旌
邑
之
民
散
居
四
境
矣
寧

國

縣

志

寧
俗
冠
禮
不
行
婚
姻
競

物
嫁
資
多
煩
文
無
親
迎
禮
親
戚
不

甚
徃
來
而
餽
遺
則
厚
寧

國

縣

志

親
䘮
倩
釋
道
作
供
齋
轉
七
舉
家
素
食
及
塟
鼓
樂
道
其
輀
車
結

綵
亭
演
故
事
以
爲
美
觀
親
戚
送
者
皆
備

旗
又
多
卜
塟
地
或

年
月
不
吉
至
十
餘
年
而
不
塟
其
親
或
争
風
水
至
兄
弟
不
睦
破

家
成
訟
此
習
俗
之

今
士
大
夫
家
亦
有
變
其
習
者
矣
寧

國

縣

志

祭
禮
春
秋
二
祭
新
䘮
祭
皆
素
品
多
搜
山
林
野
菜
至
千
餘
種
親

戚
來
祭
用
葷
寧

國

縣

志

寧
之
俗
民
淳
士
樸
有
適
道
之
資
明

鄒

文

莊

守

益

縣

學
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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寧
國
府
志

卷
九
輿
地
志

風
俗

二
十
二

寧
環
山
以
爲
封
犁
鋤
火
耨
之
跡
交
于
其
間
山
之
利
幾
與
田
等

傖
人
浮
戸
葢
多
依
焉
民
旣
力
給
頗
怵
法
畏
吏
其
自
好
者
又
多

飭
亷
隅
尊
慕
儒
術
與
骫
治
者
異
矣
嘉

靖

志

雖
賢
哲
迭
生
而
小
民
黠
梗
不
習
禮
法
知

縣

范

鎬

記

寧
岡
巒
四
塞
風
氣
淳
龎
其
民
力
食
樂
生
故
稱
怵
法
畏
吏
自
好

者
多
飭
亷
隅
尊
慕
儒
術
雖
厚
重
少
文
亦
猶
有
古
之
風
焉
邇
者

文
華
冠
葢
則
稍
振
于
昔
矣
萬

歴

志

寧
大
僻
阻
饒
山
利
其
人
質
木
士
罕
交
逰
其
樸
近
淳
其
嗇
近
野

寧

國

縣

志

旌
德
在
深
山
窮
谷
之
間
風
聲
氣
習
争
尚
簡
樸
宋

徐

銳

學

記

旌
德
淳
古
易
治
民
相
安
於
無
事
宋

邵

康

學

記

旌
德
地
狭
山
多
縣
庭
簡
訟
宋

李

瞻

縣

學

記

旌
德
田
土
磽
确
農
無
葢
藏
宋

趙

必

法

平

糶

記

旌
德
田
價
畝
至
數
十
金
物
土
之
宜
盡
出
他
邑
故
民
多
儉
嗇
斤

斤
齗
齗
以
競
刀
錐
之
入
嘉

靖

志

旌
邑
崇
山
峻
嶺
舟
楫
阻
限
其
民
力
勤
稼
穡
或
雜
習
工
藝
以
贍

不
給
士
業
詩
書
敦
樸
茂
大
率
多
質
勝
文
者
誌
云
性
嗇
近
利
有

葛
屨
履
霜
之
風
不
其
然
乎
萬

歴

志

旌
德
山
壌
稽
其
地
山
陵
什
之
五
池
塘
什
之
一
溪
谷
流
水
什
之

一
村
邑
溪
道
什
之
一
山
田
什
之
三
良
田
什
之
一
民
居
一
里
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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寧
國
府
志

卷
九
輿
地
志

風
俗

二
十
三

烟
四
十
里
居
四
萬
烟
一
烟
八
口
十
烟
八
十
口
百
烟
八
百
口
千

烟
八
千
口
萬
烟
八
萬
口
以
四
萬
烟
通
計
約
三
十
二
萬
口
惡
田

良
田
十
餘
萬
畝
田
畝
歲
米
十
餘
萬
石
常
有
二
十
餘
萬
口
無
食

此
人
有
餘
而
土
不
勝
也
故
田
不
足
蓻
于
山
山
可
墾
畬
爲
田
民

食
朝
夕
饘
粥
不
補
于
飢
紅
女
終
歲
紡
績
不
免
于
寒
富
者
儉
以

持
家
無
重
味
兼
飱
之
奉
鮮
細
茵
厚
纊
之
服
宴
享
祭
祀
賓
客
往

來
止
於
成
禮
雖
俗
尚
纎
嗇
亦
地
土
之
所
産
財
力
不
足
以
供
也

萬

歴

志成
宏
以
前
人
心
甚
古
鄕
里
之
老
有
垂
白
不
識
縣
官
者
嘉
靖
以

後
漸
變
漸
靡
舍
本
而
務
末
於
是
百
工
技
藝
之
人
商
販
行
遊
之

徒
皆
衣
食
於
外
郡
逐
利
於
絶
徼
亦
其
勢
使
然
也
然
士
喜
立
亷

隅
恥
奔
競
務
實
學
儒
童
千
有
餘
人
彬
彬
文
物
埒
上
郡
矣
萬

歴

縣

志

旌
邑
地
瘠
山
髠
庻
土
與
穀
土
略
相
當
民
數
與
穀
數
不
相
凖
然

今
時
古
樸
之
風
易
而
文
明
食
甘
服
麗
歲
時
嘉
會
景
色
漸
漸
非

舊
矣
順

治

縣

志

旌
地
狭
山
多
田
土
磽
确
物
産
無
幾
故
富
者
商
而
貧
者
工
往
往

散
在
京
省
市
肆
閒
居
積
通
易
以
致
富
厚
其
秀
者
業
詩
書
文
武

科
第
與
前
朝
相
望
矣
或
山
勢
崚
嶒
風
氣
勁
而
好
勝
在
善
所
以

轉
之
耳
至
合
論
寧
俗
貴
男
賤
女
爲
貧
而
艱
食
女
多
輙
不
舉
特

其
市
無
笄
黛
婦
人
恥
出
閨
門
有
足
取
者
婚
姻
中
下
之
家
論
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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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九
輿
地
志

風
俗

二
十
四

其
居
䘮
受
弔
宴
賓
殊
多
糜
費
至
泥
堪
輿
家
言
浮
厝
親
柩
以
待

吉
地
者
祭
先
之
禮
豐
儉
疏
數
恒
戾
於
古
旌
亦
多
有
之
近
日
此

風
亦
稍
更
矣
二

樓

紀

畧

旌
民
多
義
氣
知
親
上
如
前
明
張
邑
侯
入
覲
以
庫
項
未
淸
不
得

行
民
輙
代
輸
虧
帑
有
義
民
記
見
藝
文
志
近
時
如
周
侯
紀
侯
皆

空
數
百
金
亦
民
間
捐
貲
代
納
至
如
均
徭
役
而
吏
省
追
呼
革

戸
首
而
糧
無
積
欠
歴
年
奏
銷
全
完
經
徴
官
屢
加
紀
録
册
載
昭

然
可
核
縣志

旌
雖
山
邑
人
烟
凑
集
城
鄕
皆
聚
族
而
居
近
來
生
齒
愈
繁
大
族

人
丁
至
有
萬
餘
其
次
不
下
數
千
卽
最
少
亦
三
二
百
人
男
婦
大

約
相
等
族
各
有
祠
每
春
冬
必
合
祭
以
相
聯
屬
姓
各
有
譜
凡
支

派
必
分
列
以
序
昭

故
皆
比
戸
可
稽
奸
僞
無
所
托
足
婚
姻
門

戸
相
當
皆
愛
惜
體
面
婦
女
知
重
名
節
以
再
醮
爲
恥
故
從
一
而

終
與
貞
烈
迭
著
貧
戸
男
女
幼
時
卽
令
學
習
工
藝
紡
績
從
無
僱

賣
作
婢
僕
者
視
他
處
差
强
人
意
同上

康
熙
己
丑
辛
丑
歲
飢
在
城
各
大
姓
捐
貲
赴
三
河
蕪
湖
買
米
運

旌
設
局
減
價
平
糶
民
頼
以
生
乾
隆
癸
亥
復
歲
歉
城
鄕
各
都
巨

族
又
俱
買
米
減
價
平
糶
邑
侯
蘇
一
圻
深
加
奬
勵
詳
報
上
憲
撰

文
勒

縣
門
之
西
各
都
圖
姓
名
具
載

中
十
三
年
戊
辰
又
米

價
騰
貴
每
石
值
三
兩
城
鄕
各
族
復
買
米
減
價
平
糶
秋
熟
始
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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輿
地
志

風
俗

二
十
五

且
大
族
復
多
建
置
社
倉
義
穀
倘
遇
歉
歲
有
備
無
患
略
倣
耿
壽

昌
朱
熹
之
遺
意
焉
同上

旌
俗
重
詩
書
勤
課
誦
延
請
名
師
以
訓
子
弟
修
儀
供
膳
極
忠
且

敬
更
設
立
會
文
聚
族
之
多
士
每
月
有
課
寒
暑
不
輟
課
藝
又
必

具
贄
請
正
於
名
宿
凡
城
鄕
大
姓
皆
然
同上

旌
邑
每
多
義
塜

埋
暴
露
骸
骨
或
一
人
輪
造
或
本
族
公
費
或

同
志
捐
助
有
呈
縣
舉
行
而
卷
案
可
稽
者
有
不
禀
有
司
而
自
爲

營
建
者
并
有
不
使
人
知
而
稱
爲
公
置
者
城
鄕
各
處
不
一
而
足

夫
澤
及
枯
骨
稱
自
西
伯
掩
骼
埋
胔
詳
於
月
令
旌
人
猶
得
其
遺

意
亦
見
樂
善
之
一
斑
云
同上

旌
邑
井
里
之
間
祈
年
報
社
每
歲
春
秋
競
舉
華
麗
相
尚
糜
費
樂

從
似
誠
敬
之
意
微
而
戯
豫
之
習
勝
近
來
人
心
厭
煩
就
簡
稍
知

禁
止
此
風
亦
可
漸
易
矣
同上

舊
志
稱
旌
邑
勇
於
私
鬪
健
於
訐
訟
葢
由
地
窄
人
稠
陰
陽
二
基

實
所
難
得
每
於
造
屋
造
墳
之
時
或
稱
稅
畝
未
淸
或
藉
界
址
相

連
或
假
售
主
分
業
種
種
嫌

鼠
牙
雀
角
在
所
不
免
然
地
方
公

正
老
成
之
人
實
力
排
觧
卽
可
釋
争
長
民
者
苟
能
諄
切
曉
諭
虚

公
研
審
是
非
曲
直
當
堂
立
判
亦
未
嘗
不
可
化
導
而
使
之
無
訟

也
同上

以

上

旌

德

邑
介
黄
山
山
峻
峭
少
屈
伏
水
出
麻
川
湍

不
可
回
折
其
鍾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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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九
輿
地
志

風
俗

二
十
六

人
小
人
則
好
剛
使
氣
喜
以
訟
勝
君
子
多
勁
直
自
遂
不
爲
不
義

屈
見

太

平

縣

志

崔

涯

衆

樂

亭

記

仙
源
在
萬
山
之
中
土
瘠
而
民
淳
冠
葢
文
繡
之
所
不
衝
大
賈
重

裝
之
所
不
凑
紛
華
盛
麗
之
誘
微
貞
一
淳
固
之
習
勝
葢
士
大
夫

談
道
而
嗜
義
者
彬
彬
也
其
婦
女
以
節
烈
著
者
不
可
縷
數
焦

紘

貞

烈

祠

記

太

平

縣

志

太
平
固
古
山
邑
也
士
生
其
間

多
尚
悃
愊
而
厭
紛
華
卽
世
家

巨
族
其
子
若
弟
亦
恂
恂
然
布
衣
䟽
食
絶
不
作
世
俗
軟
媚
態
葢

所
謂
質
而
愿
忠
而
慤
者
也
其
爲
文
亦
因
之
張

廷

榜

校

藝

序

太

平

縣

志

善
良
者
傾
心
豪
頑
者
歛
手
賦
役
不
後
告
訐
亦
稀
士
習
民
風
質

文
並
茂
葢
駸
駸
乎
禮
義
之
邦
矣
間
或
地
隔
人
夥
猶
難
追
呼
遠

近
衆
寡
勢
則
然
也
萬

歴

志

太
邑
羅
近
溪
王
龍
溪
錢
緒
山
諸
先
生
常
主
教
其
地
而
鄕
賢
周

給
諫
怡
杜
文
學
質
俱
面
領
微
言
以
故
後
之
學
者
蒸
蒸
蔚
起
莫

不
家
周
邵
戸
程
朱
舊志

太
平
民
難
於
爲
業
亦
勤
於
爲
業
如
農
力
田
其
平
疇
寬
衍
號
稱

沃
饒
者
十
不
得
五
餘
悉
磽
瘠
幸
高
山
之
巔
流
泉
出
焉
佃
其
上

當
秋
穫
時
高
高
下
下
鱗
次
如
雲
亦
奇
觀
也
但
土
薄
石
肥
或
一

坵
不
得
穀
數
觔
畊
不
以
牛
以
鋤
其
山
居
無
田
者
則
又
以
鋤
山

爲
業
藝
蔴
穄
粟
豆
稗
茨
蘆
菔
之
屬
以
給
地
逼
仄
或
壁
立
不
能



ZhongYi

寧
國
府
志

卷
九
輿
地
志

風
俗

二
十
七

留
足
上
下
如
猿
猱
用
火
耕
法
三
年
一
易
又
間
植
桐

植
茶
以

資
旦
夕
其
攻
木
攻
金
刮
摩
設
色
埏
埴
諸
工
大
率
少
土
著
多
雁

民
客
則
以
興
販
木
材
爲
上
雖
有
挟
千
金
數
百
金
者
自
盤
剥
關

稅
外
獲
無
幾
其
資
下
則

刀
花
剪

扇
絨

諸
件
走
貿
四
方

或
遠
入
黔
滇
間
卽
坐
而
賈
者
僅
縀
絹
布
疋
菓
實
諸
物
然
多
下

品
或
上
品
値
貴
莫
售
屠
沽
家
惟
豚
豕
鷄
魚
牛
羊
無
故
不
殺
又

陸
通
徽
歙
水
達
鳩
江
徽
歙
米
頗
翔
貴
民
擔
負
以
往
過
嶺
長
數

十
里
卽
冬
月
白
汗
交
流
鳩
江
至
邑
東
門
凡
三
百
六
十
灘
水
漲

則
小
舟
載
二
三
十
擔
然
河
流
百
折
石
塊
磊
磊
非
長
年
三
老
莫

知
其
路
水
稍
平
載
不
過
十
數
石
或
數
石
遇
灘
則
舟
子
羣
裸
入

河
高
聲
唱
和
後
推
前
挽
以
肩
送
雖
嚴
冬
莫
避
葢
邑
民
之
業
大

略
如
此
太

乎

縣

志

冠
禮
三
加
之
禮
明
季
希
濶
今
無
復
談
及
舊

府

志

婚
禮
嫁
娶
六
禮
差
得
其
半
禮
尚
綵
幣

珥
不
專
侈
朱
提
亦
有

富
不
好
禮
承
筐
無
實
致
嘆
愆
期
者
君
子
恨
焉
舊

府

志

䘮
禮
䘮
用
鼓
樂
修
浮
屠
法
事
惑
于
形
家
之
言
卜
兆
數
十
年
暴

骨
不

舊

府

志

按

以

上

三

條

舊

志

原

通

六

邑

而

言

惟

婚

禮

太

邑

實

未

嘗

廢

曰

通

信

曰

書

庚

曰

過

聘

曰

送

節

曰

請

期

曰

親

迎

六

者

雖

名

不

盡

同

于

古

實

則

一

也

不

得

謂

差

得

其

半

獨

䘮

惑

于

形

家

太

邑

尤

甚

竟

有

延

至

數

代

不

者

間

有

至

久

久

無

後

須

他

人

代

者

前

戊

子

戊

戌

及

今

癸

酉

夏

三

發

蛟

水

漂

流

棺

骸

充

河

遍

野

見

見

聞

聞

罔

不

傷

爲

人

子

孫

者

仍

不

知

顧

慮

亦

俗

之

而

重

難

返

者
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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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府
志

卷
九
輿
地
志

風
俗

二
十
八

祭
禮
族
必
有
祠
合
姓
祖
先
統
萃
于
兹
服
之
親
者
則
又
爲
支
祠

祠
多
置
田
以
供
祭
每
歲
季
冬
廿
四
日
必
備
牲
帛
庻
饈
鼓
樂
以

致
祭
務
極
豐
腆
若
支
祠
則
又
卜
日
其
無
祠
者
則
祭
于
香
火
堂

於
寢
無
敢
廢
者
墓
祭
上
元
淸
明
中
元
下
元
除
日
皆
設
饌
展
視

遠
出
者
必
歸
固
厚
於
報
本
之
大
者
太

平

縣

志

祠
内
大
族
多
置
義
田
以
備
荒
歉
置
文
會
田
以
資
士
之
課
藝
皆

豫
備
與
崇
文
之
善
物
也
太

平

縣

志

地
多
溪
河
山
水
驟
發
橋
易
圮
渡
易
漂
徃
徃
隨
敗
隨
建
捐
資
自

數
十
百
金
至
萬
餘
金
者
時
不
乏
人
復
置
田
以
資
修
治
道
路
崎

嶇
喜
修
砌
建
茶
亭
置
茶
田
㸃
夜
燈
以
利
行
人
皆
俗
之
最
厚
處

俱

見

縣

志

宋
令
孫
覺
縣
㕔
記
云
太
平
山
斷
嶺
隔
不
可
車
馬
而
爲
生
之
資

自
足
良
民
間
亦
自
重
然
不
知
儒
而
莫
之
學
今
去
孫
令
又
數
百

年
地
利
加
闢
俗
罔
丕
革
獨
服
儒
奬
學
彬
彬
齒
於
東
序
其
所
漸

被
宜
有
變
者
嘉

靖

志

僻
在
萬
山
生
計
自
足
山
利
入
厚
亦
縁
之
訐
訟
紛
拏
薄
于
自
奉

至
尚
氣
争
勝
則
用
或
弗
貲
抑
何
蔽
已
獨
服
儒
奬
學
彬
彬
視
昔

有
過
焉
萬

歴

志

邑
僻
阻
饒
山
利
其
士
民
樸
嗇
俱
與
寧
國
畧
同
而
婦
女
尤
以
節

烈
相
競
康

熙

府
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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寧
國
府
志

卷
九
輿
地
志

風
俗

二
十
九

土
瘠
民
淳
舊
稱
冠
葢
文
繡
之
所
不
至
今
文
風
日
新
科
名
踵
接

殆
其
善
變
歟
二

樓

記

畧

以

上

太

平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