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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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壇

廟

壇
廟

社
稷
壇

縣
治
西
城
内
明
洪
武
初
知
縣
梁
璧
建
萬
厯
中
知
縣
黃

汝
亨
改
立
西
門
外
知
縣
周
光
祖
復
改
立
城
隍
廟
右
卽
舊
布
政
司

遺
址
聶

志

按
社
者
五
土
之
神
稷
者
五
穀
之
長
白
虎
通
曰
人
非
土
不
立
非

穀
不
食
故
封
土
立
社
示
有
土
之
尊
稷
五
穀
之
長
故
封
稷
而
祭

之
也
周
制
諸
侯
立
三
社
大
夫
以
下
立
一
社
祭
法
曰
諸
侯
爲
百

姓
立
社
曰
國
社
大
夫
以
下
成
羣
立
社
曰
置
社
國
社
者
今
之
郡

縣
社
也
置
社
者
今
之
里
社
也
社
皆
以
勾
龍
配
之
稷
以
周

配

之
社
壇
在
東
稷
壇
在
西
俱
北
面
而
築
壇
繚
以
周
垣
而
四
面
開

門
其
諸
侯
壇
各
用
方
色
之
土
大
夫
以
下
俱
各
以
地
所
宜
木
立

之
漢
高
初
起
禱
豐
枌
榆
社
二
年
東
擊
項
籍
還
入
關
因
命
縣
爲

公
社
其
後
又
令
縣
以
春
三
月
及
臘
祀
后
稷
光
武
二
年
令
郡
縣

皆
置
社
稷
太
守
令
長
時
祠
牲
用
羊
豕
隋
文
帝
開
皇
初
建
社
稷

州
郡
縣
於
春
秋
二
仲
月
並
以
少
牢
祭
百
姓
亦
各
爲
社
唐
天
寶

四
載
定
社
稷
爲
大
祀
宋
自
京
師
至
州
縣
皆
有
社
稷
而
社
主
不

以
石
禮
部
言
社
稷
不
屋
而
壇
受
霜
露
風
雨
以
達
天
地
之
氣
故

用
石
主
取
其
堅
久
從
之
主
形
如
鐘
長
二
尺
五
寸
方
一
尺
剡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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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培
其
半
以
春
秋
二
祭
刺
史
縣
令
初
獻
州
佐
縣
丞
亞
獻
州
博

士
縣
簿
尉
終
獻
牲
用
少
牢
致
齋
三
日
服
用
常
服
禮
器
正
用
尊

二
籩
豆
八
簠
簋
俎
各
一
明
洪
武
初
令
各
縣
置
社
稷
同
壇
壇
東

西
南
北
俱
二
丈
五
尺
高
三
尺
四
寸
陛
各
三
級
北
向
壇
下
前
十

二
丈
或
九
丈
五
尺
後
及
兩
旁
各
五
丈
繚
以
周
牆
四
門
紅
油
北

門
出
入
石
主
一
長
二
尺
五
寸
方
一
尺
埋
於
壇
南
正
中
去
壇
二

尺
上
露
圓
尖
神
牌
二
以
木
爲
之
硃
漆
靑
字
身
高
尺
二
寸
濶
四

寸
五
分
厚
九
分
座
高
四
寸
五
分
濶
八
寸
五
分
厚
四
寸
五
分
其

神
號
曰
縣
社
之
神
縣
稷
之
神
臨
祭
設
於
壇
中
置
案
上
祭
畢
則

藏
之
壇
之
西
爲
神
厨
爲
庫
房
爲
宰
牲
房
器
用
籩
豆
各
八
簠
簋

各
四
尊
三
爵
六
鉶
二
匣
實
羊
豕
各
二
籩
實
棗
栗
鹽
槀
魚
豆
實

韭
醯
醢
菁
鹿
醢
或
用
兔
簠
盛
黍
稷
簋
盛
稻
粱
鉶
盛
和
羮
奠
用

帛
二
黑
色
長
一
丈
八
尺
祭
以
春
秋
仲
月
上
戊
日
獻
官
以
長
官

一
員
齋
三
日
祭
日
省
牲
陳
設
以
毛
血

於
坎
迎
神
奠
帛
讀
祝

禮
用
三
獻
飮
福
受
胙
撤
饌
送
神
望

餘
官
陪
祭
武
官
不
與
聶志

祝
文
乾

隆

九

年

頒

維
年
月
日
某
官
某
致
祭
於

社

稷
之
神
曰
維

神
奠
安
九

土
粒
食
萬
邦
分
五
色
以
表
封
圻
育
三
農
而
蕃
稼
穡
恭
承
守
土

肅
展
明
禋
時
屆
仲
春秋

敬
修
祀
典
庶
丸
丸
松
柏
鞏
磐
石
於
無
疆

翼
翼
黍
苗
佐
神
倉
於
不
匱
尚
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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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戊
戌
補
刻

風
雲
雷
雨
山
川
壇

縣
治
南
來
撫
門
外
二
里
洪
武
初
知
縣
梁
璧

立
聶

志

國
朝
順
治
初
定
風
雲
雷
雨
山
川
并
城
隍
之
神
共
爲
一
壇
祭
期
與

社
稷
同

按
皇
帝
祭
山
川
有
虞
氏
秩
於
山
川
山
川
之
有
祭
所
從
來
久
矣

禮
天
子
祭
天
下
名
山
大
川
諸
侯
祭
名
山
大
川
之
在
其
地
者
周

制
大
宗
伯
以
醮
燎
祀
風
師
雨
師
風
雨
之
有
祭
則
自
周
始
故
月

令
立
春
後
丑
日
祭
風
師
於
國
城
東
北
立
夏
後
申
日
祭
雨
師
於

國
城
西
南
後
漢
令
郡
縣
皆
以
丙
戌
日
祭
風
師
於
戌
地
以
己
丑

日
祭
雨
師
於
丑
地
唐
天
寶
四
載
令
諸
郡
風
伯
壇
置
社
稷
之
東

雨
師
壇
置
其
西
各
稍
北
數
十
步
其
壇
卑
小
於
社
壇
祀
用
羊
一

籩
豆
八
簠
簋
二
官
準
祭
社
例
五
載
詔
曰
祭
主
振

雷
爲
其
始

畫
卦
陳
象
成
物
效
靈
今
雨
師
風
伯
久
列
於
常
祀
惟
此
震
雷
未

登
於
羣
望
其
後
祀
雨
師
宜
以
雷
師
同
壇
宋
皇
祐
中
風
師
壇
高

四
尺
東
西
廣
四
步
雨
師
雷
師
壇
周
六
步
政
和
之
制
風
壇
廣
二

十
三
步
雨
雷
壇
廣
十
五
步
皆
高
三
尺
四
陛
風
師
一
壝
二
十
五

步
其
雨
師
雷
師
二
壇
同
壝
有
司
言
社
稷
五
祀
先
薦

次
薦
新

風
師
雨
師
止
薦
熟
從
之
自
後
郡
國
皆
有
壇
祭
風
伯
雨
師
之
神

然
山
川
之
神
厯
代
惟
四
望
而
郡
縣
未
有
壇
祭
城
隍
之
神
不
見

經
史
惟
唐
李
陽
冰
有
當
塗
縣
城
隍
記
亦
未
有
祭
者
明
洪
武
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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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戊
戌
補
刻

元
令
各
縣
以
春
秋
仲
月
上
旬
擇
日
同
壇
祭
風
雲
雷
雨
山
川
城

隍
之
神
設
三
神
位
位
風
雲
雷
雨
於
其
中
山
川
居
左
城
隍
居
右

儀
同
社
稷
風
雲
雷
雨
帛
四
山
川
二
城
隍
一
俱
白
色
正
祭
先
以

毛
血
瘞
於
坎
改
望
瘞
爲
望
燎
聶

志

祝
文
乾

隆

九

年

頒

維
年
月
日
某
官
某
致
祭
於

風
雲
雷
雨

山
川

城
隍
之
神

曰
惟

神
贊
襄
天
澤
福
佑
蒼
黎
佐
靈
化
以
流
形
生
成
永
賴
乘

氣
權
而
鼓
盪
温
肅
攸
宜
磅
礴
高
深
長
保
安
貞
之
吉
憑
依
鞏
固

實
資
捍
禦
之
功
幸
民
俗
之
殷
盈
仰

神
明
之
庇
護
恭
修
歲
祀

正
直
良
辰
敬
潔
豆
籩
祗
陳
牲
幣
尙
饗

邑
厲
壇

在
縣
治
西
迎
恩
門
外
洪
武
初
知
縣
梁
璧
立
萬
厯
間
知

縣
黃
汝
亨
改
北
門
外
今
仍
改
歸
舊
址
聶

志

按
祭
法
王
爲
羣
姓
立
七
祀
其
五
曰
泰
厲
諸
侯
爲
國
立
五
祀
其

五
曰
分
厲
大
夫
立
三
祀
其
一
曰
族
厲
厲
者
鬼
無
所
主
而
其
氣

未
散
故
好
爲
人
禍
故
有
司
祀
之
以
爲
之
主
傳
曰
鬼
有
所
歸
乃

不
爲
厲
是
也
明
洪
武
初
令
天
下
各
縣
每
歲
春
清
明
秋
七
月
十

五
日
冬
十
月
一
日
祭
無
祀
鬼
神
其
壇
設
於
城
北
郊
陰
之
極
也

祭
則
先
期
三
日
主
祭
齋
沐
用
常
服
備
香
燭
酒
果
詣
城
隍
廟
發

告
文
至
日
設
城
隍
於
壇
上
牲
用
羊
豕
各
一
設
無
祀
牌
於
壇
下

左
右
曰
本
縣
境
内
無
祀
鬼
神
牲
用
羊
豕
各
二
解
置
於
器
同
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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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飯
等
陳
設
主
祭
陪
祭
官
各
就
位
行
四
拜
禮
主
祭
官
詣
神
位
跪

三
獻
酒
復
位
讀
祭
文
跪
仍
行
四
拜
禮
祭
文
同

焚
聶

志

鄕
厲
壇

本
縣
各
鄕
都
壇
凡
百
六
十
有
五
俱
知
縣
丁
全
立
今
壇

祭
俱
廢
聶

志

按
洪
武
禮
制
每
里
立
壇
一
所
祭
無
祀
鬼
神
祈
禱
民
庶
安
康
孶

畜
蕃
盛
每
歲
三
祭
時
日
與
邑
厲
壇
同
祭
物
牲
酒
隨
鄕
俗
置
辦

會
首
會
飮
讀
誓
諸
儀
俱
同
里
社
聶

志

里
社
壇

本
縣
各
鄕
都
壇
凡
一
百
六
十
有
五
俱
知
縣
丁
全
立
聶志

按
洪
武
禮
制
凡
各
處
鄕
村
人
民
每
里
一
百
戸
内
立
壇
一
所
祀

五
土
五
穀
之
神
祈
禱
雨
暘
時
若
百
穀
豐
登
每
歲
一
戸
輪
爲
會

首
時
常
潔
淨
壇
塲
遇
春
秋
二
社
預
期
率
辦
祭
物
至
日
約
聚
祭

祀
其
祭
用
羊
豕
各
一
酒
果
香
燭
隨
用
祭
畢
會
飮
會
中
先
令
一

人
讀
鋤
强
扶
弱
之
誓
其
詞
曰
凡
我
同
里
之
人
各
遵
守
禮
法
毋

恃
力
凌
弱
違
者
先
共
制
之
然
後
經
官
或
貧
無
可
贍
周
給
其
家

三
年
不
立
不
使
與
會
其
婚
姻
喪
葬
有
乏
隨
力
相
助
如
不
從
衆

及
犯
姦
盜
詐
僞
一
切
非
爲
之
人
並
不
許
入
會
讀
誓
詞
畢
長
幼

以
次
就
位
盡
歡
而
退
務
在
恭
敬
神
明
和
睦
鄕
里
以
厚
風
俗
聶志

城
隍
廟

在
縣
治
南
門
洪
武
初
知
縣
梁
璧
建
萬
厯
間
知
縣
黃
汝

亨
建
儼
若
軒
建
廟
右
以
便
新
任
齋
宿
知
縣
周
光
祖
重
修

國
朝
康
熙
初
年
知
縣
聶
當
世
修
聶

志

乾
隆
間
知
縣
孫
鐸
修
羅
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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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道
光
二
年
重
修

咸
豐
七
年
兵
燬
同
治
元
年
募
建
工
未
竣
而
前

重
及
戱
臺
俱
被
風
折
搬
㪚
僅
留
後
重
七
年
知
縣
江
璧
縣
丞
許
廷

選
勸
捐
修
理
完
固

按
城
成
也
隍
池
也
元
以
前
縣
城
隍
神
皆
封
曰
顯
佑
伯
元
世
祖

遍
配
山
川
以
人
本
縣
城
隍
配
以
樊
噲
明
洪
武
二
年
以
配
人
非

是
革
去
而
封
郡
邑
之
城
隍
以
王
公
侯
伯
其
縣
邑
封
誥
云
睠
此

縣
邑
靈
祗
所
司
威
靈
丕
著
福
澤
普
施
宜
封
曰
鑒
察
司
民
顯
佑

伯
顯
則
威
靈
丕
著
佑
則
福
澤
普
施
及
三
年
五
月
詔
去
封
號
祗

稱
某
府
州
縣
城
隍
之
神
又
俗
以
五
月
十
一
日
爲
神
誕
成
化
八

年
以
張
九
功
議
革
聶

志

饒
景
暉
城
隍
廟
記

邑
城
隍
有
廟
制
也
守
土
之
神
以
時
致
敬
邀
福
於
捍
災
禦
患
用

庇
吾
民
余
鍾
陵
爲
洪
都
巖
邑
舊
有
廟
於
邑
治
之
東
南
邇
且
漸

弗
稱
神
明
宅
韋
西
周
侯
旣
奉
命
守
鍾
陵
祗
謁
廟
下
慨
然
嘆

曰
朝
廷
不
以
令
不
敏

以
城
隍
之
重
神
實
與
令
共
治
而
分
贊

之
令
鳴
琴
堂
上
稍
足
蔽
風
雨
而
神
所
居
未
克
葺
非
令
所
安
乃

與
民
議
更
創
之
於
是
約
躬
塞
冗
鳩
才
庀
務
佐
以
月
入
俸
錢
罔

或
有
加
百
姓
乃
延
斑
爾
乃
雧
虆
函
去
負
苞
登
鄧
梓
删
輪
菌
綴

鏤
榥
外
有
甬
道
内
有
局
室
三
靄
之
師
塗
以
丹
艧
舒
咢
䆖
䆵
蓋

視
昔
加
雄
焉
旣
落
成
屬
不
侫
紀
厥
成
事
不
侫
庇
侯
宇
下
與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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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内
之
民
共
紹
見
休
何
敢
以
不
文
辭
然
不
佞
聞
之
有
有
形
之
城

隍
雲
堞
天
塹
是
也
有
無
形
之
城
隍
厚
澤
深
仁
是
也
社
而
稷
之

尸
而
祝
之
人
之
以
城
隍
神
也
未
雨
綢
繆
旣
濟
衣
袽
城
隍
之
以

人
神
也
侯
才
思
精
敏
風
裁
嶽
立
恥
效
俗
吏
脂
韋
態
下
車
以
來

持
廉
布
闓
凡
所
以
爲
鍾
陵
德
覆
未
易
更
僕
其
大
者
在
振
士
風

扶
民
脈
抑
權
璫
數
事
皆
健
令
所
不
及
圖
而
循
良
吏
所
相
視
而

莫
敢
發
者
蓋
蕞
爾
敝
邑
舊
有
聞
於
海
内
微
論
遠
者
卽
國
朝
舒

文
節
諸
公
文
章
德
業
賁
相
望
於
朝
而
隆
萬
以
來
零
而
復
奮
則

繄
侯
是
賴
諸
如
立
學
田
正
文
體
畧
元
賞
駿
取
魴
舍
鱎
士
爭
拔

先
茅
以
自
顯
是
文
翁
之
蜀
也
敝
邑
之
賦
所
司
亦
旣
有
額
矣
邇

當
事
者
以
時
之
方
匱
稍
議
頭
會
侯
不
難
以
身
爲
民
請
命
奏
記

凡
十
數
上
必
得
請
乃
已
壇
石
赤
子
始
得
與
科
雉
隨
兕
並
受
憐

惻
於
時
是
陽
城
之
道
州
也
稅
使
銜
命
虵
神
戴
角
奔
走
之
吏
虎

冠
而
翼
侯
掌
股
畜
之
不
復
貸
以
三
尺
至
令
縱
橫
四
出
之
奸
相

戒
勿
邇
鍾
陵
道
下
泉
之
稂
不
傷
小
東
之
薪
獲
載
是
裴
晉
公
之

五
防
使
也
它
如
望
杏
敦
耕
瞻
蒲
勸
穡
輿
梁
成
而
醳
漯
從
滲
宜

岸
疏
而
露
瘣
扇
陳
以
至
街
彈
之
室
延
鷺
之
堠
靡
不
畢
修
猶
其

緖
餘
者
耳
維
城
不
改
復
隍
不
虞
侯
之
所
以
爲
鍾
陵
德
者
眞
不

翅
九
州
之
被
萬
間
之
厦
也
城
隍
以
侯
重
亦
以
侯
神
斯
廟
之
修

第
綱
紀
之
一
政
哉
異
日
者
下
褒
異
之
詔
好
仇
腹
心
之
托
實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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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賢
縣
志

卷
十
二

典
祀

八

委
重
焉
毋
亦
以
今
日
宰
邑
者
宰
天
下
徹
桑
戒
袽
爲
天
子
贊
厚

澤
深
仁
之
理
請
以
兹
不
文
之
言
爲
左
劵
矣
侯
名
光
祖
字
伯
繩

韋
西
其
别
號
直
隷
之
崑
山
人
以
甲
辰
進
士
起
家
爲
今
官

關
帝
廟
舊
在
邑
治
水
西
門
外

國
朝
乾
隆
丙
戌
知
縣
孫
鐸
改
遷
於
海
智
寺
北
壬
寅
歲
署
知
縣
張

五
緯
重
修
羅

志

雍
正
二
年
奉

勅
增
祀
關
聖
三
代
光
昭
公
裕
昌
公
成
忠
公
於
後
殿
七
年
詔
以
春

秋
二
仲
及
五
月
十
三
日
三
祭
用
幣
三
牛
一
羊
一
豕
一
果
殽
九
後

殿
不
用
牛
餘
悉
如
前
殿
之
制

祝
文
乾

隆

九

年

頒

惟

帝
浩
氣
凌
霄
丹
心
貫
日
扶
正
統
而
彰
信
義
威
震
九
州
完

大
節
以
篤
忠
貞
名
高
三
國

神
明
如
在
徧
祠
宇
於
寰
區
靈
應

丕
昭
薦
馨
香
於
厯
代
屢
徵
異
績
顯
佑
羣
生
恭
値
嘉
辰
遵
行
祀

典
筵
陳
籩
豆
几
奠
牲
醪

惟

公
世
澤
貽
庥
靈
源
積
慶
德
能
昌
後
篤
生
神
武
之
英
善
則

歸
親
宜
享
尊
崇
之
報
列
上
公
之
封
爵

錫
命
優
隆
合
三
世
以
肇
禋
典
章
明
備
恭
逢
諏
吉
祗
事
薦
馨

乾
隆
丙
戌
遷
武
廟
曁
遷
文
明
門
記
失

名

鍾
陵
江
右
名
區
也
三
臺
挺
秀
九
曲
漣
漪
接
臨
汝
之
區
通
彭
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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賢
縣
志

卷
十
二

典
祀

九

之
滙
自
有
宋
以
來
號
稱
極
盛
至
有
明
人
文
輩
出
一
時
理
學
文

章
名
臣
甲
第
冠
於
他
邑
猗
歟
休
哉
我

皇
上
文
教
誕
敷
德
化
彌
洽
固
巳
斯
皇
多
士
蛟
騰
鳳
起
矣
乃
數

十
年
來
寖
失
其
初
豈
風
會
所
値
耶
蓋
盛
衰
隆
替
關
文
風
尤
關

地
勢
自
文
明
門
改
而
三
臺
之
峯
失
矣
文
明
溝
塞
而
九
曲
之
勢

更
矣
邑
東
南
海
智
寺
上
供
龍
亭
爲
官
府
舞
蹈
班
聯
之
所
理
宜

肅
淸
乃
文
職
有
官
署
而
城
守
兩
營
棲
身
無
所
輒
以
寺
爲
署
兵

馬
嘈
雜
日
漸
傾
塌
士
民
竊
私
議
之
雖
我

朝
崇
尚
武
廟
歲
凡
三
祭
厥
典
鉅
焉
而
曩
者
廟
在
水
西
門
外
丹

墀
窄
狹
兩
廡
無
餘
地
祭
之
日
各
官
立
門
外
其
何
以
隆
祀
典
而

肅
觀
瞻
歟
且
啟
聖
祠
設
神
主
於
一

之
地
尤
失
體
制
凡
此
廢

墜
之
蹟
率
皆
衰
頽
之
徵
邑
紳
士
常
以
爲
憂
而
厯
任
當
事
亦
時

厪
於
懷
究
之
有
志
未
逮
甲
申
歲
邑
侯
孫
公
鐸
以
直
隷
名
進
士

來
蒞
兹
土
卽
以
興
利
除
害
爲
已
責
有
益
於
地
方
者
知
無
不
爲

甫
下
車
謁
文
廟
與
邑
紳
士
詢
及
地
方
利
弊
僉
對
如
前
侯
曰
是

吾
責
也
於
是
首
遷
武
廟
廉
得
海
智
寺
西
官
基
宏
深
可
治
爰
集

紳
士
捐
廉
以
倡
羣
情
踴
躍
庀
材
鳩
工
刻
期
蕆
事
計
創
禮
殿
崇

殿
各
一
頭
門
三
楹
制
以
櫺
星
丹
墀
左
右
翼
以
兩
廡
門
外
空
基

建
劇
臺
以
順
民
情
開
東
西
門
以
便
升
降
崇
墉
憑
虛
象
設
有
赫

規
制
壯
甚
越
明
年
移
文
明
門

文
明
水
且
購
邑
紳
何
某
别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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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賢
縣
志

卷
十
二

典
祀

十

爲
兩
營
衙
署
侯
之
於
鍾
陵
可
謂
百
廢
具
興
矣
他
如
治
事
明
决

外
嚴
内
寛
要
以

頓
頺
靡
爲
亟
亟
然
則
邑
之
陰
受
侯
福
者
其

有
涯
量
也
耶
是
爲
序

文
昌
宮
在
崇
聖
祠
東
詳

學

校

嘉
慶
六
年
奉

旨
各
縣
本
有
宮
者
修

宏
敞
無
者
卜
地
建
造
春
秋
致
祭
春
祭
以

二
月
初
三
日
秋
祭
另
行
擇
吉
其
牲
幣
樂
器
簠
簋
登
鉶
籩
豆
倣
照

闗
帝
廟
定
制
頒
太
常
寺
所
撰
帝
君
祝
文
及
後
殿
祭
帝
君
先
代
祝

文
於
各
縣

祝
文

維

神
蹟
著
西
垣
樞
寰
北
極
六
廷
麗
曜
協
昌
運
之
光
華
累
代

垂
靈
爲
人
文
之
主
宰
扶
正
義
彰
夫
感

薦
馨
宜
致
其
尊
崇
兹

届
仲
春秋

用
昭
時
祀
尙
其
歆
格
鑒
此
精
䖍

後
殿
祝
文

祭
引
先
河
之
義
理
崇
反
本
之
思
矧
夫
世
德
彌
光
延
賞
斯
及
祥

鍾
累
代
烱
列
宿
之
精
靈
化
被
千
秋
偉
人
文
之
主
宰
是
尊
後
殿

用
答
前
祗
兹
値
仲
春秋

肅
將
時
事
用
申
告
潔
神
其
格
歆

康
王
廟
在
邑
治
西
壇
石
山
右
舊
傳
自
周
受
命
敕
封
普
利
孚
應
康

王
主
鎮
鍾
陵
福
善
禍
淫
水
旱
祈
禱
無
不
響
應
民
崇
祀
之
聶

志

咸
豐
七
年
廟
宇
兵
燬

康
王
廟
碑
失

名



ZhongYi

進
賢
縣
志

卷
十
二

典
祀

十
一

人
心
莫
不
有
義
義
能
生
氣
氣
生
而
大
義
斯
立
人
心
莫
不
知
有

義
義
明
而
前
人
之
氣
以
生
後
人
之
氣
亦
以
生
故
天
下
惟
忠
義

之
氣
常
生
雖
易
世
易
地
而
未
有
易
也
古
之
忠
臣
烈
士
身
殉
社

稷
名
勒
鼎

千
百
世
之
下
過
其
廟
而
凛
凛
猶
有
生
氣
者
豈
非

忠
義
之
氣
之
在
人
心
有
不
可
磨
滅
者
哉
鍾
陵
有
忠
烈
康
王
廟

久
矣
且
毁
矣
王
像
暴
於
日
星
風
雨
之
下
郡
士
民
謀
再
構
焉
白

於
予
予
曰
鍾
陵
自
殘
破
以
來
典
祀
宫
廟
傾

離
離
官
署
民
居

一
望
瓦
礫
神
與
民
俱
弗
安
矣
神
之
弗
安
民
將
焉
依
構
之
誠
是

也
因
思
王
洛
人
也
眞
宗
朝
死
敵

洲
未
聞
其
履
跡
於
南
也
而

鍾
陵
祀
之
卽
當
時
詔
祀
四
方
立
廟
固
然
今
且
毁
矣
而
鍾
陵
又

重
起
祀
之
此
何
故
也
蓋
當
其
遇
敵
於

傅
潛
堅
壘
廷
召
走
之

王
以
孤
軍
墮
重
圍
左
右
請
易
甲
去
王
曰
臨
難
勿
苟
免
力
戰
不

屈
殺
敵
甚
衆
以
矢
盡
弦
絶
偕
宋
順
死
節
與
睢
陽
魯
公
並
著
嗚

呼
百
世
之
下
四
海
之
内
聞
王
烈
者
莫
不
欷
噓
感
慨
今
廟
雖
毁

而
屹
然
骨
立
似
挺
身
沙
塲
時
凛
凛
猶
有
生
氣
過
其
下
者
莫
不

疾
走
辟
易
罔
敢
仰
視
故
曰
忠
義
之
氣
之
感
發
人
雖
易
世
易
地

而
未
有
易
也
王
之
廟
蓋
可
以
已
乎
江
右
素
尚
理
學
重
名
義
厯

代
忠
臣
大
節
光
昭
史
册
於
今
有
遺
風
焉
觀
其
所
祀
可
知
矣
然

則
重
興
斯
廟
以
示
瞻
企
其
有
禆
於
世
道
人
心
豈
凡
淫
祀
所
可

並
觀
哉
王
姓
康
諱
保
裔
洛
陽
人
爵
以
王
諡
忠
烈
詳
見
宋
史
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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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十
二

典
祀

十
二

不
具
書

王
之
忠
義
著
於
史
傳
於
今
久
而
彌
烈
所
固
然
也
君
子
於
重

修
公
廟
之
日
存
其
事
而
勒
之
於
石
令
遠
近
敬
祀
者
識
王
之

始
末
而
感
慕
焉
其
有
造
於
凡
有
血
氣
心
知
者
豈
淺
鮮
哉
歲

辛
卯
碑
燬
於
兵
信
人
吳
尚
達
見
而
惜
之
謹
錄
其
文
付
守
者

以
爲
續
刻
計
値
鼎
革
之
初
未
能
如
願
越
年
庚
子
始
向
守
者

索
其
文
而
勒
之
但
錄
文
之
日
未
載
作
文
之
人
不
無
深
惜
雖

然
正
不
必
惜
也
古
今
之
時
不
同
人
不
同
而
義
氣
固
自
有
同

者
彼
其
前
有
作
者
安
知
非
王
之
精
氣
時
出
以
見
於
世
後
有

述
者
又
安
知
非
作
者
之
精
氣
時
出
以
見
於
世
耶
用
是
記
之

以
明
眞
性
之
不
相
遠
云
爾

順
治
十
七
年
庚
子
歲
吳
尚
德
記

樊
修
職
郎
廟

在
崇
禮
鄕
宋
建
炎
初
立
明
洪
武
間
樊
用
節
重
修

事
詳
人
物
聶

志

宻
都
統
廟

在
龍
馬
坪
舊
名
忠
勇
至
正
間
改
今
額
聶

志

國
朝
道
光
二
年
重
修

趙
函
乙
宻
都
統
廟
記
忠
孝
者
此
心
此
理
之
絶
續
關
也
自
人
心

之
忠
孝
絶
而
國
家
之
喪
亂
隨
之
然
此
理
之
必
不
可
絶
也
故
雖

造
次
顚
沛
金
戈
鐵
馬
之
中
往
往
或
存
乎
其
人
見
乎
其
事
抑
人

心
之
必
不
終
昧
此
理
也
故
雖
野
夫
牧
子
與
之
矢
論
忠
孝
追
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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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賢
縣
志

卷
十
二

典
祀

十
三

斷
碣
殘
碑
表
章
往
烈
亦
輙
徘
徊
不
忍
去
余
蓋
欲
窮
古
忠
孝
淵

源
而
心
緖
難
與

者
常
過
宋
都
統
宻
公
廟
覩
其
碑
記
軼
事
不

禁
神
往
焉
宋
自
南
渡
以
迄
末
造
張
劉
韓
岳
相
繼
隕
没
賊
臣
賣

主
襄
樊
失
守
制
置
使
黃
萬
石
鎭
西
江
不
支
納
款
於
元
都
統
宻

公
迺
以
偏
師
當
賊
於
進
賢
之
龍
馬
坪
奮
雙
刀
於
全
師
旣
衂
之

後
義
不
顧
生
所
向
披
靡
無
何
以
馬
陷
被
刼
大
帥
愛
惜
之
至
百

端
誘
之
不
屈
迄
今
讀
其
教
子
行
乞
數
語
何
凛
凛
多
生
氣
哉
顧

宋
史
反
不
詳
其
人
其
事
何
歟
無
亦
列
史
所
載
多
循
名
文
飾
而

節
烈
之
實
可
表
見
者
反
多
遺

歟
按
都
綂
廬
州
人
余
家
世
於

廬
自
宋
元
迄
明
數
百
載
父
老
亦
絶
無
爲
我
言
都
綂
節
槪
者
明

末
廬
爲
逆
賊
張
獻
忠
所
陷
郡
志
都
燼
其
或
紀
載
都
綂
行
藏
有

無
亦
無
復
可
考
豈
其
忠
勇
大
節
遠
俎
豆
於
西
江
而
近
反
遺
於

家
乘
邪
抑
彼
時
廬
早
淪
胥
都
綂
父
子
俱
死
國
難
而
親
故
無
復

知
其
存
亡
誦
述
其
忠
烈
者
故
不
及
傳
歟
先
是
余
較
士
按
部
及

撫
道
過
將
軍
廟
未
獲
覩
及
閱
撫
郡
志
得
詳
公
之
族
里
與
公
死

忠
狀
而
慨
嘆
曰
先
賢
芳
規
具
在
惡
乎
覿
面
失
也
癸
巳
秋
再
出

較
士
宿
南
郡
之
武
陽
渡
夢
入
一
古
廟
敗
壁
頽
垣
一
龕
傾
欹
有

黃
幕
龍

其
上
中
若
有
神
不
知
何
許
人
彷
彿
聞
人
語
曰
此
是

汝
前
身
覺
而
語
同
車
者
莫
測
其
由
也
行
行
再
過
將
軍
廟
下
車

禮
謁
則
儼
然
夢
中
所
到
余
曰
異
哉
今
夕
之
夜
其
將
軍
有
以
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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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十
二

典
祀

十
四

余
歟
余
爲
將
軍
里
中
後
學
生
也
晚
悔
不
能
表
章
將
軍
大
節
今

親
至
其
死
所
又
不
能
崇
禋
祀
余
實
恥
之
抵
進
賢
謀
諸
縣
令
徐

君
出
俸
貳
拾
金
付
之
擬
薄
貿
廟
田
爲
養
僧
奉
香
燈
計
徐
君
好

義
慨
益
十
金
爲
之
牛
種
一
時
鄕
人
及
諸
生
之
好
義
者
遂
爭
捐

貲
廣
其
田
增
廟
式
廓
及
余
還
憩
其
處
則
得
僧
人
殿
後
益
廊
廡

數
間
又
爲
僧
寮
供
佛
之
所
數
間
余
再
留
十
金
爲
將
軍
神
座
地

座
傍
有
二
少
年
像
或
傳
卽
將
軍
子
與
其
將
佐
某
氏
云
嗟
乎
方

宋
祚
之
傾
覆
也
人
道
云
亡
將
軍
獨
以
義
勇
一
身
先
天
祥
秀
夫

而
有
其
正
氣
及
今
廟
祀
四
百
年
亦
幾
幾
乎
傾
廢
余
爲
之
首
事

追
崇
鄕
人
士
輙
踴
躍
競
新
之
信
乎
忠
孝
之
不
可
磨
滅
而
此
心

此
理
時
隱
躍
絶
續
有
如
斯
哉
工
旣
竣
僧
請
余
記
其
大
畧
至
若

將
軍
死
國
難
之
始
末
與
夫
廟
貌
中
間
之
興
廢
則
明
撫
軍
周
莓

厓
先
生
記
之
甚
詳
余
且
備
錄
其
文
將
以
補
家
乘
國
史
之
闕
兹

不
重
及
進
賢
令
徐
君
者
諱
鳳
鳴
遼
東
人
其
廟
左
右
之
居
人
及

諸
生
姓
氏
則
又
有
春
祈
秋
社
之
木
版
具
載
亦
姑
不
贅

黃
汝
亨
申
請
宻
都
綂
廟
春
秋
二
祭
詳
文
查
勘
得
志
載
宋
都
綂

宻
公
佑
義
勤
王
室
功
捍
豫
章
被
十
許
創
而
戰
不
怯
死
猶
云
悍

將
之
鋒
羈
一
月
餘
而
誓
不
俱
生
眞
是
忠
臣
之
節
鄕
有
祠
廟
已

崇
報
於
百
年
邑
廢
豆
籩
尚
遺
憾
於
千
載
夫
唐
有
張
許
宋
有
文

謝
英
烈
可
與
並
垂
而
康
山
祀
忠
臣
廟
南
昌
祀
懷
忠
祠
事
例
亦



ZhongYi

進
賢
縣
志

卷
十
二

典
祀

十
五

應
同
體
何
於
宻
公
獨
缺
斯
典
合
於
公
費
項
下
動
支
祭
儀
貳
兩

每
歲
春
秋
遣
官
一
員
致
祭
庶
足
激
揚
已
逝
忠
魂
砥
礪
末
流
風

教
三
聖
廟

在
壇
石
山
内
道
光
二
年
重
修

江
東
廟

在
臧
山

忠
靖
廟

在
南
城
峯

白
象
廟

在
凰
嶺
巓

湖
漢
廟

在
楊
橋

湖
漢
乃
四
凟
之
神
元
世
祖
從
道
家
說
配
以
焦
曾
二
天
將
明
太

祖
革
敕
封
從
本
號
至
今
祈
禱
多
靈
爲
邑
東
福
神
楊
橋
曩
屬
本

縣
版
圖
今
割
入
東
鄕
縣
聶

志

黃
司
空
廟

縣
治
西
馬
步
橋
之
上

金
廷
璧
黃
司
空
廟
記
按
黃
司
空
諱
法

字
仲
昭
新
建
巴
嶺
人

史
稱
其
忠
義
有
膽
力
能
距
躍
二
丈
日
行
二
百
里
此
之
爲
異
已

自
天
授
又
嫻
書
疏
明
簿
領
爲
士
民
所
推
卽
所
著
作
居
然
經
世

之
規
會
侯
景
之
亂
公
卽
合
徒
里
閭
内
爲
桑
梓
保
障
外
爲
建
業

應
援
何
其
烈
也
時
太
守
賀
詡
下
江
州
公
以
監
知
郡
事
起
名
無

何
陳
武
帝
將
入
援
金
陵
李
遷
仕
中
梗
帝
命
周
文
育
頓
西
昌
爲

備
公
以
兵
資
育
破
遷
仕
而
自
屯
新
淦
據
豫
章
上
遊
已
而
侯
景

遣
于
慶
襲
豫
章
將
揜
公
不
意
公
卒
破
于
慶
殺
之
自
是
景
終
不



ZhongYi

進
賢
縣
志

卷
十
二

典
祀

十
六

得
窺
大
江
以
西
大
江
以
西
人
且
較
然
知
有
順
逆
羣
兇
不
敢
相

附
諸
鎭
之
援
俾
得
自
堅
公
之
力
也
尋
領
高
州
刺
史
拜
新
建
侯

永
定
二
年
新
吳
人
余
孝
頃
據
豫
章
公
與
周
迪
擒
孝
頃
以
功
授

平
南
將
軍
開
府
儀
同
三
司
已
而
迪
反
公
又
平
之
内
史
熊
曇
朗

反
金
口
公
又
平
之
累
功
進
爵
爲
大
將
軍
領
江
州
刺
史
光
大
五

年
大
舉
北
伐
公
爲
都
督
出
厯
陽
大
收
砲
車
步
檻
之
功
進
兵
合

肥
禁
侵
掠
躬
勞
撫
則
又
浸
浸
乎
仁
義
之
師
矣
比
加
侍
中
封
義

陽
郡
公
鎭
壽
陽
薨
贈
司
空
諡
威
豫
章
人
血
食
之
自
梁
陳
以
來

至
今
未
改
也
嗚
呼
江
州
高
州
公
蒞
政
郡
也
與
豫
章
不
相
及
豫

章
人
何
以
祀
公
蓋
豫
章
者
交
廣
之
襟
喉
吳
楚
之
要
會
而
又
金

陵
之
門
戸
也
豫
章
不
守
則
金
陵
受
其
衝
交
廣
之
賦
不
入
楚
蜀

之
委
輸
必
斷
故
公
一
守
豫
章
而
于
慶
之
襲
敗
孝
頃
之
據
敗
曇

朗
之
叛
敗
公
雖
無
煦
嫗
覆
育
之
政
而
大
有
造
於
豫
章
者
三
焉

況
身
犯
鋒
鏑
履
危
險
出
民
水
火
而
厝
之
袵
席
之
安
此
其
爲
烈

又
豈
一
粟
一
帛
哉
天
以
豫
章
賜
公
於
世
食
邑
此
所
謂
禦
大
災

捍
大
患
則
祀
之
宜
也

東
江
廟

在
毛
家
渡

忠

廟

縣
治
北
師
過
渡
右
祀
吳
伍
員
歲
久
廟
壞
令
聶
當
世
重

建
聶
當
世
忠
壯
廟
記
鍾
陵
邑
北
兔
子
岡
爲
缷
甲
居
伍
公
子
胥
入



ZhongYi

進
賢
縣
志

卷
十
二

典
祀

十
七

吳
所
經
地
厥
山
平
衍
延
袤
去
壇
石
里
許
爲
邑
外
郛
隔
岡
數
武

有
溪
爲
下
埠
廟
蓋
伍
公
特
祀
也
此
方
好
義
崇
賢
此
其
一
徵
余

甫
蒞
兹
土
操
刀
學
割
謙
讓
未
遑
山
川
名
勝
履
跡
罕
至
初
不
知

有
斯
廟
一
日
同
里
有
視
余
者
出
謁
伍
相
詩
余
閱
之
爽
然
不
禁

愴
懷
感
念
而
不
能
已
嗟
乎
伍
公
若
而
人
者
無
古
無
今
無
遠
無

邇
莫
不
感
之
敬
之
而
且
祀
之
大
丈
夫
之
宜
自
立
以
表
見
於
世

如
此
余
於
是
謁
公
環
視
斯
廟
蒼
寒
寂
厯
茂
草
侵
几
席
勢
不
可

一
朝
當
是
之
時
余
竊
有
心
曁
己
酉
歲
爲
厯
任
之
八
年
會
進
以

荒
蕪
故
朝
廷
分
插
閩
將
士
闢
墾
實
繁
有
徒
而
下
埠
廟
爲
屯
寓
余

忽
夜
夢
一
神
修
髯
偉
狀
揖
余
而
言
曰
吾
與
君
居
不
甚
遙
其
遂

仍
吾
舊
址
而
一
爲
之
所
如
是
者
再
言
畢
而
去
余
亦
旋
覺
汗
駭

浹
背
猛
然
以
省
儻
所
謂
吾
鄕
伍
公
子
胥
者
非
歟
公
生
長
與
余

同
邑
迄
今
其
里
猶
有
伍
相
堡
倒
插
槐
遺
踪
後
裔
蕃
衍
文
人
輩

出
殆
忠
孝
遺
風
云
夫
桑
與
梓
一
物
耳
且
必
恭
敬
止
焉
況
公
勇

智
天
錫
功
名
震
耀
爲
吾
楚
人
傑
哉
脫
弗
克
舉
公
祠
而
新
之
反

出
邑
人
士
下
余
也
有
心
其
曷
能
巳
爰
相
地
於
免
子
岡
之
旁
咨

邑
之
薦
紳
先
生
父
老
國
人
僉
曰
善
於
是
悉
索
俸
餘
以
肇
斯
舉

程
材
量
役
諏
吉
興
工
經
始
於
己
酉
之
夏
閱
三
月
而
落
成
枕
山

面
溪
常
湖
九
曲
鳳
嶺
鶴
臺
諸
勝
槪
蜿
蜒
映
帶
如
入
我
衣
袂
間

前
爲
山
門
中
爲
殿
一
置
伍
公
座
以
妥
厥
靈
後
爲
大
士
堂
以
供



ZhongYi

進
賢
縣
志

卷
十
二

典
祀

十
八

佛
上
則
文
昌
閣
以
崇
儒
匪
祗
攬
勝
壯
觀
爲
也
抑
以
明
伍
公
一

身
幽
而
佛
顯
而
儒
皆
相
對
無
愧
是
以
宜
祠
之
也
稽
諸
春
秋
公

以
諫
不
行
没
於
吳
時
吳
人
憐
之
立
祠
於
江
上
命
曰
胥
山
後
千

百
餘
年
狄
梁
公
奏
燬
淫
祀
而
公
與
禹
太
伯
季
子
四
廟
並
存
則

公
之
爲
公
可
以
嫓
美
昔
賢
風
厲
來
者
上
下
千
載
其
不
可
與
淫

祀
而
無
丈
夫
氣
者
同
年
而
語
明
甚
論
者
或
以
辱
墓
一
節
少
之

不
知
君
子
之
論
事
也
貴
闡
其
幽
方
其
去
荆
時
奉
建
以
奔
鄭
復

奉
勝
以
奔
吳
患
難
存
亡
之
際
猶
相
依
爲
命
周
旋
於
建
與
勝
無

有
二
心
以
視
古
托
孤
臣
其
忠
正
爲
何
如
豈
直
以
强
吳
雪
親
名

垂
後
世
也
哉
是
爲
記

文
節
祠

祀
舒
公
芬

大
學
士
張
位
文
節
祠
記
周
侯
爲
進
賢
宰
夙
夜
勤
民
尤
惓
惓
以

崇
尚
風
教
爲
務
景
仰
先
哲
因
思
舒
文
節
公
本
邑
未
有
專
祀
豈

其
見
於
天
下
而
俎
豆
尚
靳
於
鄕

非
一
方
曠
典
乎
乃
卜
地
縣

治
之
西
建
祠
一
所
中
堂
居
文
節
神
主
顏
曰
眞
儒
名
世
前
門
三

楹
顏
曰
舒
文
節
先
生
祠
由
儀
門
升
堂
後
復
建
一
堂
又
築
基
爲

高
亭
可
登
騁
望
兩
廡
翼
然
周
垣
嚴
固
費
凡
若
干
未
資
官
帑
役

凡
若
干
未
藉
民
勞
工
肇
萬
厯
戊
申
冬
己
酉
夏
申
詳
督
學
使
者

定
春
秋
二
祭
諏
六
月
六
日
侯
躬
奉
神
主
率
闔
邑
諸
生
行
釋
菜

禮
屬
余
記
之
勒
珉
以
垂
永
久
余
謂
事
有
待
人
後
行
者
視
所
尚



ZhongYi

進
賢
縣
志

卷
十
二

典
祀

十
九

也
人
有
曠
世
相
感
者
繫
所
趣
也
是
舉
也
以
揚
前
烈
則
美
而
彰

以
興
後
賢
則
盛
而
傳
補
當
舉
未
舉
之
曠
典
遂
欲
祀
未
祀
之
公

心
非
我
侯
其
疇
克
爲
之
江
右
風
節
相
尚
忠
臣
義
士
項
背
相
望

若
文
節
公
何
可
當
也
武
廟
爲
宵
人
煽
惑
銳
意
南
巡
是
時

濠

陰
蓄
異
謀
殿
陛
大
臣
相
與
慫
慂
内
應
公
抗
疏
首
倡
留
駕
謂
藩

國
有
吳
濞
之
志
大
臣
懷
馮
道
之
心
視
當
宁
爲
奕
棋
以
革
除
爲

故
事
痛
哭
泣
血
不
忍
爲
陛
下
言
者
由
是
各
署
諫
疏
紛
紛
繼
之

當
事
者
狥
上
意
禁
約
言
事
文
節
公
百
有
七
人
跪
午
門
外
五
日

公
受
廷
杖
尋
謫
福
建
市
舶
提
舉
公
疏
雖
觸
上
怒
而
車
駕
亦
不

果
出
厥
功
偉
矣
公
疏
後
不
數
月
而

濠
兵
起
當
時
儻
采
公
言

預
伐
叛
謀
自
可
消
患
未
形
語
云
曲

徙
薪
無
恩
澤
堪
爲
永
嘆

世
皇
踐
祚
復
公
原
官
循
例
陞
俸
一
級
公
力
辭
旣
大
禮
議
起
公

執
爲
人
後
者
不
得
顧
私
親
疏
三
上
慟
哭
左
順
門
乃
受
廷
杖
如

前
九
死
不
悔
公
潛
心
經
學
著
述
甚
富
而
尤
加
意
周
禮
校
訂
成

編
曰
周
禮
定
本
至
於
律
度
象
數
無
不
洞
究
其
奥
公
銳
意
聖
賢

之
學
守
洙
泗
濂
洛
正
傳
後
進
相
見
必
勉
之
聖
人
可
學
而
至
又

謂
心
術
與
學
術
相
符
者
也
懷
居
與
懷
利
相
因
者
也
爵
祿
不
入

於
心
溝
壑
不
忘
於
念
可
謂
士
矣
公
與
羅
文
毅
公
先
後
第
一
人

官
同
謫
同
其
忠
諫
學
問
無
異
萬
厯
戊
子
太
宗
伯
丹
陽
姜
公
請

比
文
毅
例
獲
加
贈
諡
乃
今
復
有
專
祠
不
足
以
徵
直
道
忠
猷
久



ZhongYi

進
賢
縣
志

卷
十
二

典
祀

二
十

而
益
彰
乎
公
擢
巍
科
官
淸
署
將
來
何
不
可
爲
兩
朝
抗
疏
皆
社

稷
綱
常
大
計
名
震
天
下
而
行
篤
循
牆
無
所
爲
而
爲
之
諒
哉
古

之
遺
直
矣
其
視
一
封
朝
奏
意
氣
飛
揚
明
珠
彈
雀
鬬
㨗
收
効
者

詎
可
令
舒
先
生
見
哉
竊
惟
宇
宙
間
萬
形
皆
敝
而
惟
正
氣
長
存

撑
持
世
界
挽
轉
頽
風
非
此
則
莫
可
恃
者
松
柏
獨
也
冬
夏
靑
靑

其
文
節
之
謂
歟
周
侯
志
行
才
品
俱
高
夙
稱
三
吳
名
士
邑
中
連

遭
水
患
侯
殫
慮
救
援
灾
不
爲
害
而
尤
汲
汲
此
舉
趣
操
可
知
詩

曰
惟
其
有
之
是
以
似
之
跡
其
今
日
所
尚
可
占
異
日
樹
立
矣
予

聞
此
舉
斂
袵
起
敬
喜
談
而
樂
道
之
文
節
孫
琛
郡
丞
從
予
遊
文

學
能
世
其
家
記
成
因
付
之
以
具
復
於
周
侯
罔
有
溢
辭

節
士
祠

旌
祀
樊
明
仲
及
死
節
士
十
四
人

包
希
魯
節
士
祠
記
節
士
祠
者
龍
興
路
判
官
兼
領
水
兵
千
戸
大

梁
辛
君
敬
旌
樊
明
仲
以
下
死
節
之
士
十
有
四
人
而
作
也
士
之

死
於
節
者
以
其
激
於
義
也
至
正
十
二
年
淮
蔡
之
兵
南
逼
豫
章

右
時
以
道
州
錄
事
判
官
需
次
郡
城
憤
切
敵
愾
受
命
藩
閫
往
擊

江
東
連
勢
之
黨
於
郡
東
之
十
四
人
以
戎
事
從
君
先
後
而
死
者

當
時
君
以
徒
手
單
騎
糾
兵
彭
蠡
之
上
之
十
四
人
者
實
來
或
以

率
衆
至
或
以
勇
敢
用
或
以
善
謀
畫
進
其
人
雖
有
高
卑
之
殊
而

其
致
身
於
死
則
一
也
矧
皆
非
有
職
司
祿
食
以
居
位
者
故
咸
得

祠
焉
若
明
仲
與
其
從
弟
文
仲
從
子
用
行
及
徐
思
德
則
皆
儒
者



ZhongYi

進
賢
縣
志

卷
十
二

典
祀

二
十
一

也
故
首
奮
倡
義
勇
决
捐
身
而
陶
正
道
傅
煥
章
饒
思
舜
則
志
以

口
舌
挫
擊
而
招

之
者
也
至
若
熊
有
源
之
慷
慨
陳
伯
通
之
驍

勇
徐
宏
道
之
堅
毅
葉
明
遠
兄
弟
之
激
烈
果
銳
咸
可
尙
焉
若
劉

清
公
之
爲
浮
屠
沈
壽
之
出
騶
卒
則
尤
不
可
沕
没
也
樊
氏
三
人

行
中
書
旣
循
著
令
而
褒
贈
之
矣
君
猶
閔
夫
其
或
冺
於
久
也
乃

悉
列
祀
而
復
勒
其
死
事
之
蹟
於
石
焉
夫
聖
賢
汲
汲
焉
教
民
知

義
者
非
趣
人
之
蹈
於
死
也
以
明
夫
義
則
能
忠
君
親
上
相
保
以

生
也
縱
不
幸
爲
義
以
死
則
其
生
氣
豈
不
烈
烈
然
天
地
之
間
哉

其
含
恥
苟
偷
以
存
其
喙
息
者
人
恒
視
以
狗
彘
不
若
也
雖
生
百

而
何
爲
者
邪
此
義
之
在
所
貴
節
之
在
所
秉
而
祠
之
所
以
作

也
忠
毅
祠

在
道
前
義
倉
西
乾
隆
庚
子
奉
檄
祀

國
朝
撫
蠻
滅
冦
將
軍
傅
宏
烈
裔
孫
邑
庠
承
德
建
以

上

聶

志

今

燩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