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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志
卷
之
三
十
一

藝
文
記

城

署

新
移
州
子
城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唐

張
保
和

八
卦
成
列
象
在
其
中
聖
人
則
之
剛
柔
險
易
動
静
悠
促
亦
皆

備
矣
是
則
金
木
水
火
輪
移
消
長
乾
坤
震
巽
羅
列
高
下
揆
情

僞
至
于
玄
近
稽
微
闡
極
于
大
成
蓋
有
有
無
不
有
矣
物
物
無

不
物
矣
至
如
舉
一
趨
百
制
邇
應
遠
者
有
夫
光
宅
焉
宅
天
下

者
崤
雒
之
强
歟
宅
邦
邑
者
崗
阜
之
勝
歟
宅
閭
巷
者
隆
坦
之

宜
歟
自
宂
居
至
於
大
壯
猶
椎
輪
形
於
玉
輅
其
必
如
此
按
撫

之
𨛦
庭
初
際
于
亥
壬
綿
歷
年
代
寳
應
中
太
守
王
公
圓
以
其

勢
卑
於
郵
里
疑
悍
民
而
沮
長
因
徙
于
西
陲
自
爾
亦
匪
厥
中

觀
夫
用
壯
而
非
剛
虛
右
而
擁
左
總
詳
其
朕
則
二
千
石
列
𨛦

比
比
有
不
大
遷
者
是
其
事
矣
大
中
中
刺
史
蔡
公
京
審
于
三

地
思
事
再
革
以
勞
費
滋
廣
意
行
力
止
乾
符
中
巨
盜
起
梁
宋

兵
火
𤋜
天
下
干
戈
日
用
屠
薙
鋒
起
畿
甸
失
禦
𨛦
邑
曠
守
斯

府
也
𧲣
狼
塞
路
瓦
礫
遮
轍
此
之
官
舍
棄
如
焚
如
荆
蒿
蒙
春

并
野
一
色
洎
汝
南
危
公
奮
長
劍
倡
義
旅
併
剪
羣
惡
克
蒞
百

城
草
剏
碁
布
紉
隳
續
斷
詔
下
之
日
默
究
形
勝
且
曰
幼
少
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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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　

　

　

仲

玉

聞
前
任
遺
議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今
也
運
會
萃
□
指
陳
大
凡
元

亨
中
正
會
要
方
乗
宜
拔
乎
崇
高
麾
震
揖
巽
朝
辛
附
癸
在
控

于
躍
伏
苟
差
毫
髮
其
致
懸
殊
爾
乃
决
意
卜
築
應
手
經
始
舍

去
舊
地
推
移
一
區
而
勝
秀
逸
得
嚴
整
欎
備
納
溪
山
複
疊
之

勢
吐
原
野
蟠
連
之
色
有
若
龍
騫
鳳
舉
花
攢
綺
錯
於
是
左
通

臺
門
南
正
戟
扉
三
扄
三
廳
大
寢
小
寢
局
著
狴
帑
環
廻
星
列

峨
東
軒
以
資
眺
覽
峙
西
閣
而
備
宴
見
奢
儉
折
中
材
力
攸
允

廣
陌
䋲
分
列
肆
鱗
矚
繚
崇
墉
偹
固
護
之
態
襟
平
陸
延
爽
塏

之
景
然
後
政
化
以
安
之
禮
法
以
康
之
仁
和
以
富
之
遠
者
來

而
近
者
休
險
詖
革
而
幹
蠱
用
星
霜
旣
周
閭
井
以
繁
年
糓
登

穰
士
馬
精
研
連
帥
倚
爲
右
屏
天
子
寵
爲
良
牧
百
姓
歌
之
聲

聞
九
重
璽
書
慰
勉
增
爵
褒
命
公
少
秉
奇
志
年
甫
壯
室
遭
時

建
名
起
家
而
萬
石
非
偉
許
國
而
一
心
彌
厲
而
後
乃
今
譽
積

望
洽
豊
德
懿
範
繼
以
揮
綽
雖
山
河
之
重
巖
廊
之
峻
恐
無
自

避
也
君
子
曰
地
載
萬
物
賢
者
應
之
蓋
合
其
用
而
享
其
祉
忤

其
道
而
戾
其
契
匪
私
於
富
貴
勿
抑
於
隆
盛
也
若
成
王
之
定

鼎
邾
文
之
遷
繹
奉
春
之
建
都
踵
其
數
而
舉
其
徵
者
矣
保
和

前
紀
羅
城
內
慙
拙
文
暇
日
復
聆
當
世
之
譚
曰
事
成
乎
身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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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　

　

　

　

圣

乎
人
力
之
次
也
顧
惟
是
續
盍
表
悠
久
載
讓
弗
克
唯
而
直
書

巨
唐
龍
集
庚
戌
年
在
大
順
律
中
南
吕
戊
寅
日
張
保
和
鐫
之

于
石

重
脩
州
城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宋

家
坤
翁

𨛦
在
東
漢
爲
縣
號
臨
汝
六
朝
訖
隋
唐
爲
𨛦
號
臨
川
者
謂
所

治
在
臨
汝
中
相
傳
赤
崗
乃
其
故
址
𨛦
乗
云
唐
寳
應
初
刺
史

王
圓
徙
西
門
莫
得
其
處
至
中
和
末
危
全
諷
徙
今
治
非
也
叅

稽
全
諷
梓
刻
及
兩
碑
當
時
州
城
乃
因
圓
之
舊
加
興
築
無
所

徙
惟
子
城
舊
在
西
陲
地
旻
下
實
徙
之
蓋
州
城
當
寳
應
初
卽

止
于
此
距
今
五
百
四
十
載
外
無
西
陲
子
城
自
中
和
距
今
亦

四
百
二
十
載
昔
旣
云
徙
今
猶
在
西
者
蓋
其
方
則
不
易
特
去

而
乗
高
就
正
爾
以
山
川
形
氣
蔽
之
州
城
左
右
控
引
臨
汝
前

後
則
納
其
源
鎭
其
匯
赤
岡
西
逼
臨
水
氣
卑
陋
今
城
居
高
明

得
地
勢
然
東
濱
汝
水
故
子
城
州
宅
居
西
欲
畧
當
臨
汝
中
阻

二
川
而
建
州
就
中
氣
而
建
治
尚
卜
澗
瀍
宅
土
中
之
意
圓
當

徙
時
城
耶
否
耶
則
不
可
考
自
全
諷
興
築
於
中
和
後
五
十
餘

載
南
唐
周
弘
祚
嘗
脩
濬
於
晋
天
福
先
後
述
作
實
搶
攘
使
之

自
聖
人
有
作
天
下
一
家
撫
深
居
內
地
城
築
宜
弛
曠
二
百
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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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

是
爲
建
興
時
際
多
虞
王
君
仲
山
嘗
因
其
陋
加
補
綴
又
九
十

載
至
紹
定
間
猺
人
弗
率
黃
君
炳
□
悉
力
創
治
建
其
郛
濬
其

池
益
宏
肆
深
廣
殆
中
和
以
來
所
未
有
自
是
三
十
餘
載
又
廢

不
治
摧
頺
荒
翳
多
所
堙
闕
諸
門
率
欹
壞
有
志
之
士
撫
今
昔

念
興
廢
孰
不
爲
之
慨
嘆
蓋
自
唐
訖
今
五
百
年
間
守
地
者
不

知
其
幾
人
其
能
興
脩
者
纔
四
人
而
已
大
率
敵
國
外
患
之
來

則
城
興
燕
安
逸
豫
之
乆
則
城
廢
俛
仰
一
轍
不
謀
同
情
易
之

泰
九
三
上
六
其
爻
相
應
故
理
相
通
城
復
于
隍
之
象
雖
著
於

上
六
道
窮
之
後
無
平
不
陂
之
兆
實
基
於
九
三
道
通
之
際
信

乎
廢
興
成
毁
皆
非
一
朝
一
夕
之
故
有
國
有
家
者
先
其
未
隍

逆
防
其
陂
則
城
可
以
不
隳
平
可
以
長
保
豈
惟
一
城
通
天
下

皆
然
磨
礲
者
不
見
其
損
積
累
者
不
見
其
益
也
况
斯
城
久
於

否
屬
當
凋
瘵
無
厚
力
以
鳩
僝
工
泰
而
通
之
必
于
其
漸
乃
時

計
其
贏
度
吾
所
能
而
葺
治
之
城
之
堙
闕
者
四
畚
築
而
加
以

甃
門
之
欹
壞
十
二
繕
治
而
扶
其
顛
日
而
年
寸
尺
而
尋
丈
庶

幾
積
小
高
大
城
有
可
興
之
期
然
念
人
情
終
始
勤
惰
不
能
一

官
府
更
迭
去
來
不
可
常
書
用
識
之
以
勿
忘
於
心
亦
以
望
後

人
非
徒
記
其
事
求
自
衒
將
以
致
吾
城
於
堅
高
悠
乆
也
覽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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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
裁
之
皇
宋
景
定
歲
在
癸
亥
律
中
姑
洗
睂
山
家
坤
翁
因
爲
之

記

設
廰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唐
危
全
諷

當
州
昔
爲
臨
汝
郡
城
在
此
城
之
北
古
堞
猶
存
寳
應
中
太
守

王
公
圓
以
不
便
於
民
卜
遷
於
此
然
所
立
郡
宅
未
叶
地
形
昃

倚
城
西
低
臨
水
際
頗
更
年
代
莫
議
遷
移
洎
乾
符
初
寰
海
沸

騰
兵
冦
焚
𤑔
畧
無
遺
堵
靡
認
餘
基
中
和
乙
巳
歲
全
諷
奉
詔

分
符
拜
官
本
郡
傷
凌
夷
之
累
政
歎
榛
棘
以
經
時
且
召
伯
臨

人
憇
息
只
依
於
棠
樹
而
謝
公
爲
郡
餘
閒
尚
築
於
經
臺
得
不

革
故
從
新
去
彼
取
此
旣
獲
其
形
勝
又
叶
此
夷
隆
凢
廨
署
之

中
而
公
廰
在
首
此
際
雖
當
建
立
猶
是
權
宜
每
視
事
之
時
或

延
賓
之
際
常
因
目
擊
但
蓄
心
期
未
辨
增
修
二
十
年
矣
今
則

聚
力
於
三
農
之
隙
求
材
於
千
仞
之
林
獲
楠
梓
而
皆
良
招
郢

匠
而
畢
集
是
用
拓
開
基
址
高
建
棟
梁
恢
張
而
雅
稱
参
衙
壯

觀
而
無
餘
法
則
盤
勝
槩
而
咸
歸
萬
象
鎭
嚴
城
而
更
益
三
威

立
事
立
言
必
𡸁
名
於
不
朽
乃
積
乃
業
冀
貽
美
於
將
來
豈
爲

耳
目
之
娱
而
勤
土
木
之
事
者
哉

設
廰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宋
□
監
簿
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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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
撫
爲
吳
臨
川
郡
晉
宋
以
來
封
建
親
王
內
使
王
逸
少
謝
康
樂

實
行
太
守
事
隋
平
陳
改
爲
州
取
撫
安
之
義
易
今
名
唐
仍
隋

舊
置
刺
史
大
曆
中
顔
魯
公
涖
兹
土
三
人
者
後
先
相
望
贒
矣

哉
州
治
規
畫
乃
出
危
全
諷
手
繫
年
月
日
而
不
紀
姓
氏
有
記

也
當
是
時
唐
室
微
弱
政
在
朱
梁
巢
冦
狓
猖
蕩
無
綱
紀
爭
相

雄
長
俗
不
古
如
爲
刺
史
者
猶
能
披
榛
剔
翳
厭
偏
卑
更
爽
嵦

去
兵
燬
□
礫
之
塲
麾
震
揖
巽
朝
辛
附
癸
翕
受
溪
山
複
壘
之

勢
治
行
固
不
敢
望
三
贒
髣
髴
而
其
經
營
用
志
之
勤
招
懐
亡

散
興
緝
圮
壞
亦
治
世
之
能
吏
贒
者
以
其
政
能
者
以
其
勞
政

與
勞
俱
不
容
冺
此
廰
事
之
屢
易
而
題
扁
惟
舊
存
古
也
繇
唐

末
天
祐
甲
子
距
我
宋
建
隆
庚
申
聖
人
出
四
海
一
向
之
治
廰

閱
五
代
五
十
有
七
年
尚
屹
立
無
動
摇
嘉
祐
裴
公
材
始
撤
而

新
之
治
平
錢
公
暄
又
增
而
葺
之
紹
定
黃
公
炳
復
從
而
重
建

之
上
下
三
百
三
十
年
更
三
太
守
卒
不
能
加
毫
末
智
慮
增
損

其
故
址
是
則
全
諷
亦
非
因
陋
草
創
者
夫
物
之
廢
興
莫
不
有

時
而
常
繫
乎
其
人
能
爲
時
者
人
也
郡
守
所
以
承
流
宣
化
致

之
民
郡
治
所
以
據
高
敞
虚
臨
其
民
儀
門
旁
列
有
戟
也
戒
石

中
立
有
銘
也
文
臣
七
條
御
製
也
細
書
十
行
宸
札
也
祖
宗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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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
勑
如
是
之
嚴
吏
民
觀
瞻
如
彼
其
肅
昭
昭
乎
若
上
帝
之
臨
汝

非
令
壯
麗
何
以
示
尊
主
庇
民
之
敬
心
哉
自
營
私
之
念
重
則

奉
公
之
意
輕
第
知
囊
匱
鮮
克
興
植
徃
徃
視
州
家
爲
褒
城
驛

間
有
振
厲
不
過
侈
寢
處
以
凝
香
飭
厨
傳
以
沽
譽
緩
而
不
切

豈
繫
有
無
惟
軍
器
監
簿
黃
公
則
不
然
公
餘
杭
人
宰
萬
安
以

捍
冦
功
遷
撫
守
居
亡
何
握
節
兼
州
歎
治
廰
頺
圮
慨
然
語
寮

屬
曰
此
屋
突
兀
今
將
塌
矣
幸
城
築
竣
事
不
更
新
懼
亾
以
貽

後
亟
鳩
工
取
楠
梓
之
良
者
經
始
於
五
年
之
冬
成
於
六
年
之

春
錢
費
三
百
餘
萬
米
七
百
八
十
餘
斛
悉
出
帑
廪
絲
毫
不
病

民
廰
柱
合
抱
梁
棟
楹
稱
是
果
不
謂
之
能
且
贒
乎
斧
斤
收
聲

心
勦
形
瘵
不
及
享
其
成
惜
哉
且
人
之
贒
否
見
趣
各
異
不
能

者
無
補
於
治
贒
而
能
者
志
莫
之
竟
桄
以
是
年
秋
御
命
守
是

邦
惜
𦮯
人
之
志
未
遂
不
數
月
役
匠
掄
材
粉
飭
丹
艧
又
念
廊

屋
支
柱
弗
稱
如
冠
峨
而
屨
敝
於
是
新
兩
廡
夾
而
翼
之
以
見

一
日
必
葺
之
意
峕
端
平
元
年
權
知
撫
州
兼
江
西
提
舉
李
桄

記

州
衙
宅
堂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唐
危
全
諷

當
州
刺
史
宅
自
唐
乾
符
中
因
諸
道
亂
離
有
巨
冦
黃
巢
　
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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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

彦
璋
等
奔
突
焚
燒
畧
無
遺
堵
爾
後
封
疆
俶
擾
城
邑
荒
凉
洎

中
和
五
年
春
三
月
全
諷
涖
郡
之
始
製
置
之
初
以
其
宅
僻
倚

西
隅
而
甚
欹
側
乃
易
其
舊
址
遷
此
新
基
高
而
且
平
雅
當
正

位
於
是
芟
去
榛
棘
草
創
公
署
此
際
多
以
舊
木
權
宜
製
之
于

今
十
有
四
年
卒
就
摧
朽
今
則
躬
親
指
畫
再
　
基
塲
　
　
重

堂
傍
堅
厨
庫
西
廊
東
院
周
廻
一
百
餘
間
纔
涉
數
旬
切
扁
俱

畢
雖
虹
梁
　
　
不
獲
飭
焉
而
鈴
𨵫
郡
齋
　
　
壯
觀
建

續
益
稱
　
城
　
叙
其
由
故
紀
於
璧
乾
寧
五
年
太
嵗
戊
午
七

月
己
巳
朔
二
十
一
日
己
丑
金
紫
光
祿
大
夫
檢
校
尚
書
左
僕

射
撫
州
刺
史
兼
御
史
大
夫
上
柱
國
危
全
諷
字
上
諌
記

蔡
邦
俊
曰
此
州
治
剏
建
之
始
也
危
家
南
城
來
治
于
撫
民
情

土
俗
周
知
之
矣
涖
政
二
十
八
年
任
乆
澤
深
開
草
萊
定
方
位

以
佐
王
安
邦
國
厥
功
偉
哉
自
後
署
亦
迭
修
碑
記
不
存
則
是

祝
融
爲
之
崇
也
府
衙
建
于
萬
曆
之
丁
未
則
知
府
翁
公
汝
進

爲
政
府
治
建
于
天
啓
之
甲
子
則
知
府
朱
公
大
典
爲
政
然
欲

求
其
顚
末
沿
革
之
字
而
不
可
得
豈
傳
舍
視
之
也
抑
猶
有
待

與
書
以
存
之

撫
州
新
建
使
廰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宋
王
旡
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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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善
爲
政
者
急
其
所
急
以
及
其
所
緩
而
經
理
於
緩
急
之
際
亦

各
有
方
不
善
爲
政
者
反
此
若
夫
教
化
以
奪
其
未
順
之
心
衣

食
以
猒
其
必
得
之
欲
蔽
不
可
留
之
獄
訟
恤
無
所
告
之
老
窮

簡
閱
官
吏
崇
其
善
而
替
其
惡
此
最
其
所
急
而
不
可
緩
者
也

至
于
城
池
之
所
以
偹
豫
廨
舍
之
所
以
興
居
倉
庫
之
所
以
出

納
以
及
臺
榭
廐
驛
亭
圃
之
區
區
宜
革
而
革
宜
修
而
修
此
差

可
以
緩
而
不
可
廢
者
也
故
夫
用
事
于
一
州
者
得
宏
敏
周
通

之
君
子
則
將
能
周
旋
裁
處
急
當
其
急
緩
當
其
緩
常
不
繆
於

序
而
其
間
又
周
旋
經
理
使
其
利
足
以
掩
害
其
損
足
以
爲
益

薄
費
而
厚
得
近
舉
而
遠
存
不
然
得
鄙
近
偷
惰
之
吏
則
其
裁

處
多
不
能
當
其
序
而
經
理
又
不
能
適
其
宜
如
𦮯
之
云
云
者

此
後
世
之
通
患
而
誼
儒
法
士
所
爲
發
憤
思
古
也
治
平
二
年

四
月
五
日
撫
州
之
廰
成
太
守
司
農
少
卿
錢
公
暄
革
唐
刺
史

危
全
諷
之
所
建
也
葢
全
諷
之
建
當
天
祐
之
元
年
至
今
殆
二

百
年
而
其
勢
將
壞
故
公
始
議
革
之
而
方
是
之
時
公
之
爲
州

已
踰
年
矣
其
政
令
已
行
而
吏
民
順
諧
嵗
常
有
年
獄
訟
淸
簡

公
夷
然
無
爲
也
于
是
使
四
縣
之
令
各
偹
其
材
而
不
自
憚
其

煩
綣
繾
督
視
故
能
以
旬
有
二
日
而
成
旣
成
則
其
規
□
髙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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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三
六
和

皆
踰
于
舊
而
其
始
又
以
智
損
其
中
六
楹
故
使
坐
其
下
者
宛

轉
四
顧
豁
然
虚
曠
稱
夫
臨
堂
堂
千
里
者
之
勢
其
用
于
事
而

善
如
此
眞
所
謂
宏
敏
周
通
之
君
子
哉
噫
天
下
之
有
撫
州
而

撫
州
之
宜
有
治
廰
者
固
無
窮
而
治
廰
之
内
太
守
迭
處
而
迭

去
者
亦
無
窮
也
然
則
今
日
之
役
不
有
文
字
之
曲
折
以
託
于

無
窮
之
間
則
後
之
人
孰
知
夫
爲
是
役
者
自
吾
錢
公
始
而
爲

之
又
適
當
其
序
且
有
方
也
故
旡
咎
承
公
之
命
不
敢
辭
以
不

能
而
遂
爲
之
記
云

撫
州
通
判
廰
見
山
𨵫
記
　
　
　
　
宋
王
安
石

通
判
撫
州
太
常
愽
士
施
侯
爲
𨵫
於
其
舍
之
西
偏
旣
成
與
客

升
以
飲
而
爲
之
名
曰
見
山
且
言
曰
吾
人
脫
於
兵
火
洗
沐
仁

聖
之
膏
澤
以
休
其
父
子
者
百
餘
年
於
今
天
子
恭
儉
陂
池
苑

囿
臺
榭
之
觀
有
堙
毁
而
無
改
作
其
不
欲
有
所
騷
動
而
思
稱

祖
宗
所
以
憫
仁
元
元
之
意
殊
甚
故
人
得
私
其
智
力
以
逐
於

利
而
窮
其
欲
自
雖
蠻
夷
湖
海
山
谷
之
聚
大
農
富
工
豪
賈
之

家
徃
徃
能
廣
其
宫
室
高
其
樓
觀
以
與
通
邑
大
都
之
有
力
者

爭
無
窮
之
侈
夫
民
之
富
溢
矣
吏
獨
不
當
因
其
有
餘
力
有
以

自
娱
樂
稱
上
施
耶
又
况
撫
之
爲
州
山
耕
而
水
蒔
牧
牛
馬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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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
虎
豹
爲
地
千
里
而
民
之
男
女
以
萬
數
者
五
六
十
地
大
人
衆

如
此
而
通
判
與
之
爲
之
父
母
則
其
人
奚
可
不
賢
雖
賢
豈
能

無
勞
於
爲
治
獨
無
觀
游
食
饗
之
地
以
休
其
暇
日
殆
非
先
王

使
小
人
以
力
飬
君
子
之
意
吾
所
以
樂
爲
之
就
此
而
忘
勞
者

非
以
爲
吾
之
不
肖
能
長
有
此
顧
不
如
是
不
足
以
待
後
之
贒

者
爾
且
夫
人
之
慕
於
贒
者
爲
其
所
樂
與
天
下
之
志
同
而
不

失
然
後
能
有
餘
以
與
民
而
使
皆
得
其
所
願
而
世
之
說
者
曰

召
公
爲
政
於
周
方
春
舍
於
蔽
芾
之
棠
聽
男
女
之
訟
焉
而
不

敢
自
休
息
于
宫
恐
民
之
從
我
者
勤
而
害
其
田
作
之
時
盖
其

隠
約
窮
苦
而
以
自
媚
於
民
如
此
故
其
民
愛
思
而
詠
歌
之
至

於
不
忍
伐
其
所
舍
之
棠
今
甘
棠
之
詩
是
也
嗟
乎
此
殆
非
召

公
之
實
事
詩
人
之
本
指
特
墨
子
之
餘
言
贅
行
吝
細
褊
迫
者

之
所
好
而
吾
之
所
不
能
爲
於
是
酒
酣
客
皆
歡
相
與
從
容
譽

施
侯
所
爲
而
稱
其
言
之
善
又
美
大
其
閣
而
嘉
其
所
以
名
之

者
曰
閣
之
上
流
目
而
環
之
則
邑
屋
草
木
川
原
阪
隰
之
無
蔽

障
者
皆
見
施
侯
獨
有
見
於
山
而
以
爲
之
名
何
也
豈
以
山
之

在
吾
左
右
𦮯
後
若
蟠
若
踞
若
伏
若
鶩
爲
獨
能
適
吾
目
之
所

觀
耶
其
吾
心
有
得
於
是
而
樂
之
也
施
侯
以
客
爲
知
言
而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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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
書
抵
予
曰
吾
所
以
爲
𨵫
而
名
之
者
如
此
子
其
爲
我
記
之
數

辭
不
得
止
則
又
因
吾
叔
父
之
命
以
取
焉
遂
爲
之
記
以
示
之

贒
者
使
知
大
施
候
之
所
以
爲
閣
而
名
之
者
其
言
如
此

拙
齋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宋
朱
熹

臨
川
太
守
趙
侯
景
明
視
事
之
明
年
政
通
人
和
郡
以
無
事
暇

日
相
便
坐
之
北
循
廡
而
西
入
叢
竹
間
得
前
人
所
爲
秋
聲
齋

者
老
屋
數
椽
人
跡
罕
至
而
其
傾
欹
痺
狹
又
特
甚
意
欣
然
樂

之
因
稍
易
其
腐
敗
撓
折
之
尤
者
而
日
居
焉
間
獨
仰
而
嘆
曰

是
室
之
陋
非
予
之
拙
則
孰
宜
居
之
哉
乃
更
題
其
榜
曰
拙
齋

而
以
書
走
武
夷
謁
予
記
曰
吾
之
拙
甚
懼
不
足
以
爲
理
吾
子

因
是
而
予
之
一
言
庻
乎
其
有
以
自
警
也
方
是
之
時
葢
未
始

得
逰
於
趙
侯
也
然
直
諒
之
操
多
聞
之
美
則
聞
有
日
矣
及
其

爲
政
於
此
邦
也
奉
法
遵
職
不
作
聦
明
而
吏
畏
民
安
境
內
稱

治
則
又
聞
之
而
加
鄕
徃
焉
今
也
乃
於
其
言
而
得
其
志
如
此

則
鄕
之
所
聞
者
於
侯
抑
餘
事
也
誠
切
樂
聞
其
說
且
復
自
念

若
予
之
鄙
樸
頑
鈍
葢
有
甚
於
侯
者
則
益
仰
而
嘆
曰
趙
侯
所

以
名
齋
者
爲
足
以
見
其
志
矣
然
而
非
予
之
拙
則
孰
宜
記
之

哉
抑
嘗
聞
之
天
下
之
事
不
可
勝
窮
其
理
則
一
而
已
矣
君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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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
之
學
所
以
窮
是
理
而
守
之
也
欲
其
通
於
一
其
守
之
也
欲
其

安
以
固
以
其
一
而
固
也
是
以
近
於
拙
葢
無
所
用
其
巧
智
之

𥝠
而
唯
理
之
從
極
其
言
則
正
其
誼
不
謀
其
利
明
其
道
不
計

其
功
是
亦
拙
而
已
矣
趙
侯
之
學
蓋
將
進
此
然
其
所
以
託
名

者
則
已
早
矣
且
猶
不
輕
自
信
而
必
求
以
警
其
心
焉
則
其
志

爲
如
何
哉
若
予
之
拙
乃
其
才
之
不
足
而
何
足
以
語
此
顧
輙

自
予
爲
足
以
記
侯
之
齋
者
視
侯
之
爲
愧
亦
甚
矣
雖
欲
善
其

辭
說
其
又
何
以
爲
觀
省
之
助
乎
然
侯
之
所
以
見
屬
有
不
可

虚
者
姑
書
此
以
致
予
之
意
焉
淳
熈
丙
申
冬
十
月
壬
申
朔
新

安
朱
熹
序

撫
州
府
職
官
題
名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黃
暾
江
顯

題
名
有
記
自
唐
人
直
璧
書
之
或
爲
石
刻
而
䧟
之
厥
後
稍
稍

用
碑
乃
撫
州
府
自
元
虞
集
氏
一
記
題
名
焉
自
後
苔
蘚
莫
辯

姓
名
不
書
二
百
年
餘
矣
君
子
爲
之
憮
然
又
考
之
志
則
自
弘

治
壬
戌
迄
今
志
之
不
修
者
凢
半
百
其
年
又
爲
之
病
文
獻
之

莫
傳
乃
禮
鄕
之
士
大
夫
志
之
其
官
於
茲
者
則
愽
搜
之
得
若

干
人
因
爲
之
書
曰
士
君
子
之
歷
官
於
天
下
何
取
於
□
□
之

記
哉
自
其
身
以
任
天
下
之
重
幸
受
專
城
之
寄
或
試
□
□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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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
爲
任
若
果
文
章
之
大
焉
政
事
之
優
焉
功
業
之
鴻
且
駿
焉
將

里
有
歌
巷
有
謡
而
逝
世
之
後
猶
書
之
旂
常
銘
之
鼎
彛
垂
之

竹
帛
以
與
國
家
同
乆
遠
題
名
雖
不
記
可
也
但
士
君
子
宦
逰

所
至
皆
其
過
化
之
區
而
因
其
人
以
求
其
所
傳
亦
或
有
得
其

緒
餘
者
若
并
其
人
而
忘
之
將
所
樹
立
何
所
於
寄
郎
撫
如
王

羲
之
氏
謝
靈
運
氏
顔
眞
卿
氏
皆
以
文
章
節
義
名
天
下
曾
官

是
邦
而
余
遣
人
求
其
墨
跡
僅
得
所
謂
右
軍
墨
池
者
及
魯
公

麻
姑
山
仙
壇
記
焉
餘
則
已
無
見
矣
夫
逹
人
鴻
儒
之
佳
製
故

必
有
鬼
神
呵
護
以
傳
不
朽
而
如
諸
大
夫
者
官
於
是
地
求
其

墨
蹟
遂
不
可
得
則
其
冺
㓕
不
爲
人
所
知
者
無
限
况
併
姓
名

而
不
在
堅
珉
又
孰
知
而
孰
傳
之
而
將
何
以
勸
後
哉
余
重
爲

之
毖
適
三
年
報
政
後
令
學
官
弟
子
員
次
第
其
官
於
撫
者
悉

書
之
又
凢
半
年
餘
始
得
其
姓
氏
籍
里
䫫
郡
之
長
始
王
君
逹

貳
始
胡
君
善
倅
始
蔡
君
秉
節
推
始
王
君
學
皆
洪
武
以
後
今

之
所
知
者
識
之
所
不
知
者
無
及
也
而
立
於
是
地
者
之
盛
皆

見
之
矣
後
之
人
其
亦
有
指
而
名
之
曰
某
也
贒
某
也
才
某
也

文
章
政
事
并
功
業
而
有
之
而
或
因
之
以

具得

所
遺
者
否
與
設

□
□
□
□
□
之
人
知
所
師
法
焉
則
亦
無
負
乎
其
曾
官
□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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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也
若
其
善
不
足
書
政
不
足
録
而
不
永
有
聞
焉
則
亦
名
之

鐫
於
石
已
耳
是
故
勸
懲
之
典
也
噫
後
之
視
今
與
今
之
視
昔

則
同
而
可
無
懼
乎
仍
虗
其
左
以
俟
續
有
識
云

宜
黃
縣
治
興
造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孫
　
覿

紹
興
元
年
春
盗
起
虔
化
誘
脅
衆
數
萬
象
扇
爲
亂
圍
建
昌
不

克
遂
陷
宜
黃
官
寺
民
廬
一
夕
燔
烈
爲
灰
燼
部
刺
史
馹
聞
天

子
謂
將
吏
發
兵
捕
誅
盡
夷
其
黨
貸
脅
弗
治
夏
五
月
師
還
於

是
公
𥝠
掃
地
赤
立
斗
粟
千
錢
饑
疫
相
熏
民
之
竄
走
山
谷
幸

而
不
死
者
皆
餓
死
頭
顱
相
屬
於
道
數
百
里
無
炊
火
焉
令
丞

佐
僑
居
野
處
如
寄
客
簿
書
棲
列
無
所
吏
抱
牘
藏
於
家
獄
訟

賦
後
失
其
平
商
旅
不
至
市
無
鷄
豚
晨
夕
之
需
無
所
得
凢
仕

於
邑
者
指
日
待
更
不
爲
斯
湏
計
畱
也
三
年
右
朝
奉
郎
鄧
令

端
友
來
涖
兹
邑
鉏
治
强
梗
發
紓
隠
詘
期
年
政
成
輿
人
誦
之

時
両
尉
弓
手
怙
衆
爲
姦
利
官
弗
能
禁
意
小
忤
則
嘯
其
朋
盡

甲
而
出
群
噪
大
呼
刼
請
賕
謝
率
以
爲
常
令
曰
是
可
忍
邪
立

捕
首
亂
者
七
八
軰
送
獄
斬
以
狥
而
釋
其
餘
自
是
縮
頸
屏
氣

無
敢
譁
言
於
道
者
則
又
脩
起
學
宫
立
孔
子
象
春
秋
釋
奠
屬

□
□
之
秀
者
習
禮
樂
其
中
然
後
大
其
治
所
重
門
洞
開
堂
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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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
静
深
舍
群
吏
於
東
西
両
廡
櫝
藏
勅
書
於
門
之
楼
上
决
事
之

室
燕
體
之
齊
犴
獄
庫
庾
庖
湢
皆
具
爲
屋
若
干
楹
高
明
壯
麗

稱
邦
君
子
男
之
居
乃
伐
石
圖
文
字
刻
示
後
人
而
移
書
二
千

里
屬
余
文
以
爲
記
余
曰
宋
受
天
命
字
内
晏
清
際
天
軼
海
無

一
夫
嘯
呼
之
警
地
大
人
衆
邑
屋
相
望
大
家
巨
室
特
起
乎
神

州
陸
海
之
中
粟
窖
金
穴
錯
出
乎
四
逹
九
逵
之
道
神
林
鬼
塚

浮
圖
老
子
之
宮
接
軫
乎
山
區
海
聚
之
間
甕
牗
䋲
樞
桑
麻
果

蔬
之
壠
連
屬
乎
十
室
之
邑
三
家
之
市
可
謂
盛
矣
靖
康
之
變

極
四
境
所
環
氷
銷
火
燎
無
尺
椽
寸
瓦
之
遺
一
時
君
子
避
讒

畏
議
取
具
臨
時
通
都
大
邦
侯
牧
之
貴
徃
徃
編
竹
爲
障
僅
蔽

風
雨
今
冝
在
江
左
窮
處
不
足
以
資
進
取
爲
名
譽
則
靡
靡
然

日
入
於
壞
固
宜
鄧
令
之
來
以
爲
縣
令
百
里
之
望
不
可
與
吏

民
雜
處
此
土
也
然
不
以
劳
民
先
是
諸
惡
少
之
從
盗
者
官
錄

其
資
没
入
之
獨
空
舍
數
十
區
尚
存
乃
命
工
撤
取
之
凢
棟
楹

樑
桷
葢
瓦
級
塼
之
具
皆
出
於
此
落
成
之
日
邑
人
不
知
材
用

之
所
從
不
見
役
使
之
及
已
流
逋
四
歸
樂
生
興
事
市
區
賈
肆

民
居
客
邸
閭
𨶒
相
接
漸
復
其
故
則
更
治
□
□
增
立
垣
屋
程

課
入
窒
姦
偷
悉
有
方
畧
收
其
嬴
十
倍
嗚
□
□
令
端
友
可
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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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
瑞
刻

能
吏
矣
余
嘗
謂
䘮
亂
之
後
百
廢
委
地
如
大
𣗳
之
顚
非
天
下

之
豪
傑
不
能
振
起
學
士
大
夫
圖
當
世
之
務
皆
如
鄧
令
挺
堅

持
之
操
奮
其
憊
於
瘡
殘
摧
敗
之
餘
乘
時
就
功
無
厲
民
駴
衆

之
煩
而
一
日
之
作
軼
于
百
年
累
世
之
迹
雖
中
原
故
地
可
復

而
有
也
而
况
于
一
邑
乎
鄧
令
諱
庾
延
平
人
端
友
其
字
云
紹

興
癸
丑
歲
十
一
月
晉
陵
孫
覿
記

重
建
譙
樓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虞
文
靖
公
集

中
順
大
夫
撫
州
路
總
管
府
逹
魯
花
赤
雲
中
塔
不
臺
侯
以
其

郡
治
譙
樓
成
屬
予
作
文
以
記
集
昔
者
以
文
學
爲
職
業
旣
老

而
歸
僑
乎
君
侯
之
野
將
命
者
郡
庾
吏
宣
予
從
子
也
實
來
其

可
辭
乎
稽
諸
志
自
刺
史
危
全
諷
建
府
治
于
此
將
四
百
年
凢

守
居
有
興
作
碑
志
略
可
考
而
譙
樓
之
嵗
月
無
述
焉
至
順
元

年
三
月
晦
大
風
樓
壞
明
年
六
月
總
管
東
平
劉
繼
祖
與
今
侯

相
繼
至
郡
謀
更
作
之
以
是
年
十
一
月
庚
申
經
始
又
明
年
正

月
朔
旦
劉
侯
致
仕
去
無
代
者
今
侯
以
爲
己
任
至
元
元
年
落

成
同
斯
樓
也
㨿
地
形
勝
屹
然
有
臨
其
下
累
甓
旁
崇
廣
道
中

闢
郡
長
史
率
其
僚
佐
奉
詔
令
出
教
條
入
而
聴
政
出
而
休
沭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事
使
者
賔
客
之
送
迎
大
小
莫
不
由
之
其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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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
瑞
刻

則
晝
謹
時
晷
夜
嚴
鼓
角
所
以
警
動
其
人
之
視
聽
而
時
其
作

息
之
節
所
係
之
重
蓋
如
此
非
直
爲
觀
美
以
資
逰
覧
之
爲
其

役
也
時
其
閒
暇
而
不
厭
於
緩
相
其
物
冝
而
不
苟
於
就
於
是

以
賦
民
度
材
築
構
塗
飭
越
三
年
而
後
成
予
惟
今
天
子
仁
聖

埀
拱
無
爲
朝
廷
大
臣
百
執
事
各
率
其
職
刑
威
慶
賞
赫
然
脩

舉
海
内
讋
服
莫
不
寧
謐
吾
州
地
方
千
里
介
於
江
湖
之
表
㴠

煦
德
澤
悠
乆
深
長
郡
長
貳
畏
法
愛
人
以
謙
遜
豈
弟
相
尚
水

旱
之
禱
天
格
地
應
原
隰
墳
衍
之
藝
無
有
偏
害
而
樓
之
成
亦

其
時
哉
至
元
二
年
嵗
在
丙
子
五
月
乙
巳
中
順
大
夫
撫
州
路

總
管
逹
魯
花
赤
兼
勸
農
事
塔
不
臺
等
立
石

擬
峴
臺
記

府

城

東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曾
南
豐
鞏

尙
書
司
門
員
外
郎
晉
國
裴
君
治
撫
之
二
年
因
城
之
東
隅
作

臺
以
遊
而
命
之
曰
擬
峴
臺
謂
其
山
溪
之
形
擬
乎
峴
山
也
數

與
其
屬
與
州
之
寄
客
者
逰
而
間
獨
求
記
於
予
初
州
之
東
其

城
因
大
丘
其
隍
因
大
谿
其
隅
因
客
土
以
出
谿
上
其
外
連
山

高
陵
野
林
荒
墟
遠
近
高
下
壯
大
閎
廓
怪
奇
可
喜
之
觀
環
撫

之
東
南
者
可
坐
而
見
也
然
而
雨
隳
潦
毁
蓋
藏
棄
委
於
榛
藂

茀
草
之
間
未
有
郎
而
愛
之
者
也
君
得
之
而
喜
增
甓
與
土
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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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
瑞
刻

其
破
缺
去
榛
與
草
發
其
亢
爽
繚
以
横
檻
覆
以
高
甍
因
而
爲

臺
以
脫
埃
氛
絶
煩
囂
出
雲
氣
而
臨
風
雨
然
後
谿
之
平
沙
漫

流
微
風
遠
響
與
夫
浪
波
洶
湧
破
山
拔
木
之
奔
放
至
於
高
桅

勁
艫
沙
禽
水
獸
下
上
而
浮
沉
者
皆
出
乎
履
舄
之
下
山
之
蒼

顔
秀
璧
巓
崕
拔
出
挾
光
景
而
薄
星
辰
至
於
平
岡
長
陸
虎
豹

踞
而
龍
蛇
走
與
荒
蹊
藂
落
𣗳
陰
晻
曖
遊
人
行
旅
隠
見
而
繼

續
者
皆
出
乎
袵
席
之
間
若
夫
雲
烟
開
歛
日
光
出
没
四
時
朝

暮
雨
暘
明
晦
變
化
之
不
同
則
雖
覧
之
不
厭
而
雖
有
智
者
亦

不
能
窮
其
狀
也
或
飮
者
淋
漓
歌
者
激
烈
或
靚
觀
微
步
徬
徨

徙
倚
則
得
於
耳
目
與
得
之
於
心
者
雖
所
遇
之
樂
有
殊
而
亦

各
適
其
適
也
撫
非
通
道
故
貴
人
蓄
賈
之
遊
不
至
多
良
田
故

水
旱
螟
螣
之
菑
少
其
民
樂
耕
桑
以
自
足
故
牛
馬
之
牧
於
山

谷
者
不
收
五
糓
之
積
於
郊
野
者
不
垣
而
晏
然
不
知
枹
鼓
之

警
發
召
之
役
也
君
旣
因
其
土
俗
而
治
以
簡
靜
故
得
以
休
其

睱
日
而
寓
其
樂
於
此
州
人
士
女
樂
其
安
且
治
而
又
得
逰
觀

之
美
亦
將
同
其
樂
也
故
予
爲
之
記
其
成
之
年
月
日
嘉
祐
二

年
之
十
月
一
日
也

書
擬
峴
臺
記
後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曾
空
青
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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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
父
紫
微
公
作
記
後
二
十
九
年
當
元
豐
乙
丑
以
兒
童
待
先

丞
相
登
是
臺
又
四
十
九
年
當
紹
興
壬
子
蒙
恩
起
明
道
吏
守

鄕
郡
華
顛
獨
來
陳
跡
具
在
斷
碑
仆
地
臺
且
圮
矣
拊
事
念
徃

悲
莫
能
勝
方
時
多
囏
軍
旅
未
休
顧
葺
與
之
實
未
遑
睱
越
明

年
始
取
舊
記
載
刊
堅
石
不
獨
使
擬
峴
之
名
託
之
文
字
與
谿

山
之
勝
共
傳
不
朽
實
亦
慰
子
孫
無
窮
之
慕
焉
紹
興
癸
丑
五

月
望
右
中
奉
大
夫
直
顕
謨
閣
知
撫
州
軍
州
事
曾
紆
題

靑
雲
亭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元
虞
集

古
之
大
夫
君
子
所
以
有
登
臨
覧
觀
之
樂
者
蓋
以
其
升
高
能

賦
山
川
能
說
非
徒
爲
燕
逰
以
暇
逸
也
昔
鄭
禆
諶
之
善
謀
也

于
野
則
獲
于
邑
則
否
是
猶
有
所
殢
焉
若
夫
能
賦
能
說
之
士

近
不
違
乎
喧
雜
遠
有
得
于
虗
曠
發
謀
出
慮
孰
有
彼
此
之
間

哉
臨
川
之
城
有
五
峰
焉
山
川
自
南
而
來
其
第
一
峰
最
高
有

亭
曰
青
雲
自
昔
守
臣
與
其
僚
佐
賔
客
休
暇
之
次
則
必
遊
目

騁
懷
於
其
上
或
記
或
詠
者
多
矣
而
辭
多
不
傳
國
朝
仍
改
至

元
之
三
年
監
郡
中
順
大
夫
塔
不
䑓
侯
出
俸
金
帥
僚
屬
與
凢

好
事
有
力
者
更
新
之
以
予
昔
嘗
得
一
至
于
斯
亭
也
故
求
文

以
爲
記
按
郡
城
之
中
地
高
而
可
覧
觀
可
名
者
三
若
五
峰
之



 

撫
州
府
志
　

卷

之

三

一

　

藝

文

記

三

　

二

一

　

　

　

汝

堂
則
在
郡
治
吏
舍
環
屬
屏
樹
翳
塞
不
足
以
周
眺
望
擬
峴
之

臺
可
以
遠
眺
望
矣
而
負
託
城
壁
出
于
人
爲
於
奇
勝
爲
未
足

焉
隱
然
高
㨿
總
會
遠
邇
若
挈
裘
而
得
其
領
焉
者
莫
斯
亭
若

也
吾
之
有
人
氏
社
稷
之
寄
者
從
容
治
下
而
來
至
于
斯
也
凢

其
目
力
之
所
及
皆
其
心
思
之
所
至
也
倬
彼
雲
漢
昭
囘
于
天

北
望
闕
廷
如
日
斯
近
凢
所
以
竭
力
以
事
其
上
者
罔
敢
不
盡

其
心
焉
俯
而
視
之
岡
阜
之
起
伏
闤
闠
之
生
聚
休
養
保
息
寧

有
所
未
盡
者
乎
愁
歎
憂
苦
寧
有
所
未
𣑕
者
乎
出
令
行
事
寧

有
所
未
盡
善
者
乎
環
而
觀
之
名
山
靈
阜
鬱
乎
蒼
蒼
能
出
神

明
以
去
菑

者害

吾
理
之
得
其
道
乎
流
水
之
行
可
以
治
溝
洫
而

備
水
旱
通
舟
楫
以
足
貨
殖
田
疇
之
廣
袤
阡
陌
之
羅
絡
因
荒

易
以
察
其
勤
怠
時
生
成
以
驗
其
豐
凶
者
吾
之
賦
稅
力
役
之

征
有
以
公
其
勸
懲
者
乎
見
之
則
必
有
所
思
思
之
則
必
有
所

處
之
之
道
矣
然
則
仕
于
斯
邦
而
來
斯
亭
者
休
休
焉
俯
仰
無

愧
于
吾
民
然
後
得
遂
一
日
之
樂
者
不
亦
難
乎
安
得
不
爲
之

書
以
待
來
者

金
谿
飮
歸
亭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曾
　
鞏

金
谿
汪
君
爲
尉
之
三
月
斥
其
西
垣
爲
射
亭
旣
成
教
士
於
其



 

撫
州
府
志
　

卷

之

三

一

　

藝

文

記

三

　

二

二

　

　

　

汝

間
而
名
之
曰
飮
歸
之
亭
以
書
走
臨
川
請
記
於
予
請
数
反
不

止
予
言
之
何
可
取
汪
君
徒
深
望
予
也
旣
不
得
辭
乃
記
之
曰

射
之
用
事
已
遠
其
先
之
以
禮
樂
以
辯
德
記
之
所
謂
賔
燕
鄕

飮
大
射
之
射
是
也
其
貴
力
而
尚
技
以
立
武
記
之
所
謂
四
時

教
士
貫
革
之
射
是
也
古
者
海
内
洽
和
則
先
禮
射
而
弓
矢
以

立
武
亦
不
廢
於
有
司
及
三
代
衰
王
政
鈌
禮
樂
之
事
相
屬
而

盡
壞
揖
讓
之
射
茲
亦
熄
至
其
後
天
下
安
集
國
家
嘗
閒
睱
矣

先
王
之
禮
其
節
文
皆
在
其
行
之
不
難
然
自
秦
漢
以
求
千
有

餘
歲
衰
微
絀
塞
空
見
於
六
藝
之
文
而
莫
有
從
事
者
由
世
之

苟
簡
者
衆
也
争
奪
興
而
戰
擒
攻
取
之
黨
奮
則
强
弓
勁
矢
巧

技
之
出
不
得
而
廢
其
不
以
勢
哉
今
尉
之
教
射
不
比
乎
禮
樂

而
貴
乎
技
力
其
衆
雖
小
然
而
旗
旄
鐲
鼓
五
兵
之
噐
便
習
之

利
與
夫
行
止
步
趨
遅
速
之
節
皆
冝
有
法
則
其
所
教
亦
非
獨

射
也
其
幸
而
在
乎
無
事
之
時
則
得
以
自
休
守
境
而
鎮
衞
百

姓
其
不
幸
殺
越
剽
攻
駭
驚
閭
巷
而
並
逐
於
大
山
長
谷
之
間

則
將
犯
晨
夜
蒙
霜
露
䧟
阨
馳
危
不
避
矢
石
之
患
湯
火
之
難

出
入
千
里
而
與
之
有
事
則
士
其
可
以
不
素
教
哉
今
亭
之
作

所
以
教
士
汪
君
又
謂
古
者
師
還
必
飮
至
於
廟
以
紀
軍
實
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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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
廟
廢
不
設
亦
欲
士
勝
而
歸
則
飮
之
於
此
遂
以
名
其
亭
汪
君

之
志
與
其
職
可
謂
恊
矣
或
謂
汪
君
儒
生
尉
文
吏
以
禮
義
禁

盗
冝
可
止
顧
乃
尚
闘
而
喜
勝
其
是
歟
夫
治
固
不
可
以
不
兼

文
武
而
施
澤
於
堂
廡
之
上
服
冕
搢
笏
使
士
民
化
姦
宄
息
者

固
亦
在
彼
而
不
在
此
也
然
而
天
下
之
事
能
大
者
固
可
以
兼

小
未
有
小
不
治
而
能
大
也
故
汪
君
之
汲
汲
於
斯
不
忽
乎
任

小
其
非
所
謂
有
志
者
邪
南
豐
曾
鞏
記

宜
黃
新
城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尙
書
譚
　
綸

隆

慶

元

年

宜
黃
縣
在
撫
治
西
百
里
居
臨
汝
上
游
當
宜
水
黃
水
合
流
之

間
故
名
曰
宜
黃
縣
治
舊
爲
黃
塡
鎭
宋
以
前
分
隷
不
一
開
寳

間
升
鎭
爲
縣
而
易
以
今
名
其
地
僻
其
土
腴
瘠
半
其
俗
男
耕

女
織
士
服
詩
書
敦
行
誼
人
不
知
商
賈
末
作
故
無
偷
盗
𨷵
狠

侈
靡
之
習
稱
易
治
焉
頋
稍
邇
汀
虔
接
壤
崇
樂
徃
徃
切
于
鄰

之
震
正
德
間
遂
有
斬
關
盗
庫
之
事
歲
辛
酉
閩
粤
弗
靖
有
冦

五
百
人
道
南
豐
入
止
焉
廵
司
掠
縣
南
而
西
入
崇
復
還
縣
南

道
棠
陰
神
岡
捆
載
以
去
若
履
無
人
之
境
迨
秋
徂
冬
冦
凢
五

六
至
至
必
循
故
道
衆
至
数
十
萬
人
誠
有
以
啓
之
矣
六
邑
之

郊
焚
掠
且
盡
時
惟
臨
□
□
□
東
鄕
故
有
城
金
谿
城
甫
畢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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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
獲
免
崇
樂
冝
三
縣
無
城
備
極
慘
烈
予
因
執
先
君
之
䘮
甫
就

草
土
蓋
身
嘗
而
目
擊
之
云
於
是
　
天
子
震
怒
更
置
撫
臣
而

以
大
中
丞
滁
上
栢
泉
胡
公
松
來
督
軍
事
受
命
兼
程
直
走
臨

汝
申
令
勅
法
陳
師
賈
勇
馳
之
賊
乃
宵
遁
公
因
進
予
幕
府
問

計
善
後
予
首
以
建
城
固
本
厲
兵
逆
戰
爲
對
公
嘉
納
之
卽
檄

下
有
司
城
崇
仁
城
樂
安
城
玉
山
貴
溪
弋
陽
諸
無
城
邑
並
爲

之
城
而
城
冝
黃
實
首
事
焉
以
盗
嘗
從
出
入
也
佐
成
之
者
爲

分
守
楊
君
守
魯
分
廵
崔
君
近
思
而
又
以
先
守
陳
君
元
琰
嗣

守
劉
君
价
二
守
袁
君
株
總
其
成
縣
令
楊
君
淮
專
其
事
知
事

潘
君
重
董
其
役
相
度
則
以
命
予
倡
衆
宣
力
則
巨
室
鴻
臚
署

丞
劉
君
森
通
判
黃
君
肇
知
州
劉
君
應
明
先
劳
居
多
於
是
萬

杵
雷
動
庶
民
子
來
起
於
鳫
山
之
右
腋
循
北
山
而
西
至
于
僊

人
石
遵
南
豐
石
南
轉
於
嶽
嶺
東
臨
於
河
抵
鳳
山
左
腋
終
焉

長
一
千
三
百
有
奇
廣
丈
又
二
高
視
廣
倍
之
爲
雉
二
千
七
百

爲
大
門
四
爲
小
水
門
二
爲
費
僅
二
萬
金
計
工
未
一
載
成
屹

然
天
險
保
障
一
方
蓋
公
旣
以
佚
道
使
民
而
工
力
之
費
又
請

之
於
　
朝
以
官
帑
從
事
故
收
功
之
速
如
此
則
雖
謂
之
靈
城

也
亦
冝
公
復
命
余
額
其
門
南
曰
陟
華
華
山
在
其
南
也
北
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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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

玉

附
鳳
鳯
山
在
其
北
也
東
曰
通
津
二
水
交
流
可
通
舟
楫
朝
宗

之
孔
道
也
西
曰
固
始
其
地
自
西
來
跨
山
越
嶺
而
城
民
居
希

濶
使
後
之
君
子
頋
名
思
義
而
加
之
意
也
城
旣
就
寇
且
復
至

使
人
覘
知
有
城
而
止
者
三
於
是
民
有
寧
宇
伐
石
請
記
楊
君

乃
緘
幣
致
辭
屬
記
於
余
逡
廵
未
敢
𠃔
俞
侯
嗣
至
責
記
益
切

予
曰
諸
君
必
予
之
記
非
謂
予
嘗
陪
斯
議
耶
予
從
公
遊
乆
知

公
最
深
敢
請
言
公
之
學
公
之
學
以
萬
物
爲
一
體
而
以
至
誠

爲
宗
故
其
從
政
所
至
爲
人
興
利
除
患
建
長
乆
之
業
若
公
所

謂
誠
與
才
合
非
邪
不
然
何
自
有
縣
治
以
來
上
下
数
百
年
間

率
事
至
而
倉
皇
莫
辦
事
過
輒
已
此
非
常
之
事
所
以
必
有
待

非
常
之
人
詎
偶
然
哉
後
之
君
子
苟
因
公
之
功
而
求
公
之
學

則
□
城
也
雖
與
天
地
並
乆
可
也

新
撫
州
府
㕔
事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淸

劉
玉
瓚

國
家
定
鼎
二
十
餘
年
矣
截
海
內
外
聲
教
曁
訖
梯
航
而
獻
琛

□
者
且
數
十
百
國
　
天
子
乃
留
意
神
京
凡
城
門
樓
觀
係
萬

姓
之
所
徃
來
四
方
之
所
視
聽
者
無
不
修
舉
殘
圮
𡱝
然
改
觀

其
所
以
表
皇
居
之
壯
麗
肅
生
民
之
耳
目
以
昭
一
代
維
新
之

制
甚
盛
事
也
余
奉
命
來
守
是
邦
夙
夜
匪
懈
思
以
無
負
朝
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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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威
德
然
而
城
市
半
墟
頺
敗
滿
目
堂
皇
之
間
庫
陋
汚
坎
吏
民

至
止
衰
蹇
媮
情
雖
欲
遍
告
閭
閻
以
今
天
子
鼓
勵
初
基
咸
勤

新
命
之
意
其
道
無
由
於
是
慨
然
念
之
蓋
兹
土
自
乙
酉
戊
子

再
罹
兵
燹
而
又
切
近
閩
粤
師
徒
糗
糧
交
出
於
道
以
故
民
之

背
邦
族
去
里
居
多
伏
在
山
林
草
澤
之
間
以
喘
息
觀
望
視
昔

所
爲
街
衢
井
市
之
繁
坊
里
城
隍
之
固
比
閭
姻
婭
之
情
四
方

百
貨
之
聚
笑
語
之
以
相
聞
𤎆
火
之
以
相
接
莫
不
欷
歔
感
歎

若
隔
世
事
豈
其
情
哉
抑
教
之
者
不
謹
率
之
者
蔑
由
也
今
夫

治
亦
有
道
矣
百
年
之
治
在
夫
制
一
日
之
治
在
乎
氣
古
之
所

稱
平
定
安
集
者
亦
豈
必
孑
孑
焉
建
皷
而
招
其
亡
子
乎
凡
所

以
移
心
志
變
耳
目
者
必
奮
然
立
其
可
以
百
年
之
理
而
不
示

之
以
不
可
終
日
之
規
而
後
居
官
之
職
以
全
而
師
帥
之
意
已

盡
今
在
乃
職
視
乃
事
者
一
以
暮
氣
出
之
苟
棟
宇
不
以
摧
折

風
雨
不
以
飄
颻
卽
謂
我
躬
之
閱
足
矣
我
又
遑
恤
我
後
耶
夫

然
而
民
之
至
其
庭
者
曰
太
守
之
庭
其
卑
陋
汚
坎
也
如
此
太

守
之
因
循
殘
闕
也
如
此
太
守
之
不
暇
自
庇
其
躬
也
如
此
我

儕
小
人
得
免
露
處
足
矣
尚
何
邦
族
里
居
是
問
况
彼
黃
童
自

叟
老
死
山
谷
已
耳
亦
何
縁
以
至
神
京
見
　
新
天
子
規
模
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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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遠
體
綂
赫
奕
天
下
日
就
太
平
物
力
日
就
𠑽
足
如
此
也
哉
且

吾
聞
之
新
沐
者
必
彈
冠
新
浴
者
必
振
衣
何
也
萃
朝
氣
也
春

秋
之
義
書
元
年
貴
春
正
凡
以
謹
始
之
道
如
此
是
故
制
之
不

玄
者
氣
之
不
肅
也
一
日
之
氣
不
與
肅
百
年
之
制
亦
無
與
立

也
今
國
家
肇
造
生
聚
教
訓
之
期
已
漸
逾
兹
土
兵
燹
瘡
痍
之

氣
已
漸
復
閩
粤
日
已
無
事
師
徒
糗
糧
之
交
出
於
道
者
已
漸

息
申
畫
郊
圻
之
意
已
漸
明
和
恒
居
師
之
治
已
漸
効
當
此
之

時
乃
復
優
悠
而
苟
且
怠
惰
而
偷
安
亦
何
以
成
開
國
之
規
模

計
乆
遠
而
垂
後
世
乎
故
余
自
下
車
以
來
洫
然
以
憂
愓
然
以

慮
不
敢
有
一
日
之
卽
安
也
况
乎
城
隍
以
次
修
矣
倉
廪
以
次

築
矣
輿
梁
以
次
成
矣
闢
演
武
之
楊
營
鎭
兵
之
屋
軍
民
以
次

安
矣
最
後
乃
因
廳
事
之
舊
而
新
之
其
木
石
必
取
精
良
焉
其

氣
象
必
取
開
滌
焉
其
規
制
無
取
隕
越
焉
其
所
以
庀
工
飭
材

者
一
取
諸
勞
而
可
逸
成
而
可
乆
視
公
事
如
視
其
私
事
焉
凡

此
者
豈
好
勞
哉
亦
曰
强
自
振
刷
以
幸
免
於
怠
惰
庶
幾
無
負

尚
書
肇
稱
初
服
經
營
新
邑
之
意
而
且
以
鼓
舞
斯
民
之
心
志

耳
目
俾
知
天
下
日
就
太
平
而
百
廢
今
且
具
舉
也
堂
三
楹
其

左
爲
富
有
庫
右
爲
儀
仗
庫
堂
之
後
有
穿
堂
有
二
堂
有
賛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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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
廳
堂
之
前
有
露
䑓
有
儀
門
有
　
門
門
之
內
有
寅
賔
舘
門
之

外
東
曰
師
帥
西
曰
保
釐
有
榜
廊
自
儀
門
以
達
於
後
堂
皆
翼

之
以
廊
屋
凡
四
十
間
考
卜
于
康
熈
之
二
年
三
月
畢
工
于
是

年
八
月
其
前
後
同
官
蘇
本
睂
賈
應
乾
曹
國
珣
韋
弦
佩
丘
元

武
雖
去
來
有
後
先
皆
所
以
賛
勞
而
襄
事
者
也
因
共
書
於
碑

云

高
平
署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劉
玉
瓚

今
之
守
郡
視
古
小
侯
而
余
聞
侯
制
有
外
朝
內
朝
　
寢
路
寢

諸
處
名
雖
不
同
其
所
以
宣
令
出
治
以
奉
揚
　
天
子
德
化
則

一
也
故
自
余
蒞
撫
旣
新
廳
事
之
後
取
所
居
署
亦
次
苐
理
焉

先
自
署
有
門
有
儀
門
有
凾
祉
堂
堂
之
後
有
寢
寢
之
後
有
𠎣

臨
閣
其
西
偏
有
師
蓋
堂
堂
前
有
浴
雲
池
其
東
則
瓦
礫
榛
莾

雜
然
以
處
求
古
所
稱
金
柅
園
橫
秋
閣
以
及
考
亭
朱
子
所
記

秋
聲
齋
拙
齋
諸
勝
其
遺
迹
廢
址
皆
靡
漫
而
不
可
考
而
其
所

存
亦
黝
然
以
朽
頺
然
以
支
駸
駸
然
日
及
於
敗
余
爲
俯
仰
歎

息
乆
之
以
謂
太
守
者
　
天
子
所
命
以
帡
幪
斯
民
者
也
署
宇

者
　
天
子
所
安
養
休
息
太
守
以
出
其
聰
明
才
力
而
因
以
恲

幪
斯
民
者
也
太
守
因
循
苟
且
踐
更
視
其
官
傳
舍
視
其
宇
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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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
不
愛
其
身
其
若
朝
廷
何
於
是
卽
其
舊
者
取
衰
棟
腐
桷
而
易

之
取
觚
甎
壞
級
而
完
之
其
漶
漫
不
鮮
者
稍
加
飭
焉
于
東
偏

搆
軒
三
楹
曰
虛
益
軒
之
後
又
東
得
廢
地
築
室
五
楹
翼
以
二

屋
曰
燕
香
居
其
外
繚
以
小
屋
數
十
間
曰
庖
曰
湢
曰
廐
其
西

則
因
師
葢
堂
而
稍
新
之
濬
其
池
焉
池
上
修
之
以
廊
日
沿
月

廊
廊
盡
矣
跨
池
爲
小
亭
曰
洗
心
亭
有
隙
地
則
以
甘
蕉
修
竹

樹
之
堂
後
又
軒
之
曰
儲
美
其
竹
者
木
者
石
者
治
者
圬
者
匠

者
不
以
公
帑
不
以
民
力
悉
節
俸
以
相
値
故
曠
日
遲
乆
而
工

始
畢
經
始
於
康
熈
二
年
八
月
落
成
于
三
年
之
十
月
日
是
太

守
之
署
苟
先
矣
夫
太
守
正
晝
臨
廳
事
外
有
凾
祉
堂
以
朝
夕

視
事
焉
有
寢
以
寧
婦
子
焉
有
師
蓋
堂
以
貯
簿
書
接
僚
佐
相

與
商
淸
静
寧
一
之
理
焉
有
虛
益
軒
以
陳
爼
豆
揖
賔
客
咨
得

失
而
問
利
病
焉
有
儲
美
軒
以
藏
書
史
考
古
今
焉
有
燕
香
居

以
退
食
職
思
焉
有
𠎣
臨
閣
以
眺
望
氛
祲
焉
厭
矣
倦
矣
公
事

餘
矣
有
池
以
漱
之
有
廊
以
步
之
有
亭
以
徙
倚
之
氣
不
煩
而

慮
不
亂
視
不
壅
而
志
不
滯
淸
寧
平
坦
恒
若
有
餘
而
後
出
其

聰
明
才
力
下
以
帡
幪
斯
民
而
上
以
奉
揚
　
天
子
德
化
小
侯

之
職
庶
幾
無
忝
哉
然
而
余
之
自
視
也
亦
愚
甚
自
□
□
守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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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

半
載
卽
從
事
是
役
几
再
易
寒
暑
而
後
卒
工
其
間
公
事
稍
畢

輒
勞
勞
于
竹
頭
木
屑
之
間
及
落
成
矣
意
亦
欣
然
樂
之
然
席

不
暇
煖
且
及
瓜
矣
而
說
者
方
引
古
召
公
旬
宣
出
治
棠
樹
自

憇
之
說
以
爲
不
必
謀
𠏉
止
議
莞
蕈
夫
古
今
寥
絕
甚
遠
令
土

階
茅
茨
以
治
今
日
勢
必
不
能
顧
必
無
樹
下
太
守
若
使
人
人

爲
其
智
而
廨
宇
日
以
頺
汚
漏
日
以
甚
勢
又
不
至
樹
憇
不
止

且
余
爲
愚
者
勞
之
以
待
後
人
智
者
安
之
逸
其
手
足
一
其
心

力
已
不
必
謀
其
身
而
悉
以
謀
吾
民
是
又
余
愚
者
之
所
深
願

也
愚
則
愚
矣
意
誠
勤
哉
若
曰
叔
孫
一
日
舍
舘
必
葺
陸
抗
臨

去
繕
完
城
圍
是
又
余
所
願
學
焉
而
不
敢
望
者
也
因
自
爲
記

歲
月
并
附
其
區
區
之
意
以
告
後
之
君
子
焉

燕
香
居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淸

劉
玉
瓚

韋
左
司
爲
蘇
州
有
詩
刻
郡
齋
曰
兵
衞
森
畵
㦸
燕
寢
凝
淸
香

嗣
後
數
十
年
白
傅
亦
守
是
邦
詩
石
尚
在
欣
然
穪
道
以
爲
美

談
其
時
宫
署
岑
翼
深
飭
可
槩
見
矣
余
嘉
左
司
風
致
簡
遠
寄

意
吏
隱
之
間
每
吟
其
詩
輒
遠
想
景
慕
之
若
斯
人
者
其
得
忘

人
忘
我
安
民
静
治
之
理
者
乎
君
子
安
其
身
而
後
動
易
其
心

而
後
語
今
太
守
亦
人
也
乃
皇
皇
焉
日
苦
於
簿
書
符
牒
之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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賔
客
吏
民
之
際
出
亦
不
歡
入
亦
不
歡
求
所
謂
換
耳
目
異
風

塵
以
便
其
偃
仰
息
肩
者
輒
無
有
儻
亦
非
王
道
之
近
人
情
之

至
者
乎
撫
署
廳
事
之
東
稍
後
有
地
盈
畝
夫
亦
兔
葵
燕
麥
之

久
與
我
雜
處
也
因
爲
芟
夷
之
繚
以
墉
垣
甃
以
白
石
莞
簟
以

安
之
綺
疏
以
明
之
以
爲
午
坐
焚
香
閉
閤
思
過
之
所
題
曰
燕

香
并
署
左
司
之
詩
爲
之
觀
覽
焉
其
曰
自
慙
居
處
崇
未
覩
斯

民
康
是
太
守
之
不
可
頃
刻
忘
斯
民
也
久
矣
其
曰
理
會
是
非

遣
性
達
形
迹
忘
澡
雪
心
神
何
其
至
哉
又
曰
煩
疴
近
消
散
嘉

賔
復
滿
堂
是
左
司
以
之
燕
集
文
士
而
余
以
之
嚮
晦
入
息
所

負
韋
者
其
在
斯
乎
其
在
斯
乎

虛
益
軒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清

對
玉
瓚

師
者
難
以
獨
得
而
友
者
可
以
衆
取
故
撫
署
内
廳
事
西
有
師

蓋
堂
矣
余
又
軒
其
東
偏
顏
曰
虛
益
以
志
求
友
之
意
云
蘇
子

曕
之
築
蓋
公
堂
也
記
曰
吾
從
賔
客
僚
友
宴
息
其
間
而
不
敢

居
以
待
如
蓋
公
者
非
唯
尊
蓋
之
至
且
得
隆
師
之
禮
焉
又
曰

膠
西
東
並
海
屬
山
其
中
多
隱
君
子
可
望
而
不
可
見
可
見
而

不
可
致
安
知
蓋
公
不
徃
來
其
間
乎
吾
何
足
以
見
之
噫
異
矣

夫
思
其
人
而
想
像
彷
彿
欲
與
並
生
於
千
數
百
年
之
下
何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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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二

意
之
殷
而
望
之
切
歟
而
周
公
下
士
所
稱
執
贄
見
者
三
人
還

贄
見
者
七
十
人
又
何
其
多
耶
宓
單
父
曰
余
友
事
者
十
有
二

人
其
一
人
師
事
而
秉
度
焉
苟
欲
爲
一
目
之
羅
以
得
鳥
鳥
亦

安
可
得
哉
是
故
曹
參
爲
齊
相
亦
召
長
老
諸
先
生
問
所
以
安

集
百
姓
而
齊
舊
諸
儒
以
百
數
言
人
人
殊
參
未
知
所
定
然
後

取
衷
蓋
公
避
堂
以
舍
顧
知
師
蓋
公
者
未
有
卽
得
蓋
公
者
也

余
虛
師
蓋
爲
伊
人
宛
在
之
想
以
自
附
蘇
公
不
敢
寧
居
之
後

廼
復
軒
虛
益
以
接
賔
客
以
設
壺
觴
以
陳
揖
讓
以
宴
笑
語
以

道
情
愫
于
焉
借
助
諮
諏
彌
縫
闕
失
倘
亦
夫
子
所
稱
毋
迎
而

卽
距
毋
望
而
郎
許
之
至
意
也
乎
夫
毋
迎
而
距
毋
望
而
許
者

虛
也
書
之
以
廣
取
益
之
道
如
此

儲
美
軒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清

劉
玉
瓚

師
葢
堂
後
有
地
窿
然
而
高
者
橫
數
丈
縱
半
之
踰
此
又
窪
然

以
傾
余
爲
平
其
高
者
補
其
傾
者
築
軒
三
楹
吾
兩
兒
實
課
業

焉
其
前
之
窿
然
以
高
不
卽
平
者
因
之
以
爲
砌
雜
卉
稚
柏
森

然
成
列
求
得
小
竹
數
十
箇
叅
錯
種
之
計
是
竹
不
踰
年
成
矣

人
從
竹
中
來
者
披
靑
分
翠
居
然
有
三
逕
之
意
顔
其
額
曰
儲

美
以
望
竹
也
古
曰
東
南
之
美
有
會
稽
之
竹
箭
焉
是
也
大
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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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
物
之
爲
美
有
盡
而
儲
之
爲
用
無
窮
今
墻
隅
有
古
樟
數
本
望

之
童
童
淸
樾
足
以
蔽
歊
景
好
風
足
以
發
靈
籟
不
此
之
美
而

於
竹
乎
是
望
何
耶
曰
樟
者
古
人
之
所
爲
儲
以
嘉
蔭
吾
後
人

而
竹
者
吾
之
所
爲
儲
以
待
後
之
人
之
美
之
也
樂
天
之
記
東

園
也
僃
載
竹
德
具
述
其
盛
衰
榮
落
之
時
嗚
呼
又
安
知
吾
之

所
美
後
之
人
不
美
之
而
後
之
不
美
之
後
又
踵
吾
之
儲
以
爲

增
美
也
一
物
之
微
所
係
深
矣
因
爲
書
之
軒
壁
以
寄
其
意
云

儲
美
軒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清

吳
昌
齡

高
平
署
中
有
儲
美
軒
劉
黃
中
先
生
兩
嗣
君
讀
書
處
也
嗣
君

長
居
一
次
樹
駿
受
學
于
余
有
年
矣
先
生
之
蒞
兹
撫
也
仍
不

棄
而
進
之
西
席
作
軒
三
楹
復
董
業
焉
先
生
旣
自
爲
記
且
命

余
記
也
余
曰
軒
之
作
前
之
府
治
所
未
有
歟
華
歟
質
歟
崇
歟

卑
歟
其
奠
之
位
而
面
之
方
歟
皆
非
軒
之
所
以
名
也
先
生
以

文
章
起
家
至
二
千
石
守
大
𨛦
是
培
是
植
本
甚
深
矣
蓄
之
先

世
而
濬
發
于
其
身
發
之
其
身
而
長
發
于
其
子
者
先
生
之
望

所
属
也
二
子
之
志
所
期
也
然
讀
易
之
詞
曰
發
于
事
業
葢
以

美
在
□
□
□
□
年
甫
象
勺
天
才
俊
異
余
方
與
風
雨
晦
明
磨

切
古
今
佩
尚
韋
弦
嗜
同
菽
粟
藏
脩
游
息
攻
苦
其
中
以
無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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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

先
生
墍
茨
丹
艧
之
意
吾
見
其
德
業
日
𦬡
名
譽
日
逹
於
天
下

玅
有
家
風
鬰
爲
國
寳
豈
非
儲
德
以
待
其
成
儲
學
以
待
其
用

者
哉
因
以
名
軒
蓋
其
宜
也
而
先
生
若
汪
意
於
修
竹
蔽
前
古

本
蔭
右
曰
吾
以
望
竹
何
耶
子
路
曰
南
山
之
竹
不
扶
而
直
伐

而
用
之
可
達
犀
革
子
曰
括
而
羽
之
簇
而
礪
之
其
入
不
益
深

乎
由
子
路
之
言
可
以
知
其
美
矣
由
夫
子
之
言
可
以
知
儲
美

者
之
無
窮
矣
是
又
先
生
之
意
歟
先
生
欣
然
命
牓
於
齋
榻
將

爲
二
子
朝
夕
告
因
與
先
生
記
並
存
且
并
告
夫
後
之
居
是
軒

者
廣
兹
意
于
無
窮
也
頋
不
休
歟
康
熈
乙
巳
仲
春
錢
塘
吳
昌

齡
記

瀛
洲
亭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宋

危
　
稹

撫
城
之
西
隅
舊
爲
金
柅
園
前
史
君
直
院
林
公
岊
作
亭
其
間

搒
曰
瀛
洲
上
跨
層
城
如
在
天
半
下
隔
一
水
宛
同
方
外
意
其

命
名
以
此
而
其
自
爲
記
則
謂
與
部
使
者
奉
常
章
公
良
肱
有

三
館
寅
恭
之
舊
復
此
胥
會
未
異
曩
遊
也
後
十
有
八
載
農
薄

林
公
㝤
之
來
守
是
邦
亭
少
圮
矣
公
方
急
軍
民
之
務
未
暇
及

明
年
政
脩
事
舉
廼
顧
舊
址
日
豋
臨
得
要
已
爲
不
負
林
𡋹
惜

地
局
城
隅
於
攬
結
奇
秀
猶
若
有
餘
正
如
萬
里
江
山
已
入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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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
手
而
窘
於
畫
幅
不
得
盡
其
舒
放
遂
稍
前
其
位
置
敞
以
千
十

四
楹
疉
石
爲
足
以
增
其
崇
棧
閣
爲
翼
以
輔
其
廣
於
是
層
嵐

疉
翠
景
滿
於
軒
榮
朝
霞
夕
陽
光
多
於
几
席
舉
酒
以
落
之
而

授
簡
于
稹
曰
子
與
直
院
爲
同
里
於
奉
常
爲
門
生
皆
平
生
所

尊
敬
凢
其
經
行
一
草
一
木
尚
當
封
植
况
登
覧
勝
處
邦
人
視

猶
其
棠
敢
廢
不
治
乎
願
爲
之
記
庶
後
人
嗣
而
葺
之
使
兹
山

之
神
氣
常
在
也
稹
曰
三
神
山
之
說
眆
於
列
禦
冦
繼
之
燕
齊

間
方
士
皆
謂
在
渤
海
中
自
唐
人
有
學
士
登
瀛
之
號
本
朝
遂

足
舘
職
爲
十
八
員
以
擬
之
由
是
海
上
之
瀛
洲
在
三
舘
自
直

院
以
三
館
同
遊
之
勝
而
寓
其
名
於
兹
亭
由
是
三
館
之
瀛
洲

在
吾
州
海
上
之
山
蓋
仙
聖
棲
神
之
地
以
自
全
其
形
氣
者
也

寓
於
兹
亭
則
賢
者
寄
妙
之
地
以
齊
潤
萬
物
者
也
儻
來
者
徒

見
其
境
之
勝
與
其
號
之
然
也
而
止
欲
以
爲
逍
遥
遊
則
失
其

所
以
寓
茲
山
之
意
矣
世
之
論
神
仙
者
惟
稱
其
不
死
玉
川
子

則
謂
山
上
神
仙
亦
下
土
之
司
命
也
身
位
清
高
之
上
則
念
及

顚
崖
之
下
其
有
墮
于
彼
者
必
求
有
以
蘇
息
之
是
知
翺
翔
海

上
茹
霞
飲
月
之
流
不
過
獨
不
死
及
司
命
于
下
士
則
不
容
不

與
蒼
生
俱
生
也
此
公
所
以
拳
拳
望
於
後
之
君
子
者
□
□
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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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

其
意
而
爲
之
記
亭
經
始
於
紹
定
元
年
正
月
己
亥
告
成
於
二

月
乙
丑
朝
散
大
夫
主
管
建
康
府
崇
禧
觀
危
稹
記

重
脩
擬
峴
臺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宋

謝
　
逸

王
右
軍
之
書
謝
康
樂
之
詩
皆
妙
絶
天
下
此
兩
人
者
嘗
爲
臨

川
內
史
豈
山
川
之
勝
有
以
發
其
秀
麗
之
氣
邪
不
然
何
以
行

筆
之
妙
造
語
之
工
如
此
哉
擬
峴
臺
蓋
臨
川
溪
山
勝
處
也
嘉

祐
中
太
守
司
門
裴
公
作
臺
於
城
隅
以
其
形
勢
擬
乎
峴
山
故

名
之
曰
擬
峴
汝
水
如
帶
縈
乎
其
前
靈
谷
諸
峯
争
奇
競
秀
於

簷
楯
之
外
想
見
右
軍
康
樂
昔
與
文
人
勝
士
賦
詩
飲
酒
雍
容

談
笑
於
溪
山
之
間
其
風
流
餘
韻
有
足
觀
者
矣
余
每
登
斯
臺

必
周
覽
溪
山
徬
徨
不
忍
去
求
右
軍
康
樂
賦
詩
飲
酒
之
處
而

圖
籍
莫
考
父
老
無
能
言
者
可
勝
惜
哉
中
奉
大
夫
狄
公
再
守

是
邦
因
其
舊
基
葺
而
新
之
爽
塏
侖
奂
倍
於
徃
日
每
佳
時
令

節
必
携
賔
從
僚
佐
置
酒
高
會
其
上
悠
然
遐
想
友
羊
叔
子
於

數
百
年
之
上
也
昔
叔
子
嘗
豋
峴
山
慨
然
嘆
息
謂
鄒
湛
曰
由

來
賢
逹
勝
士
登
此
遠
望
如
我
與
卿
者
多
矣
皆
湮
滅
無
聞
使

人
悲
傷
湛
曰
公
德
冠
四
海
道
嗣
前
哲
令
聞
令
望
必
與
此
山

俱
傳
至
若
湛
軰
乃
當
如
公
言
耳
蓋
叔
子
當
伐
吳
之
際
悼
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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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

月
之
易
失
憤
功
烈
之
未
成
故
登
山
臨
水
慷
慨
激
昻
以
見
其

志
豈
感
物
悲
傷
作
兒
女
態
耶
當
是
之
時
有
能
吐
其
辭
氣
以

激
叔
子
之
志
相
與
發
憤
戮
力
共
成
伐
吳
之
功
豈
憂
後
世
之

無
傳
哉
柰
何
鄒
湛
小
子
計
不
出
此
乃
進
溢
美
之
辭
以
求
客

悅
安
知
叔
子
之
嘆
在
彼
而
不
在
此
也
一
臺
之
作
固
不
足
爲

公
重
願
公
登
臨
之
際
想
見
右
軍
康
樂
之
風
流
而
無
志
叔
子

之
嘆
則
他
日
功
名
與
天
壤
相
敝
可
也
豈
止
與
此
山
相
傳
而

已
哉
若
乃
區
區
湛
軰
固
逸
之
所
不
忍
爲
也
政
和
元
年
三
月

十
五
日
記

重
修
東
鄕
縣
按
察
司
碑
記
　
　
　
　

淸

梁
　
奇

進

士

今
　
上
十
六
年
己
亥
邑
李
侯
重
修
按
察
司
旣
竣
克
光
舊
服

或
謂
憲
長
治
于
省
會
而
設
之
邑
中
何
也
是
未
知
其
由
來
遠

也
按
官
制
按
察
司
卽
漢
刺
史
唐
十
道
觀
察
使
之
例
然
無
專

官
或
因
事
權
設
事
畢
卽
省
元
于
行
中
書
外
别
置
提
刑
按
察

使
明
初
於
各
省
設
提
刑
按
察
司
掌
糾
所
屬
官
吏
平
讞
刑
獄

振
揚
風
紀
并
置
提
舉
弓
箭
司
掌
郡
縣
射
地
弓
箭
手
之
籍
與

團
結
訓
練
賞
罰
之
事
視
其
優
者
而
進
賞
之
則
分
巡
道
也
而

我
　
國
朝
建
官
因
之
若
東
縣
之
有
按
察
司
其
初
蓋
兵
備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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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

玉

正
德
間
夙
宼
□
靖
部
議
以
胡
公
世
寕
晉
兵
憲
綏
安
地
方
淸

除
逋
孽
始
建
才
開
幕
焉
迨
後
白
川
諸
公
德
威
兼
舉
其
君
子

脩
身
而
淑
性
其
小
人
亦
革
志
而
易
心
官
可
不
置
乃
以
其
署

爲
院
道
諸
大
夫
往
來
旅
邸
舊
復
有
藩
司
郡
伯
茇
舍
俱
蕩
無

存
獨
是
司
尚
餘
殘
楹
敝
棟
定
鼎
之
初
困
於
供
億
芻
馬
于
堂

析
檻
而
爨
重
以
暑
雨
不
時
崩
折
日
甚
脫
更
弗
葺
將
茂
草
鞠

矣
自
侯
來
涖
吾
東
也
采
葍
依
樗
者
始
稍
稍
言
歸
思
復
蓋
安

宅
雖
不
究
而
哀
鳴
少
息
云
又
三
年
百
廢
具
興
撫
字
傕
科
勞

心
備
極
今
夏
旱
魃
爲
殃
侯
齋
居
致
禱
霖
雨
如
注
於
是
民
懽

呼
而
慶
曰
侯
眞
活
我
侯
故
出
入
戴
星
不
遑
啓
處
顧
於
行
李

之
往
來
憂
其
困
乏
爰
鳩
工
庀
材
而
議
葺
焉
而
民
亦
曰
侯
活

我
而
我
不
可
使
非
順
也
子
來
趨
事
鼛
鼓
弗
勝
經
始
于
六
月

哉
生
訖
事
于
八
月
旣
望
規
模
用
舊
氣
象
更
新
諸
大
夫
之
至

止
者
咸
曰
推
此
卽
次
之
安
而
民
之
寕
宇
可
知
也
會
予
歸
自

桐
因
樂
觀
厥
成
而
爲
之
記
順
治
十
六
年
九
月
朔
旦

重
建
府
城
隍
廟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清

李
來
泰

撫
州
府
城
隍
相
傳
祠
漢
頴
陰
侯
灌
嬰
侯
嘗
以
兵
定
豫
章
故

神
象
至
今
赫
然
見
光
景
降
福
威
水
旱
扎
瘥
請
必
響
答
爵
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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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□

登
鉶
簠
簋
籩
豆
之
數
守
必
躬
親
以
蒞
其
事
明
洪
武
中
太
守

李
公
廷
桂
始
創
廟
於
治
之
北
崇
禎
中
太
守
蔡
公
邦
俊
加
象

六
邑
之
神
配
於
兩
廊
高
爲
重
門
廟
事
必
飭
　
國
初
燬
焉
其

時
吏
兹
土
者
故
事
一
修
謁
而
已
迨
司
李
念
菴
李
公
視
府
篆

獨
慨
然
以
興
復
是
任
蠲
資
庀
材
工
垂
成
公
適
艱
去
幸
東
海

憲
翁
紀
公
初
以
進
士
由
刺
史
來
牧
搴
帷
頋
瞻
戸
不
𠑽
郭
誓

廟
之
日
拜
於
堂
下
怵
然
傷
之
告
同
官
曰
是
非
所
以
妥
神
而

佑
民
也
旣
宣
德
意
布
教
條
威
惠
洽
流
封
內
悅
服
首
修
孔
子

廟
登
講
有
地
乃
新
斯
宫
俾
還
故
規
鳩
俸
之
贏
以
帥
群
吏
復

廟
之
租
以
餼
百
工
舉
廢
興
舊
民
不
告
匱
由
是
可
以
陪
風
雲

雷
雨
山
川
國
厲
之
祀
可
以
慰
公
私
禱
祈
卜
筮
駿
奔
之
願
教

民
敬
鬼
而
遠
罪
尊
　
君
而
親
上
公
之
治
化
滔
滔
焉
弗
難
矣

夫
城
隍
之
祀
盛
於
宋
元
而
實
屢
見
於
唐
高
齊
蕭
梁
吳
之
赤

烏
徃
徃
載
於
文
字
然
以
余
考
之
魯
頌
泮
水
閟
宫
諸
侯
之
重

事
也
而
春
秋
策
書
惟
有
新
作
南
門
而
已
則
城
隍
之
獨
重
豈

可
謂
非
古
哉
撫
故
瘠
土
重
以
丁
亥
戊
子
之
間
救
荒
扶
病
瘡

痍
未
愈
城
之
僅
存
繄
師
帥
牧
尹
之
力
爾
傳
曰
率
民
以
祀
神

又
曰
先
成
民
而
後
致
力
於
神
公
之
來
也
無
侈
觀
遊
無
燕
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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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□
金
柅
之
亭
不
築
浴
雲
之
池
不
鑿
倡
其
僚
屬
共
爲
保
障
惟

不
恪
於
神
以
貽
民
灾
是
懼
公
之
幸
惠
我
民
者
厚
矣
爾
時
廣

菴
韋
公
來
任
司
李
卽
捐
貲
共
勷
厥
美
而
廟
貌
聿
新
信
乎
其

皆
知
所
重
也
哉
廟
建
於
順
治
十
三
年
丙
申
四
月
成
於
十
七

年
庚
子
仲
秋
是
爲
記

東
鄕
縣
新
改
文
昌
門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沈
士
秀

今
　
上
二
年
三
月
旣
奉
有
修
理
城
池
檄
九
月
　
督
臺
張
廵

視
兹
土
諸
生
連
名
上
書
言
南
隅
迎
薫
門
逼
　
文
廟
右
請
移

當
儒
學
之
中
營
建
所
費
願
自
輸
不
敢
以
煩
官
府
　
督
臺
下

其
事
於
　
郡
伯
劉
公
　
司
李
韋
公
僉
議
報
可
予
職
司
民
社

因
率
先
捐
貲
以
倡
而
合
邑
諸
紳
士
與
聞
風
景
慕
之
鄕
耆
争

相
樂
助
遂
集
工
庀
材
始
事
於
十
月
朔
日
計
所
搆
甃
石
爲
門

上
架
樓
又
上
架
小
閣
樓
基
壘
石
高
若
干
尺
東
西
若
干
步
南

北
半
之
左
右
層
級
達
於
樓
樓
與
閣
之
高
共
若
干
丈
尺
制
俱

如
舊
稍
增
者
議
設
　
文
昌
帝
君
像
於
閣
中
祀
之
遂
顔
曰
文

昌
門
葢
歷
半
朞
而
樓
成
成
之
日
率
僚
屬
諸
生
登
樓
以
望
高

翥
長
騫
焕
然
文
明
金
峰
秀
特
軒
豁
於
前
桃
花
庾
嶺
諸
勝
以

次
排
列
與
夫
村
市
官
私
之
屬
桑
麻
種
植
之
景
不
可
意
計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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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指
顧
得
者
惟
斯
樓
爲
特
杰
之
觀
焉
由
是
　
聖
廟
增
崇
規

模
宏
厰
山
川
獻
瑞
鐘
皷
式
靈
烏
知
氤
氲
發
祥
之
盛
不
與
昭

武
諸
邑
相
媲
美
哉
則
斯
門
之
移
置
也
誠
有
補
於
文
運
不
小

顧
可
使
其
跡
湮
沒
而
不
章
耶
康
熈
三
年
甲
辰
春
三
月
朔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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