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　
　
一

南
平
縣
志
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文藝

成
而
下
者
也
以
文
爲
藝
則
成
而
上
矣
古
今
文

以
億
萬
計
其
傳
者
必
其
重
有
關
係
乃
不
可
不
傳

楊
羅
李
朱
之
文
身
心
性
命
之
旨
五
倫
五
事
循
之

而
有
其
路
陌
若
直
言
極
諫
之
臣
上
一
書
而
開
萬

年
之
福
陳
一
䇿
而
救
千
人
之
命
扶
危
定
傾
旋
乾

轉
坤
仁
人
之
言
厥
利
溥
哉
若
夫
紀
一
事
之
沿
革

詳
一
物
之
廢
興
或
登
高
而
賦
詩
或
臨
流
而
寫
志

兼
收
旣
厭
其
繁
夠
槪
删
又
缺
乎
稽
考
爰
擇
其
切

於
事
實
該
乎
政
化
綜
乎
山
川
名
勝
者
登
於
篇
或

言
以
人
傳
或
地
以
言
著
義
各
有
取
難
拘
一
格
志

藝
文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　
　
二

南
平
縣
志
卷
之
二
十
二

藝
文

狀
疏
　
議

繳
進
遵
堯
錄
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宋

劉
允
濟

臣
聞
言
進
忠
而
得
錄
於
後
者
固
先
賢
之
素
志
事

若
緩
而
有
功
於
今
者
亦
治
世
所
樂
聞
山
林
之
士

雖
弗
急
於
功
名
𤱶
畝
之
中
未
嘗
忘
夫
君
父
言
不

用
世
事
或
遇
時
司
馬
遷
藏
史
記
於
名
山
以
俟
後

聖
孔
安
國
得
尙
書
於
屋
壁
悉
上
送
官
人
雖
無
速

售
之
心
道
豈
有
終
窮
之
理
載
念
湮
淪
之
㫁
簡
果

逢
熙
洽
之
昌
期
臣
少
挾
槧
鉛
長
遊
學
校
久
聞
羅

從
彥
爲
閩
名
士
制
行
甚
高
其
在
徽
廟
朝
居
鄉
授

徒
守
道
尤
篤
未
得
平
生
言
行
之
實
每
識
尊
聞
欽

慕
之
心
昨
叨
聖
上
之
誤
恩
來
守
延
平
之
偏
壘
始

知
從
彥
實
爲
郡
人
問
其
世
家
寥
絶
難
迹
咨
諸
故

老
搜
索
良
勤
久
而
見
春
秋
詩
解
之
累
編
中
乃
有

聖
宋
遵
堯
錄
之
八
卷
親
書
楷
筆
自
爲
敘
文
大
抵

以
我
國
家
一
祖
開
基
列
聖
繼
統
綱
正
目
舉
無
漢

此
卷
首
列
狀
二
篇
亦

屬
藝
文
一
類
原
本
遺

漏
狀
字
及
卷
數
姓
名

等
字
未
載
今
爲
增
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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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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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

文

　
　
　
　
三

唐
雜
霸
之
未
醇
君
聖
臣
賢
若
舜
禹
遵
堯
而
不
變

備
述
太
宗
凡
邊
防
事
機
之
重
盡
守
規
模
復
言
仁

祖
承
封
祀
宮
室
之
餘
益
加
恭
儉
揄
揚
丕
憲
推
本

深
仁
大
而
郊
廟
宫
掖
之
嚴
次
而
朝
廷
郡
國
之
政

或
釋
言
以
極
發
明
之
旨
或
辯
微
以
寓
諷
諫
之
誠

末
陳
元
豐
間
改
制
之
因
皆
自
王
安
石
作
俑
之
過

管
心
鞅
法
創
爲
功
利
之
圖
章
倡
蔡
隨
寖
兆
裔
夷

之
侮
痛
心
疾
首
杜
門
著
書
在
靖
康
丙
午
而
已
成

値
金
㓂
邊
塵
而
莫
上
八
十
九
年
孤
憤
之
氣
鬱
鬱

未
伸
四
萬
餘
言
剴
切
之
文
彬
彬
可
摭
臣
以
是
見

從
彥
道
術
精
粹
議
論
正
平
雖
然
山
澤
之
寒
儒
蔚

若
臺
閣
之
素
宦
義
由
中
激
言
不
詭
隨
生
同
葵
藿

之
所
傾
殁
與
草
木
而
俱
腐
情
誠
可
憫
忠
永
難
磨

臣
謹
錄
成
書
繳
進
黼
座
欲
望
萬
幾
之
暇
特
加
一

覽
之
勤
倘
有
合
於
宸
衷
幸
宣
付
於
史
館
仍
乞
睿

慈
賜
諡
於
近
朝
尹
焞
邵
雍
之
儔
庶
幾
天
下
歸
心

希
古
者
下
惠
少
連
之
舉
非
特
慰
遺
衷
於
泉
壤
亦

將
興
大
道
於
人
心
臣
還
觀
從
彥
凡
所
立
言
不
愧



 
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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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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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今
古
念
無
後
嗣
可
續
聲
猷
所
圖
斯
文
遭
遇
於
聖

明
庶
使
其
名
流
傳
於
永
久
言
誠
狂
瞽
罪
分
誅
𡗝

所
有
羅
從
彥
元
撰
聖
宋
遵
堯
錄
八
卷
謹
繕
冩
成

二
册
實
封
隨
狀
繳
進
須
至
奏
聞
者



 
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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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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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

文

　
　
　
　
五

請
諡
羅
李
二
先
生
狀
　
　
　
　

宋

楊
　
棟

禮
部
狀
准
淳
祐
六
年
三
月
十
七
日
都
省
批
下
朝

奉
郞
直
秘
閣
福
建
提
刑
楊
棟
狀
臣
竊
惟
欲
治
天

下
者
先
正
人
心
欲
正
人
心
者
先
正
學
術
學
術
不

正
則
名
實
淆
亂
是
非
顚
倒
上
無
所
折
衷
下
無
所

則
傚
無
所
折
衷
故
上
聽
惑
無
所
則
傚
故
民
志
亂

民
志
靡
定
則
遺
親
後
君
之
俗
興
而
天
下
之
患
從

此
始
矣
故
正
學
術
以
正
人
心
誠
當
今
之
急
務
也

恭
惟
聖
朝
天
開
文
治
純
公
正
公
二
程
先
生
崛
興

伊
洛
之
間
聞
道
於
元
公
周
夫
子
而
遂
造
其
至
續

孔
孟
大
公
之
傳
開
萬
世
可
久
之
業
本
末
一
貫
人

已
俱
立
堯
舜
復
起
不
易
吾
言
嗚
呼
盛
哉
二
先
生

没
傳
其
道
者
曰
龜
山
楊
文
靖
公
龜
山
楊
文
靖
公

傳
之
羅
先
生
從
彥
羅
先
生
從
彥
傳
之
李
先
生
侗

時
朱
文
公
篤
志
講
學
求
師
四
方
後
見
李
先
生
聞

所
謂
黙
坐
澄
心
體
認
天
理
之
說
脫
然
知
道
之
大

本
在
乎
是
也
從
遊
累
年
往
復
問
辨
而
卒
傳
先
生

之
學
由
周
程
而
來
其
所
傳
授
本
末
源
流
不
可
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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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也
陛
下
嗣
登
太
寶
首
宗
朱
文
公
之
道
以
風
天
下

其
門
弟
子
之
賢
者
亦
蒙
褒
表
或
賜
美
諡
然
朱
文

公
之
學
實
師
於
先
生
獨
未
聞
有
以
推
尊
其
師
者

豈
以
其
師
著
書
不
多
不
若
諸
人
之
論
述
詳
而
發

明
廣
歟
不
然
何
隆
禮
於
其
弟
子
而
反
遺
其
師
也

夫
天
下
之
至
善
曰
師
師
道
立
則
善
人
多
善
人
多

則
朝
廷
正
而
天
下
治
且
聖
賢
著
述
皆
非
得
已
孔

子
曰
予
欲
無
言
孟
子
曰
予
豈
好
辨
哉
予
不
得
已

也
顏
子
不
著
書
實
爲
亞
聖
然
而
論
語
必
以
堯
曰

終
篇
孟
子
末
章
歴
述
堯
舜
至
孔
子
而
韓
愈
原
道

之
作
所
謂
以
是
傳
之
必
謹
擇
而
明
辯
者
所
以
示

萬
世
之
公
傳
率
天
下
以
正
道
觀
朱
文
公
所
稱
羅

氏
曰
潛
思
力
行
任
重
詣
極
如
公
一
人
而
已
其
稱

李
氏
曰
講
誦
之
餘
危
坐
終
日
以
騐
夫
喜
怒
哀
樂

未
發
之
前
氣
象
爲
何
如
而
求
所
謂
中
者
若
是
者

葢
久
之
而
知
天
下
之
大
本
在
乎
是
也
則
朱
文
公

所
得
於
李
先
生
李
先
生
所
得
於
羅
先
生
者
厥
或

在
此
而
有
出
於
文
字
詞
義
之
外
者
可
知
矣
今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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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下
學
士
家
有
朱
氏
之
書
人
誦
朱
門
之
語
而
其
切

要
遠
大
精
實
中
正
得
之
心
而
見
於
行
則
知
者
鮮

焉
是
徒
誦
文
公
所
著
之
書
而
不
知
文
公
所
傳
之

道
若
非
明
示
正
宗
使
天
下
曉
然
識
所
趨
向
以
求

造
乎
至
善
之
地
棟
恐
名
實
淆
亂
是
非
顚
倒
文
公

之
書
雖
存
文
公
之
道
將
䘮
矣
故
竊
以
爲
欲
明
文

公
之
道
莫
若
尊
文
公
之
師
棟
濫
將
明
旨
咨
諏
閩

部
實
在
羅
李
二
先
生
之
鄉
而
平
生
之
志
頗
知
景

慕
用
敢
列
其
事
以
聞
欲
乞
聖
慈
探
聖
學
之
傳
重

師
道
之
本
以
其
所
以
尊
崇
朱
文
公
者
而
推
尊
其

師
等
而
上
之
以
及
羅
氏
各
賜
美
諡
昭
示
𠖥
褒
表

勵
方
來
庶
幾
伊
洛
之
學
不
淪
於
言
語
朱
氏
之
書

實
見
於
踐
行
豈
惟
二
臣
潛
德
發
揮
其
道
光
大
而

於
損
文
華
以
崇
德
行
正
學
術
以
正
人
心
實
非
小

補
云



 
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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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

文

　
　
　
　
八

奏
舉
吳
熙
吳
儀
疏
　
　
　
　
　

宋

王
　
潮

南

劍

知

州

臣
伏
見
本
州
進
士
吳
熙
經
學
義
行
衆
所
推
服
進

取
不
充
其
志
而
安
恬
退
處
閉
戸
讀
書
所
養
益
厚

與
宗
人
析
產
推
其
豐
腴
自
取
薄
少
廉
介
之
節
古

人
鮮
比
其
從
兄
儀
篤
志
博
古
亦
以
名
節
自
勵
本

州
人
士
常
以
經
明
行
修
舉
儀
恐
占
解
名
懇
避
不

就
鄉
黨
之
譽
無
愧
於
熙
臣
雖
位
卑
言
輕
如
二
人

之
志
於
隱
約
而
未
爲
盛
世
所
知
倘
蒙
聖
恩
加
以

考
察
賜
之
一
命
使
充
學
職
於
聖
朝
收
斂
人
才
所

以
敦
士
類
者
不
爲
無
補

進
士
吳
熙
進
字
恐
誤

查
選
舉
類
宋
科
目
不

載
熙
名
鄕
賢
類
熙
小

傳
亦
不
載
某
科
進
士

又
查
吳
儀
小
傳
云
係

熙
從
父
而
本
疏
則
稱

其
從
兄
儀
未
知
孰
是

今
爲
批
明
以
俟
查
考



 
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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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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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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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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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

文

　
　
　
　
九

請
封
爵
從
祀
疏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元

胡
　
瑜

嘗
謂
文
治
興
隆
宜
舉
行
於
曠
典
儒
先
褒
美
期
激

勵
於
將
來
葢
國
家
化
民
成
俗
莫
先
於
學
校
而
學

校
之
設
必
崇
先
聖
先
師
之
祀
者
所
以
報
功
而
示

勸
也
我
朝
崇
儒
重
道
之
意
度
越
前
古
旣
以
加
封

先
聖
大
成
之
號
又
追
崇
宋
儒
周
惇
頤
等
封
爵
俾

從
祀
廟
庭
報
功
示
勸
之
道
可
謂
至
矣
然
有
司
討

論
未
盡
尙
遺
先
儒
楊
時
等
五
人
未
列
從
祀
遂
使

盛
明
之
世
猶
有
闕
典
唯
故
宋
龍
圖
閣
直
學
士
諡

文
靖
龜
山
先
生
楊
時
親
得
程
門
道
統
之
傳
排
王

氏
經
義
之
謬
南
渡
後
朱
張
呂
氏
之
學
其
源
委
脈

絡
皆
出
於
時
者
也
故
宋
處
士
延
平
先
生
李
侗
傳

河
洛
之
學
以
授
朱
熹
几
集
註
所
引
師
說
卽
其
講

論
之
旨
也
故
宋
中
書
舍
人
諡
文
定
胡
安
國
聞
道

伊
洛
志
在
春
秋
纂
爲
集
傳
羽
翼
正
經
明
天
理
而

扶
世
敎
有
功
於
聖
人
之
門
者
也
故
宋
處
士
贈
太

師
榮
國
公
諡
文
正
九
峰
先
生
蔡
沈
從
學
朱
子
親

承
指
授
著
書
集
發
明
先
儒
之
所
未
及
深
有
功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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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聖
經
者
也
故
宋
翰
林
學
士
叅
知
政
事
諡
文
忠
西

山
眞
德
秀
博
學
窮
經
踐
履
篤
實
當
時
立
僞
學
之

禁
以
錮
善
類
德
秀
晚
出
獨
以
斯
文
爲
己
任
講
習

躬
行
黨
禁
解
而
正
學
明
此
五
人
者
學
問
接
道
統

之
傳
著
述
發
儒
先
之
秘
其
功
甚
大
况
科
舉
取
士

已
將
胡
安
國
春
秋
蔡
沈
尙
書
集
傳
表
章
而
尊
用

之
眞
德
秀
大
學
衍
義
亦
備
經
筵
講
讀
是
皆
有
補

於
國
家
治
道
者
矣
各
人
出
處
詳
見
宋
史
本
傳
俱

應
追
錫
名
爵
從
祀
先
聖
廟
庭
可
以
敦
厚
儒
風
激

勵
後
學
宜
命
禮
官
討
論
典
禮
如
周
敦
頤
等
例
聞

奏
施
行
以
補
闕
典
吾
道
幸
甚
本
省
以
其
言
具
咨

中
書
省
仍
遣
瑜
赴
都
投
呈
中
書
判
送
禮
部
行
移

翰
林
集
賢
太
常
三
院
會
議
俱
准
所
言
囘
呈
中
書

省
奏
准
送
禮
部
定
五
先
生
封
爵
諡
號
俱
贈
太
師

楊
時
追
封
吳
國
公
李
侗
追
封
越
國
公
胡
安
國
追

封
楚
國
公
蔡
沈
追
封
建
國
公
眞
德
秀
追
封
福
國

公
各
給
詞
頭
宣
命
遣
官
齎
往
福
建
行
省
訪
問
各

人
子
孫
給
付
如
無
子
孫
者
於
其
故
所
居
鄉
里
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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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
縣
學
或
書
院
祠
堂
內
安
置
施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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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
請
補
宋
羅
李
二
先
儒
從
祀
廟
庭
呈
議
奏
疏

明

林
　
鈿

爲
懇
奏
請
補
入
眞
儒
從
祀
以
尊
道
統
以
光
盛
典

事
竊
惟
聖
賢
學
問
在
繼
往
而
開
來
帝
王
闡
明
先

崇
功
而
報
德
故
問
授
受
於
一
脈
之
相
承
則
淵
源

必
溯
而
極
推
尊
於
百
世
之
定
論
則
爼
豆
彌
光
鈿

生
長
雙
劍
之
邦
私
淑
四
賢
之
澤
久
矣
乃
楊
中
立

朱
晦
翁
旣
已
登
祀
廟
庭
而
羅
仲
素
李
愿
中
尙
未

與
列
從
祀
此
從
來
之
缺
典
而
議
禮
者
所
不
容
緩

也
遡
自
楊
中
立
載
道
而
南
爲
後
世
學
士
之
鼻
祖

乃
衍
中
立
之
心
傳
者
羅
仲
素
也
承
仲
素
之
嫡
派

者
李
愿
中
也
由
羅
李
以
遞
傳
於
朱
夫
子
見
知
聞

知
統
系
相
接
師
傳
弟
習
前
後
一
源
譬
之
河
流
楊

中
立
星
宿
發
脈
也
而
羅
李
以
及
朱
夫
子
亦
猶
歴

濟
漯
淮
漢
以
達
於
海
者
也
在
昔
宋
元
豐
七
年
進

孟
子
與
顏
子
配
享
其
後
議
者
謂
孟
子
受
業
於
子
思

子
思
受
業
於
曾
子
咸
淳
三
年
遂
以
曾
子
子
思
四
賢

並
配
至
今
稱
千
古
至
當
之
禮
今
尊
朱
夫
子
之
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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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
而
未
及
其
相
傳
從
來
之
自
是
進
孟
子
而
忘
曾
子

子
思
也
其
可
乎
哉
昭
代
禮
明
樂
備
卽
薛
文
淸
王

文
成
陳
白
沙
皆
得
從
祀
而
况
承
先
啟
後
可
師
百

世
如
羅
李
二
先
儒
其
有
功
於
道
脈
尤
章
章
較
著

者
哉
謹
按
宋
鑑
及
性
理
諸
書
羅
從
彥
字
仲
素
沙

縣
人
徙
家
南
平
從
學
楊
時
於
蕭
山
旣
而
築
室
山

中
絶
意
仕
進
充
然
自
得
朱
子
曰
龜
山
先
生
倡
道

東
南
士
之
遊
其
門
者
甚
衆
然
語
其
潛
思
力
行
任

重
詣
極
如
羅
公
葢
一
人
而
已
又
曰
先
生
敎
學
者

靜
坐
中
看
喜
怒
哀
樂
未
發
謂
之
中
未
發
時
作
何

氣
象
眞
能
探
索
本
原
洞
見
道
體
周
氏
垣
曰
先
生

在
羅
浮
山
坐
三
年
窮
天
地
萬
物
之
理
註
遵
堯
錄

撮
要
提
綱
無
非
理
亂
安
危
之
大
者
公
之
學
其
明

體
適
用
畧
可
推
矣
李
侗
字
愿
中
劍
浦
人
結
廬
山

中
謝
絶
世
故
餘
四
十
年
食
飮
或
不
充
而
怡
然
自

得
朱
熹
師
事
焉
朱
子
曰
先
生
少
遊
鄉
校
有
聲
已

而
聞
郡
人
羅
仲
素
得
河
洛
之
學
於
龜
山
之
門
遂

往
學
焉
累
年
受
春
秋
中
庸
語
孟
之
說
從
容
潛
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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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
有
會
於
心
盡
得
其
所
傳
之
奥
又
曰
先
生
從
仲
素

學
講
論
之
餘
危
坐
終
日
以
騐
夫
喜
怒
哀
樂
未
發

之
前
氣
象
爲
何
如
又
曰
先
生
資
稟
勁
特
氣
節
豪

邁
而
充
養
純
粹
無
復
圭
角
精
銳
之
氣
達
於
面
目

色
温
言
厲
神
定
氣
和
語
黙
動
靜
端
詳
閒
泰
自
然

之
中
若
有
成
法
鄧
氏
廸
曰
愿
中
如
氷
壺
秋
月
瑩

徹
無
瑕
葢
二
儒
者
其
衍
道
南
之
脈
卽
以
衍
千
聖

之
傳
緒
於
不
墜
其
開
紫
陽
之
統
卽
以
開
六
經
之

日
月
於
中
天
茲
遇
宗
師
大
人
主
張
風
敎
羽
翼
宗

盟
乞
將
地
方
眞
儒
奏
請
從
祀
廟
廷
庶
崇
儒
重
道

之
典
益
光
而
仰
止
景
行
之
心
均
慰
地
方
幸
甚
斯

文
幸
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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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
奏
補
羅
李
二
儒
從
祀
疏
　
　
　

明

熊
　
汲

提

學

副

使

臣
惟
崇
儒
重
道
帝
王
之
美
節
而
繼
往
開
來
舉
百

年
之
遺
以
昭
一
代
之
盛
非
大
聖
人
有
作
莫
之
能

也
恭
惟
陛
下
聖
神
文
武
應
運
中
興
心
法
之
傳
上

符
堯
舜
敬
天
法
祖
制
禮
作
樂
陳
藝
極
而
昭
道
軌

固
已
極
其
明
備
而
巍
然
煥
然
無
以
加
矣
乃
稽
古

右
文
祀
周
孔
於
殿
廡
錄
顏
曾
之
末
裔
於
道
統
之

傳
尤
致
意
焉
海
隅
蒼
生
咸
熙
熙
然
鼔
舞
於
不
識

不
知
之
治
眞
千
載
一
時
也
廼
有
學
術
明
備
道
統

攸
傳
如
宋
羅
從
彥
李
侗
一
代
眞
儒
應
從
廟
祀
未

蒙
采
錄
得
非
儒
紳
建
議
之
未
及
乎
要
之
公
論
久

而
不
冺
聖
道
待
人
而
傳
則
所
以
倡
明
而
主
持
者

不
有
望
於
今
日
歟
臣
惟
周
禮
大
司
樂
掌
成
均
之

法
以
敎
國
子
弟
凡
有
道
德
者
則
以
爲
樂
祖
祀
於

瞽
宗
此
祭
法
先
師
所
由
始
若
孔
子
道
高
德
厚
接

堯
舜
禹
湯
文
武
周
公
之
傳
六
經
垂
憲
功
德
在
人

宜
萬
世
食
報
無
窮
焉
故
得
尊
祀
學
宮
以
爲
先
師

一
時
及
門
如
顏
曾
由
賜
軰
私
淑
諸
人
如
孟
軻
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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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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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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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六

聞
道
雖
有
不
同
要
之
均
有
得
焉
者
則
四
科
十
哲

列
德
譔
次
侑
食
配
享
禮
不
容
已
漢
董
仲
舒
隋
王

通
唐
韓
愈
宋
周
敦
頤
程
灝
程
頤
張
載
邵
雍
楊
時

朱
熹
胡
瑗
司
馬
光
諸
儒
前
後
論
列
咸
得
從
祀
固

以
有
功
於
孔
門
於
道
相
爲
發
明
亦
禮
不
可
改
矣

乃
若
羅
從
彥
者
受
業
於
楊
時
以
承
濂
洛
之
傳
李

侗
者
受
業
於
從
彥
以
啟
朱
熹
之
學
是
二
儒
者
其

爲
道
統
絶
續
之
機
一
脈
相
承
而
從
祀
報
功
之
典

安
可
缺
也
以
羅
從
彥
言
之
觀
其
自
幼
頴
悟
不
爲

言
語
文
字
之
學
初
師
事
審
律
吳
儀
聞
楊
時
得
程

氏
之
學
徒
歩
往
從
之
見
時
三
日
驚
汗
浹
背
曰
不

至
是
幾
虛
過
一
生
旣
卒
業
築
室
山
中
絶
意
仕
進

終
日
端
坐
時
行
溪
上
吟
咏
而
歸
充
然
自
得
朱
熹

嘗
謂
楊
時
倡
道
東
南
士
之
潛
思
力
行
任
重
詣
極

惟
從
彥
一
人
而
已
以
李
侗
言
之
觀
從
彥
好
靜
坐

退
入
室
中
亦
靜
坐
於
靜
中
騐
喜
怒
哀
樂
未
發
以

前
氣
象
久
之
於
天
下
之
理
該
攝
洞
貫
以
次
融
釋

各
有
條
序
雖
飮
食
不
充
怡
然
自
適
閨
門
內
外
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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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
若
無
人
衆
事
自
理
尤
接
引
後
學
不
倦
嘗
曰
學
問

之
道
不
在
多
言
但
黙
坐
澄
心
體
認
天
理
若
見
雖

一
毫
私
欲
之
發
亦
退
聽
矣
是
二
儒
者
人
品
學
術

光
明
正
大
而
潛
心
黙
識
身
體
力
行
不
動
而
敬
不

言
而
信
列
之
孔
門
當
在
德
行
之
科
矣
寧
不
可
以

備
從
祀
之
列
乎
况
其
充
養
有
道
圭
角
渾
然
亦
非

無
意
於
世
用
者
如
從
彥
遵
堯
一
錄
洞
悉
宋
代
治

亂
之
迹
深
闢
元
豐
功
利
之
人
天
下
無
不
是
父
母

之
言
又
足
以
扶
三
綱
立
人
極
潛
消
乎
逆
亂
簒
弑

之
禍
李
侗
憂
國
傷
時
每
以
三
綱
不
正
義
利
不
分

爲
言
而
深
慨
王
安
石
用
事
䧟
溺
人
心
惓
惓
於
明

天
理
正
人
心
崇
節
義
勵
廉
恥
以
爲
治
本
使
得
各

表
見
以
致
之
用
必
有
可
觀
雖
身
不
獲
用
未
究
厥

施
而
議
論
風
采
聞
者
自
足
以
興
矣
宋
臣
楊
棟
特

請
於
朝
乞
將
二
儒
昭
示
𠖥
褒
各
賜
美
諡
以
下
闕

嘉
靖
二
十
四
年
八
月
日
具
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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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八

請
從
祀
疏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明

周
　
木

南

京

行

人

謹
奏
爲
崇
儒
重
道
事
內
一
件
臣
聞
從
祀
之
典
凡

先
儒
有
功
於
聖
門
者
咸
與
其
列
而
况
得
夫
聖
統

之
正
傳
者
乎
臣
竊
見
宋
儒
延
平
李
侗
得
傳
伊
洛

道
學
之
妙
徽
國
文
公
朱
熹
實
師
尊
之
講
明
正
學

其
有
功
於
聖
敎
甚
大
紹
熙
五
年
十
二
月
熹
年
六

十
有
五
始
作
滄
洲
精
舍
告
成
釋
菜
先
師
孔
子
以

顏
子
曾
子
子
思
孟
子
配
以
周
敦
頤
程
顥
程
頤
張

載
邵
雍
司
馬
光
及
侗
七
人
從
祀
時
陞
祀
之
典
未

有
舉
也
先
是
淳
熙
七
年
三
月
熹
守
南
康
申
省
轉

聞
乞
陞
泗
水
侯
孔
鯉
於
從
祀
時
不
果
從
及
熹
旣

没
至
理
宗
淳
祐
元
年
以
手
詔
陞
敦
頤
顥
頤
載
及

熹
於
從
祀
度
宗
咸
淳
元
年
入
太
學
又
陞
雍
光
於

從
祀
二
年
又
陞
泗
水
侯
於
從
祀
悉
取
熹
故
事
行
之

而
獨
不
及
於
侗
焉
當
時
宰
執
宜
有
所
請
而
不
聞

者
此
無
他
有
其
君
而
無
其
臣
故
也
臣
竊
以
爲
侗

之
學
其
傳
歴
有
所
自
而
熹
之
師
亦
非
侗
一
人
滄

洲
之
祀
獨
推
於
侗
而
不
及
他
者
是
必
有
深
意
也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　
十
九

厥
後
熹
之
門
人
蔡
沈
及
元
儒
許
衡
吳
澄
一
則
得

熹
小
學
讀
之
敬
信
如
神
明
一
則
得
熹
所
註
大
學

讀
之
卽
知
爲
治
之
要
是
沈
之
與
衡
與
澄
皆
親
炙

私
淑
於
熹
者
也
今
亦
陞
於
從
祀
久
矣
况
熹
自
言

侗
爲
義
重
恩
深
之
師
歴
宋
於
今
未
之
有
請
者
此

無
他
葢
侗
之
學
超
然
獨
得
於
心
性
隱
微
之
間
而

非
言
語
文
字
之
末
宜
人
之
所
不
及
知
者
惟
熹
得

而
眞
知
之
故
滄
洲
之
祀
獨
與
焉
此
無
足
怪
者
性

與
天
道
子
貢
之
資
猶
不
可
得
而
聞
也
昔
孔
子
之

門
其
徒
三
千
唯
顏
子
終
日
如
愚
而
獨
稱
爲
好
學

然
考
其
騐
則
曰
不
遷
怒
貳
過
而
已
答
其
問
仁
則

曰
克
己
復
禮
然
問
其
目
則
曰
非
禮
勿
視
聽
言
動

而
已
至
於
簞
瓢
陋
巷
不
改
其
樂
三
月
之
久
心
不

違
仁
故
周
子
以
爲
發
聖
人
之
蘊
敎
萬
世
無
窮
曾

子
之
學
專
用
心
於
內
故
動
必
求
諸
心
其
所
傳
大

學
開
端
用
方
莫
先
於
明
德
之
格
物
中
庸
之
書
子

思
子
憂
道
學
之
失
其
傳
而
作
其
用
力
指
要
莫
切

乎
戒
愼
恐
懼
於
喜
怒
哀
樂
未
發
之
前
孟
子
之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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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
只
是
要
正
人
心
使
人
存
心
養
性
而
已
故
嘗
曰
學

問
之
道
無
他
求
其
放
心
而
已
矣
又
引
孔
子
之
言

曰
操
則
存
舍
則
亡
七
篇
之
要
無
踰
於
此
故
侗
於

四
子
之
道
發
明
其
義
者
則
見
於
熹
之
集
註
躬
行

其
實
者
則
散
見
於
宋
史
侗
傳
及
熹
之
語
類
與
熹

之
年
譜
所
載
從
遊
之
詳
文
集
所
載
侗
之
行
狀
祭

侗
之
文
輓
侗
之
詩
書
周
子
通
書
後
語
文
滄
洲
精

舍
告
先
聖
文
合
而
觀
之
則
侗
之
學
道
之
妙
熹
之

師
傳
之
益
與
侗
之
有
功
無
功
於
世
敎
葢
自
有
不

可
掩
者
或
者
以
著
述
少
侗
昔
明
安
國
嘗
請
以
程

顥
從
祀
其
畧
曰
顥
雖
未
及
著
述
而
門
人
質
疑
請

益
答
問
之
語
存
於
世
者
甚
多
是
可
專
以
著
述
爲

哉
且
聖
賢
之
學
率
性
而
已
侗
眞
得
聖
人
之
正
學

滄
洲
之
祀
熹
嘗
尊
其
位
與
敦
頤
等
並
列
於
顏
孟

之
下
矣
而
至
今
不
得
列
於
性
惡
荀
况
之
下
者
何

哉
臣
愚
不
知
其
所
謂
也
臣
又
聞
熹
嘗
集
侗
之
言

行
爲
一
編
名
曰
延
平
問
答
歴
歲
旣
久
今
雖
世
儒

之
家
多
不
能
有
其
書
伏
覩
國
朝
性
理
大
全
五
倫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二
十
一

書
所
採
錄
者
是
皆
性
命
道
德
之
言
精
純
明
備
使

學
者
不
得
見
侗
之
全
書
尤
爲
可
惜
是
宜
世
之
知

侗
者
少
也
伏
望
陛
下
勅
付
大
臣
討
論
故
事
加
侗

封
爵
陞
祀
孔
子
廟
庭
仍
詔
內
閣
檢
求
其
書
校
正

頒
行
便
於
學
者
傳
習
羽
翼
正
學
大
明
孔
子
之
道

於
人
使
天
下
之
學
術
一
出
於
正
豈
小
補
哉
臣
何

幸
躬
逢
其
盛
成
化
二
十
七
年
七
月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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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二
十
二

請
從
祀
疏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明

邑

人

游
居
敬

刑

部

侍

郞

爲
乞
表
章
先
儒
崇
祀
廟
廷
以
示
正
學
以
益
光
聖

化
事
職
聞
諸
禮
經
皮
弁
祭
菜
示
敬
道
也
故
聖
王

於
學
校
重
祀
典
焉
先
師
之
廟
主
之
以
夫
子
配
之

以
大
賢
翼
之
以
十
哲
而
及
於
洙
泗
羣
弟
子
漢
唐

以
來
諸
儒
焉
此
歴
代
所
沿
襲
聖
祖
迨
先
帝
世
系

所
考
正
裁
定
通
之
千
百
世
而
無
異
議
者
也
顧
於

宋
大
儒
羅
從
彥
李
侗
而
猶
未
與
從
祀
焉
已
累
有

建
言
達
於
朝
宁
而
末
有
定
議
則
以
先
臣
考
按
之

未
詳
而
擬
議
之
未
精
故
爾
職
按
羅
從
彥
字
仲
素

學
者
號
爲
豫
章
先
生
李
侗
字
愿
中
學
者
號
爲
延

平
先
生
俱
南
劍
州
人
俱
一
時
崛
起
以
倡
明
聖
學

爲
己
任
上
溯
孔
門
鄒
魯
之
絶
學
中
纘
濂
洛
關
閩

之
道
統
而
下
開
浙
甌
江
右
繼
起
之
眞
儒
二
儒
之

功
居
多
焉
今
考
河
南
二
程
伯
仲
得
統
於
周
濂
溪

茂
叔
氏
而
將
樂
楊
時
中
立
受
學
於
二
程
之
門
而

得
其
統
以
歸
閩
故
程
伯
淳
送
之
曰
吾
道
南
矣
楊

時
之
在
南
也
一
傳
而
爲
羅
從
彥
再
傳
而
爲
李
侗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二
十
三

氏
三
傳
而
爲
朱
熹
氏
至
朱
熹
而
集
諸
儒
之
大
成

功
則
偉
矣
而
其
師
友
淵
源
之
所
自
譬
之
水
也
則

楊
時
肇
其
端
羅
從
彥
濬
其
流
李
侗
洪
其
派
而
朱

熹
滙
其
波
瀾
而
要
其
止
宿
者
也
道
之
南
也
而
得

四
大
儒
神
而
明
之
故
今
五
經
四
書
理
學
之
指
歸

遍
滿
於
海
內
家
而
授
之
童
而
習
之
爲
之
句
讀
爲

之
訓
詁
伊
誰
之
功
四
大
儒
授
受
之
正
有
以
開
之

也
而
今
崇
祀
先
師
廟
廷
者
惟
楊
時
朱
熹
二
儒
而

羅
李
二
儒
闕
之
此
豈
所
以
報
功
德
而
勸
士
習
哉

况
羅
李
二
儒
之
在
當
時
也
各
稽
古
而
著
述
不
少

問
答
而
發
明
良
多
稱
羅
從
彥
者
則
曰
潛
心
力
學

任
重
詣
極
性
明
而
修
行
完
而
潔
見
於
宋
史
所
載

稱
李
侗
者
則
曰
氷
壺
秋
月
瑩
徹
無
瑕
見
於
淵
源

錄
所
紀
羅
從
彥
常
令
學
者
騐
喜
怒
哀
樂
未
發
之

前
作
何
氣
象
而
求
所
爲
中
者
李
侗
亦
以
其
言
授

朱
熹
且
曰
學
問
之
道
不
在
多
言
但
黙
坐
澄
心
體

認
天
理
若
見
雖
一
毫
人
欲
之
私
亦
退
矣
久
用
力

於
此
庶
幾
漸
明
講
學
始
有
益
耳
其
他
議
論
指
授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二
十
四

皆
推
本
性
命
之
懿
而
究
極
內
聖
外
王
之
全
闡
明

洙
泗
之
指
而
會
通
下
學
上
達
之
秘
故
朱
熹
會
其

指
趨
之
邃
以
上
承
堯
舜
精
一
執
中
之
語
孔
門
博

文
約
禮
之
訓
孟
子
知
言
養
氣
之
言
咸
貫
而
通
之

上
繼
往
聖
下
開
來
學
其
有
功
吾
道
大
矣
朱
熹
晚

年
作
爲
精
舍
私
祀
先
聖
先
師
以
周
程
張
邵
司
馬

延
平
七
先
生
從
祀
其
推
尊
道
南
諸
儒
以
繼
鄒
魯

固
熹
報
功
崇
德
私
心
實
天
下
之
公
心
也
非
特
一

時
人
心
之
公
實
後
世
人
心
之
公
也
前
此
屢
有
以

羅
李
二
儒
從
祀
廟
庭
爲
請
而
禮
官
翰
林
議
禮
之

官
無
從
中
請
者
豈
非
熙
朝
之
闕
事
而
今
時
所
宜

𨤲
正
者
哉
夫
禮
有
當
正
踵
襲
而
不
行
非
作
述
之

宜
也
義
有
當
舉
因
循
而
憚
遷
非
繼
述
之
善
也
聖

明
在
上
會
羣
言
而
折
衷
之
斯
其
時
已
職
今
不
避

庸
陋
直
述
彝
議
於
丹
扆
之
前
伏
乞
勅
下
禮
部
並

翰
林
院
講
讀
諸
臣
及
今
熙
明
之
時
考
集
先
令
建

議
斟
酌
裁
訂
將
宋
時
羅
從
彥
李
侗
二
儒
請
自
聖

裁
從
祀
廟
庭
春
秋
從
祀
仍
通
行
天
下
各
州
府
縣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二
十
五

各
學
校
恪
遵
舉
行
使
天
下
士
子
咸
知
正
學
之
爲

宗
而
邁
往
以
求
理
義
之
當
躬
行
之
急
而
中
行
以

復
秉
彝
之
粹
其
於
標
表
淵
源
之
地
誠
加
之
意
而

禮
敎
益
興
固
如
此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二
十
六

請
諡
羅
豫
章
先
生
議
　
　
　
　

宋

陳
　
協

太

常

博

士

生
有
爵
死
有
諡
故
爵
隆
者
然
後
得
諡
所
以
示
其

節
也
至
於
蘊
德
邱
園
而
其
立
言
有
補
於
當
世
可

傳
於
後
學
則
節
惠
之
典
出
於
朝
廷
之
特
命
又
不

可
拘
以
常
制
也
若
羅
公
從
彥
可
謂
有
德
有
言
之

隱
君
子
矣
初
龜
山
得
伊
洛
之
學
倡
道
東
南
士
之

遊
其
門
者
甚
衆
其
潛
思
力
行
任
重
詣
極
輩
流
中

推
公
一
人
而
已
當
𡽪
廟
時
居
鄉
授
徒
守
道
尤
篤

而
同
郡
李
公
侗
傳
其
學
厥
後
朱
文
公
熹
又
得
李

公
之
傳
其
道
遂
彰
明
於
世
學
者
仰
之
如
泰
山
北

斗
者
其
端
皆
自
公
發
之
公
延
平
人
旣
没
之
後
家

無
子
孫
故
其
遺
言
不
多
見
於
世
嘉
定
七
年
郡
守

劉
允
濟
始
加
搜
訪
得
公
所
著
遵
堯
錄
八
卷
進
之

於
朝
其
書
四
萬
言
大
要
謂
藝
祖
開
基
列
聖
繼
統

若
舜
禹
遵
堯
而
不
變
至
元
豐
改
制
皆
自
王
安
石

作
俑
創
爲
功
利
之
圖
寖
兆
裔
夷
之
侮
是
其
𤱶
畝

不
忘
君
之
心
豈
若
沮
溺
軰
素
隱
行
怪
之
比
耶
謹

按
諡
法
道
德
博
厚
曰
文
言
行
相
應
曰
質
公
師
友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二
十
七

淵
源
洞
明
天
理
可
謂
道
德
博
厚
矣
淸
介
絶
俗
著

書
有
聞
可
謂
言
行
相
應
矣
請
諡
公
爲
文
質
云
云

謹
議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二
十
八

覆
諡
議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宋

周
　
坦

士
有
處
身
隱
約
而
道
德
問
學
足
以
師
表
來
世
雖

生
無
一
命
之
爵
身
没
之
後
斯
道
之
傳
愈
久
愈
光

所
以
爲
人
心
綱
常
之
標
凖
者
關
係
甚
大
則
沿
流

溯
源
節
惠
之
典
安
可
闕
也
羅
公
從
彥
不
求
聞
達

於
世
胸
次
抱
負
不
少
槪
見
獨
得
其
大
者
所
謂
道

德
學
問
之
淵
源
上
承
伊
洛
之
正
派
下
開
中
興
以

後
諸
儒
之
授
受
昭
然
不
可
冺
也
公
受
學
龜
山
之

門
其
潛
思
力
行
任
重
詣
極
同
門
皆
推
敬
之
理
義

之
學
正
鬱
於
時
一
綫
之
緖
頼
是
得
以
僅
存
觀
其

在
羅
浮
山
靜
坐
三
年
所
以
窮
天
地
萬
物
之
理
切

實
若
此
著
遵
堯
錄
一
篇
述

皇
朝
相
傳
宏
規
懿
範
及
名
臣
碩
輔
論
建
謨
畫
下

及
元
豐
功
利
之
人
紛
更
憲
度
貽
患
國
家
撮
要
提

綱
無
非
理
亂
安
危
之
大
者
公
之
學
其
明
體
適
用

畧
可
推
矣
奉
常
諡
公
曰
文
質
於
法
爲
宜
五
月
二

十
四
日
奉

旨
依
議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二
十
九

請
從
祀
議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明

熊
尙
文

福

建

督

學

題
爲
地
方
眞
儒
議
補
從
祀
候
覆
日
久
謹
循
職
掌

懇
恩
速
賜
覆
𥙷
以
隆
風
化
以
光
聖
治
事
竊
惟
繼

往
開
來
功
莫
先
於
明
學
推
功
崇
報
典
莫
重
於
盛

時
矧
維
風
起
敝
之
機
權
全
屬
發
潛
闡
幽
之
德
音

臣
奉
命
視
閩
學
係
臣
職
分
所
得
請
者
今
亦
皆
不

避
冒
凟
而
請
之
惟
是
所
屬
延
平
府
宋
儒
羅
從
彥

李
侗
萬
歴
三
十
三
年
已
經
巡
撫
徐
學
聚
巡
按
方

良
彥
題
請
從
祀
奉

聖
旨
是
該
部
知
道
欽
此
欽
遵
迄
今
四
年
該
部
尙

未
題
覆
夫
人
固
有
日
久
而
後
論
定
者
若
羅
從
彥

潛
思
力
行
任
重
詣
極
李
侗
道
德
純
備
學
問
通
明

宋
史
所
載
已
稱
四
百
年
定
評
矣
事
固
有
論
定
而

後
可
行
者
若
羅
從
彥
李
侗
從
祀
在
元
則
浙
江
行

省
有
議
在
我
朝
則
學
臣
金
賁
亨
周
洪
祖
等
有
議

今
日
此
舉
允
係
萬
代
瞻
仰
矣
我
國
朝
罷
黜
諸
說

獨
尊
尙
朱
註
二
百
年
來
名
臣
碩
輔
高
賢
大
良
取

功
名
者
以
之
爲
筌
蹄
志
道
德
者
以
之
爲
津
筏
試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　
三
十

觀
師
弟
問
答
淵
源
有
自
淺
言
之
謂
讀
紫
陽
之
註

者
卽
延
平
之
徒
可
也
朱
子
常
言
自
見
李
先
生
爲

學
始
就
平
實
乃
知
向
日
從
事
釋
老
之
說
皆
非
深

言
之
謂
成
朱
子
者
與
生
朱
子
等
可
也
徒
用
其
靑

頓
忘
其
藍
恐
非
所
以
彰
國
家
報
功
之
厚
尊
生
之

本
而
遺
學
之
源
尢
非
所
以
宏
師
門
錫
類
之
仁
查

得
孔
廟
配
享
於
曹
魏
七
年
止
於
顏
子
一
人
迨
宋

元
豐
七
年
進
孟
子
爲
二
配
議
者
謂
孟
子
受
業
於

子
思
子
思
受
業
於
曾
子
咸
淳
三
年
遂
以
曾
子
子

思
並
配
然
後
配
享
有
四
夫
楊
時
載
道
而
南
羅
從

彥
親
承
道
統
李
侗
衍
其
緖
而
後
朱
熹
接
其
傳
是

朱
熹
之
於
李
侗
羅
從
彥
猶
孟
子
之
於
子
思
曾
子

也
配
享
孟
子
而
因
配
享
孟
子
之
師
成
憲
具
在
從

祀
朱
子
而
因
從
祀
朱
子
之
師
事
體
相
同
我
皇
上

崇
尙
理
學
特
從
祀
胡
居
仁
等
而
羅
從
彥
李
侗
之

賢
又
不
啻
胡
居
仁
等
者
此
自
聖
朝
不
容
缺
之
典

也
臣
奉
璽
書
云
風
敎
所
關
宜
以
綱
常
爲
己
任
地

方
有
此
大
儒
而
祀
典
未
舉
又
自
臣
身
不
容
諉
之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三
十
一

責
任
也
倘
蒙
賜
俞
行
勅
下
禮
部
速
賜
題
覆
地
方

幸
甚
斯
文
幸
甚
萬
歴
三
十
七
年
三
月
二
十
七
日

具
題
奉
聖
旨
該
部
看
了
來
說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　
三
二

覆
從
祀
議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明

翁
正
春

吏

部

侍

郞

禮
部
查
看
熊
尙
文
方
元
彥
題
請
儒
臣
從
祀
之
議

葢
所
關
於
人
心
世
敎
良
非
渺
小
今
巡
按
方
元
彥

疏
舉
羅
李
二
儒
列
祀
廟
庭
夫
二
儒
潛
心
正
學
上

接
伊
洛
之
傳
下
啟
紫
陽
之
緖
眞
聖
統
之
正
派
也

羅
豫
章
旣
爲
楊
龜
山
入
室
弟
子
李
延
平
又
朱
紫

陽
宗
其
嫡
派
當
時
業
躋
楊
朱
於
爼
豆
之
列
乃
獨

於
二
儒
而
靳
之
何
歟
我
朝
稱
道
術
曰
孔
孟
必
曰

程
朱
然
孔
子
倡
道
於
洙
泗
有
曾
子
子
思
相
繼
發

明
而
後
孟
子
接
其
傳
程
氏
倡
道
於
伊
洛
得
羅
豫

章
李
延
平
相
承
正
宗
而
後
朱
子
衍
其
緒
則
羅
李

之
功
實
與
曾
子
子
思
等
故
從
祀
之
典
在
元
至
正

則
浙
江
行
省
有
議
在
國
朝
則
學
臣
金
賁
亨
周
洪

祖
等
有
議
今
日
此
舉
正
係
萬
代
瞻
仰
者
但
事
重

禮
殷
不
可
不
愼
歴
查
先
年
如
薛
瑄
王
守
仁
陳
獻

章
等
從
祀
皆
令
儒
臣
謨
議
奏
進
然
後
會
官
廷
議

上
請
合
無
比
照
往
例
仍
勅
下
翰
林
院
詹
事
府
左

右
春
坊
國
子
監
等
衙
門
文
學
諸
臣
令
其
廣
咨
博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三
十
三

採
將
兩
賢
生
平
行
實
及
人
心
公
論
逐
一
作
速
撰

議
各
自
奏
進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三
十
四

覆
從
祀
議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明

孫
愼
行

翰

林

學

士

禮
科
叅
看
熊
尙
文
方
元
彥
徐
學
聚
等
題
請
儒
臣

從
祀
之
議
事
雖
緩
而
實
切
葢
所
關
於
學
脈
道
術

人
心
世
敎
良
非
渺
小
今
巡
按
方
元
彥
疏
舉
羅
李

二
儒
列
祀
廟
庭
隨
該
本
部
禮
臣
翁
正
春
收
有
議

單
五
本
今
臣
等
復
行
催
議
又
續
收
議
單
六
本
謹

將
諸
臣
前
後
所
議
二
賢
事
畧
一
一
陳
之
詹
事
府

詹
事
臣
何
宗
彥
議
曰
祀
典
之
設
以
報
功
也
孔
廟

從
祀
歴
代
尤
重
之
或
著
書
立
言
羽
翼
六
籍
則
功

在
明
道
或
繼
往
開
來
統
承
正
學
則
功
在
傳
道
宋

儒
若
豫
章
若
延
平
粹
然
爲
洙
泗
眞
傳
上
繼
程
氏

而
下
開
諸
十
者
也
職
嘗
讀
宋
史
本
傳
性
理
大
全

遵
堯
錄
問
答
諸
書
得
其
梗
槪
豫
章
初
事
龜
山
三

日
汗
浹
背
曰
幾
枉
一
生
又
之
洛
見
伊
川
益
信
龜

山
之
說
爲
是
傴
侍
者
二
十
年
盡
得
不
傳
之
秘
終

日
靜
坐
觀
中
時
或
溪
山
吟
詠
充
然
自
得
龜
山
弟

子
千
餘
人
黙
語
潛
思
力
行
任
重
詣
極
豫
章
一
人

而
已
所
著
多
名
言
遵
堯
錄
尤
徵
經
濟
實
學
惜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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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五

見
之
行
耳
延
平
聞
豫
章
得
河
洛
之
學
從
之
累
年

受
春
秋
中
庸
語
孟
之
說
洞
貫
融
釋
豫
章
敎
以
靜

中
觀
喜
怒
哀
樂
未
發
前
氣
象
求
所
謂
中
者
久
之

知
天
下
之
大
本
在
是
凡
天
地
之
高
厚
品
彚
之
化

育
以
至
經
訓
遺
言
日
用
小
物
莫
不
一
一
得
其
衷

由
是
涵
養
益
純
洒
然
脫
落
如
顏
氏
卓
爾
不
違
心

目
之
間
謂
學
問
不
在
多
言
但
黙
坐
澄
心
體
認
天

理
卽
一
毫
私
欲
一
退
聽
又
謂
學
者
知
理
一
分
殊

然
後
不
惑
於
疑
似
亂
眞
之
說
朱
子
每
服
膺
之
朱

子
又
述
答
問
爲
要
語
嘗
謂
人
每
來
延
平
聞
愈
超

絶
其
日
新
不
已
如
此
大
都
豫
章
以
篤
實
勝
然
靜

中
窮
極
天
地
萬
物
之
理
則
篤
實
而
未
嘗
不
超
悟

也
延
平
以
超
悟
勝
然
讀
書
必
見
諸
行
事
聖
賢
所

至
皆
勉
而
進
超
悟
而
未
嘗
不
篤
實
也
二
子
淸
節

粹
養
在
宋
儒
中
已
表
表
宜
祀
矧
上
接
程
氏
之
緒

下
開
朱
子
之
傳
使
堯
舜
以
來
一
中
之
統
昭
昭
揭

日
月
而
行
伊
誰
之
功
而
祀
典
闕
然
未
舉
豈
應
先

河
後
海
之
義
無
論
後
世
之
人
心
不
安
卽
朱
子
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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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六

歆
之
際
亦
有
踧
踖
弗
寧
者
且
今
天
下
治
敎
雖
休

明
而
道
統
之
榛
蕪
亦
已
久
或
砥
礪
名
行
規
旋
矩

合
非
不
稱
名
士
大
夫
而
性
命
之
精
未
窺
或
標
門

立
戸
談
微
說
妙
以
講
學
爲
名
高
而
察
其
躬
修
多

黯
闕
是
說
玲
繁
繡
也
其
於
道
不
啻
背
而
馳
矣
二

子
之
學
術
政
起
膏
肓
之
良
石
而
紹
明
道
統
之
眞

傳
也
然
則
上
允
學
臣
之
請
登
諸
從
祀
之
列
非
直

報
功
亦
以
明
其
關
係
人
心
世
道
誠
不
細
矣
左
春

坊
左
中
允
臣
張
以
誠
左
春
坊
左
贊
善
臣
盛
以
洪

右
春
坊
右
贊
善
臣
邱
禾
實
左
春
坊
左
贊
善
臣
王

毓
宗
左
春
坊
左
中
允
臣
周
如
磐
翰
林
院
修
撰
臣

黃
士
俊
翰
林
院
編
修
臣
龔
三
益
翰
林
院
檢
討
臣

薛
三
省
翰
林
院
檢
討
臣
鄭
以
偉
國
子
監
司
業
臣

周
道
登
已
上
諸
儒
臣
集
議
等
疏
所
以
陳
述
二
賢

之
品
槪
闡
搜
二
賢
之
精
神
質
之
聖
學
而
不
愧
垂

之
後
學
而
無
弊
者
至
詳
至
確
已
無
容
復
議
矣
臣

等
看
得
二
賢
於
宋
儒
中
亦
特
稱
卓
卓
未
可
多
得

乃
數
百
年
未
崇
爼
豆
誠
爲
闕
典
且
我
國
家
功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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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七

所
宗
獨
程
朱
之
學
乃
二
賢
一
以
爲
紹
後
一
以
爲

開
先
其
有
功
於
道
學
甚
鉅
今
天
下
雖
名
宗
程
朱

學
而
高
名
之
士
往
往
欲
跳
而
出
其
上
至
以
篤
行

有
餘
超
悟
不
足
少
之
夫
程
子
之
篤
實
非
二
賢
不

傳
朱
子
之
篤
實
非
二
賢
不
啟
而
二
賢
固
非
專
以

篤
行
顯
者
也
學
者
誠
進
而
觀
焉
實
見
其
大
本
大

原
最
精
最
椊
如
衣
之
挈
領
而
條
理
各
歸
如
水
之
得

源
而
流
行
自
暢
恍
然
可
以
識
性
命
之
眞
誠
明
之

合
崇
實
行
者
固
不
憂
拘
板
卽
希
妙
悟
者
當
亦
不

墜
空
虛
豈
至
有
以
致
知
而
非
力
行
亦
豈
有
以
力

行
而
黜
致
知
者
哉
卽
有
功
於
程
朱
亦
甚
鉅
然
則

旣
學
臣
及
撫
按
諸
臣
所
請
亟
與
崇
祀
非
特
百
年

應
舉
之
曠
興
抑
亦
今
時
正
學
之
急
務
也
伏
乞
皇

上
鑒
二
賢
學
術
之
咸
正
覽
諸
臣
譔
議
之
皆
同
卽

將
二
賢
分
列
宋
儒
胡
安
國
之
下
朱
熹
之
上
入
廟

崇
祀
庶
正
學
不
冺
鉅
典
重
光
而
於
世
道
人
心
有

補
矣
萬
歴
四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六
日
具
題
三

十
日
奉
旨
是
萬
歴
四
十
二
年
甲
寅
六
月
奉
聖
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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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八

崇
祀
聖
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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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九

巡
按
直
隷
監
察
御
史
臣
游
居
敬
謹

題
爲
乞
戒
飭
陽
倡
道
學
陰
懷
邪
僻
大
臣
以
端
士

習
以
光
　
聖
化
事
臣
竊
聞
綱
維
萬
世
者
道
之
功

也
扶
持
斯
道
者
君
師
之
力
也
道
之
在
天
下
如
元

氣
之
流
行
兩
間
其
明
其
晦
固
因
乎
人
而
其
根
諸

人
心
葢
自
不
容
間
㫁
也

皇
上
法

天
立
極
揭
　
敬
一
之
箴
垂
五
箴
之
註
眞
有
以
繼

前
聖
之
道
統
　
皇
極
昭
彰
會
歸
攸
同
有
志
自
立

者
孰
不
奮
惕
興
起
仰
法
　
聖
謨
但
臣
竊
見
邇
年

以
來
迂
儒
乖
士
率
多
倡
爲
新
說
别
立
門
戸
以
誤

後
學
而
世
之
學
者
亦
多
厭
常
喜
新
沽
名
趨
異
從

而
和
之
雖
其
中
亦
多
俊
傑
之
士
然
汙
濫
之
徒
助

成
偏
說
信
以
爲
是
遂
至
雷
同
標
榜
蕩
然
成
風
幕

虛
名
而
壞
實
行
背
先
訓
而
售
空
談
原
其
始
將
以

獵
譽
䆒
其
終
竟
迷
不
返
臣
耳
聞
目
擊
深
切
憂
之

以
爲
聖
明
之
世
不
宜
有
此
臣
見
其
倡
之
者
則
南

京
吏
部
尙
書
湛
若
水
是
也
若
水
之
學
葢
與
先
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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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
書
王
守
仁
並
立
爭
長
以
鳴
於
世
王
守
仁
之
說
則

以
良
知
爲
主
若
水
之
說
則
以
隨
處
體
認
天
理
爲

凖
守
仁
之
言
良
知
葢
祖
宋
儒
陸
九
淵
尊
德
性
之

說
謂
只
用
一
良
知
便
了
更
不
須
說
行
此
其
詞
之

偏
姑
未
暇
論
若
水
之
言
體
認
天
理
則
又
暗
宗
守

仁
之
說
變
其
詞
以
號
召
喜
名
之
士
其
實
乃
私
附

之
也
然
王
守
仁
常
因
宸
濠
之
變
極
力
支
撐
以
靖

大
難
雖
當
時
亦
有
它
議
而
其
謀
國
之
忠
濟
變
之

尤
實
不
可
冺
若
若
水
者
則
一
迂
腐
之
儒
其
才
不

足
以
濟
用
其
學
不
足
以
達
權
竟
可
以
居
翰
墨
供

文
辭
庶
幾
其
可
使
之
當
大
任
則
覆
餗
之
憂
負
乗

之
咎
皆
所
難
逭
葢
聽
其
言
則
近
是
稽
其
行
則
大

非
也
臣
請
以
若
水
邪
僻
之
行
言
之
臣
嘗
誦
孔
子

之
言
曰
鄉
愿
德
之
賊
也
又
曰
惡
紫
之
奪
朱
也
曰

惡
莠
恐
其
亂
苖
也
孔
子
之
言
葢
慮
似
是
而
非
者

之
爲
害
也
今
若
水
阿
世
取
容
飾
爲
忠
信
温
厚
之

貌
以
欺
於
人
而
從
其
講
學
者
亦
往
往
稱
其
有
道

而
陽
尊
之
爲
師
亦
庶
乎
鄉
愿
之
跡
然
鄉
愿
非
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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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一

厚
而
似
忠
厚
非
謹
慤
而
似
謹
慤
而
若
水
則
外
爲

忠
厚
謹
慤
之
詞
貌
而
其
中
有
不
然
者
將
以
要
名

也
將
以
希
𠖥
也
比
之
鄉
原
又
不
若
矣
且
其
妄
爲

新
論
講
章
以
自
附
於
先
哲
之
言
然
其
中
往
往
援

舊
說
而
濟
詖
辭
虛
無
之
見
執
以
壞
全
體
之
學
葢

亦
似
朱
之
紫
也
似
苖
之
莠
也
德
之
賊
也
聖
人
之

所
惡
也
雖
講
解
之
多
著
述
之
富
奚
爲
哉
若
其
阿

順
而
無
骨
鯁
之
槪
紛
更
而
無
特
立
之
守
廣
收
無

賴
而
無
廉
介
之
節
恣
遊
山
水
而
無
顧
忌
之
心
枉

道
回
家
而
無
愛
君
之
忠
私
創
書
院
而
爲
不
經
之

行
自
刻
書
册
而
不
顧
有
司
之
擾
濫
交
匪
人
而
不

惜
名
節
之
喪
倡
爲
虛
談
而
不
尊
時
制
妄
自
尊
大

而
居
之
不
疑
若
水
嘗
爲
講
官
矣
嘗
爲
禮
曹
矣
臣

觀
其
所
以
進
告
於

皇
上
者
爲
鵲
鹿
之
賦
而
已
矣
十
章
之
頌
而
已
矣

視
之
翦
桐
箴
規
獻
可
替
否
之
言
若
水
能
之
乎
且

其
謟
諛
勢
權
結
納
淸
要
和
光
同
塵
無
所
可
否
逐

流
隨
波
志
非
恬
退
臣
故
曰
阿
順
而
無
骨
鯁
之
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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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二

也
登
山
臨
水
在
幽
隱
之
士
所
宜
而
在
仕
路
有
官

守
則
當
以
盡
職
業
爲
國
爲
民
爲
念
遨
遊
山
水
豈

其
所
宜
臣
聞
若
水
自
離
南
都
以
後
凢
經
過
之
處

每
遇
山
水
輙
不
顧
遠
近
恣
意
淹
留
且
廣
集
虛
談

之
徒
聯
舟
隨
輿
虛
糜
傳
食
此
豈
居
官
者
所
當
爲

也
臣
故
曰
恣
遊
山
水
而
無
顧
忌
之
心
也
書
院
之

設
古
無
有
也
宋
以
後
周
惇
頤
倡
道
於
濂
溪
程
顥

程
頤
講
學
於
伊
洛
張
載
之
在
關
中
朱
熹
之
在
白

鹿
洞
在
武
夷
皆
其
當
時
隱
居
求
志
論
明
經
史
藏

修
遊
息
之
處
故
後
之
人
慕
其
道
而
名
其
所
居
輯

爲
院
宇
所
以
寓
高
山
仰
止
之
意
也
今
若
水
本
以

章
句
之
學
取
科
第
讀
程
朱
之
書
傳
謂
其
强
識
多

聞
則
可
謂
其
足
以
追
周
程
諸
君
子
則
臣
不
敢
知

也
夫
旣
不
足
以
追
前
哲
之
實
學
而
乃
妄
意
先
哲

之
遺
跡
廣
立
書
院
私
剏
美
名
據
其
所
聞
見
之
眞

者
一
二
言
之
在
徽
州
則
有
曰
福
山
有
曰
斗
山
有

曰
石
橋
名
雖
異
皆
爲
若
水
說
也
在
池
州
有
九
華

甘
泉
書
院
若
水
之
徒
因
近
有
王
守
仁
之
書
院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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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三

此
而
立
之
以
相
並
者
在
廣
東
在
江
西
在
揚
州
在

姑
蘇
在
嘉
禾
在
南
韶
亦
多
有
之
或
曰
天
泉
或
曰

新
泉
皆
若
水
之
徒
謬
爲
標
揭
以
成
其
冐
妄
之
名

臣
聞
其
去
歲
至
池
州
登
九
華
山
僭
爲
講
說
今
復

遶
道
入
徽
假
以
謁
朱
子
闕
里
爲
辭
至
福
山
等
處

隨
從
甚
多
而
所
在
無
志
之
士
率
多
託
名
於
彼
以

爲
干
進
之
地
每
每
褁
糧
遠
遊
騷
擾
郡
邑
無
所
事

事
旣
不
執
經
問
難
又
非
居
學
肄
業
習
爲
虛
無
謬

誕
之
詞
以
爲
科
舉
之
學
不
足
爲
此
其
弊
臣
不
知

其
所
終
也
臣
訪
所
在
有
豪
强
之
家
平
日
害
人
作

惡
懼
官
司
之
治
以
法
也
亦
多
預
投
其
門
下
爲
其

弟
子
以
求
脫
免
於
刑
憲
而
實
益
縱
肆
以
爲
有
□

此
豈
講
學
者
所
宜
有
也
臣
故
曰
私
剏
書
院
而
爲

不
經
之
行
也
我

朝
以
五
經
四
書
傳
註
五
倫
等
書
頒
布
天
下
俾
學

者
咸
知
向
往
傳
習
旣
久
理
學
丕
昭
今
若
水
捨
舊

傳
而
立
新
說
以
炫
人
耳
目
掇
先
儒
之
糟
粕
飾
一

己
之
虛
見
不
過
曰
內
外
合
一
而
已
曰
體
認
天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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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四

而
已
曰
存
心
而
已
其
意
葢
欲
陰
黜
朱
子
之
傳
而

暗
主
陸
氏
之
說
使
新
進
之
士
不
涉
經
史
不
究
踐

履
不
探
先
儒
之
淵
源
輙
自
稱
曰
吾
之
學
若
水
之

學
也
不
知
性
情
之
辨
而
曰
吾
內
外
合
一
之
學
也

不
窮
道
心
人
心
爲
何
物
而
曰
吾
體
認
天
理
之
學

也
曰
吾
心
學
也
夫
心
性
之
說
在
程
朱
諸
子
論
之

備
矣
若
水
申
明
講
解
之
可
也
今
不
使
人
宗
程
朱

之
說
而
倡
爲
虛
空
之
言
另
立
題
目
流
於
頓
悟
荒

唐
而
不
自
知
此
若
水
之
妄
不
足
辨
而
其
流
𡚁
將

至
於
廢
學
棄
事
歸
於
淸
談
涉
於
禪
學
而
爲
人
心

之
害
不
淺
是
豈
可
長
耶
昔
者
王
通
著
書
擬
經
君

子
以
爲
僭
然
王
通
居
隋
之
末
敎
授
河
汾
不
得
志

以
立
言
爲
務
其
志
有
可
原
者
今
若
水
居
位
而
値

聖
明
服
膺
前
哲
足
矣
而
乃
漫
肆
浮
言
作
明
論
而

自
謂
明
道
作
新
論
而
自
謂
新
學
及
攷
其
辭
又
皆

妄
爲
問
答
以
擬
孔
門
問
對
之
詞
適
足
以
亂
經
而

蓄
尤
也
僭
孰
甚
焉
臣
故
曰
倡
爲
虛
談
而
不
遵
時

制
也
此
其
根
本
之
大
固
已
斵
喪
而
其
講
說
之
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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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五

聞
見
之
博
亦
奚
所
用
哉
此
若
水
鄙
濫
之
行
欺
詐

之
私
有
如
此
者
臣
去
年
十
一
月
內
覩
邸
報
見
若

水
以
其
所
爲
二
禮
經
傳
進
於
　
朝
廷
其
意
葢
隱

然
自
任
以
繼
往
之
學
也
旣
而
禮
部
覆
題
奉

聖
旨
旣
與
孔
子
之
言
相
戾
不
可
傳
示
後
學
罷
欽

此
臣
竊
仰
窺

皇
上
離
照
之
明
有
以
察
衰
僻
之
說
而
建
中
正
之

極
也
然
臣
愚
嘗
聞
非
聖
者
無
法
今
若
水
敢
於
非

孔
子
之
言
其
罪
大
矣

皇
上
不
治
之
以
法
而
容
之
焉
此
莫
大
之
赦
也
爲

若
水
者
一
聞

聖
言
宜
痛
自
懲
艾
翻
然
改
悟
庶
幾
不
至
大
戾
却

乃
私
自
刊
布
若
擬
以
春
秋
誅
心
之
心
若
水
將
爲

不
忠
之
大
者
乎
今

聖
明
立
則
萬
邦
承
式
若
水
一
人
之
邪
慝
固
不
足

大
爲

聖
化
之
累
然
不
塞
不
流
不
止
不
行
詖
說
一
倡
士

人
望
風
不
察
誠
僞
靡
然
從
之
日
復
一
日
冥
迷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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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六

悟
則
其
弊
將
有
如
宋
室
蜀
洛
之
黨
者
甚
非
大
同

之
世
所
宜
有
也
楊
墨
所
以
自
居
者
豈
謂
其
無
君

父
而
甘
自
同
於
禽
獸
哉
顧
一
念
之
偏
自
以
爲
是

而
不
自
覺
則
其
勢
必
至
於
是
耳
今
若
水
暗
宗
陸

氏
之
說
而
學
者
爭
效
之
不
已
將
至
於
廢
實
學
而

資
空
談
將
來
何
以
得
其
實
用
哉
臣
請
舉
若
水
偏

詖
之
說
一
二
易
見
者
折
之
中
庸
曰
君
子
尊
德
性

而
道
問
學
致
廣
大
而
盡
精
微
極
高
明
而
道
中
庸

温
故
而
知
新
敦
厚
以
崇
禮
此
數
言
葢
聖
賢
示
人

以
修
德
凝
道
之
功
莫
有
精
切
於
此
者
朱
熹
解
之

大
畧
言
尊
德
性
所
以
存
心
也
道
問
學
所
以
致
知

也
二
者
其
機
固
相
因
而
其
功
不
可
偏
廢
也
今
若

水
之
說
惟
言
存
心
而
於
致
知
之
功
畧
焉
則
是
其

所
謂
存
心
者
將
爲
玄
玄
冥
冥
之
說
而
非
朱
熹
所

解
惺
惺
之
法
也
其
流
之
弊
入
於
禪
矣
孟
子
曰
人

之
所
不
學
而
能
者
其
良
能
也
所
不
慮
而
知
者
其

良
知
也
而
終
之
曰
親
親
仁
也
敬
長
義
也
無
他
達

之
天
下
也
此
又
孟
子
教
人
體
察
擴
充
眞
切
之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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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七

今
若
水
之
說
則
偏
重
良
知
而
謂
王
守
仁
之
學
專

以
此
二
字
作
題
目
此
其
說
已
墮
於
知
之
一
偏
矣

且
朱
熹
之
解
達
者
通
達
之
謂
也
謂
天
下
人
人
之

所
同
也
若
水
則
言
通
達
之
達
是
著
人
力
非
天
然

自
有
之
知
能
也
若
水
之
說
其
他
之
與
聖
賢
經
傳

相
矛
盾
者
固
多
而
其
大
端
莫
過
於
此
二
者
卽
二

者
之
偏
詖
其
他
可
知
已
惟
　
朝
廷
四
方
之
極

朝
廷
之
所
尙
治
忽
從
之
也
今

皇
上
修
明
禮
樂
建
中
和
之
極
而
若
水
爲
大
臣
乃

不
體
　
上
德
而
爲
亂
經
壞
俗
之
行
其
所
以
治
而

正
之
者
在

皇
上
一
舉
措
之
間
耳
伏
望

皇
上
洞
察
若
水
偏
詖
之
學
濫
鄙
邪
詐
之
行
俯
賜

罷
歸
或
賜
之
以
禮
致
仕
以
示
懲
創
另
選
公
正
有

實
行
者
以
代
其
任
仍
乞
勅
下
禮
部
將
近
來
違
聖

訓
及
若
水
所
私
著
之
書
繩
以
正
學
嚴
爲
禁
約
通

行
兩
直
隷
及
十
三
省
將
私
刊
刻
若
水
之
書
盡
行

黜
遠
惟
遵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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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八

朝
明
經
取
士
諸
經
史
傳
註
講
求
正
道
以
求
致
用

不
許
妄
生
異
同
以
沽
虛
名
以
乖
　
聖
制
其
有
爲

崇
信
若
水
所
剙
書
院
或
令
拆
毁
或
令
改
别
舘
以

滅
其
名
以
後
再
敢
有
私
剙
者
官
可
以
法
治
其
爲

首
之
人
歸
其
所
費
於
官
以
充
公
務
在
學
生
員
及

監
生
如
有
仍
前
成
羣
逐
隊
無
故
遠
出
從
遊
者
提

督
學
校
官
嚴
加
嵇
察
治
罪
以
爲
不
務
實
行
之
戒

如
此
庶
幾
天
下
之
人
曉
然
知
偏
邪
之
說
不
容
於

皇
極
之
世
而
慕
虛
名
忘
實
學
背
古
訓
而
惑
謬
談

者
亦
皆
知
所
儆
惕
䇿
勵
以
趨
於
正
廉
恥
可
勵
士

習
可
端
風
俗
因
是
還
淳
人
材
自
是
彚
征
而

朝
廷
浚
明
亮
采
之
寄
亦
將
有
以
得
其
實
用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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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九

福
建
延
平
府
爲
崇
祀
鄉
賢
以
昭
風
化
事
據
本
府
并

南
平
縣
儒
學
廩
增
附
生
員
吳
會
寅
楊
天
衢
吳
尙

賁
等
連
名
呈
稱
竊
有
已
故

刑
部
右
侍
郞
游
居
敬
性
資
敏
粹
髫
年
遂
有
志
於

聖
賢
造
詣
精
醇
弱
冠
卽
貫
穿
乎
今
古
巍
科
早
擢

名
溢
縉
紳
中
秘
首
遴
望
隆
山
斗
思
繩
立
雪
之
祖

武
素
抱
向
日
之
孤
忠
履
薄
臨
深
攻
苦
茹
淡
玉
堂

養
望
簪
筆
日
侍
乎
承
明
栢
府
乗
驄
攬
轡
澄
淸
乎

畿
輔
糾
劾
而
朝
紳
膽
落
按
部
則
貪
墨
狼
奔
逮
僉

憲
於
杭
嚴
禁
遊
湖
而
男
女
有
别
繼
參
知
乎
張
楚

處
交
趾
而
臣
妾
靡
遑
總
臬
浙
司
讞
比
允
播
不
𡨚

之
譽
句
宣
兩
省
羨
餘
絶
無
染
指
之
嫌
薦
陟
中
丞

開
府
六
詔
興
革
永
爲
令
典
張
弛
動
中
機
宜
翦
數

十
年
之
叛
夷
人
心
痛
快
裁
百
餘
禩
之
權
威
奸
宄

潛
消
偶
見
忌
於
貴
人
復
抗
節
乎
元
宰
爰
搆
誣
語

遠
戍
遐
方
詎
加
罪
於
立
功
之
臣
衆
稱
𡨚
抑
但
見

忌
於
邪
枉
之
手
愈
顯
淸
修
荒
徑
飄
零
樂
天
知
命

蓬
門
株
守
憫
時
著
書
值
公
道
之
大
明
蒲
輪
再
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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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
荷
聖
恩
之
簡
拔
𣗥
座
重
登
始
由
戸
而
改
刑
復
自
南
而

轉
北
明
允
久
孚
於
庶
獄
建
白
期
振
乎
宏
綱
柄
用

有
期
朝
野
胥
戴
正
當
三
載
考
績
之
期
遽
動
故
鄉

蓴
鱸
之
想
抗
一
疏
而
賦
歸
來
完
名
全
節
越
四
月

而
倐
仙
逝
生
順
死
安
幸

恤
典
之
頻
加
侈
身
後
之
殊
遇
老
成
雖
謝
典
刑
猶
存

徒
爾
想
像
其
風
猷
愧
未
揄
揚
其
萬
一
者
也
足
稱

鄉
賢
永
符
祀
典
兹
遇

宗
師
老
大
人
作
興
斯
文
一
時
稱
盛
表
揚
前
哲
千

載
奇
逢
如
游
侍
郞
者
才
全
德
備
允
矣
鄉
之
儀
刑

武
振
文
修
卓
乎
邦
之
軌
範
相
應
崇
祀
以
振
風
化

據
呈
道
府
隨
批
府
縣
兩
學
會
同
師
生
從
公
定
議

結
報
去
後
今
據
府
學
申
稱
本
學
敎
授
樊
一
貴
同

南
平
縣
學
敎
諭
黃
榜
會
訓
導
林
域
等
生
員
朱
方

吳
尙
賁
等
遵
依
再
加
詳
勘
會
議
得
已
故
游
侍
郞

委
係
學
邃
有
淵
源
行
絶
無
瑕
玷
自
立
心
以
至
行

己
表
裏
之
實
德
相
孚
由
居
鄉
以
及
當
官
出
處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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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一

大
節
昭
著
立
朝
正
直
補
衮
職
而
慷
慨
敢
言
居
家

孝
廉
執
親
喪
而
哀
毁
骨
立
勤
勞
敭
歴
於
藩
臬
捍

禦
克
殫
於
滇
南
中
竄
遐
荒
志
益
堅
於
流
離
顚
沛

晚
起
廊
廟
心
不
忘
乎
畎
畝
江
湖
入
仕
四
十
年
忠

悃
眞
如
一
日
歴
官
至
卿
貳
家
產
不
踰
中
人
稽
之

鄉
評
誠
不
誣
揆
諸
祀
典
而
允
當
者
也
具
結
備
由

申
府
據
此
案
照
近
蒙

欽
差
提
督
學
校
副
使
　
王
案
騐
爲
申
明
學
政
事
欵

開
一
鄉
賢
名
宦
二
祠
有
將
近
時
鄉
賢
名
宦
呈
舉

者
必
須
功
德
顯
著
允
協
輿
情
方
許
呈
送
有
司
轉

報
裁
奪
等
因
依
蒙
遵
照
外
今
據
前
因
查
得
已
故

刑
部
右
侍
郞
游
居
敬
由
嘉
靖
壬
辰
進
士
選
翰
林

院
庶
吉
士
授
山
東
道
監
察
御
史
陞
浙
江
按
察
司

僉
事
歴
廣
東
副
使
湖
廣
叅
政
浙
江
按
察
使
左
右

布
政
使
山
東
左
布
政
使
陞
都
察
院
右
副
都
御
史

巡
撫
雲
南
陞
南
京
戸
部
右
侍
郞
嘉
靖
三
十
九
年

十
一
月
內
因
征
勦
東
川
逆
賊
阿
堂
成
功
忤
首
相

又
裁
革
沭
國
公
强
奪
民
田
與
巡
按
雲
南
王
御
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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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二

不
合
遂
同
揑
奏
被
逮
謫
廣
東
隆
慶
元
年
恩
詔
放

回
隆
慶
三
年
福
建
巡
撫
都
御
史
塗
　
巡
按
御
史

王
　
廣
東
巡
撫
都
御
史
李
　
南
京
工
部
尙
書
林

交
章
薦
舉
四
月
內
奉
　
旨
起
用
南
京
刑
部
右
侍

郞
改
刑
部
右
侍
郞
隆
慶
五
年
因
疏
請
羅
李
從
祀

忤
當
國
意
二
月
告
致
仕
尋
病
卒
萬
歴
元
年
八
月

敕
諭
葬
祭
爲
照
鄉
宦
右
侍
郞
游
居
敬
先
經
同
鄉
生

員
會
呈
隨
據
兩
學
師
生
揭
報
衆
論
僉
同
廉
考
素

行
委
協
輿
論
抗
疏
而
謫
遐
方
旣
徵
立
　
朝
之
大

節
引
退
而
甘
田
野
益
完
保
終
之
令
名
入
仕
垂
四

十
餘
年
貽
後
僅
存
一
二
故
業
卓
然
先
哲
允
矣
鄉

賢
相
應
列
崇
祀
之
堂
庶
幾
昭
勵
世
之
典
名
節
旣

完
　
䘏
典
亦
渥
此
學
政
所
謂
功
德
顯
著
允
協
輿

情
者
也
緣
係
呈
舉
崇
祀
鄉
賢
事
理
本
府
未
敢
擅

便
合
就
呈
詳
爲
此
今
備
由
並
該
學
繳
到
師
生
結

狀
粘
連
呈
乞
　
照
詳
施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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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三

請
匀
帮
驛
站
議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楊
桂
森

延
平
府
南
平
縣
爲
稟
請
示
遵
事
切

職

一
介
庸
愚

初
登
仕
版
揀
補
南
平
縣
篆
缺
疲
責
重
夙
夜
悚
惶

猶
幸
戴
依
仁
宇
諸
荷
提
撕
俾
得
有
所
遵
循
月
前

調
簾
晉
省
業
將
地
方
委
頓
情
形
面
禀
憲
聰
仰
蒙

訓
誨
周
詳
銘
誌
五
衷
罔
敢
或
釋

職

囘
任
後
卽
將

應
辦
地
方
公
事
次
第
設
法
淸
𨤲
唯
有
事
事
認
眞

實
心
實
力
亟
圖
振
頓
用
期
漸
有
起
色
以
仰
副
憲

恩
造
就
深
隆
於
萬
一
第
南
邑
地
瘠
民
貧
催
科
不

易
加
以
差
繁
費
重
前
手
各
員
咸
爲
驛
站
賠
累
歴

多
虧
缺
葢
因
地
處
衝
途
兼
管
嵢
峽
茶
洋
劍
浦
王

臺
五
驛
站
里
綿
長
上
下
差
務
絡
繹
不
絶
出
境
入

境
必
須
兩
尖
兩
宿
食
物
夫
價
數
倍
從
前
額
設
贍

兠
走
遞
人
夫
口
食
不
敷
支
應
每
至
要
差
迫
境
臨

時
重
價
僱
備
差
雖
無
悞
官
已
大
費
賠
累

職

伏
查

通
省
衝
途
有
驛
僅
唯
閩
縣
侯
官
古
田
南
平
建
安

甌
寧
建
陽
浦
城
等
八
處
而
各
縣
中
所
管
驛
站
亦

只
一
驛
二
驛
卽
如
古
田
所
管
水
口
黃
田
兩
驛
前



 

南
平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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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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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

文

　
　
五
十
四

係
縣
丞
兼
管
曾
以
佐
貳
微
員
承
辦
兩
驛
力
不
能

支
於
乾
隆
四
十
五
年
間
各
官
公
捐
養
廉
每
百
兩

捐
銀
一
兩
九
錢
四
分
每
年
額
外
捐
帮
銀
二
千
六

百
餘
兩
該
二
驛
及
今
歸
縣
管
理
仍
得
相
沿
承
領

較
之
南
平
人
夫
不
及
一
半
又
少
一
尖
一
宿
若
南

邑
管
理
五
驛
衝
繁
甲
於
通
省
似
應
仰
邀
憲
恩
一

律
公
帮

職

受
恩
深
重
實
力
調
劑
非
敢
妄
有
希
冀

但
追
源
返
本
積
困
未
甦
再
四
思
維
不
得
不
縷
晰

稟
陳
理
合
具
摺
禀
請
憲
臺
察
核
俯
賜
一
視
同
仁

念
南
邑
歴
任
賠
累
情
形
驛
站
尖
宿
倍
於
他
縣
倣

照
水
黃
二
站
一
律
帮
貼
俾
南
邑
五
驛
夫
食
稍
爲

寛
𥙿
不
獨
差
事
郵
遞
可
期
無
悞
抑

職

及
以
後
各

員
均
得
少
免
賠
累
之
虞
實
爲
恩
便
嘉
慶
　
　
年

月
　
日
知
縣
楊
桂
森
稟



 
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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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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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五
十
五

請
添
設
塘
房
議

延
平

府

南

平

縣

城

守

都

司

爲
禀
明
𣸸
設
塘
房
以
靖
盜
源
事

竊
照
南
邑
地
當
孔
道
水
陸
衝
衢
商
旅
往
來
無
分

晝
夜
五
方
雜
處
最
易
藏
奸
雖
察
緝
未
敢
稍
懈
而

失
事
難
免
絶
聞
兹
查
所
轄
之
西
大
路
爲
邵
武
汀

州
永
春
龍
巖
各
州
郡
必
經
之
區
相
距
順
昌
交
界

一
百
四
十
里
沙
縣
交
界
六
十
五
里
查
兩
處
交
界

地
方
山
邃
林
密
村
落
稀
少
外
匪
每
易
乗
𨻶
截
搶

登
時
卽
可
越
境
潛
逃
關
緝
殊
難
被
獲
故
本
年
有

具
報
搶
奪
案
件
業
經
通
詳
會
緝
犯
無
弋
獲
皆
由

該
處
汛
防
相
離
較
遠
以
致
被
搶
之
時
喊
救
不
聞

無
從
援
應
實
爲
商
民
行
旅
之
害

職

等
身
任
地
方

不
能
弭
盜
安
良
負
疚
抱
慚
無
以
自
釋
再
四
思
維

欲
盡
絶
盗
賊
之
出
没
必
先
籌
防
守
之
謹
嚴
查
自

西
門
縣
底
塘
起
至
沙
溪
塘
民
居
毘
連
向
無
失
事

其
自
沙
溪
塘
至
順
昌
縣
界
三
連
塘
計
八
十
里
舊

制
設
有
汛
房
七
舖
又
自
沙
溪
塘
分
路
至
沙
縣
交

界
計
二
十
里
舊
設
汛
房
二
舖
各
汛
相
離
俱
係
十



 

南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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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五
十
六

餘
里
路
隔
旣
遠
灣
曲
最
多
彼
此
呼
應
不
聞
聲
勢

不
能
聯
絡
以
致
盜
賊
肆
搶
罔
顧
避
忌
今

職

等
會

同
查
勘
彼
此
熟
商
擬
於
十
里
一
塘
之
中
𣸸
設
五

里
一
塘
新
建
舖
房
三
間
牌
坊
一
座
共
計
九
座
應

建
舖
房
二
十
七
問
牌
坊
九
座
每
舖
均
撥
兵
五
名

共
𣸸
兵
四
十
五
名

職

隨
於
本
營
各
守
兵
內
均
匀

酌
撥
按
時
更
換
以
替
勞
𨓜
毋
庸
另
行
𣸸
設
致
糜

糧
餉
所
有
𣸸
設
各
汛
房

職

森

獨
自
捐
廉
建
造
不

敢
請
項
報
銷
亦
無
派
累
情
弊
除
現
在
親
查
建
房

處
所
有
無
妨
碍
民
田
墳
墓
酌
籌
辦
理
一
面
購
料

興
工
赶
𦂳
完
竣
同
撥
兵
防
守
日
期
另
行
具
報
外

職

等
爲
防
捕
盜
賊
以
安
商
旅
起
見
不
揣
冐
昧
繪
具

勘
圖
通
呈
憲
臺
察
核
示
遵
嘉
慶
■
■
年
■
月
■

日
知

縣

楊

桂

森

都

司

林

陞

稟



 
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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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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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五
十
七

請
咨
改
驛
站
議

延
平
府
南
平
縣
爲
遵
札
查
議
懇
請
咨
改
驛
站
按

界
遞
犯
以
甦
偏
累
事
嘉
慶
十
三
年
二
月
二
十
六

日
蒙
本
府
憲
臺
札
開
轉
奉
督
撫
臬
憲
批
據
水
口

縣
丞
通
稟
酌
籌
遞
解
人
犯
緣
由
飭
令
議
擬
等
因

查
卑

縣

地
方
與
古
田
建
安
沙
縣
順
昌
尤
溪
縣
接

壤
而

卑

縣

一
縣
之
累
數
倍
五
縣
之
累
葢
衝
途
之

累
有
二
一
驛
站
一
遞
解
驛
站
專
管
火
票
公
文
銀

鞘
差
使
一
切
由
驛
事
件
凡
公
舘
飯
食
人
夫
多
一

站
卽
多
一
累
查
沙
縣
順
昌
尤
溪
無
驛
站
之
累
古

田
有
二
站
建
安
僅
一
站
惟
南
平
則
兼
大
橫
劍
浦

茶
洋
嵢
峽
四
正
站
又
𣸸
西
路
砂
溪
一
尖
站
王
臺

一
站
正
站
是
六
站
也
此
南
平
一
縣
驛
站
之
累
數

倍
於
隣
縣
五
縣
也
至
遞
解
人
犯
例
應
衙
門
交
替

不
由
驛
站
南
平
東
送
建
安
縣
南
送
水
口
縣
丞
西

北
送
順
昌
西
南
送
尤
溪
西
送
沙
縣
共
五
路
葢
南

平
當
福
州
建
寧
邵
武
汀
州
龍
嚴
五
達
之
衝
遞
解

人
犯
日
數
十
起
此
南
平
遞
解
人
犯
之
累
數
倍
於



 
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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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誌
　

卷
之
二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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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

文

　
　
五
十
八

五
縣
也
且
卽
以
古
田
水
口
建
安
南
平
互
衡
之
建

安
僅
一
站
其
累
小
至
於
遞
解
人
犯
單
月
交
建
安

雙
月
交
甌
寧
是
建
安
甌
寧
亦
尙
可
分
任
其
勞
且

建
甌
送
南
平
一
百
三
十
里
至
房
村
口
交
界
八
十

里
僅
代
南
平
界
送
五
十
里
其
南
平
送
建
甌
一
百

三
十
里
至
房
村
口
交
界
是
代
建
甌
多
送
九
十
里

此
建
安
之
累
輕
而
南
平
之
累
重
其
騐
一
也
至
水

口
縣
丞
管
遞
解
而
不
管
驛
站
是
僅
有
遞
解
之
累

而
無
驛
站
之
累
也
古
田
專
管
驛
站
不
管
遞
解
是

無
遞
解
之
累
僅
有
驛
站
之
累
也
且
古
田
雖
有
驛

傳
二
站
之
累
僅
有
南
平
六
站
之
二
是
南
平
驛
站

之
累
已
兩
倍
於
古
田
且
古
田
驛
站
尙
有
至
省
水

路
船
價
較
輕
惟
南
平
則
六
站
俱
是
夫
價
其
累
較

重
且
古
田
旣
有
水
路
之
利
更
少
南
平
四
站
而
古

田
又
年
領
帮
費
二
千
六
百
餘
兩

卑

縣

本
年
稟
請

照
帮
尙
未
蒙
批
示
是
南
平
驛
站
之
累
且
六
七
倍

於
古
田
而
𣸸
有
五
路
遞
解
之
累
殆
十
倍
於
古
田

也
茲
奉
札
飭
議
可
否
山
縣
撥
差
十
二
名
到
嵢
峽



 

南
平
縣
誌
　

卷
之
二
十
一

藝

文

　
　
五
十
九

飭
巡
檢
在
地
接
水
口
縣
丞
遞
解
匀
禁
遣
犯
轉
遞

卑

縣

交
替

職

查
匀
禁
遣
犯
自
嘉
慶
七
年
三
月
內

奉
憲
牌
內
開
閩
侯
監
人
犯
擁
擠
飭
將
遣
犯
蘇
請

等
五
十
九
名
派
定
民
數
解
赴
上
游
沿
途
各
縣
通

匀
寄
禁
自
七
年
以
後
至
今
七
年
水
口
縣
丞
事
非

一
年
官
非
一
任
俱
遵
照
辦
理
由
水
口
遞
至
卑
縣

交
替
歴
此
七
年
以
來
每
年
匀
禁
遣
犯
歴
久
辦
理

在
案
查
匀
禁
遣
犯
俱
係
木
籠
前
來
到
境
每
架
木

籠
必
捐
僱
夫
二
名
閩
省
例
以
虛
實
夫
計
算
每
架

木
籠
每
站
須
夫
價
錢
四
百
五
十
文
解
差
二
名
捐

發
飯
食
每
站
錢
二
百
文
若
以
嵢
峽
巡
檢
到
嵢
峽

接
遞
至
卑
縣
共
二
站
每
年
木
籠
夫
價
差
役
飯
食

所
費
甚
鉅
此
項
㫁
難
籌
欵
開
銷
該
巡
檢
亦
力
難

賠
墊
且
查
遞
犯
交
替
處
所
必
須
設
建
監
所
葢
未

交
替
以
前
前
來
之
差
在
途
俱
防
䕶
不
離
其
交
替

以
後
來
差
卽
請
照
囘
銷
而
起
解
之
差
尙
須
次
日

派
撥
是
以
必
須
設
建
監
所
𣸸
設
禁
卒
方
保
無
虞

卽
如
水
口
縣
丞
亦
建
有
監
所
若
新
改
舊
章
飭
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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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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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
峽
巡
檢
在
嵢
峽
接
替
卽
使
仰
蒙
憲
恩
另
爲
籌
欵

調
劑
而
嵢
峽
地
方
亦
必
須
請
動
用

帑
項
建
葢
監
所
咨
部
立
案
將
來
有
疎
虞
事
件
乃
可

據
實
開
叅
且
卽
以
遞
解
言
之
卑
縣
遞
解
人
犯
一

切
木
籠
等
犯
俱
由
南
平
直
解
水
口
查
交
界
處
所

與
嵢
峽
相
近
如
以
交
界
論
卑
縣
祗
應
送
至
交
界

地
方
兹
歴
久
俱
直
送
水
口
是
卑
縣
於
往
南
一
路

已
代
水
口
多
送
九
十
里
則
水
口
凡
遇
遞
解
及
遣

犯
直
送
南
平
亦
不
過
代
卑
縣
多
送
九
十
里
彼
此

道
路
亦
均
足
相
抵
兹
水
口
置
卑
縣
送
水
口
者
於

不
問
而
專
爲
水
口
送
南
平
者
分
其
任
似
屬
隔
碍

難
行
卑
職
再
四
思
維
查
南
平
遞
解
之
累
驛
站
之

累
俱
視
各
縣
加
數
倍
是
以
各
前
令
在
南
平
者
勢

不
能
不
挪
移
虧
缺
如
倉
穀
一
項
虧
至
五
六
萬
石

稅
契
一
欵
亦
虧
至
二
三
萬
兩
俱
經
咨
追
在
案
可

查
可
稽
皆
五
路
遞
解
之
累
六
站
驛
站
之
累
有
以

迫
之
然
也
職
愚
昧
之
見
合
並
仰
懇
憲
恩
爲
倉
庫

起
見
一
視
同
仁
俯
准
甘
苦
相
均
查
閩
淸
近
大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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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一

並
未
辦
站
閩
淸
與
水
口
相
近
請
以
閩
淸
辦
水
口

驛
站
古
田
與
嵢
峽
相
近
請
以
古
田
辦
黃
田
嵢
峽

二
站
南
平
與
茶
洋
相
近
請
以
南
平
辦
茶
洋
劍
浦

二
站
建
安
與
大
橫
相
近
請
以
建
安
辦
大
橫
太
平

二
驛
地
旣
相
邇
驛
務
惟
均
似
於
驛
傳
及
倉
庫
重

件
大
有
禆
益
如
蒙
俯
准
其
應
支
驛
費
按
照
扣
支

至
遞
解
一
切
如
據
水
口
縣
丞
認
眞
交
界
似
應
往

來
俱
一
體
辦
理
如
由
卑
縣
送
水
口
者
請
飭
撥
官

一
員
於
交
界
處
所
接
替
水
口
送
卑
縣
者
亦
撥
官

一
員
於
交
界
接
替
庶
足
以
昭
公
允
其
卑
縣
送
建

甌
者
亦
請
照
交
界
一
體
辦
理
所
有
遵
札
議
擬
緣

由
理
合
具
稟
恭
請
憲
鑒
伏
求
察
核
批
示
飭
遵
嘉

慶
十
三
年
■
月
■
日
知
縣
楊
桂
森
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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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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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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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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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

文

　
　
六
十
二

請
弭
盜
議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楊
桂
森

南
平
縣
爲
遵
札
飭
議
弭
盜
章
程
敬
陳
管
見
以
備

採
納
事
嘉
慶
十
三
年
六
月
初
九
日
蒙
撫
院
札
開

照
得
弭
盜
安
民
全
在
地
方
文
武
實
力
巡
防
使
匪

徒
斂
跡
商
民
免
受
擾
害
茲
聞
延
建
一
帶
水
陸
兩

途
近
日
搶
刦
甚
多
惟
南
平
順
昌
兩
縣
尙
屬
認
眞

其
餘
多
縣
並
不
認
眞
緝
拿
行
旅
閭
𨶒
屢
被
刦
掠

殊
屬
玩
視
除
札
飭
延
建
邵
道
及
延
平
建
寧
二
府

督
拿
外
合
並
札
飭
立
卽
督
率
員
弁
會
同
文
員
各

撥
兵
役
在
於
城
廂
內
外
道
路
村
庄
以
及
沿
河
一

帶
偏
僻
處
所
晝
夜
巡
邏
嚴
密
緝
捕
務
將
盜
匪
窩

線
悉
數
捕
獲
嚴
審
通
報
以
安
行
旅
而
靖
地
方
等

因
蒙
此

職

遵
查
弭
盜
之
法
莫
善
於
保
甲
然
保
甲

行
之
今
日
利
少
而
害
多
有
實
在
隔
碍
難
行
者
如

一
縣
之
中
大
鄉
千
戸
或
數
百
戸
中
鄉
數
十
戸
小

鄉
或
五
六
戸
不
等
計
一
縣
四
境
之
內
不
下
十
萬

戸
人
丁
不
下
數
百
萬
口
盛
世
休
養
恩
隆
生
齒
日

繁
若
必
挨
戸
挨
丁
而
查
之
給
以
門
牌
飭
其
環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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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三

縣
官
親
辦
非
數
年
不
能
告
成
若
任
聽
書
役
辦
理

則
需
索
滋
擾
之
弊
累
民
更
深
且
如
旣
行
保
甲
則

十
家
必
設
一
甲
長
凡
大
小
事
皆
惟
甲
長
是
問
而

各
鄉
中
萬
無
一
人
肯
當
此
甲
長
者
現
在
各
邑
十

鄉
之
內
有
地
保
者
不
過
十
之
一
二
無
地
保
者
且

有
十
之
七
八
此
無
地
保
之
鄉
雖
日
飭
鄉
人
而
訓

之
以
設
立
終
推
避
不
任
舉
也
其
有
地
保
者
皆
其

地
棍
無
賴
素
行
詐
民
之
人
而
當
之
縣
官
本
知
地

保
之
害
民
而
不
能
革
謂
夫
無
地
保
之
鄉
欲
强
設

之
而
不
可
於
一
切
公
事
諸
多
隔
閡
也
此
保
甲
之

難
行
一
難
也
其
次
莫
如
塘
汛
塘
汛
之
兵
名
多
實

少
如
一
塘
五
兵
此
五
兵
中
非
就
近
土
著
之
人
不

肯
當
兵
必
係
有
田
地
或
居
里
相
近
者
方
肯
充
當

旣
係
就
近
充
兵
每
日
或
治
田
或
檢
柴
俱
自
營
生

而
塘
守
之
事
槪
置
不
聞
偶
有
公
文
不
過
付
挑
担

者
彚
數
十
角
而
托
一
人
代
遞
塘
門
常
閉
雖
賊
匪

經
過
而
塘
兵
不
知
其
有
無
賴
者
且
串
通
賊
匪
分

賍
以
濟
其
惡
或
藉
端
稽
察
良
民
良
商
而
需
索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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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四

厭
此
塘
兵
之
無
益
於
弭
盜
二
難
也
若
夫
鄉
□
□

總
縣
有
捕
役
捕
役
捕
良
民
而
誣
詐
則
有
餘
捕
□

賊
而
密
跴
則
不
足
練
總
包
賊
則
有
餘
防
賊
則
不

足
此
弭
盜
之
所
以
尤
難

職

愚
以
爲
欲
靖
盜
源
莫

如
治
盜
之
似
治
盜
之
藪
又
必
專
責
夫
捕
盜
之
官

以
嚴
查
夫
盜
賊
往
來
食
宿
之
處
或
亦
治
其
流
而

源
可
淸
之
一
法
也
盜
之
似
担
匪
乞
丐
是
也
盜
之

藪
棚
厰
一
藪
也
花
會
一
藪
也
寶
厰
一
藪
也
閩
省

乞
丐
往
往
身
穿
好
衣
藉
乞
爲
名
聚
數
十
人
惡
討

强
乞
甚
則
夥
眾
恃
强
肆
搶
夜
竊
者
此
輩
晝
搶
者

亦
此
輩
欲
治
之
莫
若
嚴
出
憲
示
凡
有
瞎
眼
爛
脚

缺
脚
年
老
廢
疾
者
准
其
一
人
隨
緣
乞
食
不
准
結

羣
至
二
人
以
上
其
一
切
强
壯
無
疾
之
人
槪
不
准

乞
食
如
實
在
癡
呆
孤
㓜
無
能
謀
生
仍
准
其
一
人

乞
食
有
結
羣
至
二
人
以
上
者
卽
以
担
匪
論
准
鄉

民
綑
送
枷
責
遞
籍
安
插
凡
有
一
切
空
廟
凉
亭
俱

飭
鄉
民
設
立
門
戸
晝
開
夜
鎻
使
担
匪
無
容
身
之

地
此
盜
之
似
卽
盜
之
眞
治
之
則
盜
可
息
矣
更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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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五

治
盜
之
藪
者
凡
棚
厰
民
耕
山
搭
厰
皆
下
府
匪
徒

寄
住
謀
生
安
分
者
十
之
一
而
不
安
分
者
十
之
九

棚
厰
恃
無
隣
佑
無
人
稽
查
且
去
城
市
去
鄉
里
甚

遠
潛
匿
較
易
窩
匪
爲
盜
者
大
率
此
輩
厰
民
然
必

盡
棚
厰
而
驅
逐
之
勢
所
難
周

職

愚
以
爲
莫
若
凡

遇
棚
厰
有
犯
事
俱
將
山
主
枷
責
厰
匪
加
倍
枷
責

燒
其
厰
空
其
地
遞
解
囘
籍
安
插
則
懲
一
而
百
可

警
於
弭
盜
大
有
濟
焉
其
一
切
花
會
寶
厰
塘
兵
查

訪
爲
易
應
請
嚴
飭
塘
汛
凡
有
花
會
寶
厰
俱
惟
塘

汛
是
問
每
月
飭
令
查
確
具
結
一
次
葢
花
會
寶
厰

者
盜
之
藪
而
卽
消
賍
之
藪
及
消
賍
之
藪
旣
淸
則

盜
之
源
自
絶
然
尤
必
責
成
捕
盜
之
官
以
查
盜
往

來
食
宿
之
處
者
葢
州
縣
刑
名
錢
穀
事
繁
務
冗
莫

若
責
成
捕
官
如
縣
丞
巡
檢
如
典
史
分
明
管
界
凡

一
切
飯
店
㸃
心
店
住
宿
店
俱
令
立
巡
環
印
簿
每

月
報
核
一
次
並
飭
捕
官
將
所
轄
有
飯
舖
若
干
㸃

心
店
若
干
住
宿
店
若
干
如
何
稽
查
每
月
報
臬
憲

道
府
憲
一
次
盜
旣
無
空
廟
凉
亭
可
以
歇
息
又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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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六

飯
舖
住
店
可
以
容
身
無
賭
厰
可
以
消
賍
無
棚
厰

可
以
潛
匿
盜
何
自
而
不
淸
乎
以
上
四
條
俱
於
延

建
邵
三
郡
弭
盜
之
法
較
爲
切
近
又
非
扞
格
難
行

是
否
有
當
伏
求
憲
臺
察
核
至

職

前
會
營
員
於

卑

縣

西
路
建
立
腰
塘
九
處
日
久
未
蒙
批
准
撥
兵
夫

塘
兵
雖
未
盡
有
益
於
弭
盜
而
要
隘
之
處
自
不
可

不
𣸸
設
腰
塘
譬
如
猫
以
捕
鼠
雖
黠
而
有
猫
制
之

則
鼠
自
有
所
畏
而
不
敢
肆
查

卑

邑
南
路
至
省
東

路
至
建
安
往
來
官
商
絡
繹
不
絶
自
無
庸
建
立
腰

塘
惟
西
路
至
沙
縣
一
路
又
至
順
昌
一
路
爲
邵
汀

二
郡
及
江
西
省
往
來
所
必
經
布
客
木
客
烟
客
貨

銀
甚
多
雖
屬
驛
路
終
係
偏
僻
不
得
不
建
立
腰
塘

職

建
立
九
處
前
請
每
處
撥
兵
五
名
是
否
照
撥
抑

或
撥
三
名
一
塘
應
請
飭
營
斟
酌
繁
簡
俾
速
派
撥

以
靖
地
方
至
民
壯
額
設
不
敷
差
遣
舖
兵
事
關
咨

部
未
便
移
改
或
有
公
文
事
件
碍
難
咨
達
如
腰
塘

處
所
但
有
每
處
兵
三
名
亦
足
以
控
制
而
保
敉
寧

其
所
撥
之
兵
應
於
額
設
之
內
酌
繁
簡
以
制
宜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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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七

必
額
外
𣸸
設
有
關
咨
達
緣
蒙
前
因
合
將
遵
札
籌

議
事
宜
具
文
詳
覆
憲
臺
核
示
嘉
慶
十
三
年
■
月

■
日
知
縣
楊
桂
森
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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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八

請
嚴
查
私
鐵
議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楊
桂
森

延
平
府
南
平
縣
爲
遵
札
飭
議
查
盤
私
鐵
事
嘉
慶

十
三
年
六
月
二
十
九
日
蒙
本
府
札
開
嘉
慶
十
三

年
六
月
十
八
日
蒙
前
署
布
政
使
司
奉
總
督
部
堂

阿
　
批
本
司
呈
詳
水
口
縣
丞
具
詳
商
販
鐵
觔
請

飭
延
平
府
屬
尤
溪
等
縣
嗣
後
如
有
商
販
赴
爐
運

鐵
該
爐
戸
將
某
縣
客
商
某
人
在
某
爐
販
鐵
若
干

担
數
僱
裝
某
人
船
𨾏
儎
往
某
處
銷
售
各
緣
由
呈

明
該
地
方
官
詳
給
司
照
卽
匠
首
採
辦
軍
需
亦
一

律
辦
理
務
須
鐵
照
相
隨
赴
關
投
騐
而
沿
途
關
口

查
騐
相
符
卽
於
照
上
塡
具
某
月
某
日
騐
明
字
樣

葢
用
印
信
立
予
放
行
如
有
額
外
夾
帶
以
及
無
照

私
鐵
卽
行
嚴
拏
詳
䆒
似
此
嚴
别
公
私
杜
絶
重
運

影
射
刁
商
地
棍
蠧
匠
奸
行
人
等
自
無
可
串
通
包

攬
透
越
濟
匪
之
弊
詳
請
核
示
遵
行
一
案
緣
由
奉

批
如
詳
分
飭
遵
照
仍
候
撫
部
院
批
示
又
奉
巡
撫

部
院
張
　
批
查
商
販
運
省
鐵
觔
旣
據
查
明
應
由

竹
崎
關
查
騐
按
例
輸
稅
業
已
由
司
明
定
章
程
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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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九

遵
自
毋
庸
飭
令
水
口
縣
丞
重
複
盤
查
致
有
需
索

情
事
仰
卽
轉
飭
遵
照
現
定
章
程
妥
協
辦
理
仍
按

月
取
造
各
爐
戸
販
賣
鐵
觔
數
目
淸
册
及
各
關
胥

盤
騐
不
敢
私
縱
甘
結
徑
送
察
查
商
販
鐵
觔
請
照

運
鐵
到
省
向
係
投
行
給
單
銷
售
前
據
司
詳
如
長

福
連
羅
等
縣
舖
民
零
星
販
賣
向
有
行
票
赴
關
輸

稅
出
口
嗣
據
詳
三
十
觔
以
上
請
給
司
照
等
情
殊

覺
病
民
批
司
再
議
在
案
合
僅
據
將
附
近
商
民
買

至
數
十
觔
以
下
免
其
給
照
是
商
民
應
買
觔
數
旣

未
指
明
其
餘
隣
邑
各
縣
作
何
買
運
及
數
十
觔
之

外
是
否
又
須
請
給
司
照
詳
內
均
不
分
晰
聲
敘
殊

屬
含
混
且
附
近
之
閩
侯
二
縣
商
民
近
在
同
城
若

仍
令
數
十
觔
之
外
請
照
零
買
更
覺
紛
繁
自
應
仍

照
舊
章
由
行
給
單
售
賣
以
示
區
别
但
不
得
越
境

販
售
致
干
律
䆒
並
卽
速
行
查
議
仍
將
隣
邑
之
長

福
等
縣
零
買
鐵
觔
酌
定
觔
數
妥
協
議
覆
飭
遵
毋

稍
違
混
仍
候
督
部
堂
批
示
繳
奉
此
除
將
上
游
鐵

觔
請
照
運
省
投
行
發
售
查
照
舊
章
由
行
給
單
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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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
賣
緣
由
另
行
詳
請
憲
示
遵
辦
外
茲
奉
前
批
合
就

飭
行
備
札
行
府
立
卽
查
照
來
檄
事
理
再
行
轉
飭

曉
諭
各
商
販
及
爐
戸
等
嗣
後
凡
有
營
厰
軍
功
以

及
客
商
販
運
鐵
觔
俱
應
一
律
遵
照
現
定
章
程
核

明
觔
重
數
目
註
明
採
買
住
賣
處
所
扣
明
到
地
期

限
由
地
方
官
取
具
並
無
偷
漏
弊
混
甘
結
及
族
隣

保
結
加
具
印
結
詳
司
給
照
呈
院
掛
號
給
領
起
運

以
備
關
津
汛
口
一
律
稽
查
並
查
明
該
府
所
屬
產

鐵
縣
分
何
縣
實
有
爐
竈
幾
座
年
產
鐵
觔
若
干
向

係
販
往
何
處
銷
售
抑
係
何
處
客
商
赴
爐
買
運
其

無
爐
縣
分
向
來
民
間
農
具
器
用
係
由
何
縣
爐
戸

採
買
因
何
奉
文
一
載
有
餘
竟
無
客
販
赴
司
領
照

運
鐵
從
中
顯
係
爐
戸
奸
商
賄
串
關
口
丁
胥
私
相

出
納
偷
販
情
弊
應
否
體
照
省
會
設
立
官
行
稽
查

透
漏
以
及
如
何
防
其
出
納
不
致
土
棍
人
等
私
煽

私
賣
尅
日
核
按
情
形
據
實
籌
議
詳
覆
併
移
飭
所

屬
文
武
汛
口
及
關
津
汛
口
嚴
密
稽
查
倘
再
有
奸

商
人
等
仍
前
私
買
私
賣
擅
用
各
照
影
射
販
運
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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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一

圖
透
漏
立
卽
嚴
拿
䆒
辦
一
面
嚴
飭
所
屬
查
明
各

爐
戸
現
存
鐵
觔
若
干
取
具
不
敢
私
售
並
照
鐵
觔

呈
送
察
查
鐵
禁
森
嚴
該
府
務
須
認
眞
督
飭
辦
理

若
再
陽
奉
陰
違
倘
經
營
汛
盤
獲
或
被
隣
省
查
拿

定
行
嚴
提
䆒
辦
該
府
併
干
未
便
仍
將
奉
文
日
期

飭
辦
緣
由
尅
日
先
行
具
覆
毋
違
凜
之
速
速
等
因

又
蒙
延
建
邵
道
李
憲
牌
准
藩
司
移
同
前
因
到
府

蒙
此
合
就
轉
飭
爲
此
仰
縣
官
吏
立
卽
查
照
來
檄

事
理
再
行
曉
諭
各
商
除
上
游
鐵
觔
請
照
運
省
由

行
發
售
查
照
舊
章
由
行
給
單
售
賣
緣
由
聽
候
藩

憲
另
詳
請
示
外
嗣
後
几
有
營
厰
軍
功
以
及
客
商

販
運
鐵
觔
俱
應
一
律
遵
照
先
定
章
程
核
明
觔
重

數
目
註
明
採
買
住
買
處
所
扣
明
到
地
期
限
由
地

方
官
取
具
並
無
偷
漏
弊
混
甘
結
及
族
隣
保
結
加

具
印
結
由
府
加
結
詳
司
給
照
呈
院
掛
號
給
領
起

運
以
備
關
津
汛
口
一
律
稽
查
並
查
明
該
縣
向
來

民
間
農
具
器
用
係
由
何
縣
爐
戸
採
買
因
何
奉
文

一
載
有
餘
竟
無
客
販
赴
司
領
照
運
鐵
從
中
顯
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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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二

有
爐
戸
奸
商
賄
串
關
口
丁
胥
私
相
出
納
偷
販
情

弊
應
否
體
照
省
會
設
立
官
行
稽
查
透
漏
以
乃
如

何
防
其
出
納
不
致
土
棍
人
等
私
煽
私
賣
尅
日
核

按
情
形
籌
議
通
詳
並
移
營
關
津
汛
口
嚴
密
稽
查

倘
再
有
奸
商
人
等
仍
前
私
買
私
賣
擅
用
各
照
影

射
販
運
希
圖
透
漏
立
卽
嚴
拿
䆒
辦
鐵
禁
森
嚴
該

縣
務
須
認
眞
督
飭
辦
理
若
再
陽
奉
陰
違
倘
經
營

汛
盤
獲
或
被
隣
省
查
拿
定
卽
嚴
提
䆒
辦
該
縣
並

于
未
便
仍
將
奉
文
日
期
遵
辦
緣
由
尅
日
先
行
具

覆
凛
之
速
速
等
因
蒙
此

職

遵
查
例
載
本
省
商
販

在
各
屬
產
鐵
處
所
收
買
轉
運
令
該
商
於
收
足
時

將
鐵
觔
包
梱
數
目
販
賣
地
方
逐
一
呈
明
該
地
方

官
查
騐
相
符
詳
明
給
與
印
照
仍
移
明
發
賣
地
方

官
俟
該
商
到
彼
將
原
給
印
照
就
近
呈
繳
地
方
官

騐
明
鐵
照
相
符
移
送
給
照
地
方
官
銷
毁
至
沿
途

經
過
關
津
隘
口
照
例
抽
收
騐
照
㸃
鐵
鈐
記
放
行

如
有
照
外
夾
帶
私
鐵
盤
出
據
實
跟
䆒
併
沿
途
失

察
文
武
官
弁
并
照
廢
鐵
潛
出
邊
境
沿
途
近
邊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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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三

隘
狥
私
故
縱
例
革
職
至
稽
察
官
弁
如
有
勒
掯
留

難
降
二
級
調
用
係
書
役
藉
端
勒
索
將
該
文
武
各

官
分
别
知
情
失
察
照
衙
役
犯
賍
例
分
别
議
處
又

例
載
沿
海
地
方
遞
運
鐵
觔
交
買
商
漁
船
𨾏
爲
首

照
將
軍
器
出
境
下
海
律
絞
監
候
爲
從
杖
一
百
流

三
千
里
船
戸
挑
夫
減
犯
罪
二
等
又
例
載
商
民
圖

利
將
廢
鐵
鐵
貨
私
販
海
洋
貨
賣
一
百
觔
以
下
杖

一
百
徒
三
年
一
百
觔
以
上
及
舟
車
捆
載
者
發
近

邊
充
軍
若
將
廢
鐵
鐵
貨
賣
與
外
國
及
海
邊
賊
㓂

者
照
將
軍
器
出
境
下
海
律
絞
監
候
爲
從
及
船
戸

各
減
一
等
貨
物
銅
鐵
船
𨾏
入
官
文
武
官
弁
失
察

故
縱
分
别
議
處
治
罪
如
內
地
貨
賣
官
弁
兵
役
藉

端
索
詐
計
賍
治
罪
是
鐵
觔
專
禁
外
通
而
重
軍
械

爲
至
周
至
密
本
年
內
屢
奉
憲
札
飭
令
凡
鐵
觔
過

境
必
須
嚴
密
盤
查
如
騐
有
司
照
方
准
放
行
如
無

司
照
卽
以
私
鐵
報
䆒
兹
復
奉
札
飭
議

職

查
閩
省

之
鐵
禁
有
二
一
內
禁
一
外
禁
內
禁
者
延
建
邵
汀

四
府
不
近
海
之
地
宜
禁
私
鐵
以
淸
其
源
外
禁
者

原
本
而
重
軍
械
句
上

係
每
商
船
煮
食
之
通

七
字
意
義
不
貫
今
爲

酌
改
六
字
似
更
貫
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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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
寧
福
興
漳
泉
五
府
近
海
之
地
宜
禁
私
通
以
絶
其

流
外
禁
之
罪
重
於
犯
內
禁
然
非
淸
內
禁
之
源
不

足
以
塞
外
禁
之
流
竊
惟
天
生
五
材
民
並
用
之
鐵

爲
農
鋤
日
用
所
必
需
不
可
一
日
而
離
然
海
疆
要

地
洋
匪
現
在
充
觔
鐵
爲
軍
械
利
器
不
可
不
嚴
以

防
之
其
法
於
成
例
之
內
更
宜
詳
爲
條
理
一
在
淸

產
鐵
地
方
之
弊
一
在
淸
經
過
地
方
之
弊
一
在
淸

賣
鐵
地
方
之
弊
一
在
淸
過
關
地
方
之
弊
一
在
淸

近
海
地
方
之
弊
凡
產
鐵
地
方
官
務
須
將
產
鐵
處

所
離
城
若
干
里
某
商
在
地
開
採
生
鐵
某
商
在
地

開
爐
共
幾
座
年
出
熟
鐵
若
干
觔
約
舉
出
鐵
大
數

及
開
採
開
爐
姓
名
住
址
呈
明
司
憲
請
司
編
號
給

發
號
數
照
單
照
內
刻
明
某
商
某
人
係
某
處
人
到

某
處
產
鐵
地
方
向
某
爐
戸
買
鐵
若
干
觔
於
某
日

起
運
若
干
觔
若
干
担
經
過
某
處
某
處
地
方
運
到

某
處
地
方
某
字
號
某
商
舖
內
在
地
賣
給
民
間
農

具
日
用
之
費
等
字
其
姓
名
觔
數
地
名
俱
由
產
鐵

地
方
官
騐
數
塡
明
發
給
該
商
領
運
其
照
內
刻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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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五

三
連
一
給
商
一
報
司
一
留
縣
存
查
凡
有
報
司
之

照
按
月
終
一
報
仍
移
明
經
過
地
方
及
關
口
並
賣

鐵
地
方
查
騐
如
有
漏
報
及
賣
多
報
少
沿
途
關
津

盤
出
䆒
報
此
淸
產
鐵
地
方
之
弊
也
其
經
過
地
方

官
凡
鐵
觔
過
境
騐
明
司
照
數
目
年
月
相
符
卽
准

放
行
數
目
年
月
不
符
者
以
私
鐵
䆒
報
數
目
符
而

留
難
者
以
詐
賍
論
此
淸
經
過
地
方
之
弊
也
其
過

關
口
照
例
抽
收
仍
騐
照
核
與
數
目
相
符
卽
准
放

行
數
目
年
月
不
符
者
以
私
鐵
䆒
報
數
目
符
而
刁

難
者
以
詐
賍
論
數
目
不
符
而
賣
放
者
以
串
弊
論

此
淸
過
關
地
方
之
弊
也
至
賣
鐵
地
方
官
俟
該
商

到
境
報
明
查
騐
數
目
相
符
卽
准
發
舖
售
賣
該
商

務
將
司
照
呈
繳
地
方
官
卽
將
司
照
繳
司
核
銷
仍

將
核
銷
緣
由
移
明
產
鐵
地
方
官
備
查
如
數
目
不

符
卽
行
報
䆒
此
淸
賣
鐵
地
方
之
弊
也
至
近
海
口

岸
責
成
文
武
官
凡
有
船
𨾏
儎
貨
必
須
查
明
有
無

鐵
器
按
月
將
儎
船
出
口
數
目
具
報
載
明
並
無
鐵

觔
出
海
字
様
此
淸
近
海
地
方
之
弊
也
以
上
數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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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六

皆
爲
有
照
鐵
觔
而
言
其
無
照
鐵
觔
一
切
地
方
文

武
官
弁
兵
役
及
關
口
津
隘
哨
捕
通
飭
稽
查
如
有

販
運
無
照
鐵
觔
卽
行
徹
底
跟
䆒
通
報
治
罪
但
商

販
鐵
觔
總
於
一
商
固
應
給
照
維
是
商
舖
在
地
零

賣
鄉
民
買
鑄
農
具
多
少
不
等
碍
難
給
照
若
每
遇

挑
鐵
之
人
盡
行
盤
查
追
照
轉
滋
騷
擾
若
以
關
口

扼
要
易
於
稽
查
而
奸
商
圖
利
詭
路
殊
多
偷
關
僻

徑
之
行
亦
難
保
其
必
無
總
之
責
成
產
鐵
處
所
照

號
報
司
又
據
移
經
過
地
方
及
賣
鐵
處
所
並
嚴
飭

海
岸
文
武
官
弁
於
儎
船
實
力
稽
查
雖
有
奸
商
自

無
所
用
其
詭
巧
如
此
則
私
通
絶
而
軍
需
肅
似
於

愼
重
軍
械
之
意
不
無
禆
益
緣
蒙
飭
議
合
將
遵
例

條
晰
議
擬
緣
由
具
文
詳
請
憲
臺
察
核
批
示
祗
遵

嘉
慶
十
三
年
　
月
　
日
知
縣
楊
桂
森
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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