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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灌
陽
縣
志
卷
之
十
七

藝
文
二

重
脩
廟
學
記

雍

正

八

年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莫
應
斌

邑

人

主

事

灌
邑
廟
學
明
嘉
靖
二
年
自
城
西
遷
於
縣
署
之
東
維

時
殿
廡
廊
坊
圃
亭
齋
閣
規
制
大
備
蔣
文
定
公
爲
之

誌
序
學
宫
肇
興
甲
於
鄰
邑
蔚
然
稱
盛
厯
嵗
旣
久
風

雨
飄
摇
漸
多
圮
壞

國
朝
癸
亥
冬
　
廷
議
廣
厲
學
宫
溧
陽
趙
公
光
朂
以
署

篆
倡
捐
整
飭
邑
先
軰
唐
納
牗
記
之
甚
詳
續
雖
間
加

修
葺
然
所
謂
敬
一
之
亭
日
新
時
習
之
齋
東
西
文
路

之
學
門
騰
蛟
起
鳯
之
坊
表
俱
無
有
存
者
尊
經
閣
廢

射
圃
盡
荒
於
學
者
耑
奉

先
師
講
道
遜
業
之
旨
不
稱
是
有
志
者
所
爲
喟
然
而
歎

也
夫
古
者
黨
有
庠
術
有
序
國
有
學
所
謂
學
校
至
不

一
也
自
黨
術
之
制
廢
而
太
學
及
郡
邑
各
設
學
宫
以

耑
祀
典
焉
學
之
修
飭
顧
不
重
歟
我

皇
上
臨
雍
祝
學
追
崇

至
聖
之
先
上
祀
五
代
錫
以
王
爵

御
書
匾
額
　
頒
賜
天
下
學
宫
其
重
道
尊
師
虞
夏
商
周
以
來

未
有
盛
於
今
日
者
吾
儒
幸
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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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聖
朝
咸
宜
仰
體
興
學
明
倫
之
至
意
鼓
舞
濯
磨
豈
其
敎
化

根
本
之
地
復
委
諸
墜
瓦
頺
垣
以
重
士
紳
之
羞
哉
嵗

在
戊
申
上
巳
司
鐸
李
諱
聖
機
偕
合
邑
紳
士
深
慨
學

宮
之
多
廢
也
毅
然
倡
修
計
共
捐
金
百
餘
两
庀
材
鳩

工
先
經
營
其
急
者
陞

孔
子
之
像
座
建
殿
前
之
月
臺
先
賢
牌
位
散
失
者
均
重
新

之
两
廡
案
臺
敝
壞
者
悉
更
易
之
齊
舍
地
之
荒
且
窪

者
闢
而
培
之
東
西
路
之
壅
且
傾
者
疏
而
砌
之
學
門

坊
表
重
建
整
嚴
卑
圮
墻
垣
築
飭
高
潔
越
一
載
而
工

竣
雖
不
能
盡
如
舊
制
之
完
美
而
修
廢
舉
墜
煥
然
維

新
多
士
自
此
雍
容
習
禮
其
間
詩
書
絃
誦
由
義
居
仁

家
修
而
廷
獻
者
雲
蒸
霞
舉
以
鼓
吹
休
明
且
次
第
修

復
學
宮
大
備
之
規
制
詎
不
蔚
然
稱
盛
乎
斌
以
病
愧

不
能
朝
夕
協
相
厥
事
而
樂
觀
成
乃
邑
之
同
志
僉
曰

斯
舉
也
程
功
旣
巨
勷
費
頗
繁
不
可
無
記
以
示
勸
屬

斌

一
言
記
之

斌

不
揣
固
陋
謹
述
修
建
之
大
槪
而
並

書
捐
金
之
名
次
以
勒
於
石
焉

灌
陽
縣
遷
學
記

乾

隆

　

　

　

　

邑

癸

卯

　

　

　

　

令

濮
啟
元

浙

江

進

士

國
家
建
立
學
校
所
以
尊

聖
敎
崇
儒
術
孝
弟
忠
信
之
修
禮
樂
詩
書
之
訓
上
以
衍
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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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年
之
統
緒
下
以
範
多
士
之
歩
趨
正
人
心
而
厚
風
俗

胥
於
是
乎
在
厥
地
不
綦
重
哉
我

皇
上
聖
學
日
新
崇
禮

文
廟
載
　
詣
　
闕
里
　
錫
帑
加
修
宮
墻
巍
煥
齋
舍
整
肅
非

美
觀
也
蓋
隆
其
典
祀
正
所
以
重
其
道
而
敷
其
敎
也

化
機
翔
洽
邇
遐
率
俾
建
學
之
區
罔
不
欲
恢
宏
其
制

蓋

文
敎
之
覃
敷
遠
矣
灌
邑
屬
桂
林
之
東
北
隅
稽
之
邑
乘
代

有
文
人
學
宫
之
建
其
來
已
久
向
在
城
西
里
許
後
移

置
縣
署
之
東
續
又
遷
城
西
舊
址
明
嘉
靖
二
年
復
移

城
中
余
奉

命
來
撫
茲
邑
下
車
之
始
祗
謁

黌
宫
見
其
棟
宇
頺
圮
風
雨
漂
摇
不
勝
悚
愓
且
地
勢
汚

下
逼
近
市
廛
湫
隘
囂
塵
甚
非
釋
菜
釋
奠
之
所
及
乎

下
學
會
講
又
見
两
齋
荒
敝
多
士
之
所
執
經
而
請
業

者
靡
有
善
地
焉
爰
以
重
修
之
議
謀
於
儒
學
鄧
君
曁

閤
邑
紳
士
僉
以
毁
敝
若
此
勢
必
重
建
宜
仍
卜
吉
於

城
外
舊
址
遂
相
與
至
西
關
外
相
度
形
勢
三
峯
揷
漢

仰
止
彌
高
二
水
瀠
瀾
盈
科
有
本
塽
塏
高
潔
離
垢
而

遠
俗
眞
可
爲
建
學
明
倫
之
地
於
是
請
於
各
憲
募
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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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两
鄕
擇
誠
實
幹
練
者
爲
之
經
管
庀
材
備
物
諏
吉
鳩

工
建

崇
聖
宮
於
最
上
中
爲

大
成
殿
次
两
廡
次
戟
門
名
宦
鄕
賢
祠
附
焉
次
頖
池
次
櫺

星
門
左
建
明
倫
堂
正
學
署
在
其
後
右
建
尊
經
閣
副

學
署
亦
在
其
後
峻
厥
墻
宇
環
以
垣
墉
學
宫
之
制
以

備
經
始
於
癸
卯
之
花
月
落
成
於
甲
辰
之
麥
秋
通
費

白
金
六
千
有
竒
經
管
諸
君
子
請
於
余
曰
願
有
記
也

余
旣
嘉
都
人
士
沭
浴

聖
天
子
尊
道
崇
儒
之
雅
化
以
敬
我

先
聖
先
師
又
喜
其
規
制
煥
然
一
新
非
猶
向
之
因
陋
就
簡
者

比
且
喜
其
刻
期
告
竣
不
負
余
初
議
也
樂
援
筆
而
書
之

雖
然
學
宫
而
旣
新
矣
尤
願
遊
斯
門
者
日
新
其
德
益

求
上
達
肄
其
禮
樂
詩
書
篤
其
孝
弟
忠
信
行
舉
言
揚

家
修
廷
獻
不
愧

國
家
有
頼
之
人
卽
爲
宮
墻
生
色
之
人
矣
是
余
之
厚
望

也
至
若
董
其
事
而
朝
夕
靡
寧
者
陸
灼
王
振
綱
王
之

懋
鄭
同
春
王
於
夔
王
於
殿
熊
之
柄
劉
永
𤒼
唐
國
璜

戴
生
荿
蔣
廷
潞
熊
超
衆
范
東
燧
陸
弈
峯
時
仁
民
等

應
得
附
記
於
後
以
爲
𢚩
公
者
勸
是
爲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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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淳

祐

庚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宋

戌

年

江
萬
里

朝

議

大

夫

灌
陽
令
黄
子
成
書
抵
予
願
有
記
於
四
友
堂
問
其
所

爲
堂
直
縣
治
西
偏
屋
纔
三
楹
蓋
子
成
以
政
之
暇
賦

功
慮
材
稍
埃
陋
其
以
宣
幽
滯
明
意
慮
標
之
曰
四
友

也
問
其
所
與
友
則
儼
立
其
前
松
其
後
桂
其
中
央
梅

與
令
四
也
灌
陽
介
道
永
昭
桂
之
間
遠
地
下
邑
風
俗

淳
儉
雖
甚
清
省
無
事
顧
所
以
治
之
何
如
耳
設
有
所

不
屑
於
此
爲
躁
爲
惰
非
慢
不
訾
省
旣
盛
氣
鋤
剗
之

其
下
必
且
爭
氣
怫
鬱
則
有
甚
汗
漫
麄
梗
者
矣
雅
聞

子
成
靜
撫
之
甚
宜
其
邑
人
降
心
條
理
求
事
情
審
實

寘
其
便
處
不
立
節
限
遠
邇
爭
委
邑
庭
常
空
竟
嵗
無

留
罰
旦
出
視
事
不
過
食
頃
終
日
相
對
寂
寂
清
露
者

玉
雪
者
磥
砢
多
節
者
環
顧
其
中
有
足
友
者
而
後
友

之
云
耳
予
同
子
成
生
廬
山
之
陽
最
與
故
極
知
其
意

氣
悠
然
生
事
作
業
絶
不
營
獨
寒
苦
自
課
不
一
日
輟

業
從
其
俗
委
心
師
友
膾
理
灌
輸
踏
省
門
未
得
第
名

其
爲
武
人
偶
失
路
誤
入
仕
正
與
寒
士
等
妻
子
遠
不

能
致
單
車
來
臨
栖
栖
覊
𣃮
殆
衣
服
飮
食
不
如
其
私

宮
室
起
處
不
如
吾
廬
乃
皆
安
之
無
一
不
可
東
坡
所

謂
不
擇
居
而
安
安
樂
樂
而
喜
從
事
是
眞
足
書
者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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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雖
然
紆
墨
綬
佩
銅
章
後
來
繼
令
者
予
又
將
有
以
告

之
邑
無
小
皆
古
子
男
邦
君
也
湖
廣
之
交
見
謂
天
遠

小
吏
易
有
忽
恣
多
以
不
能
聰
明
材
智
者
少
其
民
必

至
設
志
豐
大
立
民
自
造
威
福
貪
不
畏
人
慮
非
願
計

後
益
者
三
友
正
自
義
不
受
汙
望
望
若
將
凂
我
強
而

附
曰
四
友
則
不
與
之
友
矣
友
也
者
令
之
友
桂
友
松

若
梅
乎
無
亦
桂
松
與
梅
求
友
於
令
而
後
爲
友
乎
子

成
名
時
今
以
爲
忠
訓
郎
淳
祐
庚
戌
仲
冬
之
吉

長
寧
橋
記

天

順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明

六

年

黄
　
紳

邑

敎

諭

灌
陽
千
戸
所
距
東
不
百
歩
許
市
當
四
達
居
人
輻
聚

每
遇
積
雨
則
羣
流
合
出
勢
湧
難
泄
溢
泛
街
衢
旁
多

衝
激
甚
爲
未
便
况
往
來
術
者
嘗
謂
其
西
望
空
矌
地

勢
傾
欹
溝
渠
直
注
於
風
水
欠
關
所
知
多
嘗
患
之
然

亦
因
循
未
定
其
計
今
年
春
本
所
武
畧
將
軍
千
戸
陳

侯
銘
獨
知
當
務
爲
急
乃
謀
諸
同
寅
及
邑
大
夫
軰
曰

街
衢
不
便
行
者
心
惻
風
水
有
欠
居
者
所
慮
兹
欲
鳩

工
伐
石
成
橋
深
溝
髙
拱
以
通
驟
流
上
覆
以
亭
且
障

且
蔽
以
爲
風
水
便
不
亦
可
乎
時
僉
曰
善
遂
各
樂
捐

己
俸
仍
擇
戸
侯
方
均
宗
偕
朝
元
觀
道
士
張
惟
性
遍

募
衆
助
其
所
費
得
錢
若
干
緡
得
粟
若
干
斛
遂
命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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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砌
石
二
拱
高
五
尺
上
重
以
石
爲
夷
衢
東
西
廣
二
丈

有
奇
南
北
廣
一
丈
有
竒
橋
之
亭
廣
數
楹
覆
以
陶
瓦

不
丹
不
斵
樸
素
渾
堅
經
始
於
天
順
六
年
四
月
十
二

日
告
成
於
本
年
九
月
二
十
九
日
規
制
壯
嚴
功
作
縝

宻
甚
爲
觀
者
嘆
羡
旣
落
之
頃
且
謂
嵗
月
不
可
不
記

遂
屬
予
文
以
記
之
予
善
斯
橋
之
建
也
其
費
出
於
宦

豪
樂
捐
而
不
費
于
下
其
工
出
于
傭
力
而
不
勞
乎
衆

其
水
得
以
無
壅
澮
激
剝
而
行
者
以
便
其
地
理
得
以

成
其
所
利
而
居
者
攸
寧
此
其
不
徒
爲
一
人
之
益
而

實
爲
千
萬
人
之
益
不
徒
爲
一
年
之
計
而
實
爲
千
萬

年
之
計
也
稽
之
杜
預
之
在
晋
嘗
造
河
橋
於
富
平
津

於
橋
成
上
從
百
官
臨
會
舉
盃
勸
預
曰
非
卿
此
橋
不

建
預
曰
非
陛
下
聖
明
不
成
今
觀
是
橋
之
建
亦
非
陳

侯
方
侯
諸
君
子
之
經
營
不
立
非
遇
乎
聖
天
子
在
上

四
海
安
寧
治
非
昔
比
干
戈
不
試
仕
嘗
多
暇
日
烏
見

成
之
若
是
之
易
耶
雖
然
創
始
者
固
仁
人
君
子
之
心

而
後
之
享
其
利
者
亦
不
可
不
念
前
人
之
志
於
嵗
月

悠
長
之
中
脱
少
有
損
缺
雅
宜
卽
續
而
修
之
俾
愈
久

而
愈
新
斯
不
負
創
始
之
計
而
爲
斯
橋
斯
亭
之
大
幸

也
所
有
樂
捐
之
芳
名
用
刻
于
石
碣
之
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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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德
興
橋
記

景

泰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明

五

年

王
　
利

靖

府

伴

讀

灌
陽
縣
治
之
北
相
去
十
里
許
有
水
曰
臨
源
江
正
當

驛
路
之
要
國
初
邑
人
蔣
登
甫
砌
石
爲
两
厓
架
板
爲

橋
名
曰
登
雲
嵗
久
圮
壞
雖
有
繼
作
徒
勞
民
力
而
不

禁
久
治
縣
者
亦
因
循
莫
之
能
振
所
以
民
病
涉
也
聖

天
子
厲
精
圖
治
親
民
之
官
務
在
遴
選
楚
山
潘
公
文

浩
授
命
來
宰
是
邑
公
自
下
車
積
習
之
弊
政
以
除
更

始
之
良
規
聿
新
政
令
旣
通
民
乃
孚
和
間
過
其
地
目

擊
之
愀
然
不
寧
廼
戒
於
衆
曰
橋
梁
之
設
責
在
於
宰

不
可
廢
也
爲
吾
民
者
雖
欲
造
作
夫
孰
爲
之
倡
哉
遂

首
捐
己
俸
命
其
嗣
廷
器
偕
邑
之
善
士
陸
衡
敬
軰
若

干
人
或
輸
以
錢
或
薦
以
力
協
謀
併
智
以
任
其
事
而

公
則
提
督
焉
於
是
召
工
伐
石
掄
材
揆
日
興
作
以
畚

以
築
以
繩
以
削
因
其
河
之
勢
而
甃
虹
橋
三
拱
高
廣

若
干
尺
延
袤
若
干
丈
覆
以
瓦
亭
若
干
間
易
其
額
曰

德
興
橋
誠
以
非
公
之
德
之
所
感
於
人
烏
能
臻
兹
視

昔
之
隨
補
隨
潰
者
大
有
徑
庭
肆
久
遠
之
計
大
有
可

徵
葢
始
事
於
甲
戌
十
月
而
訖
功
於
乙
亥
二
月
也
時

太
學
上
舍
戴
質
歸
省
於
家
深
重
其
事
授
簡
語
予
曰

昔
隴
西
公
作
計
川
東
西
水
門
韓
愈
有
記
嚴
大
夫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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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興
州
江
運
柳
宗
元
有
述
雖
水
門
江
運
二
君
子
嘗
書

之
况
我
大
尹
公
倡
爲
斯
橋
利
乎
民
有
久
遠
不
磨
之

計
可
無
刻
乎
予
故
然
之
宜
有
所
刻
也
洪
惟
朝
廷
混

一
區
宇
太
平
無
事
而
斯
民
遂
休
養
生
息
之
安
若
在

唐
虞
三
代
之
時
矣
灌
陽
爲
邑
僻
在
廣
西
之
隅
號
稱

沃
壤
民
物
豐
盛
薄
歛
之
外
其
樂
固
有
餘
且
又
重
以

大
尹
公
而
阜
成
之
是
以
斯
橋
之
作
民
用
歡
趨
不
勞

而
成
自
非
大
尹
公
有
慈
祥
愷
悌
之
德
理
繁
治
劇
之

才
亦
孰
能
作
爲
有
如
是
之
敏
乎
予
無
韓
柳
之
筆
力

不
足
以
敷
陳
矌
世
之
盛
事
於
斯
橋
之
上
以
永
夫
大

尹
公
偉
蹟
於
無
窮
臨
文
惴
惴
不
勝
欿
然
雖
然
斯
橋

也
鬼
神
爲
之
守
護
天
地
與
之
長
存
奚
俟
於
區
區
之

筆
而
後
遠
譽
也
哉
姑
刻
於
石
來
者
庻
有
考
焉

重
修
馬
渡
橋
序

康

熙

四

十

五

年

　
　
　
　
單
此
藩

邑

令

縣
治
之
北
十
里
跨
河
而
橋
名
曰
馬
渡
其
來
舊
矣
自

前
任
佟
公
重
建
而
後
迄
今
十
載
行
旅
相
安
今
春
忽

遭
暴
雨
連
朝
湍
急
瀾
狂
頽
塌
過
半
揆
厥
當
年
創
建

工
鉅
費
繁
良
非
易
易
若
不
速
加
整
葺
第
恐
將
來
由

漸
而
圮
民
之
病
涉
有
不
可
勝
言
者
矣
况
係
士
庻
經

由
之
要
地
車
馬
往
來
之
通
衢
與
其
舍
現
在
之
津
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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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何
如
計
綢
繆
於
未
雨
此
平
政
者
所
以
惓
惓
在
念
而

不
能
去
諸
懷
也
兹
㨿
鄕
耆
劉
懋
學
等
以
募
序
請
子

深
喜
而
嘉
與
之
時
捐
俸
金
以
爲
修
橋
倡
凡
闔
邑
紳

士
以
及
四
鄕
人
戸
亦
宜
共
勷
厥
事
量
力
而
行
隨
意

樂
輸
無
論
樁
梁
灰
石
皆
爲
有
用
之
資
卽
運
力
擔
勞

亦
屬
經
營
之
助
此
通
邑
利
涉
攸
關
當
乘
時
以
鳩
工

庻
一
勞
而
永
逸
予
且
拭
目
以
觀
落
成
焉
是
爲
序

通
濟
橋
記

康

熙

丙

戌

九

月

　
　
　
　
　
單
此
藩

邑

令

環
灌
皆
山
也
其
層
巒
叠
嶂
洪
濤
澄
瀾
俱
有
可
觀
非

必
雲
夣
七
澤
武
夷
三
山
也
予
待
罪
於
斯
且
一
年
矣

目
慚
撫
字
無
長
催
科
政
拙
未
睱
與
諸
君
子
周
覧
灌

邑
山
川
之
勝
然
而
謁
會
城
厯
湘
山
經
寒
閲
暑
車
騎

往
來
舉
目
憑
眺
亦
可
見
其
大
槩
矣
兹
距
縣
治
之
北

十
里
許
跨
河
而
橋
邑
之
通
衢
也
籃
輿
鞍
馬
傴
僂
提

擕
者
絡
繹
而
不
絶
昔
名
馬
渡
今
更
佟
興
蓋
以
前
任

佟
侯
爲
之
董
修
也
予
方
慕
侯
之
遺
愛
無
窮
無
何
春

夏
之
交
霪
雨
連
旬
横
淤
汜
濫
而
此
橋
衝
决
焉
行
道

之
人
莫
不
咨
嘆
嗟
息
徒
涉
爲
患
彼
岸
莫
登
予
聞
滋

戚
自
維
綿
力
不
足
以
勝
事
且
不
欲
以
土
石
違
農
時

也
緬
懷
徒
杠
輿
梁
亦
王
道
之
一
事
必
待
農
畢
而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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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一

舉
此
則
何
堪
久
待
正
在
仰
屋
間
適
邑
之
紳
士
鄕
耆

等
公
呈
願
各
捐
資
修
砌
乞
予
言
以
爲
引
予
忻
然
捐

俸
以
爲
倡
遂
命
工
估
料
而
士
民
等
俱
不
吝
槖
金
囊

粟
樂
輸
勷
事
不
两
月
而
落
成
焉
向
之
殘
橋
斷
石
徒

涉
興
嗟
者
今
則
工
石
完
固
巍
然
煥
然
歌
咏
而
過
矣

工
既
竣
復
請
予
爲
文
勒
石
更
名
以
垂
不
朽
予
以
簿

書
鞅
掌
何
能
援
筆
爲
文
且
一
橋
細
行
亦
無
足
述
而

况
羅
眾
功
以
爲
己
力
乎
乃
循
士
民
所
請
故
不
辭
而

爲
誌
其
樂
善
相
成
之
雅
名
曰
通
濟
非
惟
邑
之
人
士

有
歩
履
之
安
凡
四
方
之
賢
士
大
夫
遨
遊
至
止
者
亦

得
停
驂
而
矌
覧
焉
未
必
非
灌
邑
山
川
聚
秀
之
小
補

云
是
爲
記

唐
安
橋
記

成

化

十

　

　

　

　

明

五

年

鄧
　
綸

邑

人

知

縣

縣
之
北
六
十
里
有
支
川
西
流
合
於
灌
水
舊
名
唐
灣

灣
之
左
右
皆
腴
田
有
源
自
東
來
嵗
獲
有
秋
右
之
田

乃
大
覺
之
常
住
源
流
罔
濟
遇
旱
不
獲
洪
武
間
處
士

唐
以
廉
與
大
覺
僧
異
泉
軰
相
度
其
勢
始
架
本
梘
由

左
引
水
以
灌
漑
之
其
道
路
襟
帶
乎
春
陵
全
州
間
往

來
之
人
悉
由
梘
以
度
每
有
臨
深
履
薄
之
懼
前
人
莫

之
爲
意
而
因
循
焉
至
於
春
夏
水
汜
梘
亦
浮
去
行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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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二

塡
路
耕
者
滿
岸
臨
流
浩
歎
如
隔
霄
漢
一
旦
有
行
義

之
士
唐
氏
子
叔
紀
錦
春
者
昕
夕
覩
之
深
加
憫
恤
乃

謀
于
大
覺
老
比
邱
一
鑑
曰
唐
灣
之
視
嵗
架
嵗
圮
不

惟
妨
于
行
而
甚
妨
於
耕
吾
不
忍
二
者
之
患
盍
爲
永

遠
之
圖
於
是
一
鑑
捐
積
所
有
以
爲
倡
旣
而
蔣
氏
子

繼
栢
唐
叔
綸
錦
洪
錦
明
錦
湖
適
相
附
近
忻
然
協
從

各
出
己
資
遍
募
於
眾
不
吝
揮
金
求
工
於
大
方
伐
石

於
近
地
甃
爲
三
門
以
導
湍
急
其
長
若
干
丈
其
廣
若

干
丈
其
平
如
砥
其
形
勢
如
虹
霓
之
飮
澗
計
所
用
之

費
百
有
餘
緡
經
始
於
戊
戌
冬
十
月
訖
工
於
己
亥
春

二
月
又
從
而
安
梘
於
其
旁
耕
者
喜
而
行
者
悦
時
予

息
肩
於
家
有
俟
銓
官
唐
錦
軒
同
一
鑑
之
徒
志
海
乃

以
記
來
請
且
曰
萬
古
之
計
一
日
而
成
旌
善
之
言
宜

在
于
子
辭
而
弗
獲
因
謂
之
曰
徒
杠
輿
梁
爲
政
者
之

責
尙
能
感
時
而
成
竟
以
免
人
於
病
涉
今
諸
君
率
眾

施
財
古
所
未
甃
之
橋
者
今
而
成
之
古
所
難
架
之
梘

者
今
而
易
之
可
謂
一
舉
而
两
得
矣
其
用
心
之
仁
誠

與
天
地
相
爲
長
久
者
諸
君
子
豈
以
是
要
譽
于
人
哉

而
利
之
所
及
者
自
有
以
來
人
之
感
激
也
若
子
若
孫

乘
駟
而
過
此
橋
者
信
有
徵
焉
予
也
樂
道
人
之
善
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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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三

不
勒
而
書
其
成
績
用
爲
世
勸
云
爾

會
湘
橋
記

宋

淳

熙

五

　

承

議

郎

年

戊

戌

　

　

知

全

州

張
　
玠

州
之
南
舂
陵
通
道
也
距
城
五
十
里
越
清
湘
之
境
介

於
灌
陽
昭
義
驛
之
間
環
山
屈
折
有
支
川
西
流
入
於

灌
水
舊
爲
橋
迭
興
迭
廢
當
春
濤
奔
注
之
時
逆
旅
往

來
顚
踣
騰
藉
咸
以
病
涉
告
淳
熙
五
年
邑
人
范
達
鄧

寧
民
合
两
族
及
里
中
之
士
葺
而
梁
之
經
始
於
夏
五

月
旣
事
於
冬
十
月
凡
袤
六
丈
有
六
尺
廣
二
尋
作
两

門
以
導
搏
激
之
勢
仍
架
屋
其
上
以
芘
風
雨
靡
錢
五

十
萬
有
奇
落
成
人
用
利
涉
不
褰
不
濡
朝
夕
以
濟
焉

乃
以
記
爲
請
余
聞
而
心
善
之
因
語
之
曰
人
與
天
地

萬
物
同
體
其
得
於
秉
彜
者
本
相
與
流
通
而
亡
間
人

惟
有
私
欲
之
害
故
自
局
於
彼
己
之
見
而
失
其
流
通

之
理
則
其
所
以
處
己
處
人
者
如
斷
港
荒
溪
所
向
輙

礙
卒
歸
於
不
可
行
殊
不
知
聖
人
之
道
若
大
路
然
無

往
而
不
達
擴
而
充
之
可
趨
乎
正
大
之
地
夫
豈
有
自

局
之
患
哉
君
子
謂
是
舉
也
其
知
處
己
處
人
者
亦
必

有
道
矣
烏
得
而
不
書
遂
題
其
額
曰
會
湘
蓋
取
其
水

自
灌
而
北
會
於
湘
流
故
也
范
子
從
余
游
鄧
子
與
之

同
舍
二
子
偕
試
禮
部
有
志
於
世
余
旣
以
此
相
勉
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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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四

將
以
觀
於
異
日
故
述
余
所
聞
以
發
云
十
有
一
月
南

至
承
議
郎
通
判
全
州
軍
事
兼
管
内
勸
農
營
田
事
賜

緋
魚
袋
張
　
玠
記
並
書

又
淳

熙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宋

進

士

司

五

年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戸

參

軍

鄧
寧
民

毫
田
有
橋
舊
矣
昔
在
江
之
上
流
初
作
三
門
以
導
水

勢
每
遇
春
濤
幾
壅
遏
而
不
疎
通
後
又
增
其
一
門
正

興
作
閒
洪
水
適
至
旣
壞
且
廢
嵗
月
浸
久
里
人
鄧
楫

巨

濟

爲
之
創
率
從
於
今
建
橋
之
所
號
曰
萬
緣
橋
惜

乎
工
不
盡
力
不
五
年
而
復
壞
往
來
者
患
之
睱
日

寧民

與
同
舍
范
逵

明

遠

議
建
此
橋
約
三
百
省
緡
米
四
十

斛
以
三
十
名
爲
之
創
則
吾
事
濟
矣
旣
而
告
諸
宗
族

親
戚
朋
舊
悉
欣
然
而
從
有
預
一
名
者
有
合
兄
弟
叔

姪
共
一
名
者
巨
濟
念
前
功
之
廢
願
刻
勵
視
工
范
宗

古
從

時

亦
願
董
其
役
議
旣
定
召
匠
計
之
增
舊
石
三

之
二
規
摹
浸
廣
費
用
不
貲
遂
益
以
六
名
范
先
生

爲法

曹
安
城
友
人
陳
永
隆
與
宗
家
于
深
浦
及
大
覺
演
敎

二
僧
聞
之
各
預
一
名
吾
與
明
遠
范
千
秋

慶

長

范
師

嘩
于

華

於
一
名
外
各
增
半
名
以
足
其
數
兹
皆
充
工

食
之
資
而
朝
夕
犒
工
不
隷
乎
是
驛
前
有
唐
庇
者
先

其
軰
行
遇
市
之
集
以
浮
屠
法
抄
化
約
五
百
足
間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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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五

滿
則
自
補
之
以
助
一
日
犒
工
之
費
市
之
行
舖
和
者

甚
衆
繼
而
吾
鄕
賢
士
夫
郡
庠
諸
公
里
中
之
長
上
皆

不
吝
欣
助
例
以
犒
工
名
自
一
日
至
六
日
止
其
創
建

之
日
始
於
仲
夏
之
初
旬
成
於
孟
冬
之
下
浣
方
其
經

營
之
初
范
九
萬

程

遠

明
遠
之
仲
兄
也
朝
夕
宣
力
至

於
訖
工
未
始
少
怠
焉
今
幸
就
緒
義
不
可
冺
故
次
第

而
書
以
俟
異
時
之
稽
考
云

又
天

順

癸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明

未

年

張
　
紱

邑

訓

導

灌
陽
縣
爲
全
州
壯
邑
之
北
距
城
六
十
里
有
溪
一
泓

名
曰
會
湘
左
則
介
乎
全
境
右
則
接
乎
春
陵
渡
往
來

絡
繹
實
茲
邑
之
要
道
津
也
先
於
淳
熙
五
年
邑
人
范

逵
鄧
寧
民
輩
伐
石
爲
梁
䂓
模
體
制
其
前
碑
述
之
盡

矣
迄
天
順
初
年
罹
水
冲
激
木
石
悉
爲
之
蕩
隳
矣
厥

後
往
來
之
人
病
於
涉
近
因
署
縣
事
教
諭
黃
君
紳
偕

典
史
梁
君
楨
命
工
架
板
暫
利
於
濟
人
已
感
其
惠
矣

厯
癸
未
秋
曲
江
龔
侯
俊
承
命
來
宰
茲
邑
政
𢚩
先
務

修
百
廢
矚
此
慮
非
經
乆
之
計
慨
然
以
興
復
爲
己
任

越
明
年
於
政
理
之
暇
乃
謀
議
於
僚
衆
意
者
在
於
不

傷
財
勞
民
而
成
厥
功
遂
捐
己
俸
若
干
爲
倡
於
時
幸

獲
仗
義
鄕
老
陸
衡
敬
往
代
其
勞
遂
同
二
三
知
事
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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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六

淑
剛
王
産
安
等
恊
力
共
董
其
事
凡
計
所
費
有
乏
者

旣
各
捐
貲
以
應
之
仍
持
短
疏
徧
詣
貴
官
巨
族
之
門

勸
助
貲
給
時
而
全
守
蔣
侯
順
邑
之
守
禦
千
户
陳
侯

銘
曁
凡
諸
士
庻
罔
不
嘉
其
盛
事
咸
出
所
藏
以
題
於

疏
乃
于
是
年
十
月
大
興
厥
工
木
石
並
舉
下
枕
堅
砌

作
三
門
以
導
其
流
上
翼
以
亭
覆
陶
瓦
計
一
十
有
二

間
以
障
風
雨
凡
袤
若
干
廣
七
丈
䂓
模
壯
麗
悉
中
矩

度
視
舊
大
有
逕
庭
矣
於
乙
酉
年
二
月
匠
工
告
成
而

陸
氏
具
以
事
之
顚
末
徵
予
爲
記
予
嘉
而
重
之
因
曰

橋
利
之
興
誠
王
政
之
一
事
也
今
斯
橋
之
落
成
朝
夕

以
濟
民
無
病
涉
其
爲
政
之
施
也
平
其
爲
澤
之
及
也

溥
而
功
之
貽
斯
世
其
不
大
且
遠
哉
雖
然
人
皆
知
功

之
在
於
橋
不
知
其
所
以
出
於
人
捐
貲
出
於
衆
而
功

在
於
衆
也
然
微
陸
輩
力
成
其
事
則
衆
之
功
無
所
歸

焉
事
成
于
陸
之
輩
而
功
固
在
於
陸
之
輩
也
然
非
龔

侯
作
念
于
先
則
陸
輩
之
功
無
所
自
焉
事
兆
于
侯
而

功
之
在
於
侯
似
無
疑
而
使
非
聖
明
在
上
擇
賢
之
適

宜
又
烏
足
以
致
侯
之
政
化
若
是
哉
以
是
知
功
之
不

可
專
一
人
然
後
見
其
功
之
所
以
成
也
大
矣
昔
晉
杜

預
建
河
橋
於
富
平
津
橋
成
上
舉
盃
勸
預
非
卿
此
橋



 

灌
陽
縣
志
　

卷
之
十
七

記

　

　

　

　

十

七

不
立
預
曰
非
陛
下
聖
明
不
成
愚
亦
以
是
爲
今
日
頌

言
畢
陸
氏
輩
揖
而
謝
曰
謹
奉
冀
登
名
於
疏
者
悉
勒

於
二
碑
其
一
誌
於
橋
東
其
一
誌
於
邑
之
儀
門
右
庻

幾
傳
之
永
乆
不
忘

鹽
田
六
小
石
橋
記
　
　
　
　

明

李
　
髙

邑

人

御

史

灌
有
源
曰
鹽
田
其
內
多
山
幹
異
派
分
疊
出
層
見
有

阜
而
崇
者
有
紓
徐
而
遠
者
有
屈
曲
縈
迴
若
龍
蛇
之

盤
旋
者
有
屹
然
而
立
若
虎
豹
之
蹲
踞
而
駭
人
矚
眺

者
有
滚
然
瀉
出
若
揚
彭
蠡
之
狂
瀾
而
走
洞
庭
之
怒

濤
者
有
疾
馳
銳
下
若
鼓
函
谷
之
兵
於
戰
者
又
有
淸

妍
嫵
媚
若
立
西
子
而
爲
之
塗
抹
可
人
視
者
變
態
萬

狀
莫
可
究
而
溪
澗
隨
之
流
瀑
衝
繳
與
山
適
合
故
有

深
以
尋
仭
計
者
僅
有
以
丈
尺
盡
者
道
路
經
之
旣
險

且
阻
自
鹽
田
屯
抵
两
江
口
溪
澗
凡
六
每
春
夏
之
變

天
澤
頻
澍
則
澗
水
四
溢
汗
漫
汹
湧
出
者
入
者
與
騎

而
馳
者
徒
涉
者
咸
艱
焉
有
涉
而
濡
其
首
者
有
褰
裳

而
睨
者
有
立
馬
涯
側
而
徬
徨
四
顧
者
有
老
而
贏
稚

而
弱
延
旬
月
而
不
便
往
來
者
嵗
以
爲
常
也
予
家
君

用
蕃
公
目
擊
而
感
慨
之
乃
率
婿
彭
君
良
卿
姊
李
氏

及
先
兄
通
嫂
盛
氏
曁
小
姪
輩
相
繼
爲
之
募
工
伐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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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八

以
弭
厥
艱
險
阻
之
區
坦
然
如
砥
其
費
雖
微
其
利
甚

溥
惟
一
大
溪
每
歲
怒
濤
尤
盛
摧
折
古
木
混
流
而
下

其
爲
力
不
易
而
有
待
焉
此
則
予
之
責
也
因
記
之
以

爲
後
人
告

登
灜
橋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明

雷
　
震

郡

人

郎

中

橋
名
登
灜
葢
自
灌
邑
蔣
公
謙
登
永
樂
十
七
年
進
士

第
晝
錦
榮
歸
遂
名
其
橋
橋
在
邑
之
北
鄕
上
四
保
地

名
大
坊
晉
陵
蔣
氏
世
家
居
焉
路
通
西
北
有
溝
渠
水

發
源
於
南
常
因
春
漲
夏
澇
奔
騰
澎
湃
過
者
病
涉
昔

人
架
木
爲
橋
所
謂
徒
杠
成
者
是
已
奈
嵗
乆
屢
更
屢

廢
去
年
冬
蔣
進
士
後
裔
曰
存
量
曰
毅
曰
存
本
因
橋

不
堅
於
是
議
於
眾
曰
是
橋
之
建
因
吾
家
先
祖
登
第

而
得
名
雖
多
厯
年
所
而
橋
之
名
不
冺
若
甃
砌
以
石

而
爲
經
乆
之
計
則
前
人
建
橋
命
名
之
義
不
亦
彰
彰

乎
遂
各
捐
己
貲
卜
日
鳩
工
鑿
石
于
山
就
河
運
甓
揣

高
低
仭
溝
洫
物
土
方
以
石
圈
之
橋
之
上
覆
之
以
亭

第
木
石
工
鉅
非
一
力
所
能
爲
仍
化
鄕
之
達
士
隨
其

多
寡
而
助
之
砌
於
癸
丑
之
冬
十
一
月
成
於
宏
治
甲

寅
之
春
二
月
由
是
堅
固
乆
遠
往
過
來
續
如
履
坦
途

無
揭
衣
涉
水
之
勞
厥
功
可
謂
懋
矣
橋
成
之
後
一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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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九

郡
椽
蔣
稱
來
徵
予
文
以
記
之
予
惟
陰
德
之
積
以
濟

人
利
物
爲
先
顧
在
人
用
心
何
如
耳
昔
宋
郊
編
竹
渡

蟻
卽
獲
狀
元
之
報
今
以
石
爲
其
用
心
之
善
不
亦
遠

乎
其
利
濟
之
功
不
尤
大
乎
蔣
氏
之
先
旣
登
科
甲
以

食
陰
德
之
報
今
子
孫
崇
德
繼
志
俾
往
來
無
傾
溺
之

虞
行
見
天
心
祐
之
降
福
穰
穰
高
才
疾
足
出
而
題
柱

爲
卿
爲
相
以
輔
相
裁
成
於
天
地
間
者
將
埀
名
於
永

乆
矣
天
豈
負
善
哉
予
因
其
請
以
是
爲
記
仍
將
捨
貲

姓
氏
列
於
碑
陰
以
示
勸
善
之
意
云

復
興
橋
記

正

德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明

二

年

陳
昌
期

邑

令

夫
橋
梁
所
以
濟
險
阻
通
往
來
路
道
衝
要
不
可
一
日

廢
也
灌
去
城
西
南
十
里
許
有
溪
焉
拔
源
於
萬
山
間

春
夏
漲
溢
秋
冬
涸
凡
賢
勞
之
馳
驅
商
賈
之
貿
遷
置

郵
之
傳
遞
與
夫
邑
之
耕
者
薪
者
咸
于
兹
焉
取
道
舊

有
旣
久
而
圮
憧
憧
者
病
焉
予
蒞
政
两
月
掌
史
周
君

文
中
以
告
而
縣
帑
枵
然
莫
能
倚
辨
爰
各
捐
俸
以
爲

之
倡
於
是
致
政
驛
宰
萬
信
輩
鄕
之
耆
庻
岑
孔
銘
黃

仲
海
周
廷
全
王
秉
茂
王
秉
時
輩
出
貲
樂
捐
駢
首
繼

至
遂
募
良
工
掄
美
材
礱
堅
石
因
舊
址
而
新
之
拱
其

脊
而
狂
湍
遠
轟
豗
之
患
亭
其
背
而
風
雨
無
摧
壞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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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虞
凳
其
楹
而
行
人
有
憇
息
之
所
崇
一
丈
三
尺
廣
如

之
修
倍
於
廣
之
數
堅
縝
傑
麗
過
舊
遠
甚
復
會
其
財

之
餘
砌
小
橋
二
座
於
橋
之
東
往
來
者
若
履
平
陸
且

相
誇
詫
以
爲
不
多
見
也
經
始
於
乙
丑
十
一
月
丁
卯

二
月
役
成
周
君
文
中
請
記
於
予
曰
成
橋
梁
有
司
事

也
而
循
德
輩
乃
能
出
己
有
以
爲
助
不
可
使
其
湮
没

弗
宣
也
予
亦
以
其
措
心
之
可
嘉
宜
鐫
諸
石
表
諸
橋

俾
往
來
者
知
斯
橋
之
所
由
成
而
異
時
有
念
工
費
之

浩
者
必
亡
隳
也

鼎
建
思
柳
亭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
明

顧
　
璘

全

州

守

昔
唐
柳
氏
宗
元
謫
永
司
馬
篤
好
山
水
著
奇
文
傳
于

世
灌
固
永
屬
今
年
秋
予
以
平
賦
至
聞
有
柳
子
遺
跡

往
尋
弗
騐
不
敢
以
傅
會
於
戯
己
之
或
問
曰
子
厚
以

文
稱
世
其
所
樹
立
闕
於
前
乃
修
於
後
君
何
慕
焉
予

曰
否
君
子
居
是
邦
思
其
賢
者
效
之
此
尙
友
之
道
也

子
厚
之
治
民
於
永
無
所
見
觀
其
所
著
捕
蛇
說
惻
然

有
仁
者
之
心
厥
後
爲
柳
州
刺
史
果
多
惠
政
其
民
頌

德
至
今
洋
洋
不
已
非
賢
而
能
若
是
乎
璘
朴
蹇
寡
陋

不
足
以
進
于
文
負
罪
明
時
賜
之
大
郡
又
無
所
裨
於

其
下
雖
後
柳
公
百
倍
者
吾
猶
師
之
况
賢
者
乎
君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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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一

尙
行
匪
貴
言
也
學
宫
之
西
江
流
澄
滙
有
巖
穹
然
面

流
背
阜
而
後
隙
地
可
亭
乃
搆
數
椽
以
隴
取
其
勝
題

曰
思
柳
用
終
前
好
云
賛
成
守
禦
千
戸
劉
表
蘇
文
王

勝
引
予
至
其
地
者
教
諭
褟
鳯
章
也

重
修
馬
渡
橋
記

嘉

慶

癸

酉

代

邑

尹

杜

作

　
　
范
光
祺

古
者
雨
畢
除
道
水
涸
成
梁
火
之
初
見
期
於
司
里
則

道
路
橋
梁
以
時
修
繕
誠
有
司
之
職
而
無
容
委
諸
草

莽
者
也
方
今

聖
天
子
裁
成
天
地
之
化
輔
相
天
地
之
宜
凡
两
間
缺
陷
罔

不
命
有
司
補
之
猗
歟
休
哉
遵
王
之
道
蕩
蕩
平
平
矣

灌
之
爲
邑
僻
處
叢
山
中
所
在
多
發
源
之
水
故
徒
杠

輿
梁
較
他
邑
特
夥
而
最
爲
要
路
津
者
莫
若
馬
渡
橋

橋
距
縣
治
之
北
十
里
爲
驛
路
之
衝
往
來
者
時
絡
驛

而
水
之
暴
漲
奔
騰
亦
較
他
澗
溪
尤
甚
先
是
跨
河
爲

石
橋
中
作
一
拱
以
洩
水
勢
每
爲
洪
水
患
其
源
流
修

改
之
勤
疊
載
於
邑
志
嘉
慶
甲
子
春
怒
濤
衝
决
橋
於

是
大
壞
向
之
石
塊
俱
蕩
然
無
存
往
來
病
涉
者
已
十

載
于
茲
矣
辛
未
予
蒞
任
是
邑
初
過
其
地
卽
慨
然
有

修
舉
志
第
工
鉅
費
繁
非
率
爾
可
幾
越
二
年
癸
酉
政

理
暇
餘
乃
謀
諸
闔
邑
士
庻
僉
曰
善
予
因
捐
俸
爲
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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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二

又
慮
非
一
木
能
支
公
選
士
之
才
而
正
直
者
爲
首
事

持
疏
逼
募
得
白
金
以
两
計
共
一
千
九
百
有
奇
緣
拱

橋
易
决
難
修
酌
議
爲
平
橋
於
是
鳩
工
伐
石
取
大
且

堅
者
深
固
两
隄
並
甃
平
江
底
中
竪
以
柱
上
架
木
爲

梁
俾
水
勢
疏
通
不
得
爲
隄
患
北
隄
之
上
建
以
亭
其

柱
若
基
均
以
石
爲
之
而
征
人
獲
憩
息
所
南
岸
造
渡

屋
爲
守
視
者
居
餘
貲
並
置
義
田
租
以
給
其
食
意
以

洪
水
汜
溢
橋
不
能
通
則
以
渡
濟
之
經
始
於
春
三
月

越
冬
十
二
月
工
竣
經
營
規
制
洵
可
謂
一
勞
而
永
逸

矣
落
成
之
日
首
事
等
爲
予
頌
功
且
以
其
記
請
予
惟

斯
役
也
貲
輸
於
衆
則
功
固
在
於
衆
也
役
董
乎
首
士

則
功
又
在
於
首
事
也
外
此
工
効
其
技
傭
食
其
力
而

於
有
司
乎
何
有
予
用
是
滋
愧
雖
然
以
數
載
難
成
之

事
而
司
里
之
期
不
煩
倡
者
唱
于
和
者
唱
喁
不
數
月

適
竣
厥
成
使
予
得
陰
附
因
利
擇
勞
之
政
予
用
是
實

滋
幸
抑
非
徒
予
之
幸
也
昔
者
朱
郊
編
竹
渡
蟻
卽
獲

美
報
矧
茲
濟
人
利
物
其
功
之
鉅
何
如
其
報
之
豐
又

當
何
如
耶
灌
邑
風
氣
淸
淑
人
心
淳
厚
懷
仁
慕
義
若

是
樂
事
勸
功
若
是
行
見
題
柱
之
才
乘
駟
而
過
斯
橋

者
接
踵
而
興
予
又
將
爲
灌
幸
爰
因
請
而
樂
爲
之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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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三

請
明
教
法
以
端
士
習
而
儲
人
才
疏卿

祖
培

奏
爲
士
子
誦
習
宜
知
其
要
請
明
教
法
以
端
士
習
而
儲

人
才
仰
祈

聖
鑒
事
竊
維
我

朝
正
學
昌
明
六
經
四
書
奉

御
纂

欽
定
而
於
宋
儒
之
闡
發
朱
子
之
緒
論
尤

訓
示
諄
諄
以
端
士
子
趨
向

皇
上
仰
承

謨
烈
嘉
惠
士
林
有
加
無
已
所
以
爲
作
養
人
才
計
者
至
深
遠

矣
今
一
命
之
士
莫
不
受

二

語

括

盡

諸

弊

恩
深
厚
各
有
當
盡
之
職
乃
庸
碌
者
不
免
於
疲
玩
因
循
才

進

出

所

以

然

透

切

智
者
或
蹈
於
聰
明
誤
用
心
理
之
不
明
實
由
於
講
習

之
無
素
也
夫
教
民
之
法
莫
先
於
教
士
而
教
士
之
責

莫
重
於
學
臣
學
臣
操
取
士
之
權
爲
多
士
所
觀
型
教

法
之
得
失
在
於
取
舍
之
得
失
矣
竊
思

國
家
之
所
爲
以
經
藝
取
士
者
原
欲
其
講
求
經
書
大
義

以
體
騐
於
身
心
則
發
之
爲
文
可
以
騐
其
心
之
所
得

施
之
於
事
卽
以
行
其
心
之
所
安
今
士
之
亟
於
進
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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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四

者
但
知
文
章
可
掇
科
名
習
爲
揣
摩
形
似
之
言
點
綴

工
巧
之
語
按
之
實
義
少
能
發
明
淸
切
司
衡
者
偶
一

錄
取
無
知
者
轉
相
倣
效
其
弊
將
至
於
置
書
理
於
不

所

患

在

此

問
而
本
心
之
理
日
以
錮
蔽
應
物
處
事
任
其
氣
質
之

偏
習
俗
之
染
而
不
能
得
讀
書
明
理
之
益
則
有
才
而

適
以
滋
弊
若
專
取
淸
眞
雅
正
之
文
使
聰
明
特
出
之

作

用

在

此

吃

𦂳

實

心

行

才
皆
範
圍
於
聖
賢
經
術
之
中
研
求
義
理
之
精
微
而

改

非

苟

旦

隨

俗

可

比

制

義

中

有

許

大

作

用

何

可

本
心
之
理
益
明
化
其
氣
質
之
偏
克
其
己
私
之
累
循

□

視
天
理
之
自
然
不
爲
人
欲
所
陷
溺
庻
才
成
足
以
效
用

不
負
乎
經
義
取
土
之
意
伏
讀
乾
隆
四
年
十
月

上
諭
云
有
宋
周
程
張
朱
子
於
天
人
性
命
大
本
大
原
之
所
在

與
夫
功
用
節
目
之
詳
得
孔
孟
之
心
傳
而
於
理
欲
公

私
義
利
之
界
辨
之
至
明
循
之
則
爲
君
子
悖
之
則
爲

小
人
爲
國
家
者
由
之
則
治
失
之
則
亂
實
有
裨
於
化

民
成
俗
修
己
治
人
之
要
所
謂
入
聖
之
階
梯
求
道
之

塗
轍
學
者
精
察
而
力
行
之
則
藴
之
爲
德
行
學
皆
實

學
行
之
爲
事
業
治
皆
實
功
此
宋
儒
之
書
所
以
有
功

後
學
不
可
不
講
明
而
切
究
之
也
今
之
說
經
者
間
或

援
引
漢
唐
箋
疏
之
說
夫
典
章
制
度
漢
唐
諸
儒
有
所

傳
述
考
據
固
不
可
廢
而
經
術
之
精
微
必
得
宋
儒
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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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十

五

考
而
闡
發
之
然
後
聖
人
之
微
言
大
義
如
揭
日
月
而

行
也
學
者
正
當
持
擇
審
處
存
誠
去
僞
毋
蹈
循
外
騖

名
之
陋
習
崇
正
學
則
可
以
得
醇
儒
正
人
心
厚
風
俗

培
養
國
家
之
元
氣
所
係
綦
重
非
特
口
耳
之
勤
近
功

小
補
之
術
也
等
因
欽
此

臣

又
伏
讀

御
纂
朱
子
全
書

御
製
序
文
冠
諸
篇
首

頒
發
海
內
以
爲
讀
書
明
理
根
本
誠
以
宋
儒
闡
發
前
人
之
秘

而
朱
子
集
其
成
故
其
爲
書
也
無
不
備
觀
其
開
首
數

卷
所
諭
爲
學
之
方
最
切
初
學
用
功
並
推
闡
持
敬
主

一
無
適
之
說
委
曲
詳
盡
悉
心
潛
玩
令
人
曉
然
於
天

理
之
必
當
循
性
分
之
不
容
𧇊
雖
其
說
具
見
於
經
書

而
經
書
要
義
因
闡
發
而
益
著
宛
示
學
者
以
顯
而
易

明
約
而
可
守
但
向
來
學
臣
按
試
少
有
以
其
書
眞
切

指
示
鄕
曲
之
士
終
身
或
不
得
一
見
爲
此
特
懇

聖
恩
勅
下
各
省
學
政
可
將
此
書
認
眞
化
導
諸
生
舉
其
要

義
往
復
申
論
或
時
至
書
院
與
院
長
共
相
懋
勉
或
督

令
各
學
教
官
廣
爲
訓
廸
不
必
明
設
科
條
以
飾
觀
聽

務
使
大
公
之
理
衆
著
於
人
心
饜
飫
優
遊
有
所
自
得

由
是
以
叅
觀
宋
儒
之
傳
述
上
溯
經
書
之
閫
奥
以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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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六

餘
事
文
章
應
試
必
能
代
聖
賢
立
言
發
揮
經
書
之
精

正

木

淸

源

上

行

下

效

所

謂

義
在
學
臣
取
士
平
日
旣
以
身
範
自
端
嚴
義
利
之
辨

以

身

教

者

從

以

言

教

者

訟

也

非

身

体

力

行

亦

而
與
多
士
講
之
有
素
及
臨
試
時
又
能
因
其
文
以
取

不

能

有

此

巨

眼

卓

識

眞
才
趨
向
旣
正
隨
所
造
就
必
不
至
於
誤
用
聰
明
而

推

廣

言

之

絜

矩

以

平

天

下

之

道

國
家
培
養
元
氣
一
鄕
一
邑
之
中
得
一
二
讀
書
明
理
之

士
以
薰
德
而
善
良
則
淳
樸
成
風
宇
宙
之
內
莫
非
太

和
之
所
翔
洽
矣

設
法
嚴
拿
竊
盗
以
安
良
善
疏
　
卿
祖
培

奏
爲
設
法
嚴
拿
竊
盗
以
安
良
善
仰
祈

聖
鑒
事
竊
見
近
日
盗
賊
肆
行
卽
如
南
橫
街
一
案
近
在

輦
轂
之
下
敢
於
持
刀
嚇
禁
事
主
實
屬
月
無
法
紀
又
聞

涿
州
一
帶
禁
止
夜
行
以
通
衢
大
道
不
思
戢
盗
之
方

徒
以
夜
行
爲
禁
反
添
行
路
之
累
其
餘
鄕
僻
小
村
人

單
户
少
之
處
搶
刼
諒
復
不
少
竊
思
欲
安
善
良
首
嚴

盗
賊
而
緝
捕
之
方
尤
有
其
要

臣

請
一
一
陳
之

一
曰
嚴
兵
役
也
查
各
州
縣
額
設
捕
快
以
及
塘
汛
堆
卡

俱
有
捕
盗
之
責
而
豢
賊
自
肥
者
亦
多
係
此
輩
每
遇

查
拿
不
過
以
一
二
鼠
竊
或
未
經
給
錢
之
人
攩
塞
了

事
而
眞
盗
則
始
終
包
庇
非
本
官
十
分
嚴
𦂳
加
以
重

賞
不
肯
輕
易
拿
出
甚
至
名
爲
兵
役
而
本
身
卽
爲
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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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七

賊
則
更
無
從
查
詰
此
種
錮
蔽
間
亦
不
免
故
必
嚴
禁

兵
役
賞
罰
分
明
而
後
盗
可
戢
也

一
曰
嚴
警
跡
也
查
例
載
盗
賊
曾
經
刺
字
者
發
原
籍
收

充
警
跡
該
徒
者
役
滿
充
警
該
流
者
於
流
所
充
警
又

查
定
例
刺
字
竊
犯
有
能
捕
獲
強
盗
三
名
竊
盗
五
名

者
不
拘
年
限
卽
與
除
籍
起
字
等
語
葢
以
此
輩
曾
爲

盗
賊
必
能
知
盗
踪
跡
使
充
廵
警
之
役
而
收
以
盗
捕

盗
之
效
此
緝
捕
之
良
法
也
乃
近
來
刺
字
之
犯
解
赴

各
處
並
不
見
有
收
充
警
跡
之
事
往
往
漫
無
稽
查
任

聽
潛
逃
仍
爲
盗
賊
者
不
一
而
足
若
能
嚴
查
警
跡
使

之
捕
賊
自
效
旣
開
其
白
新
之
路
而
於
緝
捕
必
更
得

力
矣

一
曰
嚴
窩
家
也
窩
家
招
致
外
來
匪
類
坐
地
分
贜
語
云

遠
賊
必
有
熟
脚
此
等
積
窩
平
時
亦
與
齊
民
無
别
鄕

里
鄰
右
多
因
事
無
實
跡
不
敢
輕
爲
舉
首
但
以
有
面

生
可
疑
之
人
出
入
其
家
卽
應
查
訪
若
一
窩
旣
破
則

盗
賊
之
蹤
跡
不
難
盡
獲
矣

以
上
數
條
皆
係
捕
盗
之
成
法
而
實
力
奉
行
者
絶
少
應

請

旨
勅
下
各
省
地
方
官
務
須
嚴
兵
役
以
除
包
庇
之
弊
嚴
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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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八

跡
以
收
躧
線
之
益
嚴
窩
家
以
杜
藏
匿
之
根
庻
幾
盗

案
易
破
盗
風
自
息
而
良
善
悉
安
矣

臣

愚
昧
之
見
未

知
當
否
爲
此
繕
摺
具
　
奏
伏
祈

皇
上
睿
鑒
謹
　
奏
嘉
慶
二
十
二
年
二
月
十
八
日
奉

上
諭
御
史
卿
祖
培
奏
請
嚴
禁
竊
盗
並
禁
止
賭
博
各
一
摺
弭

盗
之
方
全
在
平
日
稽
察
嚴
宻
自
然
宵
小
歛
戢
該
御

史
摺
內
稱
涿
州
一
帶
現
在
禁
止
夜
行
該
處
地
當
孔

道
行
旅
往
來
豈
可
任
聽
捕
務
懈
弛
轉
嚴
夜
禁
著
直

隷
總
督
順
天
府
嚴
飭
地
方
官
認
眞
緝
捕
如
有
兵
役

包
庇
窩
家
隱
留
情
弊
立
卽
嚴
拿
懲
辦
共
徒
流
各
犯

並
着
查
明
定
例
遵
行
勿
任
潛
逃
再
犯
以
靖
奸
宄
至

賭
博
爲
盗
竊
之
源
乆
干
例
禁
官
員
衙
署
尤
當
杜
絶

澆
風
併
着
一
體
申
禁
有
犯
必
懲
勿
稍
姑
息
欽
此

奏
除
採
買
積
弊
疏
　
　
　
　
　
卿
祖
培

邑

太

常

寺

內
閣
侍
讀
學
士

臣

鄕
祖
培
跪
　
奏
爲
採
買
倉
穀
請

遵
照
定
例
明
示
禁
令
以
除
積
弊
而
裕
民
生
仰
祈

聖
鑒
事
竊
查
定
例
如
有
採
買
常
平
倉
平
糶
及
動
缺
穀
石

如
附
近
水
次
舟
楫
可
通
地
方
卽
於
鄰
境
採
買
其
不

通
水
路
者
准
其
在
本
地
採
買
仍
將
何
處
穀
賤
應
行

採
買
地
方
先
期
報
部
備
查
該
督
撫
飭
屬
公
平
採
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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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九

倘
有
短
發
價
値
及
勒
派
折
收
等
弊
一
經
發
覺
惟
督

撫
是
問
推
原
例
意
惟
恐
以
本
地
則
勢
易
勒
交
鄰
境

則
勢
難
短
價
卽
不
通
水
路
准
在
本
地
採
買
者
亦
必

一
律
公
平
立
法
誠
爲
盡
善
乃
日
乆
弊
生
各
州
縣
竟

有
藉
爲
利
藪
者

臣

謹
將
其
弊
爲
我

皇
上
敬
陳
之
採
買
倉
穀
向
例
各
屬
造
具
按
日
採
買
價
値

淸
册
該
管
上
司
加
結
申
送
督
撫
保
題
不
准
稍
有
浮

冐
原
因
價
不
能
一
轍
故
令
按
日
造
報
而
州
縣
以
小

民
未
知
部
價
上
司
又
不
曉
示
遂
僅
發
銀
三
錢
或
五

錢
勒
交
穀
一
石
小
民
受
其
苛
派
無
從
申
辨
其
弊
一

也
倉
穀
動
缺
州
縣
原
將
數
目
多
少
詳
報
上
司
而
不

將
數
目
明
示
百
姓
或
應
買
一
千
石
而
浮
買
數
千
石

小
民
不
知
數
目
多
少
因
官
吏
勒
派
畏
勢
交
納
官
吏

卽
以
所
浮
買
者
折
價
入
已
上
司
亦
無
從
稽
察
其
弊

二
也
買
補
倉
穀
自
應
將
原
定
年
限
曉
示
俾
有
遵
循

乃
州
縣
匿
不
使
知
竟
有
連
年
採
買
藉
以
肥
己
而
於

上
司
前
則
設
法
詳
請
展
限
小
民
遂
逐
年
遭
其
勒
派

其
弊
三
也
採
買
應
赴
鄰
封
而
近
日
州
縣
並
不
聞
有

買
自
鄰
封
者
豈
無
一
水
路
可
通
之
地
蓋
以
買
自
鄰

封
無
由
獲
利
往
往
揑
稱
本
地
豐
收
可
以
就
近
採
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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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等
情
詳
請
上
司
而
上
司
又
不
計
虛
實
率
行
批
准
甚

而
州
縣
串
通
不
安
本
分
鄕
紳
魚
肉
百
姓
並
有
賄
通

撫
藩
書
吏
蒙
混
批
准
者
州
縣
旣
得
向
本
地
採
買
遂

按
各
家
田
産
多
寡
短
價
派
買
倘
不
肯
承
領
卽
鎻
押

羈
禁
且
有
將
生
監
抗
違
採
買
詳
革
者
夫
旣
公
平
採

買
則
願
者
買
之
何
有
抗
違
之
事
乃
各
上
司
又
皆
袒

護
屬
員
竟
將
生
監
褫
革
鎻
押
而
小
民
之
受
苦
更
不

可
問
矣
其
弊
四
也
以
現
銀
買
現
穀
民
間
無
不
樂
從

乃
州
縣
先
期
傳
集
殷
實
百
姓
發
結
銀
两
不
及
時
價

之
半
勒
冩
領
狀
百
姓
或
以
價
缺
未
交
州
縣
卽
以
領

銀
欠
穀
爲
詞
槪
加
追
比
小
民
已
不
勝
苦
累
及
納
穀

之
時
數
十
百
里
肩
挑
背
負
及
運
至
倉
書
吏
等
又
多

索
費
用
雖
極
乾
圓
潔
淨
亦
故
意
挑
斥
刁
掯
有
十
日

半
月
不
能
交
納
者
小
民
守
侯
需
時
麋
費
失
業
已
屬

可
憫
或
遇
霖
雨
則
未
收
之
穀
露
積
受
濕
又
押
令
換

易
百
姓
苦
無
所
訴
只
得
破
産
出
貲
以
省
延
累
及
其

收
穀
又
不
止
淋
尖
踢
斛
並
多
斛
外
抛
洒
以
供
倉
中

斗
級
等
之
肆
攫
不
准
小
民
拾
囘
夥
粒
稍
不
滿
意
卽

爲
掛
欠
令
其
補
納
大
約
完
穀
一
石
其
耗
費
已
需
至

數
石
矣
小
民
畏
納
穀
之
難
情
願
折
價
較
原
發
之
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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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一

加
增
數
倍
及
至
應
行
出
陳
易
新
靑
黃
不
接
之
時
適

値
穀
價
昂
貴
官
吏
又
通
同
漁
利
與
商
販
牙
行
私
行

交
易
竟
不
稍
爲
减
價
以
便
貧
民
其
弊
五
也
百
姓
亦

欲
控
告
上
司
或
以
艱
於
路
費
或
畏
官
吏
借
他
事
傾

陷
卽
有
憤
激
上
控
而
上
司
又
止
批
發
本
府
本
縣
查

訊
本
府
本
縣
自
相
廻
護
將
原
告
禁
押
折
磨
其
苦
又

甚
於
納
穀
之
破
家
使
小
民
箝
口
結
舌
此
後
不
敢
再

有
伸
訴
以
遂
其
婪
派
之
私
其
弊
六
也
種
種
朘
削
總

以
供
上
司
之
苞
苴
肥
私
家
之
囊
槖
而
於
倉
儲
虧
短

毫
無
裨
益
民
生
之
凋
困
益
甚
殊
非
所
以
仰
體

皇
上
設
官
爲
民
惠
養
黎
元
之
至
意
應
請

旨
敕
下
各
督
撫
嗣
後
遇
有
應
行
採
買
之
時
務
須
遵
照

定
例
凡
可
通
水
路
地
方
袛
准
鄰
封
採
買
不
得
以
州

縣
就
近
爲
詞
違
例
濫
准
其
應
向
本
地
採
買
者
當
將

應
買
穀
數
若
干
分
作
幾
年
買
足
每
年
買
穀
若
干
於

何
年
爲
止
其
銀
數
謹
依
時
價
若
干
明
出
告
示
徧
諭

鄕
村
如
有
不
貼
督
撫
告
示
濫
行
採
買
及
雖
貼
告
示

不
將
穀
數
銀
數
及
年
限
詳
列
者
准
百
姓
指
控
督
撫

卽
行
叅
奏
如
上
司
扶
同
狥
隱
反
將
告
示
拆
磨
發
覺

時
照
例
將
該
督
撫
一
並
治
以
應
得
之
咎
倘
有
浮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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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二

勒
折
等
弊
亦
照
正
賦
例
嚴
懲
其
發
銀
時
當
給
以
卽

單
單
內
開
明
某
縣
共
買
穀
若
干
本
年
買
穀
若
干
每

石
銀
數
若
干
某
户
實
給
銀
數
若
干
買
穀
若
干
明
出

告
示
以
與
納
户
執
照
發
單
亦
明
元
書
吏
不
准
更
索

單
費
務
於
本
日
銀
穀
两
交
不
准
先
期
勒
派
如
是
則

積
弊
可
除
民
困
可
蘇
矣

臣

爲
採
買
苛
派
閭
閻
受
累

實
甚
爲
此
恭
摺
具
奏
伏
祈

皇
上
聖
鑒
謹
　
奏

道
光
元
年
正
月
二
十
一
日
內
閣
奉

上
諭
卿
祖
培
奏
請
除
採
買
倉
穀
積
弊
一
摺
各
省
常
平
倉

平
糶
及
動
缺
穀
石
應
於
豐
收
之
年
分
别
鄰
境
本
地

乘
時
採
買
嚴
禁
短
價
勒
派
折
收
等
弊
立
法
本
極
周

備
今
如
卿
祖
培
所
奏
各
省
竟
有
短
發
價
値
浮
買
折

價
設
法
展
限
甚
至
將
不
肯
承
買
之
人
鎖
押
羈
禁
交

倉
之
時
又
復
任
意
挑
斥
上
司
廻
護
屬
員
至
小
民
不

敢
伸
訴
等
弊
自
應
申
明
舊
例
嚴
行
禁
絶
着
通
諭
各

省
督
撫
遇
有
應
行
採
買
之
時
附
近
水
次
各
州
縣
止

准
鄰
對
採
買
其
由
本
地
採
買
者
將
應
買
穀
數
及
年

限
時
價
明
示
曉
諭
如
有
浮
收
勒
折
等
弊
該
督
撫
卽

行
叅
奏
按
例
嚴
辦
毋
得
扶
同
狥
隱
以
杜
苛
派
而
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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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三

民
生
欽
此

滑
嶺
巖
記

明

正

統

三

年

戊

午

　
　
　
　
蔣
　
謙

邑

進

士

海
外
名
神
山
者
三
曰
蓬
萊
瀛
洲
方
丈
皆
神
仙
棲
遲

所
也
是
知
神
之
所
托
必
於
名
勝
則
凡
山
之
秀
谷
之

幽
皆
有
神
司
之
族
西
三
里
許
大
蓮
塘
有
山
曰
滑
嶺

上
三
峯
突
起
若
筆
格
然
故
又
名
筆
架
山
峻
嶺
在
其

南
大
江
環
其
北
此
獨
巍
然
秀
麗
形
勢
逈
殊
每
逢
天

旱
霧
出
卽
雨
余
幼
時
見
而
異
之
及
致
政
歸
習
見
如

故
喟
然
曰
是
雨
也
必
由
該
山
而
起
藉
非
有
司
之
者

何
疊
次
沛
然
下
也
因
偕
二
三
知
己
尋
覧
其
間
則
山

下
一
深
巖
也
巖
之
中
空
洞
幽
邃
怪
石
参
差
扣
之
有

鐘
磬
聲
乃
恍
然
於
旱
之
霧
出
而
卽
雨
者
神
爲
之
也

易
曰
雷
出
地
奮
得
毋
是
耶
歸
與
族
人
謀
爰
命
匠
鳩

工
建
　
靑
華
雷
祖
像
於
其
內
從
此
祈
禱
響
應
匪
徒

吾
族
是
賴
而
四
境
亦
咸
沾
沛
澤
焉
是
爲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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