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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粤

在

成

周

初

經

洛

邑

作

誥

曰

自

服

于

土

中

周

起

豐

鎬

肇

九

州

職

方

所

隷

不

克

盡

禹

貢

梁

州

揚

州

之

舊

境

規

度

偪

陝

故

以

洛

邑

為

天

中

據

當

日

版

章

言

之

也

洪

維

聖

朝

光

宅

區

㝢

聲

暨

文

敷

東

起

長

白

包

肅

慎

外

境

屯

牧

相

望

西

達

於

天

山

月

竁

東

南

跨

漲

海

闢

曠

古

未

闢

之

版

圖

度

經

緯

測

廣

輪

維

京

師

實

為

四

方

之

中

周

官

稱

天

地

之

所

合

四

時

之

所

交

風

雨

之

所

會

隂

陽

之

所

和

維

今

京

師

克

臻

其

盛

建

極

以

馭

八

埏

若

辰

樞

之

運

乎

中

央

而

二

十

八

舍

十

二

分

野

俱

為

之

環

拱

也

禕

歟

盛

哉

曩

時

秀

水

朱

檢

討

嘗

述

日

下

舊

聞

徵

引

該

博

仰

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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睿

鑒

命

儒

臣

重

為

考

正

條

例

之

精

制

度

之

備

辨

証

之

確

而

覈

古

今

地

理

書

胥

莫

出

其

範

圍

矣

仁

和

吴

君

太

初

久

客

都

下

雅

才

洽

聞

公

卿

士

大

夫

爭

招

致

讎

校

蓺

文

益

充

拓

其

識

博

觀

而

約

取

以

身

所

涉

歴

融

洽

前

言

編

纂

成

書

題

曰

宸

垣

識

畧

其

叙

載

必

有

依

据

語

尚

雅

馴

見

者

嘉

其

用

心

之

宻

而

君

頋

嗛

然

曰

此

書

祇

以

備

游

覽

之

資

而

已

夫

游

覽

之

書

亦

豈

綴

學

所

能

為

哉

逰

山

必

喬

嶽

觀

水

必

滄

瀛

而

觀

星

者

必

於

辰

極

四

方

所

仰

止

必

于

邦

畿

民

止

之

區

崇

規

大

起

樂

利

延

庥

未

易

得

其

崖

畧

也

然

前

人

撰

著

若

洛

陽

名

園

記

長

安

可

游

記

識

載

至

纎

悉

矣

考

証

者

猶

有

所

取

資

矧

吴

君

沭

浴

雅

化

親

見

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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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

流

傳

及

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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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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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
俱

得

望

光

耀

之

逡

躔

戴

景

承

暉

以

伸

其

莫

不

尊

親

之

慕

是

豈

特

為

操

觚
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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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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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序太
初
氏
客
京
師
十
餘
載
以
著
述
自
娛
屢
爲
縉
紳
先
生
讎

校
秘
册
輙
採
錄
藏
于
箧
衍
曰
天
㕑
雜
嚼
大
而
典
章
經
術

細
而
名
物
象
數
靡
不
賅
備
積
帙
盈
尺
未
暇
編
次
也
又
留

心
掌
故
卽
經
一
坊
巷
一
梵
刹
亦
必
詢
其
所
自
將
擬
爲
帝

京
景
物
長
安
可
游
之
續
會
有

詔
修
朱
氏
日
下
舊
聞
爲
日
下
舊
聞
考
書
成
得
讀
之
乃
綜

括
其
大
綱
參
之
以
所
掇
拾
上
自
宫
府
下
迄
郊
坰
爲
宸
垣

識
畧
十
六
卷
客
有
議
者
曰
京
師
自
遼
金
元
明
以
至
我

朝
營
都
建
域
至
宏
且
鉅
形
勢
之
正
氣
運
之
隆
亘
古
莫
儷

朱
氏
旣
薈
其
全
今

欽
定
本
復
徵
其
實
美
矣
備
矣
固
賓
問
之
所
不
能
窮
亦
廣

輪
之
所
未
易
括
也
太
初
氏
以
抄
撮
之
力
攬
片
羽
于
吉
光

拾
童
蒙
之
香
草
不
已
隘
乎
余
曰
不
然
凡
書
取
其
博
且
大

者
而
已
足
矣
地
志
則
瑣
言
綴
說
皆
識
小
之
助
也
秀
水
之

輯
舊
聞
搜
羣
籍
至
千
餘
家
而
猶
以
未
見
元
建
都
記
蕭
詢

故
宫
遺
錄
爲
憾
事
其
明
徵
矣
舊
聞
考
爲

朝
廷
著
作
卷
帙
宏
富
鏤
版
祕
館
非
窮
陬
僻
壤
謏
聞
淺
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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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所
能
先
覩
而
太
初
是
編
譬
之
挹
涓
滴
于
東
瀛
分
尺
塊
于

嵩
岱
雖
未
盡
窮
其
源
升
其
巓
而
海
嶽
之
全
體
則
已
具
矣

而
又
何
歉
焉
且
其
紀
述
　
大
內
宫
苑
則
宫
殿
考
掖
庭
記

禁
扁
之
屬
也
其
臚
列
城
市
條
析
坊
巷
則
長
安
志
衚
衕
志

之
屬
也
其
雜
載
寺
院
則
名
山
志
伽
藍
記
之
屬
也
其
援
据

典
禮
則
會
典
通
禮
之
屬
也
其
間
徵
軼
事
雜
錄
歌
詩
則
風

俗
記
游
覽
志
之
屬
也
其
畧
附
圖
說
則
又
圖
經
圖
志
之
例

也
晉
人
將
有
事
于
河
必
先
有
事
于
惡
池
齊
人
將
有
事
于

泰
山
必
先
有
事
于
配
林
請
以
是
編
爲
舊
聞
考
之
惡
池
配

林
也
可
客
曰
善
遂
書
以
爲
序
戊
申
涂
月
秋
室
余
集
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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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宸
垣
識
畧
例
言

一
是
書
依
據

欽
定
日
下
舊
聞
考
朱
氏
日
下
舊
聞
編
輯
二
書
賅
載
順
天

全
屬
卷
帙
浩
繁
兹
自
　
宫
苑
以
迄
郊
坰
採
掇
大
綱

事
詳
語
畧
凡
十
六
卷
倣
巾
箱
本
以
便
行
篋

一
三
朝

御
製
碑
文
暨

皇
上
御
製
題
咏
舊
聞
考
敬
謹
詳
載
而

聖
𧁑

天
葩
昭
垂
海
寓
久
爲
士
林
所
誦
法
兹
局
于
篇
帙
恭
就
已

勒
石
者
敬
識
其
目
云

一
郊
壇
　
　
太
廟
　
三
殿
等
謹
據
會
典
詳
錄
其

特
行
曠
典
如
千
叟
宴
九
老
圖
辟
雍
四
庫
全
書
恭
識
于
按

語
用
彰
　
本
朝
典
章
制
度
之
隆

一
城
市
敘
次
朱
氏
據
明
代
五
城
編
列
坊
巷
尚
屬
整
齊

舊
聞
考
據
　
本
朝
定
制
合
內
外
城
通
編
五
城
則
犬

牙
參
錯
于
游
覽
之
例
未
符
今
內
城
據
八
旗
居
址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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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二

八
段
外
城
分
四
段
俱
繪
圖
于
首
庶
展
卷
瞭
然

一
是
編
爲
游
覽
而
設
故
官
署
依
朱
氏
原
書
散
入
城
市

中
　
禁
苑
則
依
舊
聞
考
另
爲
一
卷
尊

皇
居
也
而
苑
名
仍
于
郊
坰
道
里
列
之

一
內
城
王
侯
甲
第
前
考
未
載
兹
錄
親
王
以
至
貝
子
皆

從
始
封
之
爵
其
貝
勒
貝
子
向
無
封
號
凡
初
封
有
諡

者
書
諡
無
諡
者
冠
以
本
藩
之
號
以
别
支
派
間
有
謚

號
俱
無
則
謹
書
其
諱
罪
廢
無
襲
者
畧
焉

一
八
旗
公
侯
　
賜
第
承
襲
更
換
不
能
遍
考
先
就
所
知

書
之
凡
承
襲
者
書
爵
現
膺
　
錫
命
者
兼
書
銜
餘
俟

訪
明
補
後

一
京
宦
　
賜
廬
邸
寓
更
易
無
常
槪
從
其
畧
間
有
地
已

易
主
而
當
年

宸
翰
猶
懸
屋
已
傾
廢
而
前
人
題
咏
可
考
錄
之
以
識
一
時

鴻
雪
若
坊
巷
無
稽
其
名
雅
而
事
資
吟
助
者
亦
採
錄

于
識
餘
焉

一
外
城
各
省
會
館
近
年
創
建
日
繁
此
正
邦
畿
民
止
于

以
壯
　
皇
都
敦
梓
誼
意
良
厚
焉
彙
錄
卷
末
庶
征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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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戾
止
不
迷
于
所
往

一
寺
觀
存
廢
以
舊
聞
考
爲
主
其
紀
載
詳
畧
合
二
書
而

增
損
之
或
爲
游
歴
所
經
或
見
前
人
題
咏
可
以
補
入

者
亦
統
載
焉

一
詩
詞
題
咏
朱
氏
祇
載
前
人
兹
兼
採
　
本
朝
名
家
惟

以
賦
體
入
選
惜
謭
陋
寡
交
捜
羅
未
廣
閲
者
諒
之

一
繪
圖
悉
有
藍
本
因
篇
幅
狹
小
省
胡
同
二
字
祇
書
某

名
某
條
郊
坰
詳
順
天
志
圖
以
非
所
重
故
畧
之

一
每
事
首
行
頂
格
次
行
低
一
格
以
分
眉
目
一
事
數
條

者
低
一
格
另
行
古
蹟
已
廢
者
于
低
格
上
加
圈
别
之

又
詩
詞
按
語
俱
低
二
格
舊
聞
書
原
按
補
遺
書
補
按

舊
聞
考
書
考
按
問
有
愚
見
則
書
某
按
附
後

例
言
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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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宸
垣
識
畧
目
錄

卷
一天

文
　
形
勢
　
水
利
　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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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
一

卷
二大

內
　

圖

一

卷
三皇

城
一

　

圖

一

卷
四皇

城
二

卷
五內

城
一

　

東

南

　

總

圖

一

分

圖

二

　

　

東

中

南

卷
六內

城
二

　

東

中

北

　

分

圖

二

　

　

東

北

卷
七內

城
三

　

西

南

　

分

圖

二

　

　

西

中

南

卷
八內

城
四

　

西

中

北

　

分

圖

二

　

　

西

北

卷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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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外
城

一

　

東

　

總

圖

一

分

圖

二

卷
十外

城
二

　

西

　

分

圖

二

卷
十
一

苑
囿
　

西

山

圖

一

卷
十
二

郊
坰

一

卷
十
三

郊
坰

二

卷
十
四

郊
坰

三

卷
十
五

郊
坰

四

卷
十
六

識
餘

目
錄
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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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宸
垣
識
畧
卷
一

仁
和
吳
長
元
太
初
氏
輯

天
文

京
師
北
極
高
三
十
九
度
五
十
五
分
夏
至
晝
冬
至
夜
五
十

九
刻
五
分
冬
至
晝
夏
至
夜
三
十
六
刻
十
分
節
氣
時
刻

依
中
星
推
算

北
斗
七
星
是
謂
帝
車
運
乎
中
央
而
臨
制
四
方
六
曰
開
陽

亦
曰
應
星
主
木
主
燕

劉
向
言
地
分
燕
地
箕
尾
之
分
野
也
自
危
四
度
至
斗
六
度

謂
之
析
木
之
次
燕
之
分
也

尾
箕
星
曰
析
木
宫
曰
人
馬
時
曰
寅
州
曰
幽

析
木
之
津
劉
炫
謂
是
天
漢
卽
天
河
也
在
箕
斗
二
星
之
間

箕
在
東
方
木
位
斗
在
北
方
水
位
分
析
水
木
以
箕
星
爲

隔
隔
河
須
津
梁
以
渡
故
謂
此
次
爲
析
木
之
津
也

星
度
分
野
十
二
次
東
西
南
北
相
反
者
四
疑
似
者
七
所
可

據
者
其
惟
析
木
乎
其
宿
尾
箕
亦
艮
之
維
燕
可
以
言
東

北
也

辰
星
主
幽
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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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
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二

燕
齊
之
疆
候
辰
星
占
虛
危

玉
衡
第
八
星
主
幽
州
常
以
五
寅
日
候
之

景
星
見
箕
尾
而
慕
容
德
復
燕
此
分
野
之
騐
也

長
元
按
星
土
之
文
見
于
周
禮
雜
出
于
內
外
傳
諸
書

其
說
茫
昧
不
可
究
窮
　
本
朝
所
用
西
歴
事
測
北
極

高
度
偏
度
以
推
晝
夜
長
短
節
氣
早
遲
其
分
野
占
候

斥
而
不
講
今
謹
錄

京
師
北
極
高
度
于
首
而
舊
聞
所
引
各
書
星
土
之
文
撮

舉
大
畧
以
資
數
典
而
已

形
勝

燕
亦
勃
碣
之
間
一
都
會
也
南
通
齊
趙
東
北
邊
上
谷
至
遼

東
北
隣
烏
桓
夫
餘
東
綰
穢
貉
朝
鮮
眞
番
之
利

冀
都
山
脉
從
雲
中
發
來
前
則
黃
河
環
繞
泰
山
聳
左
爲
龍

華
山
聳
右
爲
虎
嵩
爲
前
案
淮
南
諸
山
爲
第
二
重
案
江

南
五
嶺
諸
山
爲
第
三
重
案
故
古
今
建
都
之
地
莫
過
于

冀
所
謂
無
風
以
散
之
有
水
以
界
之
也

范
鎭
之
賦
幽
州
也
曰
繩
直
砥
平
形
勝
爽
塏
木
華
黎
之
傳

幽
燕
也
曰
虎
踞
龍
盤
形
勢
雄
偉
以
今
考
之
是
邦
之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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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三

左
環
滄
海
右
擁
太
行
北
枕
居
庸
南
襟
河
濟
形
勝
甲
于

天
下
誠
天
府
之
國
也
究
其
沿
革
唐
虞
則
爲
幽
都
夏
殷

皆
入
于
冀
地
周
封
堯
後
于
薊
封
召
公
于
燕
正
此
地
也

厥
後
漢
曰
廣
陽
晉
曰
范
陽
宋
曰
燕
山
元
曰
大
興
明
初

謂
之
北
平
而
爲
燕
府
龍
潛
之
地
尋
建
爲
北
京
而
謂
之

順
天
焉

太
行
自
西
來
演
迤
而
北
緜
亘
魏
晉
燕
趙
之
境
東
極
于
醫

巫
閭
重
岡
叠
阜
擁
護
而
圍
繞
之
不
知
其
幾
千
里
也
其

東
則
汪
洋
大
海
稍
北
乃
古
碣
石
稍
南
則
九
河
故
道
浴

日
月
而
浸
乾
坤
所
以
界
之
者
又
如
此
其
直
截
而
廣
大

也
况
居
直
北
之
地
上
應
天
垣
之
紫
微
其
對
面
之
案
以

地
度
之
則
泰
岱
萬
山
之
宗
正
當
其
前
夫
天
之
象
以
北

爲
極
則
地
之
勢
亦
當
以
北
爲
極
易
曰
艮
者
東
北
之
卦

也
萬
物
之
所
成
終
而
成
始
也
離
萬
物
皆
相
見
南
方
之

卦
也
聖
人
南
面
而
聽
天
下
嚮
明
而
治
孔
子
曰
爲
政
以

德
譬
如
北
辰
居
其
所
而
衆
星
共
之
今
之
京
師
居
乎
艮

位
成
始
成
終
之
地
介
乎
震
坎
之
間
出
乎
震
而
勞
乎
坎

以
受
萬
物
之
所
歸
體
乎
北
極
之
尊
嚮
乎
離
明
之
光
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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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萬
物
之
廣
億
兆
之
多
莫
不
面
焉
以
相
見
則
凡
舟
車
所

至
人
力
所
通
者
莫
不
在
照
臨
之
下
自
古
建
都
之
地
上

得
天
時
下
得
地
勢
中
得
人
心
未
有
過
於
此
者
也

北
京
靑
龍
水
爲
白
河
出
宻
雲
南
流
至
通
州
城
白
虎
水
爲

玉
河
出
玉
泉
山
經
大
內
出
都
城
注
通
惠
河
與
白
河
合

朱
雀
水
爲
盧
溝
河
出
大
同
桑
乾
入
宛
平
界
元
武
水
爲

濕
餘
高
梁
黃
花
鎭
川
榆
河
俱
繞
　
京
師
之
北
而
東
與

白
河
合

西
山
神
京
右
臂
太
行
山
第
八
徑
圖
經
亦
名
小
淸
凉
也

太
行
首
于
三
危
伏
于
河
折
北
而
尊
爲
恒
山
支
巒
複
岡
畢

赴
于
燕
秩
秩
然
復
纚
屬
以
東
數
十
百
里
入
于
海
上
土

人
以
其
西
來
號
曰
西
山

長
元
按
此
海
上
指
城
西
海
淀

西
山
內
接
太
行
外
屬
諸
邊
磅
礴
數
千
里
林
𪋤
蒼
莽
谿
澗

鏤
錯
其
物
產
甚
饒
古
稱
神
臯
奥
區
也
盧
溝
琉
璃
胡
良

三
河
山
水
所
洩
多
歸
其
中
其
水
皆
𧁑
綠
異
常
風
日
蕩

漾
水
葉
遞
映
倚
闌
流
覽
令
人
欣
然
欲
賦

京
師
形
勝
以
堪
輿
家
論
之
玉
河
之
水
當
直
出
會
南
海
子



 

宸
垣
識
畧
　

卷

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五

從
天
地
壇
前
轉
東
入
潞
河
方
爲
自
然
崇
文
門
外
閘
河

宜
塞
之
庶
幾
左
臂
不
斷
此
乃
帝
王
建
都
萬
代
之
計
也

京
師
前
挹
九
河
後
拱
萬
山
正
中
表
宅
水
隨
龍
下
自
辛
而

庚
環
注
皇
城
繞
巽
而
出
天
造
地
設

元
郝
經
入
燕
行
南
風
綠
盡
燕
南
草
一
桁
靑
山
翠
如

掃
驪
珠
晝
擘
滄
海
門
王
氣
夜
寒
居
庸
道
魚
龍
萬
里

入
都
會
澒
洞
合
㳫
何
擾
擾
黃
金
臺
邊
布
衣
客
拊
脾

激
歎
肝
膽
裂
塵
埃
滿
面
人
不
識
骯
髒
偃
蹇
虹
蜺
結

九
原
喚
起
燕
太
子
一
樽
快
與
澆
明
月
英
雄
豈
以
成

敗
論
千
古
志
士
推
奇
節
荆
卿
雖
云
事
不
就
氣
壓
咸

陽
與
俱
滅
何
如
石
晉
割
燕
雲
呼
人
作
父
爲
人
臣
偷

生
一
時
快
一
己
遂
使
王
氣
南
北
分
天
玉
幾
度
作
降

虜
禍
亂
衮
衮
開
其
源
誰
能
倒
挽
析
津
水
與
洗
當
世

晉
人
耻
崑
崙
直
上
尋
田
疇
漠
漠
丹
霄
跨
箕
尾

明
吳
國
倫
燕
京
篇
擬
賦
燕
京
勝
三
都
末
足
誇
霸
圖

雄
雁
塞
古
戍
扼
龍
沙
北
谷
回
陽
令
西
山
擁
帝
家
天

平
恒
嶽
迥
地
險
薊
門
賒
秦
楚
慚
雞
口
侯
王
屬
犬
牙

重
城
開
御
氣
雙
闕
倚
明
霞
芳
樹
華
陽
館
高
臺
易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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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涯
談
天
曾
碣
石
望
海
卽
瑯
琊
帶
甲
環
三
輔
梯
航
走

八
遐
風
雲
森
劍
佩
雨
露
足
桑
麻
紫
陌
新
豐
酒
紅
樓

宛
落
花
輕
塵
飛
白
練
旭
日
麗
靑
騧
雪
色
并
兒
劍
星

杓
漢
使
槎
羽
林
矜
節
俠
戚
里
競
紛
奢
接
軫
趨
長
樂

揚
鞭
過
狹
斜
悲
歌
逢
擊
筑
斥
堠
警
鳴
笳
七
校
傳
淸

蹕
諸
陵
望
翠
華
䜿
儒
何
寂
寞
抱
影
獨
長
嗟

明
孟
思
詩
箕
尾
分
星
野
軒
轅
肇
南
墟
燕
山
蟠
王
氣

瀛
海
帶
宸
居
西
北
饒
兵
馬
東
南
富
國
儲
太
平
兹
樂

土
非
夢
亦
華
胥

長
元
按
朱
子
論
燕
都
形
勢
以
泰
華
二
山
爲
龍
虎
似

矣
然
泰
山
之
脉
倘
如
前
人
所
云
自
函
谷
西
來
盡
于

東
海
則
山
水
俱
順
其
氣
不
能
凝
聚
伏
讀

聖
祖
文
集
言
泰
山
脉
絡
自
　
盛
京
長
白
山
分
支
至
金
州

之
旅
順
口
入
海
海
中
磯
島
十
數
皆
其
發
露
處
至
山
東

登
州
之
福
山
丹
崖
山
起
陸
西
南
行
八
百
餘
里
結
而
爲

泰
山
穹
崇
盤
屈
爲
五
嶽
首
云
云
則
濟
水
順
趨
岱
脉
逆

峙
磅
礴
乎
靑
徐
二
州
與
華
山
支
絡
相
接
中
原
之
形

勢
團
結
甚
固
而
燕
都
包
藏
右
山
左
海
之
間
更
爲
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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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區
矣
此
朱
子
之
所
未
知
者
因
恭
錄
于
此

金
明
昌
逸
事
有
燕
京
八
景
曰
居
庸
叠
翠
玉
泉
垂
虹
太

液
秋
風
瓊
島
春
陰
薊
門
飛
雨
西
山
積
雪
盧
溝
曉
月
金

臺
夕
照
元
明
人
多
詠
之
永
樂
間
館
閣
諸
公
更
薊
門
飛

雨
爲
薊
門
烟
樹
或
又
增
益
二
題
爲
十
景
和
者
相
屬

長
元
按
乾
隆
十
六
年

御
書
八
景
改
垂
虹
曰
趵
突
積
雪
曰
晴
雪
其
烟
樹
則
仍
明

舊
皆
勒
石
又

御
製
小
序
并
詩

水
利

明
謝
肇
淛
云
燕
都
稱
百
二
山
河
天
府
之
國
但
有
少
不
便

者
漕
粟
仰
給
東
南
耳
運
河
自
江
而
淮
自
淮
而
黃
自
黃

而
汶
自
汶
而
衛
盈
盈
衣
帶
不
絕
如
綫
河
流
一
涸
則
西

北
之
腹
盡
枵
矣
元
時
亦
輪
粟
以
供
上
都
其
後
兼
之
海

運
然
當
羣
雄
千
命
時
烽
烟
四
起
運
道
梗
絕
惟
有
束
手

就
困
此
京
師
之
第
一
當
慮
者
也

京
東
負
山
控
海
負
山
則
泉
深
而
土
澤
控
海
則
潮
淤
而
壤

沃
諸
州
邑
泉
從
地
涌
一
决
而
通
水
與
田
平
一
引
而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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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如
宻
雲
之
燕
樂
莊
平
谷
之
水
峪
寺
龍
家
務
莊
三
河
之

唐
會
莊
順
慶
屯
地
薊
州
城
北
則
有
黃
厓
營
城
西
則
有

白
馬
泉
鎭
國
莊
城
東
則
有
馬
伸
橋
夾
林
河
而
下
河
南

則
有
别
山
舖
及
夾
陰
流
河
而
下
至
于
陰
流
淀
疏
渠
皆

田
也
遵
化
西
南
平
安
城
夾
運
河
而
下
及
沙
河
舖
地
方

又
鐵
厰
涌
珠
湖
以
下
至
韭
菜
溝
上
素
河
下
素
河
百
餘

里
夾
河
皆
可
成
田
豐
潤
南
則
大
寨
及
刺
榆
坨
史
家
河

大
王
莊
之
地
東
則
榛
子
鎭
西
則
鴉
洪
橋
夾
河
五
十
餘

里
皆
可
田
玉
田
之
靑
莊
塢
導
河
可
田
後
湖
莊
疏
河
可

田
三
里
屯
及
大
泉
小
泉
引
泉
可
田
至
于
瀕
海
自
水
道

沽
關
黑
岩
子
墩
起
至
開
平
衛
南
宋
家
營
之
地
東
西
度

之
百
餘
里
南
北
度
之
百
八
十
里
皆
隷
豐
潤
其
地
與
吳

越
瀕
海
之
沃
區
相
等
昔
虞
文
靖
公
之
議
東
極
遼
海
南

濱
靑
徐
瀕
海
皆
可
田
之
地
今
豐
潤
實
其
中
境
欲
舉
其

議
行
之
兹
非
其
先
當
致
力
者
乎
蓋
先
之
京
東
數
處
而

畿
內
列
郡
皆
可
漸
而
行
也
先
之
畿
內
而
西
北
之
地
皆

可
漸
而
行
也
在
邊
陲
則
先
之
薊
鎭
而
諸
鎭
皆
可
漸
而

行
也
至
于
瀕
海
則
先
之
豐
潤
而
遼
海
以
東
靑
徐
以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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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皆
可
漸
而
行
也

明
林
環
云
北
平
古
爲
燕
國
燕
自
文
公
以
後
立
于
强
國
之

間
北
迫
戎
貃
內
控
齊
晉
又
嘗
帥
師
馳
逐
中
原
千
里
之

外
此
其
爲
費
不
少
矣
蘇
秦
謂
燕
東
有
朝
鮮
北
有
林
胡

樓
煩
西
有
雲
中
九
原
南
有
滹
沱
易
水
卽
今
畿
內
東
西

所
至
視
昔
雖
狹
而
南
有
渤
海
鉅
鹿
至
于
鄲
邯
濮
陽
蓋

兼
齊
趙
之
地
長
短
相
互
實
亦
當
之
昔
者
纎
悉
出
于
其

國
而
今
盡
仰
給
于
東
南
非
所
以
富
國
息
民
也
往
時
何

承
矩
耕
水
田
于
河
北
虞
集
議
海
田
于
京
東
脫
脫
大
興

營
田
西
自
西
山
東
至
遷
民
鎭
南
起
保
定
河
間
北
抵
檀

順
皆
從
佃
種
水
泉
陂
塘
之
迹
門
堰
捍
築
之
方
召
募
敕

授
之
法
器
具
工
作
之
資
蜃
蛤
粟
米
之
富
可
以
按
成
式

法
往
智
數
歲
之
後
其
效
立
見
此
與
轉
吳
會
漕
潞
渚
功

相
十
利
相
百
矣

明
魏
呈
潤
疏
燕
都
幽
冀
爲
畿
輔
負
重
山
面
平
陸
奥
衍
之

利
甲
于
東
南
若
疏
其
上
原
自
涓
滴
傳
而
致
之
何
田
不

充
何
漕
不
裕
惟
北
方
不
知
蓄
水
聽
其
自
旱
自
雨
自
盈

自
涸
故
潦
則
遍
地
巨
浸
旱
則
滿
眼
砂
礫
一
遇
饑
歲
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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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屋
倒
懸
民
之
凋
敝
極
矣
誠
于
此
時
舉
地
利
而
經
理
之

富
民
不
能
供
役
者
必
轉
募
貧
民
則
窘
者
得
食
一
利
也

旱
則
蓄
其
流
澇
則
宣
其
溢
則
瘠
産
皆
化
爲
沃
土
二
利

也
水
道
與
田
疇
相
通
譬
咽
喉
之
氣
達
于
肺
臟
靡
所
不

通
漕
可
速
濟
三
利
也
北
地
種
植
旣
多
卽
粟
米
芻
茭
俱

將
輪
于
天
府
遠
可
省
額
外
之
征
近
可
蠲
召
買
之
役
四

利
也
原
野
有
溝
有
防
高
下
成
塹
盗
不
敢
援
弓
馳
馬
五

利
也
夫
不
費
太
倉
之
金
錢
而
坐
獲
此
五
利
亦
何
憚
而

不
爲
乎

長
元
按
燕
都
漕
運
仰
給
東
南
恃
運
河
一
衣
帶
水
誠

爲
可
慮
元
季
佐
以
海
運
明
時
亦
議
及
此
然
譬
之
臨

渴
掘
井
所
謂
鞭
長
莫
及
也
虞
文
靖
議
開
水
田
洵
爲

良
策
明
時
曾
有
行
之
者
惜
爲
宵
小
所
阻
未
竟
其
效

我
　
朝
關
東
饒
衍
儲
粟
可
以
協
濟
而

皇
上
睿
謀
獨
斷
命
臣
工
疏
濬
西
山
諸
泉
與
通
惠
永
定
等

河
自
近
郊
以
迄
畿
甸
旱
潦
無
虞
稻
畦
彌
望
有
非
前

代
專
藉
南
漕
之
可
比
矣

建
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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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一

京
城
周
四
十
里
高
三
丈
五
尺
五
寸
門
九
南
曰
正
陽
南
之

左
曰
崇
文
南
之
右
曰
宣
武
北
之
東
曰
安
定
北
之
西
曰

德
勝
東
之
北
曰
東
直
東
之
南
曰
朝
陽
西
之
北
曰
西
直

西
之
南
曰
阜
成
明
永
樂
七
年
爲
北
京
城
十
九
年
乃
拓

其
城

本
朝
鼎
建
以
來
修
整
壯
麗
其
九
門
之
名
則
仍
舊
焉

外
城
包
　
京
城
南
面
抱
東
西
角
樓
計
長
二
十
八
里
高
二

丈
亦
曰
外
羅
城
門
七
南
曰
永
定
南
之
東
曰
左
安
南
之

西
曰
右
安
東
曰
廣
渠
西
曰
廣
寧
在
東
北
隅
者
曰
東
便

在
西
北
隅
者
曰
西
便
皆
北
向

遼
太
宗
會
同
元
年
以
幽
州
爲
南
京
析
津
府
城
方
三
十
六

里
崇
三
丈
衡
廣
一
丈
五
尺
敵
樓
戰
櫓
具
八
門
東
曰
安

東
迎
春
南
曰
開
陽
丹
鳳
西
曰
顯
西
淸
普
北
曰
通
天
拱

辰
大
內
在
西
南
隅
皇
城
內
有
景
宗
聖
宗
御
容
殿
殿
東

曰
宣
和
南
曰
大
內
內
門
曰
宣
敎
外
三
門
曰
南
端
左
掖

右
掖
門
有
樓
閣
毬
塲
在
其
南
東
爲
永
平
館
皇
城
西
門

曰
顯
西
設
而
不
開
北
曰
子
北
西
城
巓
有
凉
殿
東
北
隅

有
燕
角
樓

聖

宗

統

和

中

改

宣

教

門

爲

元

和

左

掖

門

爲

萬

春

右

掖

門

爲

千

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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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二

度
盧
溝
河
六
十
里
至
幽
州
號
燕
京
子
城
就
羅
郭
西
南

爲
之
正
南
曰
啟
夏
門
內
有
元
和
殿
東
門
曰
宣
和
城
中

坊
閈
皆
有
樓

宋
燕
山
府
城
周
迴
二
十
七
里
樓
臺
高
四
十
尺
樓
計
九
百

一
十
座
池
塹
三
重
城
開
八
門

考
按
此
條
燕
京
舊
城
周
二
十
七
里
至
金
天
德
三
年

展
築
三
里
見
析
津
志
所
引
金
蔡
珪
大
覺
寺
記
合
計

之
共
周
三
十
里
此
皆
指
都
城
言
之
至
大
金
國
志
所

稱
之
七
十
五
里
者
則
指
外
郛
而
言
猶
今
外
城
之
制

也長
元
按
燕
山
府
之
名
係
宋
宣
和
五
年
金
人
來
歸
燕

京
六
州
時
所
改
遼
析
津
府
城
三
十
六
里
此
云
二
十

七
里
豈
去
其
西
南
之
大
內
而
言
耶
遼
城
門
八
又
大

內
門
三
今
祇
言
八
門
其
無
大
內
可
知

金
貞
元
四
年
金
主
亮
幸
燕
遂
以
爲
中
都
府
曰
大
興
定
京

邑
焉
都
城
周
圍
凡
七
十
五
里
城
門
十
二
每
一
面
分
三

門
其
正
門
四
傍
又
設
兩
門
正
東
曰
宣
耀
陽
春
施
仁
正

西
曰
灝
華
麗
澤
彰
義
正
南
曰
豐
宜
景
風
端
禮
正
北
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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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三

通
元
會
城
崇
智
此
四
城
十
二
門
也
其
正
門
常
不
開
出

入
悉
由
旁
兩
門
內
城
門
曰
左
掖
右
掖
宣
陽
又
在
外
焉

原
按
金
史
城
門
十
三
北
有
四
門
一
曰
光
泰
當
以
史

爲
正

考
按
光
泰
或
會
城
崇
智
之
别
稱
析
津
志
又
有
淸
怡

門
在
南
城
疑
卽
通
元
别
稱
大
金
國
志
金
國
圖
經
俱

十
二
門
也

金
忠
獻
王
粘
罕
有
志
都
燕
因
遼
人
宫
闕
于
內
城
外
築

四
城
每
城
各
三
里
前
後
各
一
門
樓
櫓
池
塹
一
如
邊
城

每
城
之
內
立
倉
厫
甲
仗
庫
各
穿
複
道
與
內
城
通
時
陳

王
兀
室
將
軍
韓
常
婁
宿
皆
笑
其
過
計
忠
獻
曰
百
年
間

當
以
吾
言
爲
信
及
海
陵
煬
王
定
都
旣
營
宫
室
欲
撤
其

城
翟
天
祺
曰
忠
獻
開
國
元
勲
措
置
必
有
說
乃
止

燕
展
築
南
城
係
金
海
陵
天
德
二
年

入
豐
宜
門
過
龍
津
橋
橋
分
三
道
通
用
奪
玉
石
扶
闌
上

琢
爲
嬰
兒
狀
極
工
巧

宫
城
四
圍
凡
九
里
三
十
步
自
天
津
橋
之
北
曰
宣
陽
門

內
城
之
南
門
也
門
分
三
中
繪
龍
兩
偏
繪
鳳
中
常
不
開



 

宸
垣
識
畧
　

卷

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十

四

惟
車
駕
出
入
兩
邊
分
雙
隻
日
開
兩
樓
曰
文
曰
武
自
文

轉
東
曰
來
寧
館
自
武
轉
西
曰
會
同
館
皆
爲
宋
使
設
正

北
曰
千
步
廊
東
西
對
兩
廊
之
半
各
有
偏
門
向
東
曰
太

廟
向
西
曰
尚
書
省
又
北
曰
應
天
門

初

名

通

天

門

觀
高
八
丈

朱
門
五
飾
以
金
釘
東
西
相
去
里
餘
又
設
一
門
左
曰
左

掖
右
曰
右
掖
內
城
之
正
東
曰
宣
華
西
曰
玉
華
北
曰
拱

辰
門
內
殿
凡
九
重
殿
三
十
有
六
門
閣
倍
之
正
中
位
曰

皇
帝
正
位
後
曰
皇
后
正
位
位
之
東
曰
內
省
西
曰
十
六

位
乃
妃
嬪
所
居
之
地
也
西
出
玉
華
門
爲
同
樂
園
瑤
池

蓬
瀛
柳
莊
杏
村
盡
在
于
是

金
正
殿
曰
大
安
常
朝
殿
曰
仁
政

係

遼

舊

殿

曰
元
和
曰
神
龍

曰
泰
和
曰
常
武
皆
召
見
奏
事
錫
宴
觀
射
之
所

宋
范
成
大
龍
津
橋
詩
燕
石
扶
闌
玉
雪
堆
柳
塘
南
北

抱
城
迴
西
山
剩
放
龍
津
水
留
待
官
重
飮
馬
來

金
元
好
問
麗
澤
門
詩
雙
鳳
簫
聲
隔
綵
霞
宫
鶯
催
賞

玉
谿
花
誰
憐
麗
澤
門
邊
柳
瘦
倚
東
風
望
翠
華

金
師
拓
同
樂
園
詩
晴
日
明
華
構
繁
陰
蕩
綠
波
蓬
邱

滄
海
近
春
色
上
林
多
流
水
時
雖
逝
遷
鶯
暖
自
歌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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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五

憐
歡
樂
地
鉦
鼓
散
雲
和

金
元
好
問
出
都
作
漢
宫
曾
動
伯
鸞
歌
事
去
英
雄
可

奈
何
但
見
觚
稜
上
金
爵
豈
知
荆
棘
卧
銅
駝
神
仙
不

到
秋
風
客
富
貴
空
悲
春
夢
婆
行
過
盧
溝
重
回
首
鳳

城
平
日
五
雲
多
　
歴
歴
興
亡
敗
局
棊
登
臨
疑
夢
復

疑
非
斷
霞
落
日
天
無
盡
老
樹
遺
臺
秋
更
悲
滄
海
忽

驚
龍
穴
露
廣
寒
猶
想
鳳
笙
歸
從
敎
剗
盡
瓊
華
了
遙

望
西
山
儘
淚
垂

元
世
祖
至
元
四
年
始
定
鼎
于
中
都
之
北
三
里
築
城
圍
六

十
里
九
年
改
爲
大
都

京
城
方
六
十
里
里
二
百
四
十
步
分
十
一
門
正
南
曰
麗

正
左
曰
文
明
右
曰
順
承
正
東
曰
崇
仁
東
之
南
曰
齊
化

東
之
北
曰
光
熙
正
西
曰
和
義
西
之
南
曰
平
則
西
之
北

曰
肅
淸
北
之
西
曰
健
德
北
之
東
曰
安
貞
九
年
二
月
建

鐘
鼓
樓
于
城
中

南
城
在
今
城
西
南
唐
幽
州
藩
鎭
城
及
金
遼
故
都
城
也

隋
之
天
寧
寺
舊
在
城
中
今
在
城
外
矣
憫
忠
寺
有
唐
景

福
元
年
重
藏
舍
利
記
其
銘
曰
大
燕
城
內
地
東
南
隅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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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六

憫
忠
寺
門
臨
康
衢
憫
忠
寺
舊
在
城
中
今
在
城
外
僻
境

矣
原
按
隋
之
幽
州
洪
業
寺
在
城
內
唐
之
憫
忠
寺
在
城

東
南
隅
遼
之
南
京
因
之
康
熙
辛
酉
西
安
門
內
有
中

宫
治
宅
掘
地
得
卞
氏
墓
誌
刻
十
二
辰
相
皆
獸
首
人

身
題
曰
大
唐
故
濮
陽
卞
氏
墓
誌
文
曰
貞
元
十
五
年

歲
次
己
卯
七
月
夫
人
卒
于
幽
州
薊
縣
薊
北
坊
以
其

年
權
窆
于
幽
州
幽
都
東
北
五
里
禮
賢
鄉
之
平
原
是

今
之
西
安
門
去
唐
幽
州
城
東
北
五
里
而
遙
矣
金
拓

南
城
時
粧
臺
在
城
之
東
北
至
于
元
之
中
都
則
今
德

勝
安
定
東
直
三
門
外
皆
城
中
地
而
白
馬
廟
瓊
華
島

粧
臺
太
液
池
柴
市
憫
忠
寺
大
悲
閣
咸
在
南
城
迨
徐

武
寧
又
改
築
縮
其
北
五
里
廢
光
熙
肅
淸
二
門
規
制

差
隘
永
樂
中
重
拓
南
城
然
憫
忠
寺
大
悲
閣
仍
限
門

外
蓋
都
城
凡
數
徙
坊
市
變
置
代
有
不
同
今
博
訪
金

元
之
遺
跡
遂
多
湮
没
而
無
徵
矣

考
按
朱
稱
瓊
華
島
太
液
池
在
南
城
者
乃
指
金
時
七

十
五
里
之
外
城
非
金
都
三
十
里
之
內
城
也
元
改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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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七

開
都
城
去
都
東
北
三
里
則
指
金
之
內
城
東
北
若
外

城
之
瓊
華
島
太
液
池
元
人
卽
于
此
營
建
大
內
並
未

嘗
全
棄
其
地

考
又
按
遼
金
故
都
在
今
都
城
南
面
元
代
尚
有
遺
址

當
時
謂
之
南
城
而
稱
新
都
爲
北
城
自
明
嘉
靖
間
興

築
外
羅
城
而
故
迹
遂
湮
廢
其
四
至
已
不
可
辨
今
卽

前
人
志
乘
文
集
碑
刻
所
記
凖
以
現
在
地
面
叅
稽
互

審
如
憫
忠
寺
昊
天
寺
在
今
宣
武
門
南
與
廣
寧
門
相

近
而
元
人
皆
稱
爲
南
城
古
蹟
又
今
城
外
白
雲
觀
西

南
有
廣
恩
寺
卽
遼
金
奉
福
寺
距
西
便
門
尚
遠
而
金

泰
和
中
曹
謙
碑
記
謂
寺
在
都
城
內
又
金
天
王
寺
卽

今
天
寧
在
廣
寧
門
外
稍
北
而
元
一
統
志
謂
在
舊
城

延
慶
坊
內
又
今
琉
璃
厰
在
正
陽
門
外
而
近
得
遼
時

墓
碑
稱
其
地
爲
燕
京
東
門
外
之
海
王
村
又
今
黑
窰

厰
在
永
定
門
內
先
農
壇
西
而
其
地
有
遼
壽
昌
中
慈

智
大
師
石
幢
亦
稱
爲
京
東
又
圖
經
志
書
載
都
土
地

廟
在
舊
城
通
元
門
內
路
西
通
元
乃
金
都
城
北
門
而

都
土
地
廟
今
在
宣
武
門
外
西
南
土
地
廟
斜
街
由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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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八

觀
之
則
遼
金
故
都
當
在
今
外
城
迤
西
以
至
郊
外
之

地
其
東
北
隅
約
當
與
今
都
城
西
南
隅
相
接
又
考
元

王
惲
中
堂
事
記
載
中
統
元
年
赴
開
平
三
月
五
日
發

燕
京
宿
通
元
北
郭
六
日
午
憇
海
店
距
京
城
廿
里
海

店
卽
今
海
淀
據
惲
所
言
以
道
里
核
計
則
金
時
外
郛

七
十
五
里
之
方
位
不
難
約
畧
而
知
之
矣

考
又
按
元
張
養
浩
登
憫
忠
寺
閣
詩
注
云
閣
北
三
十

里
爲
元
大
內
與
析
津
志
北
京
志
及
元
李
洧
孫
大
都

賦
所
記
皆
不
合
此
三
十
里
當
是
三
里
之
訛
耳
據
唐

景
福
中
重
藏
舍
利
記
燕
城
東
南
隅
爲
憫
忠
寺
又
北

京
志
至
元
四
年
始
定
鼎
于
中
都
之
東
北
三
里
夫
中

都
本
唐
舊
城
遼
金
展
拓
不
過
數
里
見
金
蔡
珪
大
覺

寺
記
當
時
憫
忠
寺
之
在
城
東
南
隅
如
故
也
元
都
城

周
六
十
里
以
圍
三
徑
一
衡
之
城
中
南
北
相
直
應
二

十
里
加
以
新
舊
都
城
相
去
三
里
則
憫
忠
寺
距
元
之

安
貞
門
不
過
二
十
三
里
焉
有
大
內
而
轉
遠
隔
三
十

里
者
乎
且
夫
大
內
在
太
液
池
東
爲
金
萬
寧
宫
苑
地

此
外
更
别
無
大
內
李
洧
孫
賦
曰
揭
五
雲
于
春
路
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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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九

萬
寶
于
秋
方
則
崇
天
門
外
東
西
坊
也
曰
山
萬
歲
之

嶙
峋
冠
廣
寒
之
崢
嶸
池
太
液
之
浩
蕩
此
則
瓊
華
島

也
曰
麗
正
之
所
包
羅
崇
仁
之
所
聯
絡
則
指
都
城
各

門
也
合
城
坊
門
囿
以
觀
則
元
大
內
卽
近
掖
池
益
信

而
揆
以
憫
忠
閣
北
三
里
約
畧
相
符
矣
李
洧
孫
賦
彝

尊
未
之
見
今
從
永
樂
大
典
錄
出
載
形
勝
門

元
宋
本
燕
都
詩
抛
却
漁
竿
滄
海
邊
拂
衣
來
看
九
重

天
畫
闌
幾
曲
橋
如
月
綠
樹
千
門
雨
似
烟
南
國
佳
人

王
幼
玉
中
州
才
子
杜
樊
川
紫
雲
樓
上
如
澠
酒
孤
負

春
風
二
十
年
　
繡
錯
繁
華
遍
九
衢
上
林
初
賦
漢
西

都
朱
門
細
婢
金
條
脫
紫
禁
材
宫
玉
轆
轤
萬
里
星
辰

開
上
界
四
朝
冠
蓋
翌
皇
圖
東
隣
白
面
生
䊵
綺
笑
殺

揚
雄
卧
一
區
　
盧
溝
曉
月
墮
蒼
烟
十
二
門
開
日
色

鮮
海
上
神
山
無
弱
水
人
間
平
地
有
鈞
天
寶
幢
珠
絡

瞿
曇
寺
豪
竹
哀
絲
玳
瑁
筵
春
雨
如
膏
三
萬
里
盡
將

嵩
呼
祝
堯
年
　
形
勢
全
燕
擁
地
靈
梯
航
萬
國
走
王

城
狗
屠
已
仕
明
天
子
牛
相
寧
知
别
太
平
元
武
鈎
陳

騰
王
氣
白
麟
赤
雁
入
新
聲
近
來
朝
報
多
如
雨
不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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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河
南
召
賈
生

元
宋
褧
燕
都
詩
萬
戸
千
門
氣
鬰
葱
漢
家
城
闕
畫
圖

中
九
關
上
徹
星
辰
界
三
市
橫
陳
錦
繡
叢
玉
盌
金
杯

丞
相
府
珠
幢
寶
刹
梵
王
宫
遠
人
縱
睹
爭
修
貢
不
用

雕
戈
塞
徼
通
　
豪
傑
紛
紛
白
玉
京
汗
顔
血
指
戰
功

名
九
重
見
帝
多
因
鬼
萬
里
封
侯
不
用
兵
肥
馬
塵
深

心
獨
苦
鮒
魚
波
涸
事
難
平
西
山
小
隱
烟
蘿
暗
依
舊

春
犁
趁
雨
耕
　
風
物
鮮
姸
飾
禁
城
豪
家
戚
里
競
留

情
花
圍
錦
幄
淸
明
宴
香
擁
珠
樓
乞
巧
棚
叱
撥
馬
搖

金
轡
具
帡
幪
車
颺
繡
簾
旌
他
年
定
擬
持
鉛
槧
細
數

繁
華
紀
太
平
　
流
珠
聲
調
錦
琵
琶
韋
曲
池
臺
似
館

娃
羅
袖
舞
低
楊
柳
月
玉
笙
吹
綻
牡
丹
芽
龍
頭
瀉
酒

紅
雲
艷
象
口
吹
香
綠
霧
斜
卻
笑
西
隣
蠧
書
客
牙
籤

緗
帙
費
年
華

宫
城
周
九
里
三
十
步
甎
甃
分
六
門
正
南
曰
崇
天
門
崇

天
之
左
曰
星
拱
門
右
曰
雲
從
門
東
曰
東
華
西
曰
西
華

北
曰
厚
載
崇
天
門
內
有
白
玉
石
橋
三
虹
中
爲
御
道
星

拱
門
南
有
拱
宸
堂
爲
百
官
會
集
之
所
崇
天
門
內
曰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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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一

明
門
大
明
殿
之
正
門
也
旁
建
掖
門
繞
爲
長
廡
與
左
右

文
武
樓
相
接
大
明
門
左
曰
日
精
門
右
曰
月
華
門
大
明

殿
十
一
間
高
九
十
尺
柱
廊
七
間
高
五
十
尺
寢
室
五
問

東
西
夾
六
間
後
連
香
閣
三
間
高
七
十
尺
中
設
七
寶
雲

龍
御
榻
并
設
后
位
寢
室
後
爲
寶
雲
殿
東
廡
中
曰
鳳
儀

門
西
廡
中
曰
麟
瑞
門
周
廡
一
百
二
十
間
寶
雲
殿
後
曰

延
春
門
內
爲
延
春
閣
閣
左
曰
懿
範
門
右
曰
嘉
則
門
延

春
閣
九
間
後
寢
殿
七
間
東
西
夾
四
間
後
香
閣
一
間
大

明
寢
殿
東
曰
文
思
殿
西
曰
紫
檀
殿
慈
福
殿
在
寢
殿
東

明
仁
殿
在
寢
殿
西
左
廡
中
曰
景
耀
門
南
爲
鐘
樓
右
廡

中
曰
淸
灝
門
南
爲
鼓
樓
玉
德
殿
在
淸
灝
門
外
東
西
有

香
殿
宸
慶
殿
在
玉
德
殿
後
左
右
有
更
衣
殿

隆
福
殿
在
大
內
之
西
興
聖
之
前
南
紅
門
三
東
西
紅
門

宫
各
一
繚
以
甎
垣
南
紅
門
一
東
紅
門
一
後
紅
門
一

光
天
殿
前
爲
光
天
門
左
爲
崇
華
門
右
爲
膺
福
門
殿
後

寢
殿
五
間
左
靑
陽
門
右
明
暉
門
靑
陽
門
南
爲
翥
鳳
樓

明
暉
門
南
爲
驂
龍
樓
寢
殿
東
曰
壽
昌
殿
西
曰
嘉
禧
殿

針
線
殿
在
寢
殿
後
周
廡
一
百
七
十
二
間
後
侍
女
直
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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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二

五
所
及
左
右
浴
室
文
德
殿
在
明
暉
門
外
又
曰
楠
木
殿

盝
頂
殿
在
光
天
殿
西
北
香
殿
在
宮
垣
西
北
隅
前
後
有

寢
殿
文
宸
庫
在
宫
垣
西
南
隅
酒
房
在
宫
垣
東
南
隅

興
聖
宫
在
大
內
西
北
萬
壽
山
之
正
西
周
以
甎
垣
南
紅

門
三
東
西
北
紅
門
各
一
興
聖
門
內
爲
興
聖
殿
七
間
左

明
華
門
右
肅
章
門
寢
殿
五
間
後
香
閣
三
間
東
廡
中
弘

慶
門
西
廡
中
宣
則
門
凝
暉
樓
在
弘
慶
南
延
影
樓
在
宣

則
南
嘉
德
殿
在
寢
殿
東
寶
慈
殿
在
寢
殿
西
興
聖
宫
後

爲
延
華
閣
閣
右
爲
畏
吾
兒
殿
後
爲
妃
嬪
院

奎
章
閣
在
興
聖
殿
西
廊
至
正
間
改
爲
宣
文
閣
後
又
改

爲
端
本
堂
爲
皇
子
肄
學
之
所
旁
有
秘
宻
室

元
宋
褧
晚
晴
出
麗
正
門
詩
團
團
碧
樹
壓
宫
城
白
鳳

門
楣
澹
日
明
回
首
瓊
華
仙
島
上
片
雲
猶
欲
妬
新
晴

元
歐
陽
原
功
詩
麗
正
門
當
千
步
街
九
重
深
處
五
雲

開
雞
人
三
唱
萬
官
集
應
制
須
迎
學
士
來

明
周
憲
王
元
宫
詞
雨
潤
風
調
四
海
寧
丹
墀
大
樂
列

優
伶
年
年
正
旦
將
朝
會
殿
內
先
觀
玉
海
靑
　
健
兒

千
隊
足
如
飛
隨
從
南
郊
露
未
晞
鼓
吹
聲
中
春
日
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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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三

御
前
咸
着
只
孫
衣
　
盝
頂
殿
中
逢
七
夕
遙
瞻
牛
女

列
珍
羞
明
朝
看
巧
開
金
合
喜
得
蛛
絲
笑
未
休
　
興

聖
宫
中
侍
太
皇
十
三
初
到
捧
爐
香
如
今
白
髮
成
衰

老
四
十
年
如
夢
一
塲
　
奎
章
閣
下
文
辭
盛
太
液
池

邊
游
幸
多
南
國
女
官
能
翰
墨
外
問
抄
得
竹
枝
歌

安
息
薰
壇
建
衆
魔
聽
傳
秘
宻
許
宫
娥
自
從
受
得
毘

盧
呪
日
日
持
珠
念
那
摩
　
瑞
氣
氤
氲
萬
歲
山
碧
池

一
帶
水
潺
潺
殿
傍
種
得
靑
靑
豆
要
識
民
生
稼
穡
難

月
宫
小
殿
賞
中
秋
玉
宇
銀
蟾
素
色
浮
宫
裡
猶
思

舊
風
俗
鷓
鴣
長
笛
序
梁
州
　
合
香
殿
倚
翠
峯
頭
太

液
□
澄
暑
雨
收
兩
岸
垂
楊
千
百
尺
荷
花
深
處
戲
龍

舟
　
㯶
殿
巍
巍
西
內
中
御
筵
簫
鼓
奏
薰
風
諸
王
駙

馬
咸
稱
壽
滿
酌
葡
萄
獻
玉
鍾

長
元
按
金
元
宫
室
與
今
　
大
內
不
同
因
節
大
槪
錄

于
城
郭
之
後
其
題
咏
亦
惟
典
實
者
採
焉

明
洪
武
初
改
大
都
路
爲
北
平
府
縮
其
城
之
北
五
里
廢
東

西
之
北
光
熙
肅
淸
二
門
其
九
門
俱
仍
舊

舊
土
城
一
座
周
六
十
里
克
復
後
以
城
圍
太
廣
乃
减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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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四

東
西
迤
北
之
半
創
包
甎
甓
周
圍
四
十
里
其
東
南
西
三

面
各
高
三
丈
有
餘
上
濶
二
丈
北
面
高
四
丈
有
奇
濶
五

丈
濠
池
各
深
濶
不
等
深
至
一
丈
有
奇
濶
至
十
八
丈
有

奇
爲
門
九

大
將
軍
徐
達
命
指
揮
華
雲
龍
經
理
故
元
都
新
築
城
垣

南
北
取
徑
直
東
西
長
一
千
八
百
九
十
丈
又
令
指
揮
張

煥
計
度
故
元
皇
城
周
圍
一
千
二
百
六
丈
又
令
指
揮
葉

國
珍
計
度
南
城
周
圍
凡
五
千
三
百
二
十
八
丈
南
城
故

金
時
舊
基
也
改
故
元
都
安
貞
門
爲
安
定
門
健
德
門
爲

德
勝
門

永
樂
中
定
都
北
京
改
北
平
爲
順
天
府
建
樂
京
城
周
圍

四
十
里
爲
九
門
南
曰
麗
正
文
明
順
承
東
曰
齊
化
東
直

西
曰
平
則
西
直
北
曰
安
定
德
勝
正
統
初
更
名
麗
正
爲

正
陽
文
明
爲
崇
文
順
承
爲
宣
武
齊
化
爲
朝
陽
平
則
爲

阜
成
餘
四
門
仍
舊
城
南
一
面
長
一
千
二
百
九
十
五
丈

九
尺
三
寸
北
一
千
二
百
三
十
二
丈
四
尺
五
寸
東
一
千

七
百
八
十
六
丈
九
尺
三
寸
西
一
千
五
百
六
十
四
丈
五

尺
二
寸
高
三
丈
五
尺
五
寸
垜
口
五
尺
八
寸
基
厚
六
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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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五

二
尺
頂
收
五
丈

考
按
元
時
都
城
本
廣
六
十
里
明
初
徐
達
營
建
北
平

乃
减
其
東
西
迤
北
之
半
故
今
德
勝
門
外
土
城
關
一

帶
高
阜
聯
屬
皆
元
代
北
城
故
址
也
至
城
南
一
面
史

傳
不
言
有
所
更
改
然
考
元
一
統
志
析
津
志
皆
謂
元

城
京
師
有
司
定
基
正
直
慶
壽
寺
海
雲
可
菴
二
師
塔

勅
命
遠
三
十
步
許
環
而
築
之
慶
壽
寺
今
爲
雙
塔
寺

二
塔
屹
然
尚
存
在
西
長
安
街
之
北
距
宣
武
門
幾
及

二
里
由
是
核
之
則
今
都
城
南
面
亦
與
元
時
舊
基
不

甚
相
合
葢
明
初
旣
縮
其
北
面
故
又
稍
廓
其
南
面
耳

長
元
按
元
吳
師
道
城
外
紀
遊
詩
考
之
觀
象
臺
泡
子

河
俱
在
文
明
門
外
則
元
時
南
面
城
根
去
東
西
長
安

街
不
遠
是
可
以
證
今
宣
武
門
距
雙
塔
寺
約
二
里
葢

永
樂
十
七
年
拓
北
京
南
城
計
二
千
七
百
餘
丈
又
非

徐
武
寧
之
舊
也

嘉
靖
二
十
三
年
築
重
城
包
京
城
南
面
轉
抱
東
西
角
樓

止
長
二
十
八
里
爲
七
門
南
曰
永
定
左
安
右
安
東
曰
廣

渠
東
便
西
曰
廣
寧
西
便
城
南
一
面
長
二
千
四
百
五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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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六

四
丈
四
尺
七
寸
東
一
千
八
十
五
丈
一
尺
西
一
千
九
十

三
丈
二
尺
各
高
二
丈
垜
口
四
尺
基
厚
二
丈
頂
收
一
丈

四
尺
四
十
二
年
增
修
各
門
甕
城

嘉
靖
三
十
二
年
給
事
中
朱
伯
辰
言
城
外
居
民
繁
夥
不

宜
無
以
圍
之
臣
掌
履
行
四
郊
咸
有
土
城
故
址
環
繞
如

規
周
可
百
二
十
餘
里
若
仍
其
舊
貫
增
卑
補
薄
培
缺
續

斷
可
事
半
而
功
倍
乃
命
兵
部
尚
書
聶
豹
等
相
度
京
城

外
四
面
宜
築
外
約
七
十
餘
里
自
正
陽
門
外
東
馬
道
口

起
經
天
壇
南
墻
外
及
李
興
王
金
箔
等
園
地
至
蔭
水
菴

墻
東
止
約
計
九
里
轉
北
經
神
木
厰
獐
鹿
房
小
窰
口
等

處
斜
接
土
城
舊
廣
禧
門
基
止
約
計
一
十
八
里
自
廣
禧

門
起
轉
北
而
西
至
土
城
小
西
門
舊
基
約
計
一
十
九
里

自
小
西
門
起
經
三
虎
橋
村
東
馬
家
廟
等
處
接
土
城
舊

基
包
過
彰
義
門
至
西
南
直
對
新
堡
北
墻
止
約
計
一
十

五
里
自
西
南
舊
土
城
轉
東
由
新
堡
及
黑
窰
厰
經
神
祇

壇
南
墻
外
至
正
陽
門
外
西
馬
道
口
止
約
計
九
里
大
約

南
一
面
計
一
十
八
里
東
一
面
計
一
十
七
里
北
一
面
勢

如
倚
屏
計
一
十
八
里
西
一
面
計
一
十
七
里
周
圍
共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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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七

七
十
餘
里
內
有
舊
址
堪
因
者
約
二
十
二
里
無
舊
址
應

新
築
者
約
四
十
八
里
其
規
制
俱
有
成
議
因
經
費
不
敷

事
遂
寢

考
按
金
都
外
郛
在
今
城
西
南
凡
七
十
五
里
元
徙
而

東
北
凡
六
十
里
共
應
周
一
百
三
十
五
里
今
朱
伯
辰

僅
云
百
二
十
餘
里
則
所
縮
者
約
十
五
里
凖
以
圍
三

徑
一
南
北
相
直
約
縮
五
里
此
五
里
卽
金
元
城
界
交

會
互
入
之
處
金
之
外
城
包
入
元
城
內
約
有
五
里
從

可
推
也

明
程
文
德
登
五
鳳
樓
詩
六
月
六
日
天
晶
明
九
重
廣

內
暴
干
旌
金
鎖
朱
扉
開
鳳
閣
禁
籞
偶
隨
仙
侣
行
複

道
岧
嶤
登
且
止
俯
視
恍
入
靑
冥
裏
金
鐘
鼉
鼓
大
十

圍
震
擊
元
來
聞
百
里
紫
電
淸
霜
森
武
庫
高
幢
大
纛

紛
無
數
中
有
神
祖
手
執
戈
摩
挲
黯
黯
生
雲
霧
赤
纓

玉
勒
間
駝
鞍
歲
久
神
物
何
媻
跚
傳
是
文
皇
渡
江
日

萬
斛
載
寶
來
長
安
祖
宗
英
謨
久
不
滅
輝
煌
重
器
遺

宫
闕
千
秋
萬
代
付
神
孫
張
皇
廟
算
恢
光
烈
平
生
浪

說
騎
鳳
遊
吾
今
眞
上
鳳
皇
樓
直
須
彤
管
紀
勝
事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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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八

風
吹
骨
寒
於
秋

明
陸
粲
內
閣
芍
藥
詩
金
門
柳
色
縈
深
綠
上
苑
春
餘

雜
花
撲
天
桃
已
歇
穠
李
衰
紅
藥
翻
堦
正
芬
郁
此
花

初
種
自
宣
皇
百
曲
雕
闌
七
寶
妝
融
光
窈
窕
昭
陽
殿

暖
日
輕
盈
白
玉
堂
玉
堂
學
士
看
花
早
賦
成
芸
閣
留

詩
草
卷
慢
頻
看
碧
霧
流
揮
毫
正
耐
紅
雲
繞
憶
昨
宣

皇
居
法
宫
太
平
樂
事
君
臣
同
宸
遊
每
出
濯
龍
裡
曲

宴
偏
臨
翔
鳳
中
沉
吟
此
事
六
十
載
當
日
繁
華
宛
然

在
紺
幰
金
輿
絕
幸
臨
黃
扉
紫
禁
留
風
采
不
羡
揚
州

寶
帶
圍
長
安
紅
紫
競
芳
菲
五
侯
七
貴
同
邀
賞
寶
馬

香
車
疾
若
飛
爭
似
名
花
出
天
上
霧
閣
芸
牕
儼
相
向

浪
蝶
游
蜂
未
許
窺
酒
徒
詞
客
空
惆
悵
江
南
三
月
足

豪
華
繡
幕
圍
香
富
貴
家
亦
有
幽
姿
在
空
谷
風
雨
憔

悴
天
之
涯
燕
山
遊
子
江
南
客
獨
對
名
花
感
今
昔
草

木
何
知
人
自
憐
逢
時
亦
復
升
沉
隔
世
間
榮
辱
偶
然

事
不
獨
此
花
堪
嘆
息

國
家
定
鼎
燕
京
分
列
八
旗
拱
衛
皇
居
鑲
黃
旗
居
安
定
門

內
正
黃
旗
居
德
勝
門
內
並
在
北
方
正
白
旗
居
東
直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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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九

內
鑲
白
旗
居
朝
陽
門
內
並
在
東
方
正
紅
旗
居
西
直
門

內
鑲
紅
旗
居
阜
成
門
內
並
在
西
方
正
藍
旗
居
崇
文
門

內
鑲
藍
旗
居
宣
武
門
內
並
在
南
方
葢
八
旗
方
位
相
勝

之
義

按

無

黑

旗

兩

藍

旗

卽

黑

旗

也

其

東

方

色

則

以

漢

兵

綠

旗

補

之

京
師
雖
設
順
天
府
大
興
宛
平
兩
縣
而
地
方
分
屬
五
城
每

城
有
坊
中
城
曰
南
薰
坊
澄
淸
坊
仁
壽
坊
明
照
坊
保
泰

坊
大
時
雍
坊
小
時
雍
坊
安
福
坊
積
慶
坊
東
城
曰
明
時

坊
黃
華
坊
思
誠
坊
居
賢
坊
朝
陽
坊
南
城
曰
正
東
坊
正

西
坊
正
南
坊
宣
南
坊
宣
北
坊
崇
南
坊
崇
北
坊
西
城
曰

阜
財
坊
金
城
坊
鳴
玉
坊
朝
天
坊
河
漕
西
坊
關
外
坊
北

城
曰
崇
敎
坊
昭
回
坊
靖
恭
坊
靈
椿
坊
發
祥
坊
金
臺
坊

敎
忠
坊
日
中
坊
關
外
坊
每
城
設
御
史
廵
視
所
轄
有
兵

馬
使
指
揮
副
指
揮
吏
目
昔
宋
以
四
廂
都
指
揮
廵
警
京

城
民
間
謂
之
都
廂
元
設
廵
警
院
分
領
坊
市
民
事
卽
今

廵
城
察
院
也

長
元
按
此
五
城
分
坊
係
明
舊
制
明
時
內
城
隷
中
東

西
北
四
城
外
城
隷
南
城
　
本
朝
五
城
合
內
外
城
通

分
內
城
割
中
城
之
東
長
安
街
迤
南
沿
城
至
西
長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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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街
路
南
割
東
城
之
泡
子
街
迤
南
沿
城
至
王
府
大
街

路
東
割
西
城
之
抱
子
街
迤
南
西
至
城
隍
廟
城
根
隷

南
城
割
中
城
之
東
单
牌
樓
西
至
長
安
街
北
沿
王
府

大
街
至
崇
文
街
割
北
城
之
東
四
牌
樓
路
西
至
東
直

門
大
街
交
道
口
以
南
隷
東
城
割
北
城
之
護
國
寺
街

路
北
至
德
勝
門
街
西
城
墻
止
隷
西
城
外
城
割
南
城

之
東
河
沿
蕭
公
堂
起
出
南
北
蘆
草
園
三
里
河
橋
以

西
至
猪
市
口
遶
先
農
壇
北
經
石
頭
胡
同
至
西
河
沿

萬
壽
關
廟
止
隷
中
城
崇
文
門
外
大
街
迤
東
出
蒜
市

口
東
南
至
左
安
門
轉
廣
渠
門
東
便
門
隷
東
城
西
河

沿
闗
帝
廟
起
至
宣
武
門
大
街
路
東
經
菜
市
口
出
橫

街
中
南
抵
城
墻
北
轉
石
頭
胡
同
西
隷
北
城
宣
武
門

外
大
街
迤
西
南
至
橫
街
西
抵
右
安
門
轉
廣
寧
門
西

便
門
隷
西
城
其
蕭
公
堂
東
至
崇
文
門
外
大
街
路
西

南
遶
天
壇
永
定
門
北
轉
三
里
河
橋
東
仍
隷
南
城
其

坊
巷
間
有
兩
城
所
共
不
能
明
晰
也

宸
垣
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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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池
全
圖

内
分
五
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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