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

陵
水
縣
誌



 

一

纂
輯
陵
水
縣
誌
序

康

熙

十

二

年

　
　
　
高
首
標

國
有
史
郡
邑
有
誌
誌
者
備
紀
一
方
人
情
風
俗
形
勢
貢

賦
佐
國
史
之
所
不
及
採
雖
山
陬
海
澨
各
成
一
帙
所
以

埀
來
兹
偹
採
求
典
綦
鉅
也
但
代
易
時
殊
山
川
流
峙
如

故
而
物
換
星
移
不
能
今
古
一
輙
志
亦
因
之
少
異
焉
我

朝
天
威
所
指
溟
澨
鯨
消
嶺
表
氛
息
化
外
諸
國
慕
化
來
王

𡻕
脩
貢
事
而
况
珠
崖
𤨔
洋
一
嶼
自
漢
唐
以
來
久
𨽻
版

圖
其
禮
樂
衣
冠
不
殊
中
土
而
天
之
所
有
地
之
所
產
沿

革
損
益
𡨴
無
足
紀
者
且
奇
𠜍
平
生
與
所
稱
南
溟
竒
甸

在
昔
已
言
之
共
山
水
之
秀
人
物
之
盛
生
齒
之
繁
大
牙

之
相
制
久
矣
昭
著
郡
表
不
惟
嗜
奇
者
購
搜
靡
遺
即
以

献
諸

天
府
亦
不
𡬶
常
置
之
然
此
在
郡
較
則
然
而
陵
水
一
邑
又

居
瓊
天
末
地
盡
之
域
僅
黒
子
中
之
一
塵
者
雖
習
俗
不

大
逕
庭
中
邦
而
地
僻
典
暗
文
献

標

受
事
閲
月
即
求
舊

誌
以
廣
見
聞
邑
父
老
概
以
曩
無
聞
為
辭

標

太
息
者
久

之
因
而
以
目
之
所
睹
耳
之
所
聞
及
口
之
所
諏
獲
一
言

即
投
諸
篋
及
舊
誌
之
曽
收
入
者
細
為
編
輯
雖
黎
人
風



 

二

俗
性
情
亦
詳
列
之
乃
分
著
各
𩔖
詳
加
較
讎
欲
授
言
梓

以
篇
冊
單
塞
言
詞
荒
俚
兼
之
剞
劂
乏
工
方
有
行
竣
厥

事
而
　
遵

諭
條
奏
纂
輯
通
誌
查
取
各
属
志
書
之
檄
下
也

標

凛
遵

憲
命
夙
夜
惟
謹
耴
已
編
之
冊
再
加
詳
訂
自
曩
昔
迄
今
彙

繕
一
冊
以
應
　
上
憲
葑
菲
之
採
以
偹
後
此
採
風
之
藉

然
聞
見
淺
鮮
羅
列
憑
臆
不
足
稱
志
鄙
陋
之
誚
知
不
能

免
也
語
云
江
海
不
擇
細
流
泰
華
不
棄
𠀌
垤
下
邑
情
形

通
誌
當
亦
不
遺
採
耴
乎

標

不
辭
固
陋
而
為
之
言

重
脩
陵
水
縣
誌
序

陵
邑
原
未
有
誌
有
之
自
前
令
高
首
標
始
歷
今
又
拾
有

伍
季
矣
雖
方
域
猶
常
山
川
如
故
而
民
風
土
俗
戶
口
錢

糧
𡨴
無
臧
否
増
减
於
其
間
且
兵
防
之
建
設
有
殊
海
𥠖

之
叛
順
毋
同
即
秩
官
人
物
公
署
壇
廟
之
𩔖
不
無
少
異

倘
非
隨
時
紀
載
何
以
克
備
採
覽

侯

於
戊
辰
春
奉
攝
縣

事
履
任
方
新
脩
誌
檄
下
退
食
之
餘
輙
耴
高
令
所
纂
之

志
而
詳
閲
之
其
亥
豕
之
訛
與
𨤲
毫
之
失
者
較
之
郡
誌

合
之
訪
求
葢
不
啻
什
伯
已
也

侯

以
事
関



 

三

鉅
典
敢
不
殫
精
畢
慮
以
襄
厥
成
於
是
闕
者
補
之
繁
者
□
者
刪
者
刪

之
訛
者
　
之
畧
者
詳
之
字
句
之
含
糊
者
發
明
之
去
□
去
耴
去
耴

損
益
之
際
要
皆
見
聞
所
真
確
並
未
敢
以
己
意
而
亂
亂
亂
成
亂
成

憲
凡
有
搜
羅
不
盡
者
尚
俟
後
之
君
子
是
為
序

峕
康
熙
戊
辰
季
夏
之
吉
攝
理
陵
水
縣
事
瓊
州
府
海
防
清
清
清
軍
清
軍

糧
捕
撫
黎
同
知
奉
政
大
夫
襄
平
潘
廷
侯
次
公
氏
拜
拜
拜
□
拜
□



 

四

陵
水
縣
志
目
錄

輿
圖
志

繪
境
內
疆
域
圖

沿
革
志

地
理
志

星
野
　
疆
域
　
形
勝

附

八

景

氣
候

附

風

候

潮

候

山
川
　
水
利
　
鄉
都
　
風
俗
　
土
產

建
置
志

城
池
　
公
署
　
壇
祠
　
寺
觀
　
舖
舍

橋
渡
　
墟
市
　
坊
表
　
古
蹟
　
墳
墓

賦
役
志

戶
口
　
土
田
　
科
則
　
錢
糧
　
雜
稅

學
校
志

縣
學
　
講
約
　
社
學
　
義
學
　
書
院

兵
防
志

兵
官
　
兵
制
　
兵
餉
　
營
寨
　
兵
器

海
𥠖
志

海
防
　
海
㓂
　
𥠖
情
　
平
𥠖



 

五

獄
官
志

監
司
　
知
縣
　
典
史
　
教
職
　
武
職

人
物
志

諸
科
　
鄉
科
　
甲
科
　
𡻕
貢
　
恩
貢

例
監
　
封
蔭
　
名
宦
　
鄉
賢
　
列
女

藝
文
志

傳
　
　
文
　
　
記
　
　
序

雜
志災

異



 

六

陵
水
縣
境



 

七

陵
水
縣
志

沿
革
志

自
古
設
官
分
土
原
有
定
制
迨
世
運
遷
流
而

亦
異
我

朝
設
花
縣
闢
臺
灣
八
荒
賓
服
四
海
廓
清
逺
大
規
模
亘

古
未
有
或
沿
或
革
隨
地
制
宜
故
區
區
陵
邑
不
費

更
張
志
沿
革

陵
水
在
萬
州
南
一
百
二
十
里
唐
武
德
初
置
属
振

州
龍
朔
二
年
属
萬
安
州
宋
熈
𡨴
七
年
降
為
鎮
元

豊
三
年
𣸪
紹
興
六
年
軍
廢
属
瓊
州
十
三
年
軍
沒

還
𨽻
元
明
仍
舊

國
朝
因
之

地
理
志

星
野
疆
域
亘
古
如
常
形
勝
山
川
歷
久
靡
𠮓
但
風

俗
氣
候
霄
壤
中
土
水
利
鄉
都
懸
殊
內
地
即
昆
䖝

草
木
禾
黍
介
鱗
之
屬
均
有
異
焉
倘
以
其
地
盡
天

南
而
忽
諸
何
以
備
採
風
者
之
一
助
志
地
利

星
野

九
州
之
地
皆
有
星
野
　
雖
島
嶼
之
末
其
上
應
於
天
文
可
知
　
漢
以

來
版
圖
始
入
似
未
可
懸
揣
而
定
之
因
考
之
禹
貢
核
之
諸
　
者



 

八

瓊
之
分
野
属
楊
州
之
域
陵
水
𨽻
之
㕓
紀
之
次
婺
女

初
二
度
六
分
三
十
八
抄
南
海
北
極
出
地
一
十
五
度

疆
域

先
王
體
國
經
野
必
有
封
疆
之
域
但
陵
初
為
南
越
而
載
在
職
方
者
實
漢

始
之
雖
其
間
延
袤
不
齊
然
四
境
之
界
亦
自
井
然

陵
居
瓊
之
東
陲
在
萬
州
域
南
一
百
二
十
里
東
南

襟
海
西
北
桃
𥠖
前
逼
崖
郡
後
接
萬
州
東
西
廣
九

十
里
南
北
袤
一
百
七
十
里
𤨔
疆
二
百
六
十
里

形
勝

四
海
九
州
各
有
形
勝
非
但
臨
為
美
觀
抑
且
恃
為
險
固
陵
之
為
邑
岂
無

所
以
美
觀
膽
而
固
疆
口
乎
是
以
宜
紀
其
大
畧

東
倚
層
巒
西
控
𥠖
峝
海
淚
洶
湧
乎
南
筆
峯
巍
峩

乎
北

八
景筆

峯
吐
秀
　
　
溟
濤
飛
雲
　
　
虛
谷
傳
聲

雙
女
拱
峙
　
　
潭
清
龍
伏
　
　
木
墩
鎮
流

月
中
甘
露
　
　
溫
泉
雲
燕

氣
候地

居
炎
方
多
熱
少
寒
故
四
時
常
花
三
冬
無
雪
一

𡻕
之
間
署
𤍠
過
半
一
日
之
內
氣
候
屢
更
晝
則
多

燠
夜
則
多
寒
晴
明
則
燠
陰
雨
則
寒
其
生
常
早
如

正
月
𣑯
華
二
月
螻
蟈
鳴
蚯
蚓
出
王
瓜
生
苦
菜
秀



 

九

之
𩔖

然
生
而
不
力
氣
常
宣
泄
也
其
肅
常
遲
如

九
月
禾
乃
登
十
月
水
始
涸
蟄
虫
𤨔

戶
草
木
黃

落
之
𩔖
然
肅
而
不
嚴
氣
不
收
歛
也
水
土
微

人
民
多
病
𥠖

峝
中
更
甚
即
鄉
人
入
其
地
亦
成

寒
𤍠

風
候周

𡻕
皆
東
風
秌
夏
𩗗
風
𩗗
風
者
　
　
　
之
風
也

或
一
𡻕
累
發
或
累
𡻕
一
發
或
起
東
北
而
轉
西
或

起
西
北
而
轉
東
皆
必
對
時
囬
南
大
作
而
後
息
吼

聲
如
雷
飛
瓦
㧞
木
鳥
駭
獸
驚
居
民
作
矮
屋
避
之

踰
時
瀑
雨
大
作
最
能
傷
損
萬
物

潮
候早

曰
潮
晚
曰
汷
按
陵
邑
諸
港
朔
望
前
後
潮
大
上

下
弦
前
後
潮
小
二
至
前
後
潮
大
二
分
前
後
潮
小

夏
至
潮
大
於
晝
冬
至
潮
大
於
夜
晴
則
南
吼
陰
則

北
吼
人
以
為
陰
精
驗
之
果
然

山
川

陵

邑

層

峦

飛

翠

衆

　

分

流

故

魁

門

之

儒

世

亦

問

出

身

　

之

女

代

不

乏

人

豈

有

他

哉

是

亦

山

川

有

以

　

之

耳

因

查

往

牒

而

紀

於

編

山
𩔖



 

十

獨
秀
山

縣

西

南

半

里

突

起

如

筆

為

縣

少

祖

山

慱
吉
山

縣

東

二

里

為

縣

青

龍

山

即

大

河

嶺

筆
架
山

縣

南

一

里

𥠖
苗
嶺

縣

南

五

里

南
　
山

縣

南

一

里

聲
　
山

縣

東

西

三

十

里

虛

谷

應

聲

大
小
牛
頭
嶺

縣

東

北

三

十

里

臨

海

兩

山

對

峙

如

牛

明

成

化

十

年

副

使

凃

棐

勒

石

尚

存

舊

因

𥠖

患

設

廵

司

立

營

寨

今

𢘻

裁

廢

萬

歷

四

十

六

年

𠫵

將

何

斌

臣

知

縣

沈

脩

平

有

碑

我

朝
康
熙
二
十
四
年
知
縣
楊
來
鳳
𣸪
平
治
之
如
履
坦
道

加
攝
嶼

縣

東

四

十

里

加

攝

間

外

大

海

中

一

為

萬

州

南

山

交

界

名

分

界

嶼

楊
梅
山

縣

東

北

五

十

里

地

產

楊

梅

因

名

今

設

中

　

舖

於

此

多
碌
嶺

縣

東

北

八

十

里

崎

嶇

多

石

雙
女
嶼

縣

東

五

十

里

港

外

大

洋

中

兩

石

對

峙

如

人

上

有

淡

水

井

商

舟

往

來

多

沒

之

靈
山

一

名

多

雲

嶺

縣

南

五

十

里

旱

禱

多

應

五
指
山

生

𥠖

峝

中

木
墩

縣

東

五

里

大

河

水

流

　

峙

其

中

為

水

口

之

鎮

川
𩔖大

河
水

縣

北

一

里

發

源

自

五

指

山

東

流

遶

縣

入

於

海

即

慱

吉

渡

每

遇

瀑

雨

水

漲

行

人

苦

之

知

縣

高

首

標

設

渡

舡

一

隻

井

渡

子



 

十
一

一

名

往

來

德

之

陵
柟
水

即

大

寨

溝

縣

北

十

里

水

自

南

遇

溝

流

出

港

入

海

官

道

建

橋

於

上

廵
司
溝

縣

北

二

十

里

自

𥠖

川

流

入

海

加
攝
河

縣

東

北

三

十

里

餘

一

名

加

攝

澗

一

名

東

南

流

進

大

海

與

潮

相

為

消

長

往

往

䧟

人

行

者

乘

潮

退

沙

實

方

　

知

縣

高

首

標

設

渡

舡

壹

隻

後

朽

壊

無

存

康

熈

二

十

四

年

知

縣

楊

來

鳳

復

造

舡

貮

隻

以

便

往

來

龍
潭

縣

北

一

里

許

舊

傳

有

龍

起

因

名

卓
仁
塘

縣

南

二

十

里

產

細

蝦

水
港
口

縣

東

十

里

　

水

　

出

上

　

　

多

應

南
峝
澗

縣

北

二

十

里

桐
栖
港

縣

南

十

五

里

外

有

南

山

啇

舡

畨

艇

泊

於

此

其

內

港

為

亻

倭

軍

舡

厰

近

設

白

沙

寨

分

搃

防

守

即

舊

誌

鹹

水

港

又

名

南

山

所

港

田
頭
澗

縣

東

北

四

十

里

楊
梅
澗

縣

東

北

五

十

里

餘

烏
石
澗

縣

東

北

五

十

里

餘

即

舊

誌

都

籠

水

甘
泉
湧
泉

縣

前

溫
泉

縣

西

北

五

十

里

水
利

郊

原

禾

黍

頼

水

利

之

陵

由

高

水

早

發

苦

亢

昂

故

　

淺

之

𠁅

為

數

無

多

今

聖
明
在
上
甘
雨
時
來
庻
東
　
西
成
均
有
攸
頼



 

十
二

大
河
水

縣

北

一

里

即

慱

吉

渡

發

源

五

指

歷

嶺

𥠖

鄉

𥠖

　

　

安

馬

李

村

䓁

處

埧

車

灌

水

田

數

百

畝

小
河
水

發

源

𥠖

山

自

南

邁

歷

興

調

二

圖

水

曲

底

邊

坡

灣

低

田

䓁

處

塞

埧

灌

田

數

百

畝

大
寨
溝

即

舊

志

陵

柟

水

發

源

自

南

邁

南

明

塘

歷

興

調

一

圖

石

門

大

潜

港

坡

塞

埧

灌

田

數

百

畝

廵
司
溝

發

源

𥠖

山

歷

南

峝

北

灌

田

有

數

十

畝

鄉
都

舊

額

九

里

經

兵

燹

水

災

後

丁

口

凋

殘

過

半

都

甲

有

例

廢

者

今

僅

存

其

名

以

俟

愛

飬

生

聚

云

嶺
𥠖
鄉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興
調
鄉

一

啚

興
調
鄉

二

啚

　
　
　
　
　
嶺
腳
鄉

一

啚

嶺
腳
鄉

三

啚

灶

戶

　
　
　
　
　
那
亮
鄉

一

啚

民

灶

那
亮
鄉

二

啚

灶

　
　
　
　
　
烏
石
鄉

石
嶺
鄉

風
俗

五

方

風

氣

異

宜

民

其

其

間

異

俗

陵

自

唐

宋

以

來

漸

摩

日

久

禮

義

之

道

民

聞

其

概

迨

我

朝
鼎
革
之
後
文
教
四
訖
其
風
聲
氣
習
頓
易
改
觀
焉

民
性
樸
直
俗
尚
檳
鄉
近
有
古
風
婚
喪
循
禮
疾
病
以

巫
為
醫
以
草
為
藥
男
事
耕
讀
婦
女
貿
易
其
服

飾
噐
用
皆
從
儉
僕
語
有
三
種
有
土
語
有
𥠖
語

有
官
語
𥠖
語
間
有
能
言
者
官
語
則
男
婦
兒
童

悉
能
之
音
語
之
　
勝
於
瓊
屬
低
簷
𦭘
屋
以
避



 

十
三

颶
風
即
文
武
公
署
亦
沿
其
習
日
色
最
毒
能
裂

人
肌
膚
瘴
露
又
重
旦
晚
觸
之
便
生
疾
病
故
男

婦
出
入
往
來
皆
須
戴
藤
笠

節
序

占

歷

與

邵

城

稍

異

土
產

陵

為

郡

城

末

邑

素

稱

瘠

壤

故

山

海

之

所

生

郊

原

之

所

出

川

澤

之

所

產

絶

無

珠

璣

金

玉

為

天

下

珍

即

沉

香

物

料

皆

採

辦

別

境

以

作

𡻕

　

貢

惟

梹

榔

熟

時

價

高

少

為

差

糧

之

助

否

則

乘

子

斃

而

已

地

之

惡

薄

如

斯

良

可

慨

也

糓
屬有

稻
　
薏
苡
仁

菜
屬芥

菜
　
　
蘿
蔔
　
莧
菜
　
甕
菜
　
葱
韮

蒜
薑
　
　
茄
子
　
冬
瓜
　
西
瓜
　
𤬄
蘆

花
屬茉

莉
　
　
菊
花
　
薔
薇
　
石
榴
　
蓮
花

佛
桑
　
　
金
錢
　
蘆
鼓
　
山
丹
　
青
撤
莉

米
碎
蘭
　
僊
人
掌

菓
屬荔

枝
　
　
龍
眼
　
椰
子
　
檳
榔
　
柚
子

羊
𣑯
　
　
芭
蕉
　
黃
皮
　
甘
蔗
　
烏
欖



 

十
四

山
橘
　
　
拮
子
　
　
波
羅
蜜
　
山
竹
子
　
小
練
子

雞
頭
子

雜
植
屬

有
桑
　
　
棉
花
　
　
苧
蔴
　
蔞
葉
　
苦
䔲

裹
食

草
屬菖

蒲
　
　
鐡
樹
　
　
燈
心
　
苞
芒
　
蘆
鼓
草

剪
刀
草
　
斷
膓
草

竹
藤
屬

麻
竹
　
　
金
竹
　
　
黃
竹
　
茅
竹
　
白
眼
竹

沙
竹
　
　
刺
竹
　
　
苦
竹
　
牛
竹
　
藤
竹

蘆
竹
　
　
箭
杆
竹
　
赤
籐
　
黃
籐
　
白
籐

苦
籐
　
　
青
籐
　
　
雞
籐
　
沒
頭
籐

木
屬搞

木
　
　
苦
練
　
　
油
練
　
猪
血

相
思
　
　
榕
木
　
　
石
梓
　
黃
楊

花
梨
　
　
山
桂
　
　
桄
榔
　
刺
桐

木
棉
　
　
青
梅
　
　
胭
脂
　
荔
枝
水



 

十
五

烏
木
杆
　
狗
尾
　
香
椿

畜
屬水

牛
　
　
沙
牛
　
羊
　
　
猪
　
　
㺃

雞
　
　
　
鵝
　
　
鴨
　
　
犬

禽
屬燕

　
　
　
鳩
　
　
烏
　
　
鵓
鴿

喜
鵲
　
　
麻
鵲
　
山
呼
　
鸚
鵡

鷹
　
　
　
鷓
鴣
　
畫
眉
　
大
雞

鴛
鴦
　
　
啄
木
　
水
鴨
　
鴟
鴞

鸕
鷀
　
　
班
鳩
　
白
臉
鳥

獸
屬野

牛
　
　
山
馬
　
山
猪
　
豪
猪

即

村

猪

亻

拘

居

地

火

中

毛

黒

如

錐

長

四

五

寸

能

射

人

　
　
鹿
　
　
麖

熊
　
　
　
猿
　
　
豹
　
　
兎

狸
　
　
　
穿
山
甲

蛇
蠱
屬

蚺
蛇

蛇

之

最

大

者

能

吞

鹿

繞

樹

出

其

骨

其

胆

上

旬

在

頭

中

旬

在

心

下

旬

在

尾

性

耐

死

取

胆

放

之

猶

活

烏
稍
蛇

最

毒

外

紀

野

遇

殺

傷

不

死

能

尾

其

人

至

家

以

報

之

俗

釀

酒

去

瘡

疥



 

十
六

箥
箕
甲

黒

白

相

半

　
　
　
籐
蛇

似

籐

最

毒

青
竹
標

腹
裂
生
子

　
　
火
蛇

紅
色

　
水
蛇

胎
生
無

毒

七
寸
蛇

有

毒

　
　
　
坡
馬

名

沙

灘

可

治

腹

病

四
腳
蛇

即

師

蛇

俗

名

㣘

母

蛇

身

黒

褐

腹

黃

白

或

有

紅

㸃

者

俱

光

澤

嚙

人

令

徹

骨

膸

失

救

致

死

雷
公
馬
　
　
佛
蛇

無
毒

蠶
瓊
蠶
一

𡻕
八
登

　
蜘
蛛
　
蜈
蚣

蚰
蜒
　
　
　
蠅
蚊
　
蝱
　
　
　
蝴
蝶
　
蜻
蜓

蚯
蚓
　
　
　
蜂
　
　
蝦
蟆
　
　
蝸
牛
　
水
蛭

山
至

無

頭

尾

火

燒

乃

死

螢

水
屬鯉

魚
　
　
班
魚
　
　
塘
虱
　
　
泥
鰍

鱓
魚
　
　
齋
魚
　
　
螬
魚
　
　
跳
天
魚

鞋
魚

即
比

目
魚

　
田
雞
　
　
蛤
螺
　
　
鼈

藥
屬菖

蒲
　
　
磁
石
　
　
天
門
冬
　
益
母

山
藥
　
　
車
前
子
　
薏
苡
仁
　
疾
𥠖
子

決
明
子
　
蒲
黃
　
　
蛇
床
子
　
乾
葛

栝
樓
　
　
茵
蔯
蒿
　
木
通
　
　
稀
簽
草

艾
　
　
　
大
小
蘇
　
凙
蘭
　
　
薑
黃



 

十
七

青
箱
子

即

白

雞

冠

花

　
　
　
香
附
子
　
欎
金

本

草

葉

似

薑

黃

但

起

頭

數

寸

而

後

葉

開

根

黃

赤

　
　
　
　
銀
黃

亦

草

蒿

即

草

蒿

有

子

者

莖

葉

與

常

蒿

同

但

色

深

青

氣

芬

芳

　
　
牽
牛
子

萞
麻
子
　
骨
碎
補
　
　
馬
鞭
草
　
天
南
星

半
夏
　
　
蒲
公
草
　
　
糓
精
草
　
夏
枯
草

三
奈
　
　
檳
榔
　
　
　
桑
白
皮
　
山
梔
子

木
鼈
　
　
鹿
茸
　
　
　
蝙
蝠
　
　
牡
礪

左

顧

者

為

雄

鼈
甲
　
　
蟬
蛻
　
　
　
班
貓
　
　
穿
山
甲

薄
荷

貨
屬檳

榔
　
　
椰
子
　
　
　
土
蘇
木

顏
色

黃
楊

黃
熟
香
　
白
木
香
　
　
山
馬
皮
　
雞
骨
香

石
籐
香
　
蜂
蜜
　
　
　
黃
蠟

飲
饌老

酒
　
　
燒
酒
　
　
　
黃
酒
　
　
糯
酒

冬
瓜
酒
　
龍
眼
花
酒
　
菊
花
酒

建
置
志

自
古
開
疆
闢
土
代
有
建
置
如
城
郭
以
衛
民
生
壇



 

十
八

廟
以
崇
祀
典
市
墟
以
便
貿
易
驛
渡
以
通
往
來
之

𩔖
是
也
然
自
漢
以
來
沿
革
不
一
我

朝
區
畫
精
詳
制
度
美
俻
陵
雖
燬
廢
之
餘
今
亦
漸
為
興

復
云
志
建
置

城
池

易

曰

王

公

設

險

以

保

其

國

詩

云

徹

彼

桑

土

綢

繆

牖

戶

皆

忍

患

預

防

之

微

意

也

衛

民

社

而

䕶

倉

庫

實

於

城

池

有

攸

頼

焉

田

紀

之

以

備

查

考

縣
城
洪
武
甲
戍
立
於
南
山
港
西
塹
用
木
栅
永
樂

戊
戍
指
揮
張
恕
乃
遷
今
所
砌
以
磚
石
周
圍
叁
百

肆
拾
肆
丈
高
壹
丈
捌
尺
濶
壹
丈
叁
尺
雉
堞
叁
百

玖
拾
玖
舖
八
座
啓
門
四
各
建
樓
浚
池
周
圍
肆
百

玖
拾
柒
丈
濶
貳
丈
伍
尺
深
壹
丈
成
化
戊
子
指
揮

舒
翼
千
戶
王
玉
用
磚
砌
加
高
尺
許
填
塞
西
門
南

山
所
亦
𨽻
是
迨
歷
年
既
久
風
雨
飄
搖
城
樓
甕
城

兩
相
倒
塌
至

國
朝
康
熙
癸
丑
知
縣
高
首
標
重
修
堅
固

公
署縣

在
州
南
一
百
貳
拾
里
唐
始
立
於
陵
水
峝
慱
吉
李
村

宋
因
之
元
初
　
南
山
頭
皇
慶
間
遷
龍
頭
村
海
邊
丈



 

十
九

役
港
門
明
洪
武
二
年
沿
北
開
建
官
全
設
叁
年
署

縣
事
萬
𡨴
縣
立
　
　
初
　
建
二
年
　
縣
丞
主

簿
正
統
五
年
知
　
和
塋
以
治
　
於
　
㓂
奏
遷
南

山
所
千
戶
城
東
　
成
化
二
年
副
使
唐
彬
又
遷
城

中
之
北
南
向
嘉
靖
二
十
四
年
燬
於
火
知
縣
莫
汝

俊
遷
於
海
　
　
在
即
今
治
坐
西
東
向
至

國
朝
康
熙
叁
年
重
修
房
科
尚
　
康
熙
十
二
年
知
縣
高

首
標
重
建

陰
陽
學

洪

武

十

七

年

開

設

於

舊

縣

北

今

廢

醫
學

洪

武

十

七

年

開

設

於

舊

縣

西

今

廢

申
明
亭

在

縣

治

西

南
豊
倉

在
縣
西
自
正
統
五
年
迨
於
南
山
所
千
戶
所
城
連
并
軍
歸
　
以

撥
民
屯
田
糧
交
給
官
吏
　
公
用
設
官
　
一
員
今
廢

預
偹
倉

在

　

成

化

年

知

縣

鑑

後

廢

今

立

於

縣

治

西

海
南
道

在

縣

治

南

今

建

為

関

帝

廟

烏
石
驛

在

烏

石

鄉

東

去

　

　

　

　

里

　

去

陵

水

六

十

出

舖
舍烏

石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田
頭

烏石

鄉

牛
頭
嶺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大
寨

　

興

調

鄉



 

二
十

縣
門

自

萬

州

舖

至

此

一

百

二

十

里

　
　
　
　
　
順
潮

嶺

腳

鄉

鳴
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石
頼

俱

石

嶺

鄉

壇
廟

附

寺

𤲅

壇
　

學

工

萬

歷

十

年

建

舊

學

風
雲
雷
南
山
川
壇

舊

在

教

塲

嘉

靖

四

十

四

年

　

　

山

邑
厲
壇
　

易

所

河

社

稷

壇

城
隍
廟

在

城

內

觀
音
堂

在

城

隍

廟

設

講

鄉

約

所

関
王
廟

今

建

於

海

南

道

舊

址

東

向

上

有

觀

音

殿

天
𡚱
廟

一

在

南

城

外

一

在

北

城

外

火
雷
寺

在

城

外

西

北

南
朝
寺

在

城

東

二

里

許

雙
榕
寺

離

城

五

里

三
昧
寺

離

縣

一

里

在

南

門

外

小

嶺

下

劉
公
祠

在

南

樓

上

祀

本

所

千

戶

劉

公

寛

威

靈

顯

應

邑

人

多

皈

依

之

坊
表

坊

表

之

設

先

王

所

以

旌

賢

而

勵

俗

也

　

歷

　

既

久

有

廢

無

存

其

流

風

遺

韻

不

能

　

移

於

此

以

待

今

之

觀

感

而

興

起

者

良

可

慨

已

興
賢
坊

在

學

門

西

久

毁



 

二
十
一

育
才
坊

在

學

門

東

久

毁

凌
魁
坊

在

興

調

鄉

為

舉

人

陳

初

立

久

毁

煥
雲
坊

在

那

亮

鄉

為

舉

人

曽

忠

立

久

毁

進
士
坊

在

縣

城

北

弘

治

年

間

僉

事

金

鏱

為

進

士

廖

紀

立

久

毁

橋
梁迎

恩
橋

在

城

北

濠

上

往

來

通

衢

朝
陽
橋

在

城

東

濠

上

萬

歷

八

年

千

戶

龍

旒

修

歌
薫
橋

在

城

南

濠

上

往

來

通

衢

大
寨
橋

在

縣

東

北

十

里

大

寨

溝

上

官

道

往

來

土
橋

縣

東

北

過

河

三

里

久

廢

石
頼
橋

在

縣

西

南

五

十

里

官

道

往

來

津
渡大

河
渡

縣

北

里

許

即

舊

志

慱

吉

渡

原

編

夫

一

名

今

置

船

加
攝
渡

縣

東

北

三

十

餘

里

牛

嶺

之

北

潮

漲

泛

浮

甚

險

原

編

渡

夫

一

名

今

置

船

墟
市十

字
街
市

設久

廢

東
門
外
市

久

廢

北
門
外
市

近

設



 

二
十
二

古
蹟河

泊
所

在

縣

治

南

興

調

鄉

洪

武

十

六

年

置

久

廢

墳
墓

武

王

封

比

干

之

墓

孔

子

碑

延

陵

之

塚

皆

所

以

褒

忠

義

而

闡

幽

光

至

閨

中

淑

德

閫

內

賢

風

又

烏

可

任

其

湮

沒

致

與

草

木

同

腐

耳

楊
淑
人

在

縣

東

五

十

里

後

嶺

賦
役
志

天
一
天
計
莫
先
賦
役
戶
口
田
土
賦
役
所
自
出
也

陵
彈
丸
小
邑
不
毛
之
山
峙
其
內
漲
沙
之
海
𤨔
其

外
生
齒
不
繁
厥
土
瘠
薄
不
足
當
中
土
則
壤
之
下

下
九
　
燹
災
荒
之
後
加
以
𥠖
㓂
為
患
戶
口
田
土

迯
死
過
半
終
𡻕
勤
動
不
足
以
供
朝
夕
惟
藉
種
榔

為
生
又
苦
難
成
易
敗
鄭
圖
難
繪
賈
淚
堪
流
是

為
民
上
若
加
之
意
乎
志
賦
役

戶
口

明
洪
武
二
十
四
年
戶
一
千
一
百
六
十
五
戶
口
三
千

四
百
八
十
口
三
德
七
年
戶
一
千
零
七
十
一
戶
口

三
千
六
百
八
十
七
口
萬
歷
四
十
五
年
戶
一
千
零

二
十
二
戶
口
三
千
二
百
六
十
七
口
遞
有
損
益



 

二
十
三

國
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無

產

丁

二

男
女

二男
丁
一
十
　
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免
本
身
丁

二
百
一
十
丁
無
優
免
　
　
一
百
九
十
　
　
康
熙

元
年
編
審
豁
除
逃
絕
人
丁
一
百
六
十
　
　
現
在

六
百
三
十
七
丁
康
熙
六
年
編
審
　
增
　
　
五
丁

康
熙
十
一
年
編
審
新
　
　
十
四
　
　
　
　
十
年

編
審
新
增
二
十
七
丁
康
熙
　
十
　
年
　
　
新
增

一
十
丁
通
共
七
百
九
十
　
　
優
免
　
在
內
每

年
照
優
免
數
除
免

共

實

　

　

　

丁

例

派

徭

在

民

　

　

　

　

六

錢

一

分

六

厘

三

毫

三

絲

四

忽

正

女
口
一
千
二
百
四
十
　
　
康
熙
元
年
編
審
豁
除

迯
絕
女
口
七
百
二
十
七
　
　
　
一
百
一
十
六
口

康
熙
六
年
編
審
　
　
二
　
　
　
康
熙
十
一
年
編

審
新
增
一
十
六
口
康
熙
　
　
　
　
新
增
一
十

二
口
康
熙
二
十
　
年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共
五
百

八
十
四
口

每零



 

二
十
四

土
田

明
萬
歷
四
十
五
年
實
文

田
一
千
一
百
六
十
五
頃
八
十
　
𤱔
二
分
一
厘
四

毫
地
七
十
二
𤱔
二
分
三
厘
六
毫

塘
五
頃
九
十
七
𤱔
一
分
二
厘

國
朝
照
原
額
田
地
塘
共
一
千
一
百
七
十
二
頃
五
十
四

𤱔
四
分
七
厘
內
於
順
治
十
四
年
查
報
過
荒
七
百

零
叁
頃
五
十
二
𤱔
六
分
八
厘
二
毫

陸
續
墾
復
田
四
十
七
頃
二
十
四
𤱔
一
分
陸
厘
五

毫
六
絲
四
忽
六
微
尚
荒
六
百
五
十
六
頃
二
十
八

𤱔
五
分
一
厘
六
毫
三
絲
五
忽
四
微
見
在
熟
田
地

塘
五
百
一
十
六
頃
二
十
五
𤱔
九
分
五
厘
三
毫
六

絲
四
忽
六
微

科
則

上
則
田
稅
二
百
三
十
五
頃
零
九
𤱔
三
分
九
厘
內
除

荒
未
墾
荒
一
百
三
十
　
　
三
十
五
𤱔
尚
熟
實
稅

一
百
零
三
頃
七
十
四
畝
　
分
　
　
每
𤱔
徵
粮
餉

分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　
　
　
徵
雕
填



 

二
十
五

漆
匠
衣
裝
及
物
料
溢
價
銀
二
毫
七
絲
一
忽
八
微

七
纎
九
抄

中
則
田
稅
四
百
二
十
五
頃
八
十
六
𤱔
五
分
八
厘
內

除
荒
未
墾
稅
二
百
三
十
六
頃
零
一
𤱔
三
分
九
厘

一
毫
六
絲
二
忽
四
微
尚
實
熟
稅
一
百
八
十
九
頃

八
十
五
𤱔
一
分
八
厘
八
毫
三
絲
七
忽
六
微
每
𤱔

徵
粮
餉
銀
二
分
三
厘
四
毫
九
絲
五
忽
九
微
五
纎

二
抄
又
徵
雕
塡
漆
匠
衣
裝
及
物
料
溢
價
銀
二
毫

二
絲
三
忽
九
微

下
則
田
稅
五
百
零
四
頃
八
十
九
𤱔
一
分
四
厘
四
毫

內
除
荒
未
墾
稅
二
百
八
十
七
頃
一
十
八
𤱔
一
分

六
厘
五
毫
七
絲
三
忽
尚
實
熟
稅
二
百
一
十
七
頃

七
十
𤱔
零
九
分
七
厘
八
毫
一
絲
七
忽
每
𤱔
徵
粮

餉
銀
一
分
六
厘
四
毫
九
絲
六
忽
一
微
四
纎
五
抄

又
徵
雕
塡
漆
匠
衣
裝
及
物
料
溢
價
銀
一
毫
二
絲

九
忽
四
微
七
纎
九
抄

一
則
粮
地
稅
五
十
六
𤱔
一
分
五
厘
六
毫
內
除
荒
未

墾
稅
三
十
一
𤱔
三
分
七
厘
五
毫
尚
實
熟
稅
二
十



 

二
十
六

四
𤱔
七
分
八
厘
　
　
每
𤱔

七
毫
五
絲
九
忽
一
微
七
　
　
　
　
徵
雕
填
漆
匠

衣
裝
及
物
料
溢
價
銀
一
毫
　
　
　
三
微
五
纎

一
則
桑
地
稅
一
十
　
　
　
　
厘
內
除
荒
未
墾
稅
八

𤱔
九
分
八
厘
四
毫
尚
實
熟
稅
七
𤱔
零
九
厘
六
毫

每
𤱔
徵
粮
差
餉
銀
二
分
三
厘
八
毫
六
絲
二
忽
五

微
七
纎
又
徵
雕
塡
漆
匠
衣
裝
及
物
料
溢
價
銀
二

毫
二
絲
八
忽
九
微
一
纎
八
沙

塘
稅
五
頃
九
十
七
𤱔
一
分
二
厘
內
除
荒
未
墾
稅
一

頃
三
十
三
𤱔
六
分
尚
實
熟
稅
四
頃
六
十
三
𤱔
五

分
二
厘
每
𤱔
徵
粮
餉
銀
一
分
七
厘
二
毫
八
絲
三

忽
九
微
五
纎
六
沙
又
徵
雕
填
漆
匠
衣
裝
及
物
料

溢
價
銀
一
毫
三
絲
八
忽
八
微
八
纎
二
沙

錢
粮共

丁
銀
四
百
二
十
四
兩
零
九
分
零
三
絲

共
地
銀
一
千
一
百
零
五
兩
六
錢
七
分
二
厘
五
毫

六
絲
內
除
　
米
免
差
銀
五
兩
四
錢
六
分
三
厘
五

毫
實
徵
銀
一
千
一
百
兩
零
二
錢
一
分
五
厘
零
六



 

二
十
七

絲外
陞
科
銀
三
錢
五
分
六
厘
一
毫

外
魚
課
米
三
百
一
十
五
石
一
斗
七
升
三
分
八
勺

銀
一
百
零
四
兩
六
錢
九
分
八
厘
三
毫

外
　
課
米
折
銀
一
十
二
兩

外
匠
班
銀
一
十
八
兩
一
錢
四
分
四
厘

通
共
徵
銀
一
千
六
百
五
十
九
兩
四
錢
九
分
七
厘
七

毫
九
絲
內
起
運
項
下
共
銀
四
百
三
十
三
兩
三
錢

六
分
六
厘
四
毫
二
絲
五
忽
內

一
項
本
色
物
料
價
銀
一
十
二
兩
一
錢
八
分
零
九

毫一
項
留
買
新
增
物
料
銀
三
兩

一
項
裁
官
經
費
銀
一
百
三
十
二
兩
六
錢
四
分

一
項
驛
站
銀
七
分
脩
船
銀
二
兩
七
錢
六
分
四
厘

九
毫

一
項
舖
墊
地
𤱔
及
竹
木
　
毛
魚
油
料
本
色
折
色

共
銀
二
百
八
十
二
兩
七
錢
八
分
零
六
毫
二
絲
五

忽



 

二
十
八

外
留
充
餉
項
下
共
銀
一
百
五
十
七
兩
零
三
分
零
七

毫
七
絲
九
忽
內

一
項
額
　
兵
餉
銀
一
百
三
十
兩
二
錢
七
分
九
厘

零
七
絲
九
忽

一
項
軍
器
料
銀
一
兩
八
錢
五
分
零
六
毫

一
項
曆
日
銀
八
錢

一
項
墾
復
八
年
分
起
徵
銀
四
兩
三
錢
九
分
零
三

毫一
項
墾
復
九
年
分
起
徵
銀
三
兩
零
九
分
七
厘
五

毫一
項
墾
復
十
年
分
起
徵
銀
二
兩
八
錢
三
分
二
厘

一
毫

一
項
墾
復
十
一
年
分
起
徵
銀
一
兩
七
錢
八
分
一

厘
二
毫

偹
支
官
役
俸
食
心
紅
經
費
等
項
共
銀
八
百
四
十

七
兩
四
錢
六
分
四
厘
二
毫
七
絲
四
忽
又
復
四
廩

粮
銀
四
十
八
兩
內

裁
充
餉
銀
一
百
七
十
兩
零
五
錢
零
八
厘
六
毫
二



 

二
十
九

絲
四
忽

留
支
銀
七
百
二
十
四
兩
九
錢
一
分
五
厘
六
毫
四

絲
內

知
縣
俸
薪
每
𡻕
該
銀
四
十
五
兩

門
子
二
名
每
名
𡻕
支
工
食
銀
六
兩
共
銀
一
十
二

兩皂
隸
十
名
每
名
𡻕
支
工
食
銀
六
兩
共
銀
六
十
兩

馬
快
五
名
每
名
𡻕
支
工
食
銀
六
兩
共
銀
三
十
兩

民
壯
二
十
一
名
每
名
𡻕
支
工
食
銀
六
兩
共
銀
一

百
二
十
六
兩

燈
夫
二
名
每
名
𡻕
支
工
食
銀
六
兩
共
銀
一
十
二

兩禁
卒
四
名
每
名
𡻕
支
工
食
銀
六
兩
共
銀
二
十
四

兩轎
傘
扇
夫
七
名
每
名
𡻕
支
工
食
銀
六
兩
共
銀
四

十
二
兩

庫
子
二
名
每
名
𡻕
支
工
食
銀
六
兩
共
銀
一
十
二

兩



 

三
十

斗
級
二
名
每
名
𡻕
支
工
食
銀
六
兩
共
一
十
二
兩

舖
兵
六
名
每
名
𡻕
支
工
食
銀
六
兩
共
三
十
六
兩

典
史
俸
薪
𡻕
該
銀
三
十
一
兩
五
錢
二
分

門
子
一
名
𡻕
支
工
食
銀
六
兩

皂
隸
四
名
每
名
𡻕
支
工
食
銀
六
兩
共
二
十
四
兩

馬
夫
一
名
𡻕
支
工
食
銀
六
兩

儒
學
教
諭
訓
導
俸
薪
每
𡻕
共
該
銀
三
十
一
兩
五

錢
二
分

齋
夫
三
名
每
名
𡻕
支
工
食
銀
一
十
二
兩
共
銀
三

十
六
兩

門
斗
二
名
每
名
𡻕
支
工
食
銀
六
兩
三
錢
九
分
五

厘
九
毫
共
銀
一
十
二
兩
七
錢
九
分
一
厘
八
毫

膳
夫
二
名
每
名
𡻕
支
工
食
銀
六
兩
六
錢
六
分
陸

厘
六
毫
六
絲
七
忽
共
銀
一
十
三
兩
三
錢
三
分
三

厘
三
毫
四
絲

廩
生
二
十
名
奉
文
三
分
之
一
每
名
𡻕
支
銀
二
兩

四
錢
共
銀
四
十
八
兩

以
上
各
項
俸
工
門
銀
人
書
開
載
明
晰
故
不
重
贅



 

三
十
一

習
儀
拜
牌
香
燭
銀
五
錢

春
秋
二
𥙊
銀
五
十
八
兩
五
錢
四
分

無
祀
鬼
神
三
𥙊
銀
一
十
二
兩

迎
春
土
牛
芒
神
春
花
春
鞭
祈
雨
祈
晴
日
食
月
食

謝
雷
𥙊
品
等
項
共
銀
三
兩
五
錢

孤
貧
口
粮
銀
六
兩
六
錢
六
分
六
厘
六
毫

鄉
飲
酒
禮
銀
二
兩
五
錢

㑹
試
舉
人
水
手
蜆
崗
夫
馬
共
銀
二
十
一
兩
零
四

分
三
厘
八
毫

以
上
二
十
七
項
共
應
扣
荒
銀
九
十
一
兩
九
錢
五
分

九
厘
一
毫
六
絲
九
忽
實
應
支
銀
六
百
三
十
二
兩

九
錢
五
分
六
厘
四
毫
七
絲
一
忽

額
外
項
下
共
銀
六
百
零
四
兩
二
錢
九
分
九
厘
六
毫

九
絲
七
忽
內

稅
契
銀
一
十
兩

雕
漆
衣
裝
銀
五
錢
五
分
七
厘

雜
稅
銀
四
百
三
十
二
兩
五
錢
一
分
零
九
毫
內

牛
判
銀
一
百
三
十
一
兩
一
錢
四
分
四
厘
二
毫



 

三
十
二

□
木
稅
銀
一
百
四
十
五
兩
一
錢
八
分
二
厘
二
毫

門
攤
商
稅
銀
一
兩
二
錢
六
分
八
厘
五
毫
遇
閏
加

銀
八
分
八
厘
六
毫

船
稅
銀
一
十
兩

酒
稅
銀
一
兩
五
錢

新
增
補
餉
銀
一
百
二
十
六
兩
六
錢
六
分
六
厘

議
追
脩
造
營
兵
器
械
𥠖
米
銀
一
十
五
兩
七
錢
五
分

陞
科
并
流
筭
溢
米
銀
六
錢
六
分
三
厘
四
毫

六
年
届
新
增
丁
口
銀
四
十
一
兩
一
錢
二
分
五
厘

二
毫
九
絲

十
一
年
届
新
增
丁
口
銀
三
十
三
兩
七
錢
六
分
八

厘
二
毫
四
絲
四
忽

二
十
年
届
新
增
丁
口
銀
一
十
七
兩
零
三
分
六
厘

二
十
年
届
新
增
丁
口
銀
六
兩
二
錢
八
分
四
厘
八

毫
九
絲
二
忽

本
色
白
蠟
溢
價
銀
六
兩
六
錢
七
分
四
厘
一
毫
原

本
改
折
芽
茶
溢
價
銀
二
兩
七
錢
一
分
三
厘

免
不
盡
丁
銀
三
十
四
兩
八
錢
二
分
二
厘
八
毫
七



 

三
十
三

絲
一
忽

每

年

增

減

不

同

學
校
志

泮
　
　
官
乃
人
才
風
化
所
自
出
陵
歷
唐
宋
元
間

醇
儒
傾
　
或
不
乏
人
但
名
登
　
天
府
者
渺
焉

莫
覩
明
興
之
際
科
甲
方
開
今
我

朝
棫
樸
之
　
逺
嫓
百
王
　
　
文
風
日
趋
於
盛
為
　
王

國
楨
者
庻
幾
於
將
來
有
望
焉
志
學
校

宋
立
　
縣
治

劉

　

立

於

那

亮

鄉

元
縣
屢
遷
學
亦
　
之

明
洪
武
三
年
署
縣
丞
湯
良
弼
於
港
門
剏
建
正
殿
堂

齋
門
垣
俱
偹

景
泰
五
年
知
州
王
鐸
重
建

正
統
五
年
知
府
程
瑩
䟽
請
隨
縣
遷
於
南
山
千
戶
所

域
東

成
化
八
年
副
使
凃
棐
建
　
　
𣠄
星
㦸
門
內
齋
饌
堂

號
房
外
門
諸
制

正

濱

記

碑

弘
治
十
八
年
毁
於
𥠖
㓂

嘉
靖
三
十
七
年
知
縣
安
欽
遷
於
𣑯
汕
建
殿
廡
𣠄
星



 

三
十
四

門
堂
齋
啟
聖
諸
制

萬
歷
三
年
知
縣
譚
汝
讓
以
副
使
陳
復
升
命
遷
於
城

中
鎮
撫
司
之
舊
趾

東

向

在

城

中

西

南

隅

十
年
知
縣
周
文
仲
建
名
宦
鄉
賢
於
儀
門
左
方

國
朝
順
治
九
年
　
正
殿
兩
廡
啟
聖
焚
燬
瓦
木
不
留
㓂

平
權
將
　
至
聖
木
主
供
奉
民
房

康
熙
七
年
知
縣
張
鳳
徵
率
同
士
民
捐
造
正
殿
兩
廢

尚
有
啟
聖
明
倫
堂
𣠄
星
㦸
門
墻
垣
照
壁
泮
池
未

建
康
熙
二
十
三
年
知
縣
楊
來
鳳
遷
於
縣
治
之
北

東向

倡
率
士
民
捐
造
正
殿
兩
廡
儀
門
懸
置
萬
世
師
表

扁
額
其
啟
聖
宮
明
倫
堂
𣠄
星
門
泮
池
照
壁
齋
堂

四
圍
墻
垣
尚
未
重
建

名
宦
祠

一

祀

兵

偹

副

使

姚

履

素

一

祀

知

縣

𡊮

逵

一

祀

知

縣

吳

道

亨

鄉
賢
祠

祀

吏

部

尚

書

廖

紀

每
月
𥘉
二
十
六
登
　
廟
宣
講

上
諭社

學
乆

廢



 

三
十
五

義
學

未

設

書
院

未

設

兵
防
志

陵
邑
僻
處
島
㠘
襟
海
枕
𥠖
共
於
詰
戎
防
奸
最
為

𦂳
要
但
官
有
定
兵
有
制
餉
有
額
墩
臺
寨
堡
有
分

甲
胄
弓
矢
有
別
是
不
可
不
詳
載
之
也

明
萬
歷
五
年
兵
廵
舒
大
猷
令
各
州
縣
立
鄉
兵
復
遣

同
知
楊
繼
文
分
行
查
㸃
陵
水
九
百
六
十
名
內
精

兵
二
百
名
九
年
辛
巳
知
縣
吳
道
亨
立
土
哨
制
甲

衣
以
練
鄉
兵
道
亨
將
在
城
在
鄉
兵
四
哨
各
立
哨

官
一
員
以
時
操
練
皆
得
其
用
巨
㓂
林
道
乾
駕
百

餘
艘
突
至
陵
水
令
七
賊
先
登
取
水
督
率
鄉
兵

擒
其
一
道
乾
遁
去

兵
官

國
朝
設千

總
一
員

時

或

把

總

更

換

百
總
二
員

土
舍
三
名



 

三
十
六

兵
制

國
朝
設營

兵
三
百
名
守
城
防
海
康
熈
十
八
年
內
裁
汰
一

十
五
名
康
熈
二
十
一
年
內
又
裁
汰
四
十
名
康
熈

二
十
四
年
內
又
裁
汰
四
十
三
名
今
實
在
二
百
零

二
名

𥠖
兵

無

額

兵
餉

國
朝
設本

縣
汛
兵
共
二
百
零
二
名
月
八

餉
銀
一
百
九
十
五
兩
四
錢

粮
米
六
十
石
零
六
斗
月
小

餉
銀
一
百
八
十
九
兩
二
錢
零
六
厘
五
毫
三
絲
二
忽

營
寨

國
朝
設城

守
兵
四
十
一
名

大
坡
營
兵
四
十
一
名

白
茅
營
兵
三
十
三
名



 

三
十
七

膺
秋
營
兵
二
十
二
名

南
萬
營
兵
二
十
名

桐
淒
港
兵
四
十
六
名

兵
器綿

盔
二

百

零

二

頂

綿
甲

二

百

零

二

副

鳥
鎗

八

十

六

桿

三
眼
鎗

二

桿

長
鎗

八

枝

大
刀

三

把

弓
箭

七

十

八

副

籐
牌

三

十

面

海
𥠖
志

邑
之
外
海
內
𥠖
□
陵
　
然
故
有
背
　
心
均
有
滋

憂
患
雖
官
兵
修
設
水
陸
兼
防
而
鯨
浪
狼
烟
未
盡

平
熄
如
秋
收
𡨴
地
方
奠
安
□
　
則
經
畧
綢
繆
不

可
或
緩
也
志
海
𥠖

海
防



 

三
十
八

明
萬
歷
四
十
三
年
分
設
左
司
萬
陵
樂
㑹
桐
棲
慱

港
兵
船
八
隻
官
兵
二
百
八
十
四
員
名
今
易
其
制

沿
海
衝
要

自
萬
州
那
樂
出
外
洋
有
南
北
二
澚
賊
船
常
泊
故

水
四
十
里
至
大
塘
灣
六
十
里
至
舊
陵
水
三
十
里

至
牛
頭
嶺
突
出
海
口
六
十
里
至
桐
棲
𥂁
水
港
六

十
里
至
𥠖
𤲅
四
十
里
至
崖
州
玡
瑯
港
然
陵
之
牛

頭
嶺
𥠖
𤲅
港
口
淺
窄
賊
船
難
入
惟
桐
棲
港
　
水

深
賊
船
昔
年
常
入
騷
擾
鄉
落
港
兵
無
船
似
難
追
捕

海
㓂

明
永
樂
九
年
四
月
倭
登
陵
水
崖
州
百
戶
王
英
戰
沒

弘
治
六
年
㓂
掠
陵
水
南
峝
殺
人
副
使
翟
俊
□
繫

指
揮
千
百
戶
石
英
等
降
級
有
差

嘉
靖
四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內
賊
何
喬
林
容
等
掠
陵
水

復
犯
崖
州

隆
慶
元
年
九
月
林
容
計
攻
陵
水
逼
至
南
河
燒
殘
尤
甚

四
年
五
月
海
㓂
林
容
党
賊
蘇
大
李
荗
等
東
掠
萬

陵
兵
憲
史
朝
宣
督
兵
勦
之



 

三
十
九

萬
歷
十
七
年
二
月
李
荗
党
賊
復
掠
陵
水
桐
棲
港

近
震
動
兵
憲
孫
秉
陽
郡
守
周
希
賢
發
兵
進
勦
賊

黨
蔡
光
成
陳
守
華
被
箭
火
死
陳
良
德
迯
去

國
朝
海
㓂

順
治
十
二
年
二
月
海
㓂
楊
二
楊
三
揚
㠶
入
桐
棲
港

刼
掠
地
方
港
兵
難
敵
商
船
架
炮
打
敵
一
晝
夜
不

勝
竟
刼
商
船
商
人
死
者
無
算

平
𥠖

明
弘
治
三
年
陵
水
𥠖
停
等
峝
𥠖
陳
那
洋
等
作
亂
冬

十
月
兵
偹
副
使
陳
英
𠫵
將
姚
英
統
兵
進

抵
加
枕
山
十
一
月
丙
　
至
大
木
山
與
　
對
敵
平

之
乙
亥
班
師

嘉
靖
十
八
年
萬
州
𥠖
峝
那
紅
那
黃
以
千
戶
萬
人
傑

激
𠮓
入
陵
水
嶺
腳
𥠖
停
大
亂
副
使
陳
大
珊
令
指

揮
張
世
廷
等
進
勦
遇
賊
伏
兵
併
百
戶
于
　
項
檜

俱
力
戰
死
賊
勢
大
熾
都
御
史
蔡
經
　
兵
栁
珣
𠫵

將
程
鑒
□
兵
一
萬
二
千
分
三
大
　
𠫵
將
張
岳
統

中
由
昌
化
進
勦
德
霞
等
處
副
使
陳
荗
義
統
左
由



 

四
十

萬
州
進
勦
瑯
溫
椰
根
僉
事
商
天
節
統
右
進
勦
𥠖

亭
嶺
脚
九
月
十
三
日
斬
獲
賊
級
五
千
四
百
八
十

六
顆

萬
歷
四
十
年
崖
州
之
羅
治
等
洞
叛
𥠖
既
勦
平
時
陵

水
廖
二
𥠖
背
叛
刼
掠
殺
死
百
戶
陳
啟
先
兵
道
姚

履
素
乘
勦
大
兵
聲
勢
同
陽
電
𠫵
將
葉
應
春
督
兵

攻
勦
擒
斬
賊
首
那
求
那
砍
等
招
撫
一
十
六
峝
而

陵
始
安
就
設
白
茅
營
兵
善
後

國
朝
順
治
十
二
年
喃
嘮
𥠖
㓂
王
進
忠
等
聞
城
守
王
合

害
民
統
賊
數
千
逗
遛
北
河
一
晝
夜
城
池
危
急
適

有
瓊
水
師
張
彪
提
兵
萬
州
廵
勦
陵
告
急
彪
帶
兵

下
自
南
峝
至
縣
一
帶
盡
勦
平
之

𥠖
情陵

邑
有
𥠖
相
為
表
裏
生
熟
互
異
叛
順
靡
當
必
撫

勦
並
行
而
蜃
齒
可
破
自
明
至
今
時
出
為
害
初
皆

閩
商
蕩
貲
亡
命
及
本
省
土
人
貪
其
香
物
之
利
實

為
主
謀
予
以
叛
敵
之
方
往
往
猖
獗
官
斯
土
者
宜

特
防
範
焉



 

四
十
一

生
𥠖生

𥠖
內
有
𥠖
母
山
諸
𥠖
𤨔
居
其
下
山
之
上
水
泉

甘
美
相
傳
有
人
夀
考
𨓜
樂
不
與
世
接
去
省
地
逺

不
供
賦
役
為
人
質
直
獷
猂
不
受
欺
觸
不
服
王
化

亦
不
出
為
人
患
足
跡
不
履
縣
境
居
民
欲
入
其
地

以
熟
𥠖
為
援
以
木
為
弓
以
竹
為
弦
𨯒
鏃
無
羽
出

入
不
釋
手
以
標
刀
為
戈
以
角
為
甲
以
繫
鼓
為
樂

以
射
𤢪
為
生
以
刻
箭
為
誓
以
割
雞
為
問
卜
重
報

讎
有
殺
其
父
祖
及
鄉
人
者
易
世
必
復
其
器
用
土

釜
𤬄
瓢
每
食
大
小
羅
坐
不
用
筯
以
椰
瓢
舀
食
結

茅
為
屋
如
覆
舟
形
前
後
二
穴
往
來
出
入
次
竹
木

為
架
約
高
二
尺
許
名
之
曰
𣟬
一
家
男
女
群
卧
其

上
下
則
畜
犬
豕
男
子
以
幅
布
為
衣
𢲅
不
至
膝
冬

夏
不
着
裙
惟
一
叚
布
兠
其
前
後
椎
髻
　
足
挿
銀

銅
釵
花
慢
纒
頭
腰
戴
木
板
六
角
帽
婦
人
釵
上
加

銅
𤨔
耳
墜
垂
肩
其
衣
富
者
用
五
色
吉
貝
貧
者
用

𥠖
幔
無
袴
襦
其
裙
四
圍
合
縫
由
下
穿
上
名
曰
𥠖

𧚔
女
子
將
及
笄
置
酒
㑹
親
属
女
伴
採
刺
紋
湼
其



 

四
十
二

西
或
　
或
宻
悉
照
女
家
謂
之
繡
面
女
婢
獲
則
否

死
不
哭
不
粥
飯
惟
食
生
牛
肉
以
為
哀
痛
之
至
鑿

員
木
為
棺
喪
則
舁
櫬
而
行
令
一
人
前
以
鷄
子
擲

地
鷄
不
破
處
為
吉
穴
與
省
地
商
人
貿
易
甚
有
信

不
受
欺
紿
商
人
信
則
相
與
如
至
親
借
貸
不
吝
或

負
約
見
其
鄉
人
擒
之
以
為
質
加
以
橫
木
必
負
者

來
償
始
釋
凢
負
銀
一
兩
次
年
陪
責
工
兩
至
十
年

乃
止
熟
𥠖
舊
傳
本
南
恩
籐
梧
高
化
人
多
王
有
二

姓
言
語
皆
六
處
鄉
音
因
從
征
至
者
利
其
山
水
田

土
占
食
其
間
開
險
阻
置
村
峝
以
先
入
者
為
峝
首

同
入
共
力
者
為
頭
目
父
死
子
繼
夫
下
妻
主
又
多

閨
廣
亾
命
性
習
為
橫
不
問
親
踈
一
語
不
合
持
力

相
向
其
妻
當
中
一
過
即
解
坐
無
尊
卑
病
則
搥
牛

祝
鬼
塟
喪
則
斬
牛
待
客
春
則
鞦
韆
㑹
隣
峝
男
婦

𥺁
飾
來
遊
携
手
并
肩
互
歌
相
荅
名
曰
作
劇
有
乘
時

為
婚
合
者
父
母
率
從
無
禁
婚
姻
不
避
同
姓
近
生

𥠖
者
其
習
俗
與
之
同
近
居
民
者
習
俗
與
齊
民
少

爭
田
奪
地
起
讐
釁
屠
牛
聚
衆
搆
生
𥠖
以
為
州



 

四
十
三

縣
之
患

諸
𥠖
村
峝

縣
𥠖
北
有
𥠖
亭

去

縣

二

十

里

南
有
嶺
脚

去

縣

二

十

里

嶺
脚
由

葫
蘆
門
而
出
𥠖
亭
由
𥠖
羅
而
出
又
有
東
北
峝
及

大
小
牛
嶺
為
往
來
必
由
之
路
𥠖
人
時
出
遮
道
為

㓂
一
聞
炮
聲
伏
地
藏
匿

秩
官
志

設
官
分
職
民
社
攸
闗
監
司
有
數
揚
之
任
郎
官
耑

民
牧
之
司
至
縣
尉
汛
防
掌
教
分
教
各
有
攸
責
哲

人
既
去
流
風
未
逺
高
山
在
望
景
行
方
殷
又
　
可

不
偹
紀
之
耶
志
秩
官

分
廵
道

明成化

唐
彬

㑹

科

人

副

使

展

祁

學

後

地

増

置

號

房

縣

治

於

南

山

所

城

內

知
縣

唐
李
德
𥙿

趙

郡

人

綘

之

族

宋



 

四
十
四

陳
舜
中

州

人

武

功

元
曹
　
慶

陳
憲
章

海

康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任
大
中

蜀

人

明永樂

唐
　
觀

龍

泉

舉

人

正統

李
　
源

成化

陳
　
福

順

昌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𡊮
　
逵

監

生

林
　
瑞

南

𡨴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蔣
　
鑑

橫

州

人

頼
永
正

贑

州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盧
　
遜

清

江

人

弘治

戴
　
昊

武

岡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龔
　
瀾

廣

西

人

王
文
淵

福

建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　
性

𡨴

逺

人

正德

李
　
芳

興

業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徐
　
欽

興

國

人

林
　
鳳

長

汀

人

嘉靖

安
　
欽

桂

林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廷
和

福

建

人

汪
　
河

廣

西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　
極

江

西

人

潘
　
懷

廣

西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鄭
　
佐

江

西

人

鍾
文
㑹

福

建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莫
汝
俊

馬

平

舉

人

有

傳



 

四
十
五

隆慶

譚
汝
讓

興

業

舉

人

萬歷

吳
道
亨

浮

梁

人

有

傳

　
　
　
　
周
文
仲

蒙

化

人

林
　
恒

蒲

田

舉

人

　
　
　
　
姜
　
惠

南

昌

舉

人

邵
希
準

淳

安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歐
陽
文

宜

黃

舉

人

鄭
志
賢

浙

江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游
禹
圖

漳

浦

舉

人

四

十

五

年

任

吳
祥
鍾

信

豊

人

四

十

一

年

任

　
　
沈
麻
禮

㑹

稽

人

四

十

四

年

任

阮
萬
欽

蘭

田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邢
振
春

南

直

人

謝
景
星

福

建

人

　
　
　
　
楊
文
璧

湖

廣

人

范
維
垣

四

川

人

　
　
　
　
楊
六
府

平

湖

人

有

傳

陳
國
訓

雲

南

舉

人

陞

崖

州

知

州

國
朝

李
永
昌

淮

安

人

　
　
　
　
羅
存
仁

北

直

人

錢
金
生

麗

水

人

　
　
　
　
韓
名
漢

昌

邑

人

許
明
章

舒

城

人

進

士

　
　
　
　
張
鳳
徵

𡨴

國

人

高
首
標

汾

洲

人

進

士

　
　
　
　
趙
培
基

真

定

人

進

士

楊
來
鳳

江

南

籍

遼

東

人

　
　
　
　
楊
　
楠

四

川

舉

人

安
國
璽

山

西

平

陽

府

蒲

州

人

主
簿



 

四
十
六

元
莊
益
老

瓊

山

人

典
史

明正統

沈
伯
祥

浙

江

人

有

政

陞

安

慶

同

知

　
　
丘
　
福

成化

倪
宗
實

弘治

劉
彥
聰

福

建

人

　
　
　
　
韋
　
瓉

朱
　
𤨔

正德

廖
　
欽

蒼

梧

人

　
　
　
　
謝
　
元

蒲

田

人

嘉靖

秦
隱
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吳
　
鏜

江

西

人

胡
仲
宣

江

西

人

　
　
　
　
喻
　
鴞

廣

西

人

陳
廣
瓉

廣

西

人

　
　
　
　
楊
　
燦

南

平

人

胡
一
堯

餘

姚

人

　
　
　
　
李
春
華

南

昌

人

隆慶

林
宗
㑹

福

清

人

萬歷

陳
應
龍

福

建

人

　
　
　
　
林
雲
程

福

建

人

唐
華
元

金

州

人

　
　
　
　
王
中
忭

福

清

人

天啟

王
一
鳳

貴

州

人

崇

王
堯
彩

浙

江

人

　
　
　
　
陸
秉
純

浙

江

人



 

四
十
七

陳
宗
□

豫

章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張
士
美

南

直

人

許
士
泰

南

直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　
楷

浙

江

人

國
朝

錢
萬
選

承

德

縣

人

康

熙

八

年

任

　
王
仕
成

蘭

人

康

熙

十

九

年

任

白
喜
　

陜

西

查
陵
邑
自
順
治
元
年
起
至
康
熙
七
年
止
因
壬
子

年
間
𩗗
風
大
作
府
縣
案
卷
俱
毁
無
存
典
史
姓
名

無
憑
查
載

教
諭

明洪武

李
一
騏

福

清

人

解

元

學

問

優

贍

訓

誨

有

方

後

陞

刑

科

給

事

中

范
　
全

上

元

人

天順

朱
宗
榮

閩

縣

人

善

詩

　
　
　
毛
　
政

柳

州

衛

人

成化

劉
　
乾

安

□

人

弘治

黃
　
懌

候

官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吳
廷
舉

長

汀

人

正德

陳
　
䇿

吳

川

人

嘉靖

王
　
訓

慶

逺

舉

人

萬歷

張
　
宿

桂

林

舉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道
人



 

四
十
八

林
　
寅

宜

春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黃
　
𩿾

荗

名

人

彭
紹
𧃍

番

禺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黃
萬
春

南

海

人

梁
　
沂

新

興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何
天
錫

□

陽

人

吳
　
經

三

水

籍

順

德

人

　
　
　
龔
弘
僑

□

羅

人

何
尚
賢

順

德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闗
　
津

南

海

舉

人

胡
咸
熙

興

國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雷
朝
甫

上

杭

人

鍾
繼
樑

四

㑹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蕭
時
敏

江

西

人

黃
　
裳

江

西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梁
有
宇

溪人

陳
大
進

徐

聞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黃
　
　

東

莞

人

王
飬
盛

電

白

人

周
　
鉞

東

莞

舉

人

歷

陞

工

部

主

事

　
王
文
華

東

莞

人

張
紹
房

貴

州

人

　
　
　
　
蔡
宗
周

湛
㑹
谷

增

城

人

國
朝

張
汝
齡

順

德

舉

人

　
　
　
　
陳
　
晋

徐

聞

人

吳
必
昇

順

德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李
錫
命

南

海

人

訓
導

明



 

四
十
九

洪武

謝
均
澤

南

山

　

人

成化

王
　
俊

　

山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唐
　
浩

　

州

人

王
　
慱

萊

縣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張
　
亮
人

林
　
瓊

廣

西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韓
元
訓

瓊

山

人

李
　
敬

左

所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劉
　
益

同

施
士
奇

川

行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陳
　
瑤

南

清

鄭
　
冉

罔

縣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絃

宜

山

人

陳
　
瑚

饒

干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陳
　
憲

海人

黃
　
鼎

廣

西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張
　
宸

江

西

人

陳
　
縉

福

建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夾
　
英

信

宜

人

亨
荗

名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周
　
蕚

瓊

山

人

聶
　
旦

上

康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黃
文
煥

敏

州

人

譚
以
模

易

江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吳
道
童

順

德

鄧
大
紀

樂

昌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林
　
立

福

清

人

劉
　
俊

囬

㑹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吳
永
泰
人

吳
繼
䇿

海

陽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陳
三
近

東

莞

人

國
朝

楊
應
　

龍

山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陳
時
經

開

平

人



 

五
十

羅
金
聲

㑹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鄧
　
　

西

江

人

李
樹
屏

信

豊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海

康

人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人

武
職

係

駐

防

城

守

國
朝

王
　
合

𠛼

襄

人

千

總

　
　
　
　
張
光
耀

河

南

人

把

總

趙
起
鳳

河

南

人

千

總

　
　
　
　
馮
可
成

河

南

人

把

總

賀
紹
緒

河

南

人

把

總

　
　
　
　
鄭
　
和

湖

廣

人

把

總

王
秉
鉞

千

總

　
　
　
　
　
楊
志
成

把

總

申
進
忠

河

南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李
　
鳳

把

總

張
　
鳳

把

總

　
　
　
　
　
溫
　
福

千

總

李
天
培

把

總

　
　
　
　
　
趙
本
雲

千

總

張
　
鳳

千

總

人
物
志

山
川
靈
異
凢
秀
鍾
美
人
物
之
生
必
非
無
自
陵
雖

小
邑
而
山
川
之
勝
亦
可
與
隣
境
爭
衡
故
題
雁
登

龍
者
挺
出
乎
前
而
明
經
逹
用
者
繼
起
乎
後
且
閨

中
少
婦
亦
有
賢
風
或
從
容
守
志
或
慷
慨
捐
軀
非

岳
凟
効
靈
何
克
幾
此
至
若
宦
遊
陵
地
惠
政
覃
攵



 

五
十
一

甘
棠
之
頌
迄
今
未
逺
者
皆
可
光
昭
史
冊
而
名
垂

永
久
云
志
人
物

諸
科

元

元
啇

瓊

郡

學

正

鄉
科

明
曽
　
忠

甲

子

科

　
　
　
　
　
陳
　
　
　

科

甲
科廖

　
紀

弘

治

三

年

庚

戍

科

官

至

吏

部

尚

書

入

祀

𡻕
貢

明
王
　
裔

交

趾

經

歷
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　
安

交

趾

主

簿

陳
　
效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　
琳

李
　
郁

交

趾

廵

檢
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　
冕

福

建

都

司

斷

事

王
　
瑤

盧

陵

主

簿

　
　
　
　
　
韓
光
訓

瓊

山

人

訓

導

張
　
愈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邢
邦
彦

麥
　
荣

泉

州

知

事
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　
洋

宿

遷

縣

丞



 

五
十
二

李
　
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陳
文
繡

後

衛

經

歷

張
　
懋

晋

江

訓

導

　
　
　
　
陳
　
嵩

知

事

蔡
朝
佐

瓊

山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楊
　
崑

南

山

所

人

張
　
纉

瓊

山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劉
　
淵

劉
　
夀

南

山

所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李
　
楷

定

安

人

張
　
軫

瓊

山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楊
　
槃

海

南

衛

人

蜀

广

□

雲
　
□

文

吕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吳
士
蕚

定

安

人

湯
良
輔

南

山

所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繼
志

徐

州

同

知

黃
　
淳

高

明

訓

導
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繼
明

江

浦

主

簿

劉
宗
器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蔡
伯
祐

瓊

山

人

王
　
聰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本
寛

南

山

所

人

錢
大
有

吳

州

訓

導

　
　
　
　
　
蔡
廷
椿

瓊

山

人

霍

縣

丞

陳
女
學

電

白

訓

導

　
　
　
　
　
李
　
盛

南

山

所

人

侯
仲
良

南

山

人

順

德

訓

導

　
　
　
陳
舜
賓

興

調

人

清

浦

訓

導

改

南

海

史
世
寳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朱
光
耀

電

白

訓

導

朱
光
燃

南

山

所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錢
大
用

海

豊

訓

導

陳
大
訓

宜

黃

訓

導

　
　
　
　
　
馬
　
　

進

賢

傳

堯
海

康

訓

導

陞

化

州

學

正

　
　
　
高
　
及



 

五
十
三

李
文
欽

義

𡨴

知

縣

　
　
　
　
　
陳
之
坦

萬

　

副

張
孔
翰

汀

州

府

副
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除
可

何
日
賔

𣕫

㑹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錢
德
全

南

山

所

人

吳
孟
良

萍

鄉

副

　
　
　
　
　
吳
甫
　

定

安

人

吳
應
韶

平

度

州

州

判

　
　
　
　
吳
人
泰

贑

縣

主

簿

吳
　
纂

定

安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吳
世
廌

定

安

人

張
紹
初

瓊

山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德
容

黃
　
卷

新

㑹

教

訓

　
　
　
　
　
李

丘
可
隆

亷

州

府

學

教

授

　
　
　
　
陳
宗
魯

王
真
儒

亷

州

府

學

教

授

　
　
　
　
陳
心
忠

湯

教

諭

孔
行
周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楊
守
湛

陳
宗
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馮
士
亨

王
秉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徐
應
舉

王
正
儒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天
烱

秦
　
廷

國
朝

徐
聨
中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良
俊

王
行
儉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徐
經
國



 

五
十
四

程
　
祥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朱
殿
颺

本

姓

何
門
建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陳
　
松

新

興

訓

導

胡
富
每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宗
問

本

姓

劉

秦
廷
詰

本

姓

楊

候

選

　
　
　
　
　
李
科
開

本

姓

苻

候

選

王
　
　

候

選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宏
瑞

王
宗
道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陳
時
中

恩
貢

國
朝

陳
日
昌

本

姓

莊

㧞
貢彭

之
㨗

本

姓

馮

例
監

明
陳
　
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陳

吳
　
純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陳
文
浤

吳
　
賢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　
准

陳
文
錦

瓊

山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張
　
昊

陳
　
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許
　
福



 

五
十
五

周
道
元

瓊

州

人

　
　
　
　
　
蕭
　
爽

持
　
憲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陳
居
䇿

胡
衍
宗

常

州

府

經

歷

　
　
　
　
　
陳
應
麟

章

浦

人

莫
懋
才

國
朝

吳
繼
善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陳
文
奇

𥠖
之
瓉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吳
繼
鞏

蘇
　
生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周
　
爌

吳
昌
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曽
其
昌

吳
夢
龍

封
蔭廖

有
能

以

孫

紀

贈

工

部

尚

書

廖
　
瑄

以

子

紀

贈

工

部

右

侍

郎

名
宦姚

履
素

係

兵

偹

道

副

使

　
　
　
　
　
𡊮
　
逵

係

本

縣

知

縣

吳
道
亨

係

本

縣

知

縣

鄉
賢廖

　
紀

係

吏

部

尚

書



 

五
十
六

列
女

王
氏
百
戶
王
世
恩
之
女
生
員
譚
以
謨
之
妻
年

二
十
夫
亾
苦
節
撫
子
道
淵
補
邑
庠
道
淵
又
逝

撫
孫
正
又
補
邑
庠
正
又
逝
撫
曽
孫
尚
在
孩
提

年
逾
八
十
始
終
一
節
通
學
舉
呈
旌
表

萬
氏
千
戶
萬
人
傑
之
女
百
戶
王
國
彥
之
妻
年

十
九
夫
逝
無
子
族
人
之
應
襲
者
撫
飬
為
嗣
年

六
十
四
卒
閨
門
清
肅
通
學
舉
呈
旌
表

王
氏
乃
亷
州
府
授
王
真
儒
之
女
監
生
秦
廷
試

之
妻
也
因
夫
𡨚
遭
誣
䧟
死
於
非
命
氏
即
捐
軀
從

難
事
聞
於
上
司
李
羅
公
旌
表
貞
烈
至
今
流
傳

陳
氏
生
員
陳
兆
鼎
之
妹
年
十
六
適
王
造
龍
為
妻

踰
年
夫
亾
氏
殯
殮
方
完
即
捐
軀
自
縊
此
崇
　
年

間
事
也
康
熈
戊
辰
孟
夏
通
學
舉
報
攝
縣
事
本
府

同
知
潘
廷
侯
為
文
祭
之
立
匾
於
門

藝
文
志

詞
章
之
美
代
不
乏
人
筆
墨
之
工
乆
而
益
著
或
選

勝
或
傳
奇
其
揚
扢
所
闗
匪
淺
為
陳
情
為
賦
物
與



 

五
十
七

感
慨
之
志
彌
殷
盖
有
可
傳
之
人
而
後
有
可
傳
之

文
文
傳
而
人
與
俱
傳
矣
是
烏
可
忽
諸
志
藝
文

邑
侯
莫
公
傳

公
諱

汝
俊
馬
平
人
明
嘉
靖
間
知
縣
事
平
易
近
民
亷

靜
不
擾
別
積
弊
脩
廢
舉
惠
愛
士
民
禁
輯
强
暴
去

任
日
民
遮
道
號
泣
至
今
思
之

邑
侯
吳
公
傳

公
諱

道
亨
浮
梁
人
明
萬
歷
十
六
年
知
陵
水
政
事
精

明
人
不
敢
欺
訓
練
鄉
勇
地
方
頼
之
入
祠

邑
侯
范
公
傳

公
諱

維
垣
四
川
人
胷
懷
磊
落
長
於
文
詞
愛
士
恤
民

政
從
寛
簡
地
方
利
弊
慷
慨
直
陳
治
陵
九
載
海
無

㓂
警
𥠖
岐
悅
服
捐
修
衙
舍
城
宇
橋
梁
皆
親
為
督

率
九
載
之
間
雞
犬
敉
𡨴
去
任
行
李
蕭
然
至
今
民

頌
不
忘

邑
侯
楊
公
傳

公
諱

六
府
平
湖
人
剛
方
清
正
聽
訟
則
曲
直
必
晰
愛

民
則
恩
威
並
濟
𥠖
酋
吳
春
僣
　
大
坡
營
務
勢
挾



 

五
十
八

居
民
陰
謀
不
軌
與
縣
分
洽
公
宻
詳
擒
拿
正
法
撫

軍
薦
曰
端
品
真
儒
自
書
大
堂
聨
曰
守
伯
起
家
風

四
知
無
愧
遊
剛
峯
故
里
百
折
不
囬

明成
化
九
年
重
建
陵
水
學
宮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𤀹

皇
朝
學
校
遍
天
下
雖
遐
外
之
域
陋
小
之
邑
其
規
制
之

度
生
徒
之
數
不
以
大
小
逺
近
而
殊
瓊
郡
去
　
京

師
幾
萬
里
陵
水
又
去
瓊
郡
幾
六
百
里
人
民
不
滿

千
戶
地
之
逺
邑
之
小
者
天
下
莫
過
焉
其
學
尤
為

𤰞
陋
不
稱
　
朝
廷
一
視
同
仁
興
學
育
才
之
意
自

有
學
校
以
來
其
規
制
恒
弗
如
度
生
徒
恒
不
滿
數

人
才
鮮
中
式
雖
其
土
風
則
然
然
亦
前
當
道
者
不
能

作
興
之
過
也
陵
水
縣
儒
學
肇
於
宋
　
國
朝
正
統

中
知
府
程
瑩
始
請
遷
縣
於
南
山
千
戶
所
城
學
隨

遷
於
城
之
東
成
化
中
知
縣
林
端
又
遷
城
北
草
剏

未
具
適
廣
東
按
察
副
使
豊
城
凃
公
伯
輔
廵
所
部

至
邑
嘆
其
俗
陋
民
寡
計
其
力
終
不
能
以
自
成
事

計
出
金
百
兩
付
之
縣
署
南
山
所
事
王
玉
耑
其
功



 

五
十
九

署
學
事
臨
高
縣
訓
導
王
浴
沂
相
其
成
櫎
其
舊
基

而
廣
之
度
其
縱
四
百
　
五
尺
橫
一
百
　
八
尺
周

而
計
之
凡
為
尺
一
千
一
百
七
十
　
奇
凢
今
學
校

規
制
所
當
偹
者
一
一
如
度
匠
　
於
郡
木
採
於
山

石
則
越
郡
城
而
西
之
由
海
道
運
至
臨
邑
焉
於
乎

自
有
此
邑
有
此
學
以
來
其
規
制
盖
未
始
如
此
偹
也
偹

之
始
自
今
日
浴
沂
謂
興
建
之
功
出
自
憲
副
公
不
可
無

紀
惟
我
　
高
皇
帝
得
國
之
初
郡
邑
與
學
校
並
設

凢
制
邑
之
分
大
小
必
視
其
民
之
衆
寡
故
設
官
有

全
减
制
有
盈
縮
獨
於
教
官
之
設
生
徒
之
數
不
以

邑
大
小
民
衆
寡
而
増
損
焉
夫
豈
不
知
取
舍
之
偏

重
而
多
少
之
勿
均
哉
顧
惟
人
才
之
生
也
不
自
成

所
以
成
之
者
由
教
養
之
有
方
彼
邑
之
大
者
其
民

固
多
然
吾
不
能
一
一
盡
所
有
而
教
養
之
故
於
民

之
中
　
其
明
秀
者
群
聚
之
學
校
以
飬
以
教
冀

其
有
成
盖
惟
責
成
於
　
教
之
所
及
教
所
不
及
者

吾
不
與
知
也
陵
水
邑
至
小
人
民
至
寡
而
學
校
之

規
制
師
主
之
　
數
與
廣
土
衆
民
之
邑
罔
有
異
焉



 

六
十

者
　
其
文
勿
之
美
人
才
之
興
至
於
今
恒
若
有
歉

焉
蓋
必
有
任
其
咎
者
矣
士
生
斯
邑
前
乎
此
者
居

處
卑
陋
而
無
作
興
之
人
其
安
於
固
陋
　
於
□
下

也
因
當
若
夫
自
時
厥
後
㳺
弘
廠
之
學
宮
而
又
淂

上
之
人
如
此
鼓
舞
振
作
之
而
猶
循
常
襲
故
不
思

所
以
自
振
㧞
期
以
嫓
美
於
他
邑
匹
休
於
中
凋
焉

其
咎
亦
有
所
歸
矣
夫
易
以
善
補
過
為
無
咎
之
北

汲
汲
焉
求
三
年
之
父
以
治
七
年
之
病
亟
取
以
足

前
日
之
闕
豫
蓄
以
待
後
時
之
需
所
謂
善
補
過
而

免
罪
咎
之
歸
者
其
在
兹
乎
其
在
兹
乎
凡
為
師
生

於
此
者
　
念
之
謹
書
以
俟

國
朝康

熙
四
季
重
建
陵
水
學
宮
序
　
　
　
張
鳳
徵

稽
古
致
治
之
隆
必
由
建
學
所
以
明
𢑱
倫
興
教
化

誠
盛
典
也
及
成
效
聿
彰
七
敦
□
佳
民
臻
淳
荗
右

文
之
治
漢
唐
宋
以
　
元
明
無
異
　
焉
今

天
子
　
　
　
　
治
道
如
　
幸
釋
　
　
歛
火
享
祀
特

遣
大
臣
恭
代
視
　
咎
司
成
　
鬯
益
加
隆
禮
乃
或



 

六
十
一

運
際
鼎
新
郡
邑
間
罹
兵
火
泮
宮
頺
廢
者
守
宀
紳

士
相
繼
𢿋
葺
咸
紀
厥
績
嗚
呼
何
其
盛
歟
余
自
夏

季
承
乏
陵
邑
陵
固
瘠
土
也
居
域
外
東
南
盡
境
循

海
以
一
綫
逹
縣
治
曩
者
荒
亂
洊
臻
原
墅
蕭
瑟
城

郭
人
民
僅
僅
處
荒
　
蔓
草
間
而
學
宮
惟
存
故
趾

至
聖
先
賢
主
位
徙
諸
民
居
余
初
蒞
躬
謁
踖
踧
不
寜

者
良
乆
揖
諸
生
而
詢
之
咸
對
以
衆
有
建
立
志
緣

時
絀
未
克
即
舉
焉
余
曰
庻
而
富
富
而
教
固
聖
訓

也
兹
戶
籍
未
繁
未
可
云
庻
原
隰
未
闢
未
可
云
富

剏
建
似
為
緩
圖
不
知
實
非
緩
圖
也
何
以
明
其
然

也
粵
昔
草
昧
之
始
經
綸
於
屯
厥
有
次
第
至
夫
聖

明
代
起
遐
通
同
風
莫
不
佩
服
道
教
肄
習
膠
庠
即

中
歷
傾
圯
不
越
數
年
無
論
父
老
悉
能
道
故
其
英

荗
通
經
者
指
數
郁
郁
之
盛
如
昨
日
也
矧
鴟
鴞
易

為
好
音
鴻
雁
集
於
中
澤
而
廣
業
誦
絃
較
昔
麟
炳

若
非
崇
起
泮
林
聿
新
廟
貎
將
聖
經
賢
傳
僅
習
諸

草
舍
其
何
以
揚
大
道
賛
至
治
與
乃
若
慮
工
用
浩

煩
資
用
匱
絀
亦
始
事
者
志
未
堅
耳
倘
士
有
同
心



 

六
十
二

衆
咸
鼓
勵
饒
　
出
其
嬴
賢
降
此
以
次
而
助
其
里

稍
裕
者
身
雖
不
列
黨
庠
而
子
弟
俊
秀
誦
習
無

異
指
地
日
蜚
英
璧
水
詎
不
能
以
賦
稅
衣
食
所
餘

勷
兹
弘
剏
𠰥
余
忝
任
司
牧
而
飬
而
教
厥
維
職
掌

又
𡨴
不
能
以
清
俸
之
頒
力
賛
盛
事
哉
諸
生
曰
唯

唯
勉
旃
　
怠
余
椎
樸
無
文
恭
逢
建
學
伊
始
敬
述

以
為
闔
邑

災
異
志

成
化
之
間
慧
星
叠
見
太
康
之
世
祥
桑
忽
生
如
地

震
天
鳴
之
異
蟲
蝗
水
旱
之
災
經
史
所
書
不
一
而

足
𠮓
不
虛
生
必
有
其
應
是
在
為
民
上
者
修
德
以

弭
之
耳
志
災
異

順
治
拾
貳
年
大
飢
時
霖
雨
不
止
田
中
水
深
二
四
尺

稻
盡
絶
種
升
米
百
錢
百
姓
死
亡
枕
籍
壯
者
散
於

四
方
戶
口
倒
廢
田
皆
荒
蕪
縣
治
一
空

康
熈
拾
壹
年
閏
㭍
月
二
十
七
日
𩗗
風
大
作
大
雨
繼

之
晝
夜
不
息
飛
瓦
倒
屋
人
無
立
足
之
處
吹
㧞
榔

樹
過
半



 

故
宮
圖
書
館
藏
康
熙
二
十
七
年
刻
本
民
國

二

十

二

年

五

目

國

立

北

平

圖

書

館

重

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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