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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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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志
卷
二

輿
地
志
二

山

來
袞
山
　
︹
舊
通
志
︺
在
州
城
北

卽

府

署

後

之

萬

壽

山

崇
禎
八
年
明
知
州
劉
自
紘
建
亭

於
上

紫
金
山
　
在
城
內
後
小
灣
老
賴
家
祠
後

東
　
山
　
︹
方
輿
紀
要
︺
在
州
東
四
里
涪
江
之
左
修
阜
如
長
城
下
顧
州
郭
卽

舊
志
六
景
東
林
晚
鐘
是
也

︹
宋
魏
了
翁
臨
發
潼
上
許
侍
郎
弈
餞
於
東
山
賦
詩
︺
人
生
出
處
亦
何
常
又

到
涪
江
江
上
鄕
山
色
如
逢
故
人
語
松
聲
仍
作
去
年
香
紅
裳
大
舶
滿
淸
鏡

翠
瀲
白
沙
明
夕
陽
未
省
此
歡
何
日
更
擬
邀
明
月
照
昏
黃

︹
中
江
林
愈
蕃
東
山
賦
︺
仰
高
山
之
天
作
結
奇
秀
於
梓
東
形
逶
迤
以
若
帶

勢
綿
亘
而
如
墉
一
崗
獨
異
萬
壑
奚
同
突
兀
崚
嶒
兮
諒
伯
牙
枯
桐
之
所
志

盤
紆
縹
緲
兮
相
摩
詰
妙
繪
之
難
工
彼
其
遙
山
作
屏
遠
水
浮
舠
微
風
徐
來

極
淪
漣
淡
蕩
之
淸
致
灝
氣
孤
往
鼓
奔
騰
激
越
之
洪
濤
則
有
浮
圖
傑
出
慈

恩
嫓
雄
影
倒
波
中
儼
龍
門
之
砥
柱
勢
凌
天
表
擬
海
上
之
仙
峯
雲
霞
升
降

烟
霧
朦
朧
白
翻
碧
湧
嶂
疊
巒
叢
水
涵
山
而
夷
猶
曠
邈
山
映
水
而
奇
峭
巃

嵸
矧
夫
千
章
森
竦
百
卉
靑
葱
修
篁
敷
舒
兮
挾
白
絹
寒
梢
之
勢
古
柏
挺
峙

兮
具
參
天
溜
雨
之
容
爾
乃
倚
彼
茂
林
薙
茲
叢
棘
審
形
勢
之
屈
伸
察
崗
壠

之
曲
直
累
石
負
士
構
就
梵
天
之
宮
鳩
匠
庀
材
結
成
淨
土
之
室
疏
鐘
達
船

兮
髣
髴
姑
蘇
之
寺
淸
月
映
閣
兮
依
稀
輞
川
之
蹟
於
是
思
烟
霞
之
與
處
期

鷗
鷺
而
爲
盟
擢
孤
舟
而
逕
渡
緣
側
徑
以
徐
行
流
曲
如
綫
淸
可
濯
纓
杜
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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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歸
兮
詩
傳
盛
軌
蘇
公
安
在
兮
泉
著
芽
名
嘆
逝
者
之
如
此
悟
有
本
之
匪

輕
獨
立
高
嶺
俯
視
孤
城
方
奮
振
衣
之
勢
俄
興
弔
古
之
情
東
望
鹽
亭
兮
思

與
可
質
簹
之
軸
南
睇
金
華
兮
誦
子
昂
感
遇
之
章
覽
牛
頭
之
草
亭
千
秋
寂

歷
眺
山
腰
之
官
閣
一
望
凄
涼
怪
眞
遊
之
何
少
詑
古
道
之
殊
荒
已
而
晚
烟

凝
翠
斜
日
含
映
孤
雲
欲
結
高
鳥
倦
飛
想
鴈
峯
之
呼
吸
慕
舞
雩
之
詠
歸
歌

曰
造
物
靈
兮
鑱
名
區
憑
高
四
顧
兮
胸
次
殊
登
東
山
兮
猶
爾
躋
泰
山
兮
何

如
茶
堵
山
　
︹
舊
通
志
︺
在
州
東
十
里
相
傳
仙
人
董
仲
煮
茶
於
此

留
使
山
　
︹
舊
通
志
︺
在
縣
東
三
十
里
唐
李
絳
爲
東
川
節
度
使
去
任
民
情
愛

戴
於
此
遮
道
留
之
故
名

鼓
樓
山
　

一

作

古

︹
舊
通
志
︺
縣
東
五
十
里
層
巒
疊
峙
狀
如
樓
閣
眞
人
董
仲
曾

修
煉
於
上
有
石
室
鄕
人
禱
雨
屢
驗

鐘
　
山
　
︹
舊
通
志
︺
在
州
東
五
十
里
形
如
覆
鐘
山
腰
有
泉
味
甘
仙
人
董
仲

詩
英
英
雲
氣
峯
尖
出
泱
泱
幽
泉
石
徑
寒
採
藥
不
知
何
處
是
白
雲
引
我
到

鐘
山

映
溪
山
　
︹
舊
通
志
︺
在
州
東
五
十
里
高
崗
逶
迍
峯
巒
如
半
月
山
麓
有
雙
溪

合
流
日
出
時
山
影
映
照
波
心

今

名

塞

江

山

︹
林
愈
蕃
映
溪
山
賦
︺
暾
晨
出
兮
氛
氳
山
映
溪
兮
不
羣
羌
中
流
兮
卓
立
影

亭
亭
兮
曉
勢
分
凌
空
獨
奇
旣
霏
微
乎
暮
靄
照
水
特
異
亦
蕩
漾
乎
朝
雲
觀

其
高
岡
耀
日
古
木
垂
陰
挾
羣
山
以
作
屏
俯
二
水
以
爲
襟
形
如
半
月
勢
聳

千
尋
長
江
滾
滾
兮
屹
如
砥
柱
淸
流
渙
渙
兮
儼
若
波
心
聚
千
載
支
撐
之
大

力
結
萬
年
挺
拔
之
高
岑
在
藻
鮮
鱗
依
樹
杪
以
呈
象
遷
喬
幽
鳥
共
澗
底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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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
音
爾
乃
巖
徑
蕭
疏
岡
巒
起
伏
載
幽
且
深
如
往
而
復
緣
溪
而
定
奇
葩
倚

壑
而
生
異
木
風
行
水
上
淪
漣
髣
髴
於
河
干
竹
覆
谷
中
蔥
蒨
依
稀
乎
淇
澳

則
有
裋
褐
逸
人
黃
冠
野
客
晚
挹
西
山
之
爽
朝
就
東
方
之
白
携
謝
眺
驚
人

之
章
曳
安
石
遊
山
之
屐
飮
石
泉
蔭
松
柏
攀
女
蘿
睇
飛
翮
樂
溪
山
之
相
涵

喜
水
天
之
同
碧
因
之
澄
慮
靜
觀
舉
頭
遐
顧
懸
崖
墜
影
若
三
島
之
在
中
央

峭
壁
沉
波
似
十
洲
之
絕
天
路
泉
淙
淙
兮
深
崖
風
謖
謖
兮
高
樹
信
宇
宙
之

無
窮
果
烟
霞
之
足
慕
悟
生
意
於
夭
喬
泯
機
心
於
鷗
鷺
此
時
身
在
寰
中
思

遊
天
表
想
龍
門
之
橫
碣
石
獨
障
滔
滔
念
君
山
之
浸
洞
庭
偏
當
淼
淼
奇
情

上
薄
於
雲
霞
賞
心
幾
忘
乎
昏
曉
已
乃
暮
色
依
依
而
漸
逼
倦
鳥
翼
翼
而
相

催
欲
詠
歸
而
延
𥩟
將
言
還
而
徘
徊
望
英
靈
鐘
山
之
勿
勒
思
太
白
匡
廬
之

重
來
護
巖
邊
之
碧
草
憐
石
徑
之
蒼
苔
於
是
寒
煙
自
下
來
徑
復
經
溪
光
淡

蕩
而
生
月
樹
影
參
差
而
見
星
松
花
片
片
兮
淸
芬
可
挹
草
蟲
喞
喞
兮
斷
續

堪
聆
雖
載
瞻
乎
衡
宇
猶
屢
顧
乎
山
庭
此
所
爲
掬
綠
水
以
濡
墨
依
丹
崖
以

勒
銘
而
漱
流
枕
石
期
不
負
乎
江
上
一
峯
之
靑

石
城
山
　
︹
縣
通
志
︺
在
州
東
五
十
里
四
面
如
城
︹
按
︺
山
環
頂
皆
石
石
上
摹

刻
古
篆
字
大
尺
許

鳳
　
山
　
︹
圖
書
集
成
︺
去
治
東
五
十
里
峯
岫
翺
翔
其
形
如
鳳

金
鵝
山
　
︹
舊
通
志
︺
在
治
東
六
十
里
高
山
遠
峙
勢
如
長
城
︹
通
志
︺
與
鹽
亭

接
壤

南
峯
山
　
︹
圖
書
集
成
︺
在
治
東
州
守
張
雲
建
衆
慈
堂
於
上

萬
峯
山
　
︹
舊
縣
志
︺
縣
東
五
十
里
有
萬
峯
朝
拱
之
勢

金
字
山
　
︹
舊
縣
志
︺
在
縣
東
二
十
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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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龍
山
　
︹
舊
縣
志
︺
縣
東
三
十
里
疊
嶂
層
巒
一
峯
獨
出
橫
枕
於
桃
花
溪
上

塔
　
山
　
在
邑
東
八
十
里
離
三
合
鎭
數
武
形
式
魁
偉
山
頂
平
衍
淸
咸
豐
十

一
年
張
統
領
追
剿
藍
逆
駐
兵
於
此

雨
台
山
　
距
三
合
鎭
五
里
魁
奇
突
兀
一
方
形
勝
前
淸
光
緖
時
天
旱
有
超
塵

道
人
及
道
嶽
眞
人
在
此
設
台
祈
雨
輒
應
故
名

龍
門
山
　
在
縣
東
龍
樹
場
龔
家
坪
三
面
孤
絕
四
圍
如
城
山
腰
一
石
室
頂
有

石
龍
蜿
蜒
於
上
首
尾
鱗
甲
俱
備
旁
有
一
洞
號
龍
洞
門
淸
初
土
人
去
山
麓

五
里
特
修
迥
龍
寺
以
鎭
山
脈

桂
花
臺
山
　
在
南
峯
寺
廟
後
形
勢
險
峻
有
山
從
人
面
起
之
氣
象
相
傳
唐
節

度
使
顧
彥
朗
兵
敗
移
駐
此
寨
至
今
環
堵
猶
存

中
峯
山
　
在
秋
林
驛
驛
場
環
境
四
周
二
水
迥
瀾
曲
折
於
場
後
橫
流
作
帶
山

下
有
桃
花
溪
水
環
繞
山
𪋤

北
峯
山
　
在
秋
林
驛
北
明
時
山
頂
有
太
古
廟
明
末
焚
燬
今
寥
陽
正
殿
基
礎

尙
存
近
場
諸
山
多
平
坦
而
此
山
獨
高
聳
壯
麗

馬
蹄
埡
　
在
縣
東
八
十
里
湯
家
壩
係
古
巴
閬
通
衢
路
旁
一
石
上
現
馬
蹄
痕

相
傳
爲
張
桓
侯
過
境
遺
跡

金
頂
山
　
在
縣
東
八
十
里
發
脈
岷
山
左
支
越
三
里
橫
枕
三
合
鎭
西
北
下
至

秋
林
出
縣
境

蟠
龍
山
　
在
興
隆
場
山
勢
蜿
蜒
迴
繞
爲
一
方
之
鎭

蟾
毒
山
　
一
名
烟
燉
山
因
廟
埡
舖
舖
司
置
烟
燉
於
此
故
名

帽
盒
山
　
在
縣
東
八
十
里
湯
家
壩
中
地
據
上
游
突
開
大
壩
衆
山
拱
秀
一
水

環
淸
南
宋
甯
宗
嘉
定
元
年
戊
辰
進
士
湯
進
賢
字
覺
菴
授
重
慶
府
太
守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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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聲
帝
勅
署
四
川
太
子
太
保
兵
部
尙
書
授
湖
山
總
督
部
堂
兪
綬
書
祖
孫

父
子
世
代
榮
昌
八
字
建
坊
後
公
歿
與
子
重
卜
葬
於
此
果
如
勅
諭
鹽
亭
知

縣
王
升
贊
云
脈
發
石
城
靈
鍾
帽
盒
筆
對
文
峯
鞍
廻
巖
窟
鐵
甕

闕文

玉
盤
轉

宿
皓
皓
馬
蹄
靑
靑
龍
角
水
繞
三
溪
流
爭
萬
壑
曲
曲
盤
盤
葱
葱
鬱
鬱
宅
果

生
枝
塋
經

闕

竹
人
傑
地
靈
至
今
如
昨
字
跡
漫
滅
後
湯
三
聘
採
錄
於
湯
氏

譜
中

大
旗
山
　
在
縣
城
東
北
十
五
里
高
於
河
面
千
尺
山
形
似
旗
故
名

火
蓮
山
　
邑
東
二
十
餘
里
蔓
延
於
淸
水
溝
高
山
舖
諸
山
山
多
起
伏
身
帶
赤

色
粗
砂
鄕
人
呼
爲
羊
肝
脊
土
卽
山
脈
之
泡
沙
石
所
變
化
縣
此
山
以
東
之

水
入
蘇
家
堰
河
山
以
西
之
水
入
三
道
河
及
百
頃
埧
河

印
臺
山
　
︹
濳
確
類
書
︺
在
潼
川
州
趾
方
而
頂
圓
故
名
︹
舊
通
志
︺
在
洲
南
二

里
山
方
而
頂
圓
其
形
如
印
逆
水
而
上
倒
影
於
凱
涪
二
江
之
間
旁
立
三
小

峯
山
半
有
慈
雲
洞
洞
有
鑑
泉
山
居
兩
位
但
有
卜
葬
者
城
中
必
火
屢
試
屢

驗
故
封
禁
不
許
葬

天
柱
山
　
︹
寰
宇
記
︺
在
涪
城
縣
南
二
里
四
面
平
衍
上
有
重
峯
高
百
餘
步
孤

秀
聳
峙
如
柱
故
名

金
魚
山
　
︹
舊
縣
志
︺
在
州
南
五
里
巖
半
有
老
君
洞
又
有
重
岡
峭
壁
四
大
字

明
人
書

盤
龍
山
　
︹
舊
通
志
︺
在
州
西
南
一
里
有
囘
鑾
洞

長
谷
山
　
︹
舊
縣
志
︺
縣
南
十
里

雲
頂
山
　
︹
舊
縣
志
︺
縣
南
十
里
逶
迍
層
疊
宛
若
雲
盤
宋
德
敷
禪
師
與
黃
魯

鍊
習
於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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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
巗
山
　
︹
圖
書
集
成
︺
在
州
南
七
里
凱
江
上
巗
皆
赤
色
陳
堯
叟
有
記
乃
八

分
體
下
有
蛀
石
磯
遊
人
亦
多
題
詠

浮
　
山
　
︹
圖
書
集
成
︺
去
治
南
二
十
里
涪
江
水
面
突
起
一
峯
旁
有
澗
水
曲

折
環
繞
故
以
浮
名

望
君
山
　
︹
舊
通
志
︺
在
州
南
七
十
里
杜
甫
嘗
登
山
望
闕
大
書
望
君
山
三
字

於
上

文
峯
山
　
︹
圖
書
集
成
︺
與
望
君
山
相
連
山
腰
係
趙
眞
人
生
長
處
俗
名
趙
村

埡
基
址
遺
跡
猶
有
存
者

靑
泰
山
　
︹
圖
書
集
成
︺
去
治
南
七
十
里
層
嶂
嶙
峋
昔
處
士
王
彥
道
家
焉
靑

泰
山
遠
望
如
臺
又
名
靑
臺
山

望
川
山
　
︹
方
輿
紀
要
︺
在
州
南
百
二
十
里
天
晴
日
霽
登
絕
頂
遙
望
西
川

宜
君
山
　
︹
舊
通
志
︺
在
州
南
百
二
十
里
諸
葛
武
侯
屯
兵
於
此
有
碑
志
蝌
蚪

文
尙
存
殘
缺
不
可
卒
讀

雲
臺
山
　
︹
方
輿
紀
要
︺
在
州
南
百
里
山
形
如
臺
高
插
雲
漢
︹
圖
書
集
成
︺
雲

臺
山
本
肖
菴
眞
人
修
鍊
處
按
化
書
屬
眞
武
八
十
三
世
身
也
嘗
自
作
偈
有

武
當
遊
駕
到
飛
烏
茅
屋
雲
臺
天
下
無
之
句

雲
　
山
　
︹
舊
縣
志
︺
縣
南
二
里

鐵
爐
山
　
在
城
南
七
里
形
如
爐
有
孔
大
尺
許
道
光
時
土
人
以
白
鴨
一
隻
足

繫
黑
繩
投
孔
中
七
日
後
鴨
自
金
魚
山
下
石
洞
出
光
緖
初
年
邑
舉
人
王
龍

勳
塞
孔
葬
其
先
祖

螺
螄
山
　
在
城
南
二
里
許
上
尖
下
闊
形
如
螺
螄
西
接
印
盒
山
背
臨
涪
水
山

頂
有
觀
音
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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紗
帽
山
　
城
南
十
五
里
狀
若
紗
帽
山
下
有
中
江
名
士
黃
曉
谷
父
墳
對
面
卽

臥
牛
山

鳳
凰
山
　
卽
邑
南
馬
祖
寺
廟
地
廟
在
鳳
凰
嘴
上
山
雖
不
高
其
靈
秀
特
異
形

勢
如
鳳
凰
翔
於
空
中
翻
身
落
地
嘴
從
中
脈
抽
出
身
是
廟
右
邊
顧
砂
活
動

如
生
左
翼
抱
護
是
廟
左
邊
顧
砂
生
動
欲
飛
足
伸
於
前
作
廟
案
山

四
聖
山
　
其
山
形
崇
大
山
頂
建
廟
供
祀
四
神
故
名
在
兩
河
口
場
後

臥
龍
山
　
縣
南
九
十
里
卽
景
福
院
後
山
嘉
慶
五
年
德
繼
勇
侯
屯
兵
其
上

千
佛
崖
　
距
千
總
墳
里
許
舊
於
崖
石
鐫
佛
無
數
光
緖
末
鄕
人
彩
繪
之
玲
瓏

可
觀

象
　
山
　
在
城
南
百
二
十
里
高
聳
異
常
︹
鍾
薇
垣
登
象
山
遊
富
樂
寺
詩
︺
少

小
記
曾
遊
不
識
象
山
妙
今
日
偶
重
來
應
被
名
山
笑
我
意
殊
不
然
歡
心
翻

絕
倒
如
夢
續
乃
眞
如
友
敦
夙
好
縱
目
故
山
巓
神
王
氣
先
暴
危
崖
百
尺
梯

直
疑
天
可
到
拾
級
登
其
巓
雲
霞
恣
笑
傲
翠
竹
秀
森
森
古
柏
寒
鴉
噪
俯
視

萬
人
家
炊
烟
一
色
罩
仙
刹
絕
頂
盤
入
門
老
僧
導
滿
地
白
雲
堆
雜
遝
無
人

掃
破
瓦
光
陸
離
花
磚
五
色
耀
碣
斷
碑
久
殘
未
識
何
王
造
十
殿
森
閻
羅
萬

鬼
伏
堂
奧
我
佛
笑
相
迎
識
我
在
年
少
小
坐
證
三
生
石
獅
爭
舞
蹈
日
落
乘

風
歸
廻
首
中
心
悼
嘉
會
訂
重
遊
預
把
山
靈
告

牛
頭
山
　
︹
方
輿
紀
要
︺
在
州
西
南
二
里
山
形
如
伏
牛
俯
臨
城
郭
上
有
浮
圖

︹
元
和
志
︺
牛
頭
山
一
名
華
林
山
四
面
危
絕
︹
寰
宇
記
︺
山
在
郪
縣
西
南
高

一
里
形
似
牛
頭
四
面
孤
絕
俯
臨
州
郭
下

潛

確

類

書

作

上

有
長
樂
亭
樓
閣
烟
花
爲

一
方
名
勝

山

舊

有

寨

甚

固

民

十

五

年

建

設

中

山

公

園

將

山

上

城

垣

砲

台

折

毀

︹
吳
樹
臣
秋
日
招
同
友
人
牛
頭
山
小
飮
︺
蘇
公
宅
畔
梵
雲
天
碧
磵
依
然
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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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
濺

山

畔

有

宋

狀

元

蘇

易

簡

舊

宅

碑

何
日
雙
林
窺
萬
井
只
今
半
壑
起
村
煙
楓
丹
絕
嶂
秋

容
老
練
靜
澄
江
空
水
鮮
遙
憶
少
陵
吟
眺
日
牛
頭
袞
袞
鬱
芊
綿

其
二
　
攜
酒
登
臨
席
細
莎
天
空
晴
望
碧
嵯
峩
片
雲
黑
處
飛
銀
竹
急
雨
收

時
擁
黛
螺
錢
起
詩
情
偏
顧
曲
桓
伊
笛
響
任
高
歌
鴈
聲
嘹
嚦
添
吟
興
莫
剩

尊
前
金
叵
羅

︹
郡
守
張
松
孫
登
牛
頭
山
作
︺
振
衣
躡
高
岡
憑
仗
躋
勝
力
一
蹴
踞
其
巓
如

挾
排
虛
翮
俯
仰
山
水
涵
餘
淸
㝠
漠
雲
天
掃
空
碧
盪
胸
决
眥
少
拘
礙
鶴
林

春
市
留
遺
跡
憶
昔
文
貞
避
亂
來
攜
家
曾
作
梓
州
客
飄
零
幸
賴
使
君
賢
逢

迎
因
遇
文
章
伯
地
以
人
傳
山
亦
靈
山
得
詩
題
人
不
沒
禽
鳥
無
聞
林
木
稀

碑
碣
多
殘
姓
氏
闕
望
中
山
色
晚
霞
紅
眼
底
江
聲
匹
練
白
依
然
城
郭
傍
牛

頭
已
厯
滄
桑
失
故
宅
我
來
爲
郡
數
登
臨
仰
止
心
殷
時
代
隔
花
濃
竹
細
誦

淸
吟
棟
宇
齊
梁
存
片
石
安
得
布
地
有
黃
金
山
寺
重
營
向
山
脊

三
臺
山
　
︹
方
輿
紀
要
︺
州
西
五
里
突
起
三
級
狀
若
層
臺
︹
通
志
︺
蔚
然
深
秀

遠
近
瞻
望
如
臺
星
縣
因
此
得
名

︹
州
守
張
應
詔
登
三
台
山
詩
︺
振
衣
直
上
翠
微
巓
晴
日
登
臺
望
渺
然
巴
蜀

江
山
千
里
樹
梓
州
城
郭
萬
家
烟
巖
花
繞
座
香
浮
酒
野
鳥
呼
人
韻
入
絃
咫

尺
牛
頭
春
色
好
題
詩
欲
補
少
陵
篇

︹
張
松
孫
詠
三
台
疊
翠
詩
︺
三
台
山
上
三
重
台
葐
蒀
山
氣
拂
不
開
脈
衍
岷

峨
聯
劍
閣
勢
多
岝
嵱
何
崔
嵬
層
層
疊
翠
蜿
蜒
赴
袞
袞
直
上
牛
頭
來
幽
谷

嶜
岑
少
丹
竈
仙
蹟
荒
渺
生
疑
猜
飛
捲
閒
雲
見
朝
暮
翺
翔
野
鶴
猶
徘
徊
太

乙
餘
粮
可
俯
拾
紫
英
縹
綠
何
須
裁
山
林
咫
尺
偪
城
市
巖
壑
勝
絕
希
塵
埃

兜
率
梵
宇
久
湮
沒
草
堂
廢
址
餘
蒿
萊
挂
起
西
窗
瞻
黛
色
宛
列
儿
案
擁
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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堆
日
坐
來
靑

郡

署

閤

名

便
吟
眺
欲
飮
當
傾
一
百
杯

鳳
凰
山
　
在
城
西
一
里
有
朱
勇
烈
公
墓
︹
輿
地
紀
勝
︺
在
郪
縣
西
易
元
子
煉

丹
處
有
浴
丹
井
︹
按
︺
邑
南
北
均
有
鳳
凰
山

鵝
　
山
　
︹
舊
通
志
︺
在
州
西
六
十
里

今

名

鵝

落

山

土

人

築

以

爲

砦

龍
頂
山
　
︹
方
輿
紀
要
︺
在
州
西
三
里
蜿
蜒
於
牛
頭
山
後

紫
蓋
山
　
︹
舊
縣
志
︺
縣
西
十
里
下
有
柳
溪
書
崖
︹
輿
地
紀
勝
︺
去
府
三
十
里

四
面
山
　
︹
舊
縣
志
︺
縣
西
七
十
里
中
峯
峙
立
四
面
層
巒
相
抱

香
積
山
　
︹
方
輿
紀
要
︺
在
州
西
北
五
十
里
北
枕
涪
江
︹
寰
宇
記
︺
在
涪
江
縣

東
三
里
北
枕
涪
江

紅
　
巖
　
在
西
關
外
三
里
其
土
色
紅
故
名

困
牛
山
　
在
縣
西
九
十
里
其
形
如
牛

大
石
崗
　
在
縣
西
九
十
里
又
名
迥
龍
山
峯
迴
路
轉
形
如
臥
龍
大
石
緜
亘
有

虎
豹
挺
踞
龜
蛇
蟠
蜒
之
狀
周
迴
數
里
與
中
邑
連
界
古
柏
喬
松
多
係
前
明

中
葉
淸
初
所
樹
蔚
然
奇
秀
山
內
建
有
丑
宿
宮

棲
鳳
埡
　
在
縣
西
百
里
許
相
傳
漢
時
有
鳳
棲
於
此
今
仍
名
之
以
紀
其
瑞

雨
臺
山
　
在
縣
西
九
十
里
其
山
峯
巒
聳
秀
氣
象
雄
峙
中
峯
有
古
寺
建
自
隋

唐
字
庫
建
自
明
時
淸
初
重
建
廟
宇
培
以
石
級

獅
子
山
　
在
縣
西
九
十
里
形
如
獅
子
橫
臥
與
迴
龍
山
對
峙

角
鳴
山
　
在
縣
西
百
一
十
里
許
其
山
氣
象
雄
勝
士
人
登
臨
其
上
風
甚
勁
疾

如
角
弓
急
鳴
故
名
角
鳴
山

雲
鶴
山
　
在
縣
西
八
十
里
許
山
下
有
五
小
山
宛
若
飛
鳳
俗
稱
五
鳳
朝
雲
鶴

卽
此
山
也
有
古
刹
名
曰
雲
鶴
觀
今
又
呼
爲
尖
山
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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霧
紫
山
　
在
縣
西
九
十
里
山
腰
有
泉
常
見
紫
霧
湧
出
天
晴
日
霽
登
絕
頂
可

望
潼
川
俗
又
呼
爲
父
子
山

竇
眞
山
　
在
縣
西
百
二
十
里
許
山
光
明
秀
氣
象
崢
嶸
山
有
古
寺
名
竇
眞
觀

因
以
得
名

二
龍
山
　
在
縣
西
百
里
許
山
勢
蟠
蜒
頓
跌
如
二
龍
相
故
名

豹
子
山
　
在
縣
西
九
十
里
與
中
邑
連
界
其
形
若
豹
有
頭
有
足
有
尾
山
下
西

面
明
時
有
古
場
名
童
家
場
被
流
賊
張
獻
忠
焚
燬
前
淸
順
治
十
九
年
佛
恭

靖
公
招
討
吳
三
桂
追
至
此
山
大
獲
全
勝

東
坡
山
　
在
縣
西
百
里
許
有
有
古
寺
遺
跡
尙
存
相
傳
東
坡
與
傅
耆
王
維
諸

人
常
遊
於
此

觀
音
巖
　
在
邑
九
西
十
里
大
石
崗
後
三
面
絕
壁
石
級
層
累
而
上
有
小
廟
刻

石
觀
音
像
傍
有
泉
鄕
人
呼
爲
甘
露
泉
夏
涼
冬
溫
不
涸
不
溢

巍
頂
山
　
在
邑
西
九
十
里
上
有
石
砦
古
廟
山
頂
圓
峻
氣
脈
雄
秀
山
𪋤
爲
謝

孝
子
濬
甫
後
裔
所
居
二
百
餘
年
子
姓
繁
衍
科
名
鼎
盛
其
福
澤
緜
延
亦
藉

有
山
嶽
靈
秀
之
力

賈
家
山
　
距
蘇
河
場
三
里
其
山
六
面
方
正
六
脈
分
出
古
堪
輿
家
論
爲
潼
川

府
幹
龍
之
寶

寶
錠
山
　
其
下
有
井
廣
約
一
席
泉
流
涓
涓
亘
古
不
涸
附
近
農
人
賴
以
灌
田

在
邑
西
婁
金
鄕

玉
屏
山
　
縣
西
十
三
里
前
接
中
江
巨
流
後
連
玉
山

長
平
山
　
︹
方
輿
紀
要
︺
在
州
城
北
崗
壠
延
袤
而
平
廣
因
名
︹
高
僧
傳
︺
梓
州

城
北
有
白
門
蘭
若
在
長
平
山
卽
北
崖
山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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︹
玉
谿
生
詩
註
︺
作
常
平
山

︹
陳
謙
長
平
山
訪
趙
蕤
故
址
詩
︺
畸
士
幽
棲
處
靑
山
空
復
靑
高
蹤
來
弔
望

遺
趾
並
飄
零
王
霸
天
人
學
縱
橫
長
短
經
呼
之
當
欲
出
慨
想
此
精
靈

五
層
山
　
︹
方
輿
紀
要
︺
在
州
北
八
十
里
山
有
重
岡
五
層
故
名

一

名

五

泉

山

以

上

有

五

泉

竅

泉

脈

極

厚

雖

大

旱

不

涸

觀
鹿
山
　
︹
圖
書
集
成
︺
去
治
北
八
十
里
嘗
有
仙
人
跨
鹿
於
此

馬
頭
山
　
︹
方
輿
紀
要
︺
在
州
北
六
十
里
山
勢
昂
起
形
若
龍
馬
之
首
亦
號
龍

頭
山
山
腹
之
泉
脈
極
盛
能
漑
民
田
數
百
畝

海
會
山
　
︹
舊
縣
志
︺
縣
北
四
十
里

天
柱
山
　
︹
舊
通
志
︺
在
州
北
︹
寰
宇
記
︺
天
柱
山
在
涪
城
縣
高
二
里
四
面
平

衍
上
有
重
峯
高
百
餘
步
孤
秀
如
柱
故
名

琴
　
山
　
︹
府
志
︺
在
涪
城
廢
縣
北
山
勢
如
橫
琴
故
名
上
有
石
圍
六
角
形
相

傳
爲
廢
縣
北
塔
遺
址
在
南
曰
榜
山
上
亦
有
磚
石
六
角
形
闊
丈
餘
又
謂
南

塔
舊
基
云

月
亮
巗
　
︹
府
志
︺
在
縣
北
百
里
接
綿
州
豐
谷
井
絕
壁
臨
江
深
沱
黝
黑
壁
面

凹
陷
二
寸
許
如
月
上
弦
狀
弦
上
有
石
凸
起
類
南
極
老
人
跨
鶴
形
下
爲
巨

魚
窟
宅
中
夜
吹
浪
游
空
噴
薄
有
聲
故
漁
釣
泊
焉
餌
釣
者
枕
壑
而
俟
往
往

得
珠

飛
鳳
山
　
距
城
北
七
十
里
山
𪋤
有
水
源
曰
常
樂
溪
東
行
五
里
至
孝
泉
堰
與

安
樂
河
合
流

蓬
萊
山
　
距
縣
北
七
十
里
觀
音
崖
上
山
勢
東
面
壁
立
上
有
洞
深
八
尺
闊
三

間
中
有
石
牀
琴
墩
藥
爐
茶
灶
泉
水
泠
泠
從
巗
竇
出
下
爲
觀
音
崖
臨
涪
江



 

三
　
台
　
縣
　
志

卷

二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十

二

三
台
新
民
印
刷
公
司
代
印

象
塔
山
　
在
劉
家
營
數
里
東
臨
涪
江
懸
崖
絕
壁
上
有
大
路
通
潼
綿
山
頭
市

鎭
極
爲
繁
盛
巓
有
塔
高
七
尺

鳳
凰
山
　
在
縣
北
百
里
乾
江
埧
西
高
岡
逶
迤
左
右
支
山
相
顧
狀
如
鳳
凰
展

翅
故
名
側
有
大
柏
下
株
下
曲
鄕
人
呼
爲
鳳
凰
架
兵
部
左
侍
郎
文
天
富
葬

此
雲
錦
山
　
武
進
士
李
爲
松
故
里

高
登
山
　
爲
一
方
主
山
三
綿
於
此
分
界
北
路
羣
山
由
此
發
源
孤
峯
入
雲
百

里
皆
可
望
見

中
臺
山
　
勢
雄
峻
山
腰
連
起
尖
峯
四
如
人
乳

象
　
山
　
葫
蘆
溪
西
一
里
俗
名
半
邊
山
其
陰
絕
壁
數
十
仞
場
之
鎭
山
也

威
武
山
　
葫
蘆
溪
北
二
里
俗
名
金
子
山
堪
輿
家
謂
爲
佐
署
印
山
高
數
百
餘

尺
巍
然
獨
立

金
翔
山
　
舊
名
天
平
山
在
南
明
鎭

︹
按
︺
潼
城
山
脈
由
茂
州
分
祖
而
來
緜
延
千
餘
里
至
羅
江
而
平
岡
及
黃
鹿
鎭

之
上
頓
起
高
岡
厯
大
石
崗
土
門
寺
八
洞
鎭
濫
泥
溝
至
新
村
市
之
印
盒
山

乃
折
轉
而
西
至
龍
井
廟
復
北
向
歴
法
慧
菴
蘇
河
場
而
東
由
靈
峯
寺
之
後

山
何
南
歷
黃
連
埡
至
三
台
山
之
後
由
蟠
龍
折
轉
北
向
至
牛
頭
山
落
平
洋

於
萬
壽
山
後
起
一
小
山
倒
結
梓
署
其
餘
氣
至
王
總
河
墳
前
而
盡

︹
按
︺
三
台
山
脈
界
涪
而
爲
二
一
在
涪
江
東
者
爲
梁
山
山
脈
由
岷
山
南
行
至

劍
閣
昭
化
廣
元
梓
鹽
而
入
縣
境
其
下
爲
射
遂
順
慶
各
屬
皆
發
源
於
此
一

在
涪
江
西
者
爲
雪
欄
山
山
脈
卽
岷
山
之
東
支
下
經
茂
緜
而
入
縣
境
其
下

爲
中
簡
重
慶
各
屬
皆
發
源
於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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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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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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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
川
三

台

水

道

以

涪

江

中

江

郪

江

爲

正

幹

而

支

流

之

入

於

此

三

江

者

分

條

具

列

從

通

志

例

也

涪
水
源
出
松
潘
衛
風
洞
頂
興
隆
泉
經
小
河
營
入
平
武
縣
界
有
木
瓜
河
自
象

鼻
關
至
鐵
索
橋
來
會
東
南
流
三
十
里
有
火
燒
河

卽

白

馬

河

自
馬
嶺
來
會
至
縣

西
折
經
縣
南
又
東
分
爲
二
脈
復
合
爲
一
又
名
金
盤
河

溪

旁

多

砂

石

色

如

金

故

名

向
東

曲
流
五
十
里
有
古
城
水
自
鐵
蛇
關
至
古
城
來
會
又
有
高
村
水
自
大
黃
坪

至
白
草
舖
來
會
又
二
百
二
十
里
有
鄧
家
渡
河
自
玉
疊
山
至
漫
坡
渡
來
會

又
有
東
溪
西
溪
水
自
藥
叢
山
分
山
北
山
東
兩
派
來
會
入
江
油
縣
經
城
北

又
自
東
而
南
五
十
里
入
彰
明
縣
界
分
流
經
城
之
左
右
而
合
有
小
江
河
卽

廉
讓
水

卽

范

伯

年

對

宋

明

帝

所

稱

之

廉

泉

讓

水

出
平
武
縣
經
江
油
境
來
會
又
流
入
緜
州
界

有
石
板
河
自
石
泉
縣
合
諸
水
而
會
經
緜
州
東
南
有
茶
坪
河
自
安
縣
來
會

經
緜
州
西
亦
謂
之
內
水

晉

朱

齡

石

討

譙

縱

以

疑

兵

從

內

水

卽

此

有
安
昌
水
自
石
泉
三
面
山

合
茶
坪
河
蘇
包
河
來
會
又
迤
邐
經
州
城
西
南
匯
於
城
南
之
芙
蓉
溪
成
一

巴
字
每
江
漲
登
山
望
之
宛
然
又
東
南
流
入
三
台
縣
界
自
吊
脚
崖
經
南
天

閣
葫
蘆
溪
有
老
君
溪
自
左
葫
蘆
溪
自
右
來
會
又
東
南
經
菩
提
寺

卽

杜

詩

香

積

寺

老
馬
渠
劉
家
營
有
水
磨
河
自
左
三
道
河
自
右
來
會
又
東
南
經
靑
壁
嘴
龍

王
廟
有
蘇
河
水
自
靈
峯
下
自
靑
山
𡎚
來
會
又
東
南
經
桃
子
園
柳
林
灘
石

馬
灘
忠
孝
渡
至
東
山
下
有
中
江
水
來
會
四
十
里
入
射
洪
縣
有
桃
花
溪
水

來
會
又
三
十
里
至
射
洪
城
東
有
唐
橋
溪
來
會
又
二
十
里
至
獨
坐
山
下
有

梓
潼
水
自
鹽
亭
縣
來
會
又
南
有
郪
江
來
會
折
東
南
有
馬
桑
溪
自
蓬
溪
縣

來
會
經
遂
寧
縣
東
又
南
流
有
關
箭
溪
合
樂
至
水
安
居
場
水
來
會
又
東
嘉

陵
江
合
渠
河
來
會
東
南
流
至
重
慶
府
治
巴
縣
西
北
折
東
流
入
於
大
江
以

上
所
載
俱
見
通
志
蜀
水
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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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三
台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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︹
按
︺
涪
江
之
源
不
一
其
發
源
於
興
隆
泉
者
在
雪
欄
山
黃
龍
寺
後
距
松
潘

衛
東
五
十
里
東
北
流
經
小
河
營
有
發
源
於
松
潘
衛
北
小
分
水
嶺
者
在
衛

北
九
十
里
東
北
流
經
小
河
營
與
興
隆
泉
之
下
流
會
其
發
源
於
剛
氐
道
徼

外
者
東
南
與
建
始
水
合

陳

一

津

曰

卽

白

馬

河

卽
興
隆
泉
下
流
火
燒
河

卽

白

馬

河

也
自
白

馬
河
合
流
下
所
經
水
道
合
寰
宇
記
元
和
志
蜀
景
匯
覽
通
志
所
載
略
同
︹

舊
州
志
︺
唐
時
以
涪
江
逼
近
城
址
橫
溢
爲
患
乃
鑿
江
東
　
地
別
爲
新
江

東
北
注
至
宋
漸
湮
水
復
衝
齧
慶
元
中
提
刑
王
勳
依
江
堧
伐
石
爲
堤
謂
之

王
公
堤
至
今
以
時
修
築

︹
唐
孫
樵
移
江
記
︺
涪
繚
於
郪
迫
城
如
蟠
淫
漲
於
秋
狂
瀾
陸
高
突
隄
嚙
涯

包
城
蕩
墟
歲
殺
州
民
以
爲
官
憂
滎
陽
公
始
至
則
思
所
以
洗
其
患
頗
聞
前

觀
察
使
欲
鑿
江
東
㽭
地
別
爲
新
江
使
東
北
注
流
五
里
復
匯
而
東
卽
隄
墟

舊
江
使
水
道
與
城
相
遠
以
薄
江
怒
遂
命
武
吏
發
卒
三
千
跡
其
前
謀
役
興

三
月
功
不
可
就
有
謁
於
滎
陽
公
曰
公
開
新
江
將
抒
民
憂
然
江
勢
不
可
決

譌
言
不
可
絕
公
將
何
以
終
之
滎
陽
公
曰
吾
欲
厚
其
直
以
勸
其
卒
可
乎
對

曰
饑
卒
賴
厚
直
民
惜
其
田
懼
有
碍
不
可
滎
陽
公
曰
吾
欲
戮
其
將
以
勸
其

卒
可
乎
對
曰
代
之
將
者
必
苦
吾
卒
卒
若
叛
不
可
滎
陽
公
曰
奈
何
對
曰
夫

民
可
與
樂
終
難
與
圖
始
故
自
役
興
以
來
彼
其
民
曰
夏
王
鞭
促
萬
靈
以
導

百
川
今
果
能
改
夏
王
跡
耶
非
徒
無
功
抑
有
後
災
羣
疑
牽
緜
民
心
蕩
搖
前

時
觀
察
欲
鑿
新
江
中
輟
議
而
罷
豈
病
此
耶
公
卽
能
先
隄
民
言
新
江
可
度

日
而
决
也
滎
陽
公
諾
明
日
視
政
加
猛
决
獄
加
斷
又
明
日
杖
殺
左
右
有
所

貳
事
鞭
官
吏
有
所
阻
政
者
遂
下
令
曰
開
新
江
非
我
家
事
將
脫
郪
民
於
魚

禍
耳
民
敢
橫
議
者
死
郪
民
以
滎
陽
公
嘗
爲
京
兆
旣
憚
其
猛
及
是
民
心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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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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慄
羣
舌
如
斬
未
幾
而
新
江
告
成
滎
陽
公
歡
出
臨
視
頒
賞
罷
卒
已
而
歎
曰

民
言
不
隄
新
江
其
不
决
耶
新
江
長
步
一
千
五
里
闊
十
分
其
長
之
二
深
七

分
其
闊
之
一
盤
隄
旣
隆
舊
江
遂
墟
凡
得
田
五
百
畝
其
年
七
月
水
果
大
至

雖
踰
防
稽
陸
不
能
病
民
其
績
宜
何
如
哉
滎
陽
公
旣
以
上
聞
有
司
劾
其
不

先
白
詔
奪
俸
錢
一
月
之
半
樵
嘗
爲
褒
城
驛
記
恨
所
在
長
吏
不
肯
出
豪
力

以
利
民
覩
滎
陽
公
以
開
新
江
受
譴
豈
立
事
者
亦
末
易
耶
是
歲
開
成
五
年

也︹
唐
杜
甫
奉
送
崔
都
水
翁
下
峽
詩
︺
無
數
涪
江
筏
鳴
橈
總
發
時
別
離
終
不

久
宗
族
忍
相
遺
白
狗
黃
牛
峽
朝
雲
暮
雨
祠
所
過
頻
問
訊
到
日
自
題
詩
︹

又
涪
江
泛
舟
送
韋
班
歸
京
詩
︺
追
餞
同
舟
日
傷
春
一
水
間
飄
零
爲
客
久

衰
老
羡
君
還
花
遠
重
重
樹
雲
輕
處
處
山
天
涯
故
人
少
更
益
𩯭
毛
斑
︹
又

泛
舟
送
魏
十
八
倉
曹
還
京
詩
︺
遲
日
深
春
水
輕
舟
送
別
筵
帝
鄕
愁
緖
外

春
色
淚
痕
邊
見
酒
須
相
憶
將
詩
莫
浪
傳
若
逢
岑
與
范
爲
報
各
衰
年
︹
又

泛
舟
送
客
詩
︺
　
二
月
頻
送
客
東
津
江
欲
平
煙
花
山
際
重
舟
楫
浪
前
輕
淚

逐
杯
勸
下
愁
連
吹
笛
生
離
筵
不
隔
日
那
得
易
爲
情

︹
又
陪
李
梓
州
泛
江
有
女
樂
在
諸
舫
戲
爲
豔
曲
詩
二
首
︺
上
客
迥
空
騎
佳

人
滿
近
船
江
淸
歌
扇
底
野
曠
舞
衣
前
玉
袖
凌
風
並
金
壺
隱
浪
偏
競
將
明

媚
色
偷
眼
艶
陽
天
　
白
日
移
歌
褎
淸
宵
近
笛
牀
翠
眉
縈
度
曲
雲
𩯭
儼
分

行
立
馬
千
山
暮
迴
舟
一
水
香
使
君
自
有
婦
莫
學
野
鴛
鴦
︹
又
送
何
侍
御

歸
朝
詩
︺

原

註

李

梓

州

泛

舟

筵

上

作

舟
楫
諸
侯
餞
車
輿
使
者
歸
山
花
相
映
發
水
鳥
自

孤
飛
春
日
垂
霜
𩯭
天
隅
把
繡
衣
故
人
從
此
去
寥
落
寸
心
違
︹
唐
李
商
隱

江
上
憶
嚴
五
廣
休
詩
︺

時

爲

東

川

判

官

征
南
幕
下
帶
長
刀
夢
筆
深
藏
五
色
毫
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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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
澄
江
不
敢
詠
鎭
西
留
與
謝
功
曹
︹
王
士
正
詩
︺
十
日
巴
西
雨
艱
難
到

梓
州
晚
晴
見
涪
水
淸
絕
抱
南
樓
不
見
千
頭
橘
空
驚
萬
里
秋
尙
餘
登
覽
興

留
眼
望
牛
頭
︹
又
潼
川
懷
少
陵
詩
︺
返
景
下
東
津
扁
舟
涪
水
濱
女
牆
崩
積

雨
郡
郭
入
荒
榛
山
夕
烟
花
少
江
流
戰
伐
頻
飄
零
思
弟
妹
嗟
爾
杜
陵
人

中
江
一
名
凱
江
一
名
西
橋
河
有
二
源
其
一
爲
黑
水

在

今

安

縣

南

一

名

寧

江

河

源
出
安
縣

南
屏
山

在

安

縣

南

二

十

里

有

十

二

峯

峭

拔

如

屏

突

出

平

野

流
四
十
里
入
羅
江
廢
縣
界

在

今

羅

江

縣

東

兩

水

相

蹙

成

羅

紋

故

名

卽
羅
江
之
上
流
也
其
一
爲
乾
河

在

安

縣

南

一

名

冷

水

河

源
出
安
縣
西
衆

山
由
睢
水
關

在

安

縣

西

四

十

里

西

南

至

綿

竹

縣

四

十

五

里

通

茂

州

後

路

東
南
流
四
十
里
入
羅
江
又
東

南
流
二
十
五
里
至
羅
江
廢
縣
城
西
合
流
過
城
東
轉
南
合
芙
蓉
溪

一

名

蜂

溪

又

名

二

柴

水

源

出

白

馬

關

山

下

東

南

曲

流

十

五

里

至

城

南

入

羅

江

水

補

注

白

馬

關

在

羅

江

縣

西

南

十

里

與

鹿

頭

山

對

峙

下

名

落

鳳

坡

相

傳

龐

統

中

流

矢

死

此

又
三
十
里
入
中
江
縣
界
六
十
里
至
縣
城
西
又
繞
城
南
合
雙
橋
河

在

中

江

縣

西

二

十

六

里

河
一
名
西
溪
一
名
西
橋
河
源
自
白
蓮
洞

在

中

江

縣

西

北

合
別
溪
數
里
匯
爲

龍
王
潭

在

中

江

縣

西

十

五

里

水

發

山

谷

深

數

十

丈

迂
廻
曲
折
又
會
郭
家
河
龍
潭
河
爲
一
至
銅

魚
山

在

中

江

縣

南

一

里

隔

江

山

勢

雄

峙

綿

亘

水

口

關

鎖

二

江

前
入
中
江
又
自
南
至
東
合
東
溪

在

中

江

縣

東

東
溪
又
名
東
橋
河
源
出
涪
城

今

綿

州

山
溪
西
南
流
三
十
里
至
中
江
縣
城

東
轉
南
合
西
溪
至
元
武
山
下

在

中

江

縣

東

一

里

入
中
江
中
江
又
東
南
流
五
里
合

余
家
河

卽

雙

橋

河

又
東
北
曲
流
四
十
里
達
三
台
縣
界

以

上

見

蜀

水

考

又
東
四
十
里
龍

潭
河
自
稜
角
山
流
入
又
東
南
流
八
十
里
蘿
渡
溪
水
流
入
又
東
五
里
經
三

台
城
南
入
涪
江

郪
　
江
　
︹
蜀
景
匯
覽
︺
郪
江
在
三
台
縣
南
一
百
里
自
中
江
縣
界
發
源
東
流

縣
經
城
南
至
蓬
溪
縣
入
涪
江
︹
隋
地
理
志
︺
元
武
縣
有
郪
江
︹
元
和
志
︺
郪

江
水
經
銅
山
縣
南
五
里
又
經
飛
鳥
縣
北
四
十
里
︹
寰
宇
記
︺
郪
江
水
源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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玄
武
縣
東
南
流
入
銅
山
縣
界
又
飛
烏
縣
有
小
郪
江
源
出
縣
西
南
蓬

亦

作

蓮

池
鄕
小
山
下
東
流
至
縣
郭
又
七
十
六
里
合
郪
江
︹
輿
地
紀
勝
︺
郪
江
源
出

銅
山
縣
赤
崖
溪
流
逕
飛
烏
會
衆
流
入
長
江
︹
通
志
︺
源
出
中
江
縣
銅
山
水

色
澄
淸
如
玉
亦
曰
玉
江
東
流
過
雲
台
山
經
潼
川
南
百
里
又
東
至
蓬
溪
縣

明
水
寨
入
涪
江
︹
按
︺
輿
圖
水
有
三
源
一
出
潼
川
南
界
一
出
中
江
縣
東
南

界
皆
東
南
流
至
蓬
萊
鎭
西
北
合
而
爲
一
一
出
樂
至
縣
北
界
東
北
流
至
蓬

萊
鎭
東
合
流
卽
寰
宇
記
之
小
郪
江
也
又
東
至
遂
寧
蓬
溪
界
黃
龍
舖
北
入

涪
其
水
去
中
江
尙
遠
︹
又
按
︺
郪
江
源
出
銅
山
赤
巖
流
至
飛
烏
會
衆
流
入

長
江
今
考
郪
江
係
中
江
水
發
源
安
縣
過
羅
江
縣
至
中
江
縣
流
入
府
界
合

涪
江
而
中
江
之
銅
山
赤
崖
飛
烏
山
並
無
發
源
之
水
流
入
府

武
　
江
　
︹
宋
元
學
案
︺
李
𡌴
知
潼
川
府
以
牛
頭
山
極
險
乃
跨
山
包
之
通
溪

之
渠
以
達
武
江
又
宋
嘉
祐
三
年
文
才
寺
碑
亦
有
武
江
字
知
邑
西
凱
江
舊

亦
名
武
江
也
不
知
始
於
何
時
殆
以
水
源
出
元
武
縣
東
南
耶

葫
蘆
溪
　
舊
名
浮
綠
溪
有
二
源
上
源
自
緜
陽
楊
家
店
諸
澗
合
流
至
南
河
堰

入
縣
境
經
聖
佛
寺
石
碑
河
至
八
仙
橋
與
下
源
會
下
源
自
大
石
崗
經
雨
台

山
魯
刹
寺
淘
米
河
至
八
仙
橋
與
上
源
會
合
流
經
樊
家
壪
天
星
眼
有
石
河

溝
水
來
入
又
東
經
葫
蘆
鎭
富
藤
橋
入
於
涪
江

老
君
溪
　
自
綿
陽
觀
音
橋
諸
澗
水
滙
流
至
兩
河
口
入
縣
境
至
觀
鹿
山
𪋤
紅

岩
堰
水
來
會
又
東
過
永
成
堰
至
馬
家
壪
老
君
廟
在
焉
故
名
又
東
經
歐
家

口
歐
溪
來
會
又
東
至
八
字
潦
入
於
涪

八
字
潦
　
在
縣
北
鎭
江
埧
中
有
小
溪
自
南
明
鎭
韓
家
灝
涪
水
分
支
經
萬
家

坎
歐
家
口
鰱
魚
石
等
處
入
涪
江
以
水
形
似
八
字
故
名
之
爲
通
陝
甘
之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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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商
旅
多
住
宿
於
此

富
順
場
河
　
從
桑
林
子
發
源
經
四
面
山
下
由
場
中
達
麻
石
橋
堰
復
繞
南
峯

寺
塞
江
山
與
蘇
家
堰
河
合
流
涪
江

蓮
溪
　
在
蓮
花
寺
左
側
發
源
大
石
坂

在

軫

水

鄕

鳴
溪
　
在
興
隆
場
發
源
高
堰
坎
經
雙
石
橋
入
桃
花
溪

淸
溪
　
水
源
有
二
一
由
梓
潼
城
西
流
至
薛
家
嘴
東
北
流
入
安
家
場
至
官
廳

埧
東

鹽

亭

南

三

台

界
右
下
明
江
寺
到
兩
河
口
入
鹽
亭
界
一
由
綿
陽
西
淸
溪
菴
入

三
台
境
西
南
至
會
龍
場
柳
池
井
折
而
東
北
與
淸
溪
會
流
經
郭
家
營

人

和

寨

堰
至
曹
家
折
於
花
屋
基

么潭

又
轉
折
雞
公
石
達
於
乾
潭
下
龍
門
潭
折
入
鵝

頸
項
龍
潭
過
大
興
寺
及
忠
孝
菴
出
口
約
三
十
里
至
鹽
亭
兩
河
口
會
流

水
磨
河
　
在
邑
北
參
水
鄕
黃
連
橋
後
五
層
寺
山
發
源
過
宴
家
溝
烏
龜
溝
至

水
磨
河
山
田
多
資
灌
漑
復
經
永
成
堰
第
四
陰
洞
過
王
家
橋
南
流
至
官
庄

壩
入
涪
江
長
約
三
十
餘
里

安
樂
河
　
發
源
於
治
北
軫
水
鄕
內
梨
子
園
之
雲
會
山
𪋤
向
東
流
經
安
樂
橋

至
孝
泉
堰
有
常
樂
寺
山
𪋤
之
小
溪
水
來
會
又
東
流
經
龍
家
堰
過
高
堰
坎

拱
橋
越
福
泉
橋
至
雙
石
橋
又
有
發
源
於
東
鄕
天
寶
山
𪋤
之
溪
流
來
會
後

稍
北
折
流
至
石
巖
嘴
吳
家
廟
又
東
經
阧
嘴
子
至
三
江
子
直
下
過
矮
子
橋

踰
南
峯
寺
許
家
堰
抵
楊
家
壩
始
入
於
涪
江
流
域
約
百
餘
里

蘇
河
　
在
縣
北
三
十
里
靈
峯
寺
下
相
傳
以
宋
蘇
易
簡
得
名
其
來
源
二
一
自

牛
金
鄕
遇
仙
橋
經
龍
橋
至
周
家
壩
與
蘇
河
會
一
至
婁
金
鄕
遠
因
橋
經
四

濟
橋
至
周
家
壩
與
蘇
河
會
復
由
蘇
河
場
經
筒
車
堰
鰱
魚
嘴
石
堰
而
下
流

入
相
公
嶺
下
獅
子
山
後
折
而
東
之
復
轉
而
南
至
靈
峯
山
下
入
涪
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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苹
　
溪
　
在
邑
北
南
明
鎭
小
山

地名

之
陽
距
縣
城
百
里
溪
東
岸
逼
近
觀
鹿
山

其
源
有
二
西
北
正
派
五
十
里
爲
綿
陽
屬
觀
音
橋
之
上
流
西
來
支
派
二
十

餘
里
爲
綿
屬
吳
家
壩
之
水
來
會
於
兩
河
口
入
邑
北
紅
崖
堰
之
下
流
四
里

許
卽
苹
溪
東
繞
鹿
山
入
老
君
溪
與
涪
水
別
派
合

歐
　
溪
　
爲
前
淸
隱
𨓜
尹
亮
臣
先
生
故
里
其
水
發
源
於
後
山
觀
音
場
經
過

南
明
鎭
老
溪
山
與
涪
江
支
流
母
猪
灝
水
合
至
八
字
潦
入
涪
江

三
道
河
　
發
源
於
石
板
灘
之
堰
塘
壪
與
五
龍
溝
水
相
會
於
萬
福
橋
經
陳
家

堰
陡
溝
橋
繞
三
道
河
至
蛇
頭
山
與
涪
江
相
會
凡
火
蓮
山
以
西
大
旗
山
以

東
之
水
皆
歸
焉

龍
鼻
溪
　
在
縣
北
八
十
里
入
涪
江
︹
輿
地
紀
勝
︺
作
龍
鼻
津

縣

北

八

十

里

有

葫

蘆

溪

通

志

無

之

當

卽

此

鳳
　
溪
　
在
縣
北
六
十
里
入
涪
江
︹
輿
地
紀
勝
︺
屬
涪
城
縣

近

劉

家

營

有

一

水

入

涪

當

卽

此

錦
　
溪
　
在
邑
東
唐
家
嘴
下
源
出
有
二
一
由
高
堰
坎
經
鳳
來
觀
入
新
橋
一

由
石
安
場
靈
溪
繞
白
蓮
寺
入
新
橋
下
至
塞
江
山
上
流
入
於
桃
花
溪

玉
栗
溪
　
在
邑
東
源
出
金
頂
山
東
𪋤
南
流
至
象
鼻
嘴
有
蓮
溪
水
由
柑
嶺
來

會
下
至
神
仙
洞
西
有
樟
溪
水
由
寶
靈
寺
下
流
來
會
東
有
松
溪
水
由
來
儀

寺
下
流
來
會
又
東
流
二
十
里
至
忠
孝
場
合
於
衛
江

衛
　
江
　
源
出
綿
陽
魏
城
下
經
石
板
河
東
流
入
玉
河
場
又
東
流
二
十
里
至

淸
溪
菴
入
於
縣
境
又
西
有
淸
溪
水
由
軫
水
鄕
卡
房
埡
經
會
龍
場
北
流
四

十
里
越
馬
康
橋
而
會
於
衛
江
又
下
流
三
十
里
至
忠
孝
場
與
玉
栗
溪
水
合

流
廿
五
里
經
鹽
亭
兩
河
口
入
涪
︹
圖
書
集
成
︺
在
治
東
源
至
衛
城
歴
映
江

古
樓
二
山
至
慈
雲
寺
二
里
合
瀰
江
到
射
洪
神
溪
口
入
涪
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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瀰
　
江
　
卽
梓
潼
水
源
出
平
武
縣
大
業
山
下
有
洞
曰
黑
牽
瀰
江
水
入
穴
中

行
七
十
里
至
梓
潼
縣
朝
陽
洞
復
出
更
名
潼
水
歷
五
婦
山
七
曲
山
下
經
涪

城
入
鹽
亭
安
家
場
繞
過
三
台
縣
邊
境
下
至
龍
樹
場
二
十
五
里
南
經
立
石

子
瀰
江
寺

下

流

五

里

入
鹽
亭
小
廣
溪
至
射
洪
五
婦
水
口
其
急
如
箭
奔
射
涪
江

桃
花
溪
　
在
縣
東
三
十
里
︹
寰
宇
記
︺
在
郪
縣
東
三
十
里
源
從
涪
城
縣
南
流

入
縣
東
又
六
十
里
入
射
洪
縣
界
︹
舊
通
志
︺
源
出
州
東
北
秋
林
驛
東
南
流

入
射
洪
縣
界
又
桃
花
河
上
流
自
高
堰
坎
經
南
峯
寺
前
繞
東
南
至
塞
江
山

達
蘇
家
堰
合
涪
江
今
永
寧
橋
卽
在
桃
花
溪

蟇
頤
灘
　
在
縣
南
十
五
里
亂
石
巉
巉
極
險
惡

︹
林
愈
藩
詩
︺
江
石
形
容
怪
羣
蟇
盡
朶
頤
瀾
翻
偏
助
勢
風
利
益
彰
奇
舌
咋

乘
舟
客
心
寒
捩
柁
師
牲
醪
神
坐
享
廟
祝
飽
應
癡

原

注

舟

下

者

必

祭

廟

牲

血

凝

結

如

山

柳
林
灘
　
在
縣
城
十
二
里
怪
石
羅
列
商
船
偶
有
不
愼
卽
爲
所
損
天
晴
之
際

灘
聲
震
吼
聲
聞
十
餘
里

張
八
河
　
在
治
東
七
十
里
發
源
於
治
北
史
家
埧
東
與
衛
河
梓
潼
河
合
至
射

洪
入
涪
江

龍
門
潭
　
治
東
一
百
里
潭
水
淸
深
岸
石
屹
立
有
大
龍
門
二
龍
門
三
龍
門
古

蹟
尙
存
道
光
三
年
大
旱
鄕
人
集
多
數
水
車
欲
竭
此
潭
數
日
大
雨
後
値
旱

效
此
禱
雨
極
驗
其
源
發
於
緜
陽
衛
城
入
縣
東
繞
過
淸
溪
菴
下
達
鹽
邑
兩

河
口
與
潼
江
合
流
長
約
二
百
餘
里

龍
　
潭
　
在
龍
頭
山
二
里
許
其
水
發
源
縣
東
之
龍
潭
溝
盤
龍
山
後
距
縣
六

十
五
里
其
水
自
山
穴
浸
出
常
年
不
絕
有
龍
洞
水
自
上
流
來
會
流
二
里
餘

至
龍
頭
山
廟
前
經
過
永
成
堰
第
六
陰
洞
南
流
至
小
圍
埧
後
黃
水
灝
入
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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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台
新
民
印
刷
公
司
代
印

江
前
末
開
堰
時
附
近
之
田
皆
資
灌
漑
因
二
水
會
合
處
深
數
尺
故
以
龍
潭

名
之
長
約
二
十
里

石
谷
溪
　
卽
西
溪
在
縣
西
門
之
外
︹
方
輿
考
略
︺
西
溪
源
出
州
北
衆
山
溪
水

下
流
三
十
里
至
州
城
西
南
入
中
江
︹
寰
宇
記
︺
石
谷
溪
在
郪
縣
西
南
二
里

源
出
北
山
下
流
繞
牛
頭
山
入
中
江

一

名

濯

筆

溪

相

傳

趙

蕤

與

李

白

習

書

於

此

︹
李
商
隱
西
溪
詩
︺
悵
望
西
溪
水
潺
湲
奈
爾
何
不
驚
春
物
少
只
覺
夕
陽
多

色
染
妖
韶
柳
光
含
窈
窕
蘿
人
間
從
到
海
天
上
莫
如
何
鳳
女
彈
瑤
瑟
龍
孫

撼
玉
珂
京
華
他
夜
夢
好
好
寄
雲
波

︹
又
夜
出
西
溪
詩
︺
東
府
憂
春
盡
西
溪
喜
日
曛
月
澄
新
漲
水
星
見
欲
銷
雲

柳
好
休
傷
別
松
高
莫
出
羣
軍
書
雖
倚
馬
猶
未
當
能
文

︹
又
西
溪
詩
︺
近
郭
西
溪
好
誰
堪
共
酒
壺
苦
吟
防
柳
惲
多
淚
怯
楊
朱
野
鶴

隨
君
子
寒
松
揖
大
夫
天
涯
長
病
意
岑
寂
甚
歡
娛

蘿
渡
溪
　
俗
呼
綠
豆
河
此
爲
縣
南
逆
流
有
二
源
一
出
魯
般
橋
一
出
下
新
橋

至
三
教
寺
合
流
於
縣
南
三
里
梭
子
山
下
入
凱
江
達
涪

︹
譚
行
義
蘿
渡
溪
詩
︺
蘿
渡
溪
中
有
草
廬
左
鄰
樵
採
右
鄰
漁
書
聲
隔
岸
高

人
事
自
課
桑
麻
作
世
居
　
等
閒
世
事
誤
居
諸
蘿
渡
溪
中
有
草
廬
山
自
峙

兮
水
自
秀
白
雲
去
住
總
如
初
　
山
中
生
長
識
山
韻
只
合
山
居
安
素
分
蘿

渡
溪
中
有
草
廬
繁
華
風
景
何
須
問
　
彈
指
流
年
六
十
餘
天
涯
遊
跡
半
成

虛
他
時
得
遂
歸
田
計
蘿
渡
溪
中
有
草
廬

龍
潭
河
　
在
邑
之
西
面
積
約
二
十
餘
畝
潭
深
不
可
測
淸
同
治
十
年
天
旱
邑

令
王
宮
午
投
虎
頭
於
其
中
卽
興
雲
雨
至
光
緖
三
年
大
旱
鄕
民
集
水
車
四

十
八
架
車
潭
水
灌
汪
下
流
數
十
日
不
能
見
底
其
上
流
來
源
分
三
支
一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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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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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江
之
金
龍
寺
經
立
高
橋
高
板
橋
攔
河
堰
流
入
鄕
西
南
界
之
譚
家
橋
經

高
橋
寺
滙
潭
一
由
中
江
東
嶽
廟
經
章
保
寺
流
入
鄕
南
之
朝
眞
橋
經
圓
潭

子
入
潭
一
由
鄕
西
之
李
家
嘴
經
白
廟
寺
石
包
灘
兩
河
口
入
潭
下
流
由
上

新
橋
經
過
四
方
碑
古
井
埧
由
草
茅
河
流
入
凱
江

黑
水
河
　
在
邑
南
翼
火
鄕
發
源
於
本
鄕
之
梨
子
園
經
三
合
場
出
黑
水
堰
至

會
仙
橋
入
郪
江

一
綫
溪
　
發
源
於
邑
南
陳
谷
塘
冷
浸
田
經
兩
河
口
至
石
板
灘
上
流
里
許
會

龍
溪
至
場
口
入
郪
江

龍
　
溪
　
發
源
於
三
台
蘇
家
河
西
風
寺
下
觀
音
橋
至
石
板
灘
上
流
與
一
綫

溪
會
至
石
板
灘
場
口
入
郪
江

琴
　
泉
　
在
縣
北
三
里
巖
洞
深
遠
有
泉
滴
入
池
中
鏗
如
鳴
琴
乾
隆
丁
酉
提

學
吳
省
欽
豎
石
碣
於
泉
之
右
上
截
題
泊
泉
二
字
下
截
題
少
商
洞
三
字
各

系
以
文
　
琴
泉
右
一
壁
之
左
有
泉
一
瓟
溜
自
石
罅
顏
氏
家
訓
引
說
文
泊

淺
水
貌
今
本
說
文
無
泊
有
洦
仍
訓
淺
水
後
人
別
以
停
止
訓
泊
而
不
知
淺

故
易
停
也
泊
白
聲
洦
百
聲
以
洦
爲
古
魄
字
者
誤
吳
省
欽
白
華
甫
題
　
琴

五
絃
一
宮
次
商
次
角
徵
羽
其
文
武
二
絃
少
宮
少
商
也
琴
泉
西
壁
洞
如
斗

至
東
乃
可
容
儿
山
僧
奉
龍
神
於
洞
口
以
斷
崽
童
出
入
南
匯
吳
省
欽
冲
之

甫
提
學
過
此
屢
面
壁
矣
潼
川
守
仁
和
沈
淸
任
莘
田
移
神
泉
上
搰
洞
中
土

礫
五
六
斛
呀
如
豁
如
泉
聲
答
響
省
欽
樂
爲
之
名
而
三
台
令
宛
平
何
辰
斗

南
摩
厓
鳩
役
時
乾
隆
四
十
八
年
四
月
八
日
　
︹
明
萬
谷
暘
詩
︺
石
髓
暗
龍

涎
巖
陰
一
綫
穿
囊
苔
鋪
翠
細
揮
沫
引
珠
圓
故
作
聲
聲
譜
因
名
的
的
絃
碧

池
卽
綠
綺
水
調
伯
牙
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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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
　
泉
　
在
縣
南
二
里
印
臺
山
半
有
慈
雲
洞
泉
從
洞
出

橫
冰
泉
　
在
縣
北
三
里
泉
凝
澈
如
冰
可
愈
目
疾

蟾
　
泉
　
在
縣
東
六
十
里
蟾
毒
山
山
形
如
蟾
有
泉
涓
涓
自
蟾
口
出
土
人
云

水
不
可
飮
飮
令
人
啞
明
嘉
靖
間
尙
書
甘
爲
霖
刊
蟾
泉
水
毒
四
字
於
石
并

題
詩
云
嗟
彼
蟾
泉
水
涓
涓
流
汁
塵
如
何
變
爲
毒
往
歲
能
殺
人
况
茲
當
孔

道
渴
吻
望
津
津
厪
予
致
斯
語
愼
之
勿
入
脣

玉
腴
泉
　
︹
輿
地
紀
勝
︺
在
雍
熙
院
皇
祐
中
殿
丞
魯
公
有
記

明
眞
井
　
在
縣
南
望
君
山
腰
有
有
泉
流
出
數
丈
而
不
見
水
源

福
牛
泉
　
︹
舊
縣
志
︺
縣
南
二
十
里

龍
井
泉
　
︹
舊
縣
志
︺
縣
西
二
十
里

蘇
　
泉
　
︹
舊
縣
志
︺
在
縣
東
山
之
腰
泉
流
淸
冽
味
極
甘
美
東
坡
曾
烹
茶
於

此
流
盃
池
　
︹
舊
縣
志
︺
在
東
山
寺
中
蘇
泉
下
有
流
觴
曲
水
之
意

隄
堰

王
公
隄
　
︹
宋
韓
已
百
王
公
隄
記
︺
梓
襟
帶
二
江
歲
病
泛
溢
大
抵
武
弱
而
患

小
涪
悍
而
患
大
此
王
公
隄
之
所
以
築
也
涪
脅
東
山
迮
不
克
肆
蛇
行
西
折

洊
食
城
址
月
積
歲
張
故
其
患
視
武
相
絕
先
是
府
牧
繼
植
長
隄
橫
過
江
要

勿
使
西
顧
己
未
仲
秋
一
夕
暴
溢
高
出
隄
岸
十
有
八
尺
平
𥆒
城
闉
州
民
惴

恐
江
落
隄
潰
中
流
之
鍵
蓋
僅
有
存
者
閭
邱
公
泳
議
新
厥
圖
營
度
甫
畢
以

命
入
覲
謀
用
中
格
今
提
刑
王
公
攝
府
事
躬
相
其
宜
乃
度
水
所
向
退
依
江

堧
伐
石
爲
隄
三
分
其
役
台
任
其
一
凡
役
之
隷
於
台
者
幕
屬
董
之
府
任
其

一
凡
役
之
隷
於
府
者
職
僚
董
之
郪
任
其
一
凡
役
之
隷
於
邑
者
令
佐
董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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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四

三
台
新
民
印
刷
公
司
代
印

部
分
旣
定
以
次
受
地
人
競
於
功
不
戒
而
勸
隄
成
北
至
劉
公
隄
之
缺
南
自

考
功
隄
之
址
其
長
上
下
總
三
千
六
百
尺
有
奇
自
是
歲
十
月
辛
酉
至
明
年

三
月
癸
亥
其
程
得
百
四
十
日
有
奇
役
以
工
計
凡
三
萬
八
千
四
百
錢
以
緡

計
十
分
工
役
之
數
而
一
之
糧
以
石
計
五
分
緡
錢
之
數
而
二
之
隄
崇
十
有

六
尺
級
而
兩
之
以
防
圮
缺
沿
壕
起
士
爲
堤
崇
八
尺
廣
稱
之
以
備
泛
濫
江

獲
安
行
無
所
迫
阨
寂
如
循
牆
緩
驅
除
去
隄
亦
屹
嶫
延
袤
霞
截
虹
臥
堅
不

可
犯
父
老
縱
觀
歡
呼
舞
手
知
環
城
萬
室
至
今
足
倚
此
爲
命
矣
王
公
虛
心

體
道
於
世
無
累
植
德
不
計
於
物
利
物
不
計
於
功
仁
風
惠
澤
洋
溢
蜀
左
且

無
幾
微
見
於
顏
面
是
區
區
者
磨
東
山
之
石
以
侈
不
朽
於
功
何
有
惟
夫
規

畫
之
詳
金
粟
之
耗
工
役
之
度
使
寥
寂
無
述
來
者
莫
考
是
無
以
永
邦
人
之

賜
於
無
窮
也
用
敢
特
書
以
詔
世
世
俾
無
壞
公
名
勳
字
有
功
崇
慶
人
蓋
今

日
西
南
宿
德
云
慶
元
庚
申
六
月
初
八
日
門
生
文
學
椽
韓
已
百
撰
門
生
府

簽
判
許
弈
書

萬
年
堤
　
乾
隆
三
十
五
年
築
吳
方
松
文
三
台
城
東
萬
年
隄
者
倚
涪
江
而
爲

堵
本
瀦
蓄
之
區
傍
雉
堞
而
爲
防
關
保
障
之
要
︹
按
︺
隄
下
舊
有
深
潭
不
可

涯
涘
知
縣
徐
世
楹
築
堤
後
潭
水
遂
涸

︹
按
︺
舊
縣
志
先
是
城
東
當
涪
水
之
衝
夏
秋
每
有
水
患
雖
唐
宋
迄
明
馮
宿

許
弈
錢
輪
諸
公
皆
築
隄
防
堵
而
土
性
不
堅
旋
築
旋
圮
居
民
病
之
徐
相
度

形
勢
另
築
石
隄
三
十
五
丈
膠
以
石
灰
名
曰
萬
年
隄
今
閱
百
餘
年
完
好
如

故
民
蒙
其
福

南
門
外
河
隄
　
民
國
十
一
年
縣
知
事
陳
古
枝
提
倡
建
築
董
其
事
者
有
邑
人

謝
師
度
蕭
仲
寶
黃
輔
卿
等
年
由
縣
署
酌
撥
罰
欵
及
募
船
幫
捐
欵
作
建
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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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
歷
任
知
事
均
力
爲
贊
助
期
底
於
成
現
基
礎
已
定
再
加
一
倍
工
作
卽
能

告
竣

鄒
公
隄
　
邑
北
漢
花
園
故
址
流
爲
河
域
知
事
鄒
公
憲
章
因
修
永
成
堰
勘
地

深
惜
之
飭
邑
紳
王
鈞
楊
子
由
等
在
花
園
河
口
建
隄
過
水
灌
漑
邱
家
營
田

畝
越
年
隄
成
高
丈
餘
長
一
百
八
十
餘
丈
隄
上
過
水
可
灌
邱
家
營
脊
田
一

千
餘
畝
下
游
河
域
變
爲
菑
畬
者
亦
三
百
餘
畝
今
食
利
難
忘
故
名
曰
鄒
公

隄
六
合
堰
　
光
緖
壬
寅
永
成
開
堰
沿
堰
溝
韓
家
塉
一
帶
歴
年
冲
去
熟
地
二
百

餘
畝
房
屋
三
十
餘
院
梁
君
範
九
提
倡
築
一
長
堤
歴
四
年
費
一
萬
工
有
奇

長
二
百
丈
高
八
尺
廣
一
丈
六
尺
自
後
沿
河
房
地
得
免
衝
决
十
六
年
五
月

復
被
洪
水
冲
壞
十
之
六
七
梁
君
復
集
衆
重
建
費
錢
四
千
餘
釧
以
合
本
磧

梁
劉
陳
張
黃
韓
六
大
族
人
共
建
名
曰
六
合
隄
沙
磧
處
歲
收
蘆
荻
値
千
金

惠
澤
堰
　
邑
北
南
明
鎭
至
緜
屬
馬
嘶
渡
有
旱
地
二
萬
餘
畝
引
涪
江
水
灌
注

可
作
菑
畬
乾
隆
十
九
年
郡
守
請
元
龍
緜
州
牧
羅
克
昌
請
制
軍
奏
准
復
請

於
鹽
茶
耗
羡
公
項
內
借
銀
二
千
兩
作
經
始
費
限
二
年
內
按
畝
攤
還
是
年

八
月
從
石
人
嘴
開
工
至
鑼
鍋
𡎚
一
帶
鑿
石
起
土
已
費
巨
貲
嗣
因
松
茂
道

查
視
堰
口
謂
宜
移
之
於
上
游
水
風
埡
方
伯
周
復
勘
視
謂
宜
移
於
上
游
惠

澤
溪
卽
用
水
平
陸
平
逐
一
丈
量
其
勢
較
出
口
樊
家
溝
之
溝
底
高
六
尺
六

寸
勢
如
建
瓶
必
無
阻
碍
陳
禀
制
軍
悉
如
方
伯
周
所
議
開
鑿
數
年
工
鉅
費

繁
卒
難
底
績
帑
頂
已
經
追
賠
事
將
中
止
越
乾
隆
二
十
八
年
緜
州
諸
生
熊

繡
與
其
子
飛
龍
升
龍
等
獨
立
墊
修
罄
家
業
萬
餘
金
至
三
十
一
年
工
始
告

竣
計
灌
潼
緜
二
屬
田
萬
六
千
五
百
餘
畝
爲
立
碑
勘
界
以
均
水
利
又
計
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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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六

三
台
新
民
印
刷
公
司
代
印

折
植
以
償
熊
生
之
費
二
屬
各
舉
堰
長
數
人
隨
時
補
葺
至
四
十
五
年
洪
水

衝
堰
堤
盡
崩
圮
越
明
年
堰
長
公
議
改
升
堰
頭
於
黃
板
石
約
五
百
餘
丈
耗

金
千
餘
半
歲
方
畢
以
堰
基
不
堅
崩
頽
甚
多
堰
長
等
禀
明
府
縣
復
行
補
修

自
撈
印
灘
起
至
石
人
嘴
止
費
錢
八
百
緡
按
照
水
戶
攤
派
每
寸
水
派
錢
千

四
百
文
四
十
七
年
六
月
洪
水
激
射
石
隄
未
動
沙
礫
滿
溝
秋
田
祗
有
半
收

十
月
經
郡
守
委
員
勘
驗
更
興
工
於
黃
板
石
上
流
之
處
增
擴
一
百
餘
丈
淘

溝
堵
决
又
費
去
錢
五
百
緡
有
餘
均
照
水
寸
分
派
至
四
十
八
年
始
底
績
嗣

後
歲
修
俱
依
前
攤
派
照
分
放
灌
將
水
戶
姓
名
及
占
水
分
寸
造
册
註
明
計

一
百
零
三
戶
共
五
百
一
十
二
寸
五
分
册
二
一
送
官
存
案
一
交
堰
長
執
存

︹
林
儁
惠
澤
堰
記
︺
蜀
省
跬
步
皆
山
水
田
稀
少
成
都
沃
野
千
里
地
勢
寬
平

得
都
江
大
堰
以
分
灌
之
故
其
受
水
易
而
民
不
爭
外
此
皆
鑿
山
穿
穴
以
求

之
若
官
爲
經
理
勢
不
暇
而
資
亦
不
繼
不
得
不
聽
民
自
爲
之
然
合
力
少
而

坐
享
者
多
此
訟
端
所
由
起
也
緜
州
與
潼
屬
之
三
台
縣
接
壤
有
惠
澤
堰
者

匯
龍
安
安
昌
仙
魚
之
水
發
源
而
東
注
自
石
人
嘴
緜
亘
至
樊
溝
四
十
餘
里

蜿
蜒
曲
折
湮
塞
於
高
崖
巨
石
間
水
不
暢
流
石
田
興
嘆
歲
辛
未
官
爲
議
修

工
鉅
費
繁
厯
久
迄
無
成
就
緜
有
諸
生
熊
繡
者
家
故
饒
距
堰
三
十
餘
里
有

田
二
千
畝
無
所
需
於
堰
乃
毅
然
以
墊
修
爲
己
任
起
癸
未
迄
戊
子
罄
其
產

費
萬
餘
金
功
垂
成
而
熊
生
老
矣
其
子
諸
生
升
龍
承
父
命
而
繼
其
事
者
又

有
年
功
始
固
計
灌
潼
綿
二
屬
田
萬
六
千
五
百
餘
畝
公
議
受
水
田
戶
按
畝

抽
田
以
歸
其
貲
並
議
於
堰
下
流
之
樊
家
溝
各
立
石
平
一
道
開
鑿
石
口
齊

廣
狹
以
均
取
水
分
數
獨
是
未
修
堰
以
前
綿
屬
舊
有
山
邊
溝
一
道
引
取
山

水
灌
漑
嗣
大
堰
功
成
改
溝
入
堰
取
水
者
已
爲
熊
姓
按
畝
抽
田
又
左
家
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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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三
台
新
民
印
刷
公
司
代
印

一
處
自
開
堰
以
迄
續
修
挖
毁
左
姓
民
人
田
地
頗
多
所
毁
之
田
議
開
水
口

以
資
灌
漑
其
他
均
在
潼
緜
分
水
之
上
其
時
均
在
潼
緜
分
水
之
先
此
皆
宜

於
惠
澤
堰
內
取
水
不
在
潼
綿
公
共
分
數
之
內
者
也
蓋
綿
之
受
水
田
地
倍

於
潼
之
三
台
出
資
者
按
畝
而
抽
田
取
水
者
亦
皆
計
畝
而
分
灌
乃
綿
民
欲

按
地
而
分
配
潼
民
又
以
齊
水
爲
適
均
而
兩
造
之
訟
成
矣
案
牘
之
繁
積
於

數
載
余
總
水
利
之
局
遴
委
署
成
都
郡
丞
阮
牧
同
潼
川
沈
守
綿
州
博
牧
履

勘
審
詳
余
從
而
覆
按
之
計
山
邊
溝
一
處
久
經
受
灌
之
田
今
因
溝
水
入
堰

卽
於
其
他
另
立
石
平
鑿
口
八
寸
又
左
家
崖
一
處
前
後
挖
毁
田
地
已
多
卽

以
公
裕
之
水
償
其
獨
損
之
田
亦
於
其
地
另
立
石
平
鑿
口
一
尺
一
寸
其
潼

綿
均
分
之
水
則
總
匯
於
樊
家
溝
各
設
立
大
石
平
一
道
潼
屬
鑿
口
六
尺
四

寸
綿
屬
鑿
口
六
寸
由
是
而
水
與
田
皆
均
矣
又
於
兩
屬
受
水
之
田
未
經
出

貲
者
飭
有
司
計
畝
補
抽
仍
以
公
議
每
十
畝
抽
一
畝
五
分
酌
其
時
値
已
成

田
而
現
資
灌
漑
者
每
畝
折
白
金
二
十
五
兩
未
成
田
而
將
來
需
藉
乎
堰
者

十
兩
如
不
願
先
給
者
俟
成
田
之
日
仍
照
已
成
之
數
按
畝
折
給
免
其
割
地

以
省
紛
擾
並
令
二
屬
以
後
各
舉
堰
長
數
人
經
理
歲
修
事
宜
屆
期
堰
長
司

其
事
而
督
之
以
官
使
無
彼
此
參
差
之
見
用
償
熊
生
之
費
而
節
其
勞
案
定

兩
造
胥
帖
然
悅
服
余
旣
喜
塵
牘
之
一
淸
並
嘉
熊
生
父
子
之
相
繼
有
成
爲

利
於
鄕
人
者
溥
也
用
詳
請
制
府
立
案
勒
石
以
杜
訟
源
以
表
善
行
因
爲
之

記
永
成
堰
　
在
縣
東
北
涪
江
之
濱
淸
乾
隆
二
十
六
年
創
開
於
縣
民
陳
所
倫
灌

漑
數
年
老
君
溪
山
泉
穿
渠
堰
廢
嘉
慶
十
五
年
邑
令
沈
昭
興
議
修
復
所
倫

子
文
韜
起
繼
父
志
招
募
包
戶
張
世
珩
等
包
開
大
堰
堰
成
之
日
照
惠
澤
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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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八

三
台
新
民
印
刷
公
司
代
印

例
十
畝
抽
一
以
償
工
本
自
老
灘
灌
開
溝
引
水
越
獨
木
橋
萬
家
坎
老
君
溪

而
南
至
老
馬
渠
鑿
石
溝
六
百
餘
丈
土
溝
七
十
餘
里
縣
令
督
率
修
理
至
二

十
五
年
春
工
竣
灌
三
年
而
涪
流
西
徙
堰
復
廢
歷
百
有
餘
年
縣
民
屢
請
復

堰
守
土
者
皆
以
工
鉅
難
之
且
上
游
界
綿
州
公
牘
往
還
不
得
要
領
至
光
緖

二
十
九
年
天
旱
辦
賑
邑
紳
王
鈞
何
盛
沂
龍
昌
緖
余
三
江
等
欲
以
堰
工
代

賑
請
於
縣
令
鄒
公
耿
光
鄒
卽
策
駕
江
干
循
求
古
蹟
立
主
復
議
白
知
府
雷

公
并
請
總
督
西
林
岑
公
發
帑
金
萬
兩
定
議
以
涪
水
旣
西
當
築
新
口
於
上

游
距
舊
口
六
里
凡
水
高
得
一
尺
有
二
行
可
一
里
新
舊
相
距
高
得
九
尺
有

五
遂
定
地
於
麻
柳
林
築
埧
攔
埧
水
濬
舊
江
身
引
水
入
渠
麻
柳
林
者
入
綿

界
半
里
前
議
修
綿
人
輒
阻
乃
令
出
金
贖
濱
江
荒
地
并
詣
綿
州
與
直
牧
朱

公
會
臨
以
重
其
事
於
是
以
開
賑
後
十
八
日
始
役
畫
渠
爲
四
分
配
修
濬
舊

湮
者
補
以
新
坡
橫
出
山
溪
九
以
節
瀦
洩
所
謂
翻
水
堰
也
老
君
溪
溝
淤
㴼

泥
不
受
畚
鍤
囊
泥
以
絺
繫
丈
餘
竹
端
釣
以
出
時
荒
歉
之
餘
小
民
利
得
値

趨
役
七
八
千
人
婦
孺
皆
助
運
負
共
五
十
日
畢
工
用
錢
一
萬
一
千
緡
堰
所

漑
鎭
江
涪
城
小
圍
及
老
馬
渠
諸
埧
長
六
七
十
里
而
邱
家
林
以
廢
地
成
田

二
三
千
畝
地
在
涪
城
埧
浩
外
蜀
人
謂
水
歧
出
復
入
爲
浩
築
百
丈
隄
於
歧

口
以
障
水
卽
溝
隄
面
渡
水
以
往
灌
而
隄
內
涸
出
浩
身
成
田
亦
二
三
百
畝

是
役
也
鄒
公
統
籌
全
局
力
董
其
成
縣
佐
劉
公
鐘
岳
宵
旰
經
營
獨
任
其
勞

繼
任
白
增
熾
亦
毅
力
補
修
堰
工
始
固
自
是
田
稻
恣
肥
旣
穫
去
水
種
菽
麥

不
憂
旱
澇
田
價
視
昔
增
數
倍
焉

︹
淸
翰
林
趙
熙
永
成
埝
記
︺
永
成
埝
廢
百
餘
年
光
緖
中
桐
梓
鄒
公
憲
章
知

三
台
縣
以
歲
之
祲
白
知
府
安
康
雷
公
鍾
德
請
於
總
督
西
林
岑
公
貸
萬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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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台
新
民
印
刷
公
司
代
印

肇
工
治
振
別
鳩
民
財
　
之
田
力
旣
測
地
高
卑
如
法
遂
繇
綿
州
之
麻
柳
林

築
壩
引
水
涪
江
人
幸
是
爲
萬
指
競
鍤
六
十
日
埝
成
凡
長
六
十
五
里
漑
田

越
三
萬
四
千
畝
歲
增
谷
八
萬
石
是
關
係
三
台
射
洪
民
食
宜
勸
後
來
之
瘁

迺
勒
壁
老
谿
山
襄
事
者
官
則
南
昌
劉
鍾
岳
吉
水
曾
伯
榮
紳
則
余
耀
光
王

道
立
吳
道
從
敬
掄
元
實
維
三
十
年
榮
縣
趙
熙
記

永
成
堰
源
委
及
經
過
地
點
堰
口
自
綿
州
豐
谷
井
麻
柳
林
引
水
經
過
韓
家

灝
獨
木
橋
由
尹
氏
祠
過
萬
家
坎
惠
澤
堰
餘
水
注
焉
由
萬
家
坎
至
燃
燈
寺

下
有
觀
音
橋
山
水
來
會
爲
第
一
翻
水
至
老
君
溪
紅
岩
堰
過
鄕
賢
尹
亮
臣

故
宅
不
數
武
有
畢
月
鄕
山
水
來
會
爲
第
二
翻
水
至
蕭
家
坎
過
歐
家
口
靑

棡
嘴
鰱
魚
石
至
八
字
潦
出
第
一
段
交
二
段
界
過
靈
仙
洞
大
佛
寺
下
有
郭

家
溝
山
水
來
會
爲
第
三
陰
洞
至
張
家
碾
過
水
磨
河
有
山
水
自
烏
龜
嘴
來

會
爲
第
四
陰
洞
出
第
二
段
交
三
段
界
至
牛
市
坡
山
下
有
山
水
來
會
爲

第五

陰
洞
過
霍
姓
大
蓋
至
龍
頭
山
有
龍
潭
水
來
會
爲
第
六
陰
洞
出
三
段
交
四

段
界
至
小
圍
埧
過
泗
洲
寺
老
君
堰
有
山
水
自
會
龍
場
來
會
爲
第
七
翻
水

由
此
至
老
馬
渠
場
下
數
里
許
經
侯
姓
瓦
窰
前
入
涪
江
凡
長
六
十
五
里

囘
春
洞
堰
　
在
邑
北
甘
江
壩
之
上
連
三
灣
之
首
南
明
鎭
之
西
岸
山
崖
前
淸

舉
人
王
道
立
欲
接
江
水
上
流
開
山
洞
數
里
以
漑
甘
江
壩
山
谷
間
田
數
千

畝
因
兩
面
對
鑿
經
營
數
年
彼
此
可
聞
鑿
聲
已
有
接
連
之
勢
卒
以
平
線
直

線
測
量
未
準
不
能
穿
貫
而
罷

涪
江
筒
車
堰
　
八
十
餘
處
其
車
全
由
水
力
冲
動
旋
轉
周
圍
繫
汲
水
筒
吸
取

涪
江
水
約
灌
田
千
餘
畝

凱
江
筒
車
堰
　
二
十
三
處
約
灌
田
千
餘
畝
皆
創
自
康
熙
乾
隆
時
近
因
人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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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三
台
新
民
印
刷
公
司
代
印

險
詐
紮
堰
時
對
岸
人
多
阻
碍
水
利
將
廢
淸
宣
統
元
年
陳
開
沚
王
龍
勳
等

通
禀
勸
業
道
周
公
孝
懷
奉
批
委
潼
川
府
知
府
朱
守
會
同
中
江
縣
知
縣
沿

河
履
勘
并
出
示
禁
止
對
岸
搕
詐
有
阻
毁
紮
堰
者
官
卽
懲
究

龍
洞
堰
　
在
涪
城
壩
龍
頭
山
𪋤
有
石
孔
二
泉
湧
不
息
名
曰
龍
泉
淸
道
光
九

年
鄕
紳
高
斗
垣
宋
曉
東
濬
畎
澮
築
田
塍
灌
漑
二
百
餘
畝
易
名
龍
洞
堰
咸

豐
時
副
貢
宋
建
長
有
可
惜
龍
洞
小
村
民
望
李
冰
之
句
今
併
入
永
成
堰

官
　
堰
　
在
老
馬
渠
二
里
許
兩
山
橫
峙
爲
何
家
灣
衆
溪
澗
水
口
淸
嘉
慶
六

年
居
民
合
力
捐
貲
築
隄
蓄
水
可
灌
田
百
餘
畝
及
永
成
堰
成
併
入
和
字
尾

段
水
可
多
灌
下
埧
田
二
百
餘
畝

惠
民
堰
　
在
玉
栗
溪
上
游
其
堰
有
軌
泉
二
道
上
出
不
窮
遇
大
旱
其
水
可
灌

田
百
餘
畝

高
坡
石
堰
　
在
北
路
北
崖
埧
西
靈
峯
寺
後
相
公
嶺
之
下
其
源
自
蘇
河
場
經

筒
車
堰
鰱
魚
嘴
北
流
至
堰
漑
田
數
百
畝
淸
居
民
王
宴
修
築

道
水
灣
堰
　
在
縣
北
靑
草
溝
之
西
其
源
由
山
谷
間
之
小
溪
經
花
廟
子
霍
家

營
流
入
大
古
壩
與
涪
江
合
能
漑
田
數
百
畝
所
在
多
有
水
道
石
平
渟
沱
溝

洫
舊
跡

板
　
堰
　
在
邑
西
七
十
里
創
自
雍
正
時
灌
田
百
餘
畝
不
假
車
力

浸
水
河
　
在
邑
西
七
十
里
居
板
堰
之
上
雍
正
時
呂
宗
棆
創
開
灌
田
百
餘
畝

雖
經
大
旱
泉
湧
如
常

紅
崖
堰
　
在
邑
東
北
水
磨
河
之
濱
計
有
旱
地
二
千
餘
畝
淸
乾
隆
時
惠
澤
堰

成
居
人
以
石
砌
水
磨
河
橫
欄
開
溝
可
灌
田
二
百
餘
畝
餘
水
可
灌
惠
澤
堰

尾
小
山
壩
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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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河
堰
　
在
邑
北
一
百
二
十
里
開
於
康
熙
時
其
水
自
西
南
來
經
香
林
寺
半

邊
山
側
入
葫
蘆
溪
合
涪
江
沿
岸
田
疇
賴
以
灌
漑

澗
槽
河
　
在
縣
西
一
百
一
十
里
其
水
逆
流
四
十
里
入
凱
江
淸
初
蕭
姓
築
堰

修
堤
左
右
各
建
二
十
澗
槽
分
水
灌
救
東
西
兩
埧
田
數
百
畝
故
呼
澗
槽
河

唐
家
堰
　
在
縣
西
七
十
餘
里
傍
山
𪋤
鑿
溝
建
石
橋
三
洞
復
築
堰
壅
水
灌
田

數
百
畝
餘
水
入
涪
江

龍
王
井
　
在
邑
西
九
十
里
大
石
崗
場
後
泉
脈
極
盛
合
場
數
百
戶
畫
夜
汲
引

餘
水
溢
入
井
下
二
池
尙
能
灌
田
數
十
畝

樓
田
堰
　
在
邑
東
柏
楊
下
流
修
石
橋
堆
土
其
上
作
爲
過
水
咽
喉
橫
來
山
水

由
橋
下
通
過
不
入
樓
田
故
名

姚
家
堰
　
在
邑
東
百
頃
埧
能
灌
田
一
千
餘
畝

關
隘

蒙
埡
寺
隘
口
　
在
城
東
北
一
百
里
梓
潼
界
小
路
設
有
鹽
卡
︹
參
綿
州
志
︺
濛

陽
縣
尉
巡
拿
私
鹽
礬
茶
處

羅
江
渡
隘
口
　
在
城
東
北
八
十
里
綿
州
界
小
路
設
有
鹽
卡

秋
林
寨
　
在
縣
東
唐
乾
寧
二
年
王
建
攻
東
川
帥
顧
彥
暉
拔
秋
林
寨
宋
時
爲

鎭
明
置
驛
於
此
︹
九
域
志
︺
郪
縣
有
曆
鼻
唐
橋
富
國
龍
谷
富
樂
張
杷
木
池

豐
饒
監
池
雷
井
秋
林
十
一
鎭

高
山
舖
　
在
縣
東
二
十
里
舊
名
紫
金
關
下
行
五
里
有
倒
碑
埡
舊
爲
益
城
關

相
傳
唐
朝
人
民
挽
留
西
川
節
度
使
於
此
惓
留
一
宿
始
去
後
人
又
名
留
使

坡
以
示
不
忘
之
意

天
恩
寨
　
在
縣
東
六
十
里
前
淸
宣
統
三
年
開
築
層
臺
壁
立
足
容
三
千
餘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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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
井

木

鄉

廟
埡
山
寨
子
山
馬
鞍
山
煙
堆
山
玄
武
山
五
連
山
　
距
秋
林
十
餘
里
民
國
六

年
招
討
軍
靖
國
軍
與
川
軍
陸
軍
之
第
四
師
第
三
師
交
戰
於
此
民
國
十
二

年
二
十
一
師
孫
旅
長
與
但
師
長
懋
辛
喩
師
長
華
偉
所
部
亦
戰
於
此
以
諸

峯
迄
邐
或
起
或
伏
峭
壁
穹
崖
便
於
戰
守
爲
兵
家
必
爭
之
地

桂
花
臺
山
寨
　
在
治
東
南
峯
寺
廟
後

天
成
寨
　
距
城
東
十
餘
里
氣
象
崢
嶸
於
絕
壁
下
出
脈
一
支
形
式
勢
蜿
蜒
直

鎖
水
口
此
鄕
之
重
鎭
也

張
杷
寨
　
在
縣
南
︹
蜀
鑑
︺
張
杷
在
潼
川
府
王
建
攻
東
川
朝
廷
遣
使
和
解
兩

川
遇
建
於
張
杷
寨

銅
　
梁
　
︹
輿
地
紀
勝
︺
在
郪
縣
邑
人
遊
安
樂
之
要
路

河
　
嘴
　
在
城
南
九
十
里
設
外
委
駐
防

白
鶴
寨
　
在
城
南
五
里
淸
咸
豐
辛
酉
陳
八
仙
兵
禦
藍
逆
於
此
陳
謙
蘿
溪
詩

草
有
紀
戰
詩

保
全
山
寨
　
在
縣
南
五
十
餘
里
石
壁
峭
立
嘉
慶
五
年
春
德
公
楞
泰
逐
王
三

槐
餘
黨
賊
竄
過
保
全
寨
勢
迫
詭
云
借
糧
與
之
旗
豎
立
曰
使
我
後
隊
不
復

擾
寨
民
爲
所
愚
德
公
至
望
有
白
旗
疑
寨
爲
賊
據
欲
燃
炮
擊
之
細
探
屬
民

乃
賊
脫
身
計
也
公
徐
集
父
老
而
戒
之
遺
以
借
母
懷
胎
礮
寨
人
立
有
遺
愛

碑
今
猶
存

石
子
嶺
　
在
城
南
十
七
里
蟇
頤
洞
下
崖
壁
崴
磊
下
臨
涪
江
逢
中
鑿
石
爲
路

下
通
射
邑
亦
東
道
之
關
鍵
也

萬
福
山
寨
　
在
縣
南
五
十
五
里
峯
巒
突
出
其
頂
平
曠
約
百
餘
丈
至
尾
起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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尖
峯
聳
峙
壁
立
咸
豐
初
年
匪
風
大
起
羅
海
臣
獨
力
修
成
寨
堡
可
居
百
餘

家
至
末
年
藍
逆
入
川
蹂
躪
諸
寨
獨
此
山
險
而
有
備
賊
不
敢
犯
海
臣
因
題

寨
門
曰
萬
福
山
繼
又
捐
修
廟
宇
總
計
萬
餘
金
塑
玉
皇
文
武
二
聖
觀
音
灶

王
等
神
像
約
紳
耆
捐
金
修
祀
至
今
猶
豐

三
星
寨
　
在
縣
南
三
十
里
體
勢
巍
峨
巓
起
三
峯
屹
立
雲
表
咸
豐
時
藍
逆
餘

黨
率
數
千
人
攻
寨
以
山
形
峭
拔
人
心
堅
固
力
不
能
破
下
山
毁
民
房
而
去

三
元
寨
　
在
縣
南
六
十
里
三
峯
秀
出
懸
崖
絕
壁
可
以
固
守
民
國
口
年
江
防

潰
卒
圍
攻
竟
日
不
克
而
去

佛
耳
崖
隘
口
　
在
縣
西
北
二
十
里
中
江
綿
州
界
小
路
設
有
關
卡

伯
侯
寨
　
在
縣
西
五
十
里
高
𡾼
突
立
秀
出
羣
峯
藍
逆
作
亂
鄕
人
築
成
寨
堡

以
明
末
張
獻
忠
屠
殺
川
民
伯
侯
楊
展
救
亂
素
著
威
名
塑
像
祀
之
卽
以
此

爲
名

鵝
山
寨
　
在
縣
西
六
十
里
山
形
如
鵝
四
面
壁
立
淸
咸
豐
間
鄕
人
築
石
堡
避

藍
逆
之
亂
團
練
嚴
整
賊
不
敢
近
光
緖
間
紅
燈
教
匪
竊
據
民
團
官
兵
圍
攻

之
殲
殺
殆
盡

金
龜
山
寨
　
在
縣
西
七
十
里
山
勢
崇
嶐
巓
有
古
廟

巍
鼎
山
寨
　
在
邑
西
九
十
里
山
𪋤
爲
謝
孝
子
濬
甫
後
裔
所
居
中
江
舉
人
黃

中
吉
題
句
云
雙
鼎
崔
嵬
遙
相
峙
安
排
盡
作
謝
公
墩

南
明
鎭
　
在
縣
北
八
十
里
︹
︹
九
域
志
︺︺
涪
城
縣
有
南
明
新
井
鳳
溪
高
舖
四
鎭

馬
康
橋
隘
口
　
在
城
北
一
百
二
十
里
綿
州
梓
潼
界
設
有
鹽
卡

葫
蘆
溪
　
在
城
北
八
十
里
分
駐
縣
丞

銅
鉾
鎭
　
在
縣
北
九
十
里
抵
潼
緜
界
月
崖
亮
上
游
卽
古
銅
鉾
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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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
羊
鎭
　
︹︹
通
志
︺︺
在
綿
州
東
而
不
能
確
指
其
處
今
縣
北
畢
月
鄕
梁
家
灣
卽

古
石
羊
鎭
有
故
址
碑
以
通
志
考
之
正
與
綿
陽
東
鄕
連
界

龍
潭
鎭
　
在
縣
北
百
一
十
里
橋
樓
場
橋
下
有
古
龍
潭
鎭
四
字

黃
連
埡
　
在
城
北
十
八
里
據
山
臨
水
通
綿
陽
大
道
有
貓
兒
𡎚
轉
馬
坎
之
險

咸
豐
辛
酉
唐
友
耕
軍
敗
藍
賊
朝
柱
於
此

中
泰
寨
　
在
城
北
百
二
十
里
與
綿
陽
東
二
里
接
境
藍
賊
撤
潼
圍
分
路
上
犯

郪
北
各
鄕
連
破
綿
東
雲
台
天
成
烏
鷄
燒
燃
諸
寨
屢
撲
中
泰
山
寨
上
婦
女

皆
爲
男
兒
裝
持
械
司
守
衛
賊
攻
之
不
克
乃
引
去
時
有
殺
烏
鷄
祭
馬
鳴
小

小
中
泰
穩
如
城
之
諺
蓋
紀
實
也

老
馬
渠
　
在
縣
北
六
十
里
地
當
西
北
衝
要
惟
五
龍
菴
龍
頭
山
路
能
通
人
行

下
濱
涪
江
其
路
最
險

石
埡
子
　
在
縣
北
四
十
里
觀
音
崖
上
石
嶺
嶄
嶄
路
甚
危
峻
下
有
拱
橋
如
虹

架
於
小
溪
爲
通
東
北
之
要
道
前
淸
立
有
塘
兵
守
之
今
廢

五
層
山
寨
　
距
縣
北
八
十
里
有
重
岡
疊
壘
形
勢
五
層
上
有
旗
磴
相
傳
爲
蜀

漢
昭
烈
帝
觀
兵
處
今
築
爲
寨
勢
甚
雄
峻

穀
本
寨
　
在
治
北
七
十
里
山
形
稍
拔
中
起
三
峯
高
插
宵
漢
淸
光
緖
十
七
年

余
匪
作
亂
鄕
人
始
築
爲
寨
門
有
五
周
圍
十
餘
里
山
有
數
小
流
會
合
行
十

餘
里
卽
與
張
本
河
唐
家
堰
合
流

觀
鹿
山
寨
　
在
縣
北
八
十
里
四
山
圍
繞
突
起
一
峯
高
數
百
仞
廣
十
餘
里
︹

寰
宇
記
︺
謂
古
有
仙
人
乘
鹿
於
此
因
以
名
山
明
萬
曆
間
鄕
賢
張
肅
子
孫

世
居
山
下
肅
著
鹿
峯
文
集
肅
之
子
正
道
字
肖
山
正
學
字
懷
鹿
皆
以
山
得

名
山
腰
古
廟
祀
關
帝
巓
有
石
柱
高
丈
餘
四
面
有
字
糢
糊
不
可
讀
淸
末
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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匪
起
鄕
人
因
舊
寨
培
修

萬
峯
山
寨
　
在
高
堰
坎
五
里
山
脈
綿
延
數
十
里
萬
峯
叢
立
中
有
一
峯
巍
然

聳
立
前
淸
已
築
爲
寨
周
圍
八
九
里
寨
門
有
四
山
頂
略
爲
平
衍
左
側
有
梓

潼
廟

太
平
寨
　
在
太
平
場
里
許
衛
江
由
西
北
來
繞
過
山
𪋤
其
形
峭
拔
中
峯
突
起

勢
若
削
成
淸
咸
豐
時
鄕
人
因
藍
逆
之
變
建
築
寨
栅
及
十
一
年
三
月
逆
至

圍
攻
一
日
不
克
濳
去

四
面
山
寨
　
在
治
西
北
七
十
里
淸
咸
豐
間
縣
丞
陳
元
煜
築
雨
王
廟
在
其
巓

每
當
雨
則
出
雲
寨
有
三
井
大
旱
不
涸
四
面
崗
巒
拱
若
兒
孫
入
涪
之
三
道

河
發
源
於
此

思
功
山
寨
　
咸
豐
時
里
人
築
此
以
避
藍
逆
之
亂
此
外
尙
有
小
思
功
山
如
太

華
少
華
云

津

東
　
渡
　
在
縣
東
二
里
︹
輿
地
紀
勝
︺
東
津
在
郪
縣
東
四
里
渡
涪
江
水

忠
孝
渡
　
在
縣
五
里
渡
涪
水

觀
音
渡
　
在
縣
東
十
五
里
渡
涪
水

白
玉
渡
　
︹
輿
地
紀
勝
︺
在
涪
城
縣

石
洞
津
　
︹
輿
地
紀
勝
︺
在
郪
縣

龍
鼻
津
　
︹
輿
地
紀
勝
︺
在
涪
城
縣
西
北
二
十
里
渡
涪
水

劉
家
營
渡
　
在
場
外
水
盛
有
舟
水
落
則
架
浮
橋
渡
欵
有
常
年
金

臨
江
寺
渡
　
在
礁
巴
灘
下
游

葫
蘆
溪
渡
　
扼
中
江
雒
江
梓
潼
綿
陽
數
道
之
衝
同
治
二
年
提
督
周
達
武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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擊
石
達
開
先
鋒
賴
裕
新
於
此

鎭
江
埧
渡
　
又
名
新
渡
在
八
字
潦
之
下
里
人
募
欵
興
設

柳
林
灘
渡
　
爲
北
來
水
道
之
最
險
者
其
底
山
石
結
成
勢
甚
陡
峻
舟
行
至
此

水
浪
作
花
噴
篷
而
下
篙
師
不
愼
卽
多
失
敗
灘
南
有
董
仲
書
崖
相
傳
董
仙

人
曾
步
江
於
此

葫
蘆
溪
下
渡
　
縣
北
蓮
花
台
上
游
爲
涪
城
西
渡
之
要
津
其
渡
處
有
石
壁
立

如
印
亦
有
如
伏
龜
形
者
隱
於
江
中
上
灘
北
折
而
西
轉
而
東
之
舟
渡
若
觸

石
卽
不
能
救
嘗
有
江
豚
最
大
者
出
現
距
石
卽
有
壞
舟
之
患

殷
家
灝
　
由
八
字
潦
涪
水
分
支
下
至
陳
家
灝
均
各
有
渡
舟
光
緖
中
鄕
人
募

欵
興
設
距
縣
城
八
十
里

中
和
渡
　
距
縣
北
一
百
一
十
五
里
卽
涪
江
與
潺
江
合
流
處
先
係
舟
子
自
渡

行
人
不
便
民
國
十
四
年
梁
君
範
九
募
資
生
息
立
爲
義
渡

老
義
渡
　
距
縣
城
八
十
五
里
近
葫
蘆
溪
要
津
乾
隆
時
已
剏
義
渡
濟
者
擁
擠

多
賴
私
船
同
治
九
年
邑
紳
陳
雨
亭
潘
堯
階
等
倡
募
巨
欵
先
後
買
業
八
十

餘
畝
又
接
施
業
五
十
餘
畝
新
製
四
船
經
費
益
饒

公
濟
渡
　
地
屬
邱
家
營
居
涪
城
埧
下
游
爲
前
後
山
往
來
必
經
之
渡
淸
嘉
慶

初
年
私
船
爭
渡
常
遭
覆
沒
邑
紳
楊
培
元
賴
洪
達
等
募
資
製
船
改
爲
公
渡

叠
穎
渡
　
距
縣
東
南
十
餘
里
馬
躍
巖
下
其
水
自
北
來
而
東
折
灘
底
兩
岸
俱

石
結
成
凸
凹
堆
角
舟
觸
卽
碎
涪
江
極
險
處
也

大
渡
口
　
出
東
門
五
里

靑
東
渡
　
距
城
東
五
里

梓
江
所
過
陽
石
埧
官
廳
埧
柳
林
嘴
均
有
渡
船
無
常
欵
募
資
而
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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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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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上
俱
係
涪
江
渡
口

南
濟
渡
　
在
城
南
半
里
渡
凱
江
水
通
射
蓬
安
等
縣
要
路
乾
隆
十
六
年
南
路

士
民
募
資
置
田
招
租
設
立
義
渡
嘉
慶
七
年
因
爭
租
改
歸
官
管
光
緖
間
南

河
大
橋
雖
成
而
官
渡
依
然
舉
辦

金
橋
渡
　
在
過
路
灘
距
城
五
里

永
興
渡
　
在
朱
家
灘
距
城
二
十
里
無
產
業
收
河
糧
爲
渡
夫
工
食

心
妙
寺
渡
　
距
城
二
十
五
里
有
產
業

斜
梁
渡
　
在
猴
豐
井
距
城
三
十
里
有
產
業

長
興
渡
　
在
草
茅
河
距
城
三
十
八
里
秋
後
收
糧
以
贍
渡
夫

萬
安
渡
　
距
城
四
十
八
里
淸
乾
隆
時
鄕
紳
募
捐
置
業
蘿
渡
河
佃
資
仍
不
敷

紳
耆
兩
次
募
資
造
二
船
一
交
永
濟
渡
一
交
本
渡

永
濟
渡
　
卽
響
灘
渡
也
距
城
四
十
里
淸
雍
乾
時
物
價
賤
造
船
費
用
皆
附
萬

安
渡
秋
後
收
糧
以
贍
渡
夫
後
物
價
貴
鄕
人
以
爲
擾
同
治
光
緖
年
間
兩
次

勸
募
立
爲
義
渡
仍
入
不
敷
用
至
光
緖
十
三
年
因
萬
安
渡
又
提
倡
勸
募
遂

合
併
焉

芳
芝
渡
　
距
縣
六
十
里
有
業
一
處
作
船
橋
之
費

南
　
渡
　
在
邑
西
八
十
里
觀
音
場
有
業
一
處
以
備
培
修
不
足
則
由
首
事
募

捐
西
江
渡
　
距
邑
西
八
十
里
觀
音
場
有
業
三
處
以
備
渡
夫
船
橋
之
費

餘
慶
渡
　
在
邑
西
八
十
五
里
白
埧
寺
有
常
業
以
備
費
用

以
上
俱
係
凱
江
渡
口
夏
秋
運
船
冬
春
駕
橋

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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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台
新
民
印
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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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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繫
龍
橋
　
︹
輿
地
紀
勝
︺
在
郪
縣
︹
方
輿
記
云
︺
有
仙
人
翟
君
自
峨
嵋
山
來
繫

龍
於
此

雙
鳳
橋
　
在
縣
東
三
元
場
嘉
慶
十
四
年
建

東
溪
橋
　
在
縣
東
川
主
廟
山
𪋤
咸
豐
癸
丑
年
募
資
建
立
邑
庠
生
趙
溫
其
撰

有
碑
記

觀
音
橋
　
在
邑
東
新
場
初
用
木
板
至
同
治
時
里
人
黃
君
義
捐
金
以
石
砌
碼

頭
橋
板
用
木
覆
以
瓦
屋
仍
留
餘
金
生
息
以
備
培
修

靑
龍
橋
　
在
邑
東
富
順
場
上
按
靑
龍
嘴
山
𪋤
距
縣
城
四
十
里

新
　
橋
　
在
邑
東
五
十
里
爲
三
江
子
出
水
之
口
淸
乾
隆
初
張
何
二
姓
募
捐

創
修
光
緖
二
十
三
年
宿
儒
何
正
卿
培
修
李
春
濤
有
記

太
平
橋
　
邑
東
四
十
里
在
富
順
場
之
中
嘉
慶
元
年
鄕
紳
何
通
泰
募
修

德
興
橋
　
邑
東
三
十
里
富
順
場
上
游
四
面
山
下
淸
道
光
二
十
五
年
何
天
喜

捐
修
熊
興
斌
爲
之
勒
石
紀
功

登
瀛
橋
　
邑
東
四
十
里
富
順
場
之
西
淸
光
緖
八
年
鄕
紳
吳
羽
儀
倡
修

永
寧
橋
　
邑
東
五
十
里
南
峯
寺
廟
前
民
國
十
二
年
灶
紳
蒲
作
霖
李
臨
皋
募

修
錦
溪
橋
　
邑
東
四
十
五
里
在
大
河
壩
上
淸
同
治
六
年
蔣
有
昌
募
修

永
濟
橋
　
邑
東
四
十
里
俗
名
麻
石
橋
淸
乾
隆
三
年
吳
大
有
重
建

魚
龍
橋
　
邑
東
三
十
五
里
在
黑
坑
子
淸
道
光
二
十
八
年
周
先
達
倡
建
光
緖

民
國
時
兩
次
培
修
有
序
可
稽

仙
人
橋
　
在
董
仲
溝
其
橋
無
梁
柱
兩
石
相
逗
而
成
迄
今
千
餘
年
尙
未
塌
壞

亦
仙
迹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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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台
新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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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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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
義
橋
　
邑
東
四
十
里
乾
隆
四
十
五
年
建

桓
侯
橋
　
邑
東
六
十
里
淸
乾
隆
二
十
八
年
建

周
敦
橋
　
在
縣
南
三
十
里
明
萬
曆
十
八
年
建

玉
帶
橋
　
在
縣
南
一
百
里
明
正
德
甲
辰
年
建

接
龍
橋
　
在
縣
南
一
百
里
知
府
張
松
孫
撰
記

慕
義
橋
　
在
縣
南
十
五
里
知
縣
沈
昭
興
撰
記

七
星
橋
　
在
邑
西
南
一
里
光
緖
二
十
六
年
邑
紳
邱
光
庭
羅
蓉
村
捐
資
倡
募

平
修
二
十
六
洞
費
二
萬
二
千
餘
金
歷
七
歲
工
始
竣
知
府
楊
儀
成
作
記
勒

石
邑
人
鍾
嘉
璧
書

︹
潼
川
府
知
府
楊
儀
成
七
星
橋
記
︺
潼
爲
郡
當
郪
涪
二
江
之
匯
射
蓬
遂
樂

之
有
事
於
郡
者
必
濟
郪
而
後
達
乾
隆
中
郡
人
置
官
舟
以
濟
冬
春
則
易
以

略
彴
今
百
餘
年
矣
然
夏
秋
之
間
舟
人
失
勢
而
覆
溺
者
歲
有
聞
也
光
緖
甲

午
二
月
余
來
權
郡
事
治
以
不
勞
因
省
覽
山
川
得
於
故
渡
上
流
里
許
岸
狹

而
流
淺
以
爲
尙
可
橋
於
其
間
顧
功
鉅
費
繁
宜
無
人
焉
起
而
任
之
也
已
而

三
台
廣
文
邱
君
光
庭
羅
君
蓉
村
首
請
捐
資
爲
倡
而
附
郭
人
士
雲
集
響
應

亦
樂
成
斯
役
之
有
成
也
遂
以
是
秋
伐
石
庀
材
畚
鍤
互
施
會
鐵
嶺
阿
子
祥

來
守
斯
郡
益
廓
厥
規
速
欵
屬
邑
以
濟
其
匱
歲
庚
子
功
竣
昔
之
往
來
病
涉

者
今
皆
車
馬
奔
馳
雖
洪
水
而
無
望
洋
之
嘆
於
是
余
於
斯
土
又
下
車
矣
凡

橋
之
長
以
丈
計
者
四
十
五
用
民
之
力
以
工
計
者
一
萬
三
千
餘
所
費
之
金

以
緡
計
者
二
萬
二
千
有
奇
而
歷
時
之
久
則
寒
暑
七
週
焉
意
此
七
年
中
余

往
返
無
常
而
竊
幸
躬
見
斯
役
之
經
始
與
其
落
成
也
三
代
下
宰
治
者
率
弗

講
冬
官
之
政
關
梁
道
路
之
不
修
雖
中
州
且
然
况
潼
僻
在
西
北
一
偶
而
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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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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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台
新
民
印
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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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
橋
又
數
千
年
以
前
之
人
所
未
議
及
者
一
但
於
數
年
而
成
之
推
是
志
則
凡

國
家
有
大
興
作
吾
知
其
必
能
勝
任
而
愉
快
矣
若
第
以
是
自
功
焉
非
余
所

望
於
郡
人
士
也

觀
音
橋
　
在
邑
南
七
十
五
里
創
自
淸
初
同
治
時
水
漲
橋
傾
制
軍
吳
夫
人
過

境
捐
銀
三
百
兩
邑
紳
孔
廣
樑
羅
世
儀
等
復
募
金
重
修
之

太
平
橋
　
距
觀
音
橋
二
里
係
川
北
通
衢
乾
隆
丙
午
河
水
冲
塌
士
紳
王
之
愷

孔
繼
圓
等
募
資
重
修
知
潼
川
府
張
松
孫
有
記
同
治
十
二
年
復
遭
水
患
邑

紳
羅
世
儀
孔
廣
樑
等
募
資
重
修

段
石
橋
　
在
城
南
二
十
里
創
自
乾
隆
初
年
宣
統
時
洪
水
衝
倒
里
人
募
捐
重

修
邑
侯
劉
光
斗
易
其
名
曰
博
濟
橋
撰
有
碑
記

普
濟
橋
　
卽
萬
家
甸
民
國
六
年
重
修
並
建
場
市

復
龍
橋
　
在
縣
南
四
里

拱
北
橋
　
在
縣
南
三
三
十
七
里
卽
百
子
橋

印
臺
橋
　
在
縣
南
螺
螄
山
𪋤
癩
蟇
石
下
乾
隆
八
年
建
修
距
馬
躍
崖
一
里

雙
合
橋
　
邑
南
七
十
里
邑
人
李
金
蘭
募
修

湘
江
橋
　
邑
南
七
十
里
邑
人
羅
錦
山
捐
修
並
撰
有
跋

仁
壽
橋
　
在
雞
公
嶺
先
年
諶
姓
倡
修
宣
統
辛
亥
溪
水
衝
壞
周
樹
森
弟
兄
捐

募
重
建
爲
七
洞
每
洞
長
八
尺
餘
廩
生
周
丕
猷
有
碑
序

仁
和
橋
　
在
邑
南
五
十
里
淸
舉
人
諶
孝
本
有
重
修
碑
記

永
安
橋
　
舊
名
踏
水
橋
民
國
時
王
姓
捐
募
重
建

臥
龍
橋
　
縣
南
九
十
里
景
福
院
順
治
元
年
建

迴
龍
橋
　
治
南
九
十
里
乾
隆
丙
午
年
重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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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鳳
橋
　
在
河
嘴
街
中
同
治
時
建

會
仙
橋
　
在
邑
南
交
郪
江
界
距
城
一
百
二
十
里
橋
十
有
一
洞
同
治
八
年
培

修
道
中
橋
　
邑
南
五
十
七
里
下
南
路
入
城
大
道

李
家
樓
橋
　
邑
南
九
十
五
里
道
光
時
重
修
舊
有
塘
兵
後
移
於
景
福
院
場

古
渡
橋
　
在
縣
西
柳
溪
書
崖
上
二
里
明
成
化
間
建
田
畔
一
碑
惟
神
龍
橋
三

字
可
辨
長
約
六
丈
許
純
係
頑
石
搆
成
不
見
鑿
痕
下
用
板
石
豎
立
上
架
橋

板
皆
無
牙
榫
昔
有
木
工
因
水
漲
放
木
觸
石
傾
斜
土
人
延
工
培
修
工
皆
蹙

額
苦
難
完
舊
不
數
日
形
勢
復
原
亦
奇
事
也

︹
秦
邦
碩
詩
︺
策
杖
喧
溪
亂
壑
邊
仙
人
曾
結
渡
人
緣
祇
憑
道
士
成
羊
術
漫

擬
秦
皇
撼
石
鞭
何
代
殘
碑
難
辨
認
當
年
異
事
順
流
傳
宵
深
懶
去
橋
頭
待

縱
得
奇
書
已
暮
年

朝
眞
橋
　
縣
西
七
十
里
龍
潭
上
五
里
明
正
統
間
建
橋
頭
有
古
碑
惟
朝
眞
橋

三
字
可
辨

麻
石
橋
　
縣
西
三
里
其
橋
架
九
曲
溪
下
流
卽
李
靑
蓮
濯
筆
溪
也

上
新
橋
　
縣
西
六
十
里
淸
道
光
三
年
建

龍
潭
橋
　
縣
西
七
十
里
淸
同
治
間
建

高
　
橋
　
縣
西
八
十
里
淸
光
緖
間
建

王
皇
橋
　
縣
西
八
十
里
淸
道
光
時
建

轉
龍
橋
　
縣
西
五
十
里
雪
洞
溝
會
連
猴
豐
二
廠
運
鹽
通
衢
淸
康
熙
時
創
立

石
橋
高
丈
餘
橋
下
大
圓
石
壁
立
不
移
人
曰
龍
戲
珠
因
以
名
之
民
國
六
年

建
廟
宇
樓
閣
於
橋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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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龍
橋
　
距
心
妙
寺
數
十
武
同
治
初
年
里
人
魏
振
學
募
建

龍
　
橋
　
邑
西
七
十
五
里
光
緖
己
丑
鄕
紳
李
華
玖
募
建

迴
龍
橋
　
邑
西
距
馬
家
觀
里
許
有
石
碑
中
書
新
建
迴
龍
橋
右
書
蜀
府
捐
俸

修
橋
府
官
司
有
傑
左
書
萬
曆
四
十
六
年
八
月
吉
日
馬
欽
王
氏

大二

修
立

仁
壽
橋
　
在
邑
西
童
家
濠
淸
乾
隆
五
十
三
年
建
中
江
舉
人
戴
汝
先
撰
碑
記

礳
口
石
橋
　
在
邑
西
距
觀
音
場
二
十
里

馬
塘
溪
石
橋
　
仁
美
橋
均
在
邑
西
距
觀
音
場
里
許

倪
家
橋
　
在
邑
西
八
十
里
建
自
雍
正
三
年
相
傳
明
時
倪
觀
察
故
里

歐
陽
橋
　
在
邑
西
七
十
里
民
國
十
七
年
因
修
馬
路
改
建

人
和
橋
　
在
邑
西
七
十
里
歲
進
士
鄭
一
瑄
住
處

高
壽
橋
　
邑
西
六
十
里
距
建
林
驛
二
里
許
道
光
二
十
六
年
戴
超
然
劉
安
朗

等
募
修
同
治
六
年
戴
豁
然
鄭
維
寅
等
復
於
橋
近
築
堰
可
漑
田
數
十
畝

順
成
橋
　
距
紅
昕
場
六
里
下
通
凱
江

萬
年
橋
　
在
城
西
淸
乾
隆
四
十
九
年
建
潼
綿
遊
擊
閬
中
張
思
紳
有
記

梨
花
橋
　
距
城
四
十
三
里
民
國
十
六
年
戴
愼
齋
捐
修

乾
溼
橋
　
邑
北
七
十
里
道
光
元
年
宋
元
瑞
創
建
邑
隱
士
宋
蘭
坡
撰
橋
碑
記

贊
曰
開
渠
洩
水
燥
溼
攸
分
虹
腰
長
臥
何
須
問
津

妙
高
橋
　
在
縣
北
八
十
里
明
嘉
靖
三
十
七
年
建

高
龍
橋
　

蓮

溪

上

邑
東
北
八
十
里
咸
豐
四
年
建

接
龍
橋
　
縣
北
百
里
甘
江
埧
淸
嘉
慶
十
九
年
創
修
光
緖
二
十
年
重
修
更
名

扶
龍
橋

平
安
橋
　
縣
北
殷
家
寨
下
兩
河
口
上
橋
跨
蘇
家
河
淸
鄕
貢
士
王
開
俊
有
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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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十

三

三
台
新
民
印
刷
公
司
代
印

記
遇
仙
橋
　
縣
北
三
十
里
靈
峯
寺
下
橋
跨
蘇
家
河
相
傳
婆
叟
仙
人
流
㫋
檀
化

迹
於
此
淸
進
士
湖
南
黃
岡
縣
知
事
雙
梧
叟
王
模
有
培
遇
仙
橋
記
題
曰
萬

民
以
濟

石
埡
拱
橋
　
縣
北
劉
家
營
下
觀
音
崖
上
其
橋
跨
鳳
溪
高
拱
如
虹
創
於
淸
嘉

慶
年
間
爲
潼
綿
必
由
之
道

王
家
橋
　
縣
北
涪
城
埧
龍
頭
山
下
石
橋
三
洞
淸
雍
正
二
年
富
紳
王
槐
捐
修

咸
豐
時
藍
逆
竄
涪
有
三
台
貢
生
王
成
志
子
汝
彧
汝
嶷
率
團
丁
堵
賊
於
此

陣
亡
經
川
督
駱
文
忠
題
奏
旌
其
橋
曰
王
家
橋

天
生
橋
　
五
龍
菴
山
勢
陡
峻
橫
鎖
涪
江
踰
梅
嶺
百
步
外
舊
有
石
橋
攷
碑
記

建
自
淸
乾
隆
四
年
名
天
生
橋
以
兩
山
並
峙
相
距
咫
尺
下
臨
數
丈
巉
崖
水

淙
淙
入
涪
江
故
名

復
興
橋
　
油
房
溝
山
高
溝
狹
夏
秋
水
漲
阻
碍
行
人
淸
末
有
慈
善
某
捐
修
石

橋
屢
修
屢
圮
民
國
九
年
邑
紳
唐
兆
書
倡
募
續
修
基
始
固

鹿
鳴
橋
　
觀
鹿
山
𪋤
有
小
溪
阻
絕
通
衢
道
光
十
四
年
張
世
才
捐
修
石
橋
鄕

紳
尹
亮
臣
作
七
古
詩
勒
石
以
紀
其
事

富
藤
橋
　
在
邑
北
葫
蘆
溪
建
自
淸
初
同
治
戊
辰
夏
大
雨
有
竹
木
礙
橋
阻
水

激
射
橋
遂
毁
次
年
縣
丞
劉
君
東
侯
與
士
紳
等
倡
議
請
邑
侯
張
公
曁
王
公

出
印
簿
募
資
復
修
更
名
復
興
射
洪
舉
人
胡
炳
奎
撰
有
碑
記

福
壽
橋
　
道
光
十
七
年
建
民
國
六
年
里
人
劉
石
卿
重
建

豐
林
橋
　
道
光
七
年
建
在
綿
陽
交
界
處

大
石
橋
　
其
石
可
長
一
丈
三
四
尺
厚
有
三
尺
爲
省
垣
達
北
京
之
□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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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十

四

三
台
新
民
印
刷
公
司
代
印

大
興
橋
　
乾
隆
時
建
渡
衛
江

七
星
橋
　
嘉
慶
初
年
建
渡
衛
江

雙
金
橋
　
復
善
橋
均
同
治
初
年
建
渡
衛
江

二
仙
橋
　
民
國
八
年
建
渡
衛
江

利
興
橋
　
元
至
正
辛
卯
年
建
渡
衛
江

通
濟
橋
　
卽
霍
家
橋
明
弘
治
時
建
渡
衛
江

三
台
縣
志
卷
二
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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