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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新
都
縣
志
卷
十
六

經
籍
志

上

家
法
章
句
　
內
䜟
解
説
二
卷

後
漢
書
楊
統
撰

楊
文
忠
三
錄
七
卷

四
庫
全
書
總
目
云
明
楊
廷
和
撰
是
編
名
爲
三
錄
實

則
題
奏
前
錄
一
卷
題
奏
後
錄
一
卷
視
草
餘
錄
一
卷

辭
謝
錄
四
卷
凡
四
種
題
奏
前
錄
正
德
時
所
上
題
奏

後
錄
嘉
靖
時
所
上
喬
宇
爲
之
序
視
草
餘
錄
蕭
大
亨

爲
之
序
又
有
自
序
謂
官
內
閣
時
凡
朝
廷
奏
對
之
詞

政
事
可
否
之
議
隨
事
錄
之
序
題
嘉
靖
六
年
而
所
紀

止
於
嘉
靖
二
年
則
廷
和
以
嘉
靖
三
年
正
月
去
位
也

其
中
有
足
與
史
叅
考
者
如
武
宗
本
紀
十
三
年
正
月

丙
午
至
自
宣
府
命
羣
臣
具
綵
帳
羊
酒
郊
迎
御
帳
受

賀
是
其
事
竟
行
也
廷
和
本
傳
則
言
帝
命
囘
鑾
日
羣

臣
各
製
旗
帳
奉
迎
廷
和
執
不
從
乃
已
是
又
未
行
此

書
有
上
傳
諭
五
府
及
團
營
三
大
營
各
爲
旗
帳
奉
迎

廷
和
不
從
錢
𡨴
及
廖
鵬
張
龍
屢
傳
旨
要
脅
廷
和
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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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不
從
駕
囘
竟
不
用
旗
帳
上
意
亦
無
所
忤
據
此
則
本

紀
書
其
始
未
詳
其
卒
知
本
傳
所
言
爲
是
又
此
書
載

正
德
十
四
年
正
月
七
日
散
本
官
送
兵
部
侍
郞
馮
淸

奏
㨗
本
至
內
閣
欲
擬
旨
奬
勵
威
武
大
將
軍
廷
和
執

不
可
張
龍
錢
𡨴
相
繼
催
耴
廷
和
卒
擬
旨
奬
勵
馮
淸

而
不
及
威
武
大
將
軍
一
字
又
載
慈
壽
遣
散
本
官
傳

諭
欲
改
懿
旨
爲
聖
旨
廷
和
力
爭
至
再
方
寢
又
載
壽

安
后
崩
世
宗
堅
欲
持
喪
三
年
且
擬
頒
遺
詔
廷
和
力

爭
乃
僅
服
二
十
七
日
於
宫
中
遂
止
頒
遺
詔
之
命
凡

此
數
事
本
紀
及
廷
和
本
傳
俱
不
載
又
若
擒
戮
江
彬

及
議
興
獻
廟
曲
折
始
末
亦
較
史
爲
詳
辭
謝
錄
皆
辭

職
謝
恩
諸
疏
林
俊
爲
之
序
其
卷
帙
多
於
三
錄
而
不

在
三
錄
之
數
以
一
人
之
事
非
國
政
也
其
奏
疏
有
過

於
朴
率
之
病
然
告
君
以
達
意
爲
主
不
以
修
詞
爲
工

如
正
德
中
請
愼
重
郊
廟
疏
請
還
宫
疏
嘉
靖
中
請
停

齋
醮
疏
皆
指
陳
時
𡚁
在
當
日
可
謂
讜
言
其
他
亦
多

切
直
中
理
言
雖
質
直
而
義
資
啟
沃
固
與
春
華
自
炫

者
異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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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新
政
目
錄

楊
廷
和
撰
見
費
密
劍
閣
芳
華
錄

升
菴
經
説
十
四
卷

明
楊
愼
撰
羅
江
李
調
元
序
曰
按
升
𤲅
經
説
千
頃
堂

書
目
作
八
卷
注
云
一
本
作
六
卷
今
焦
竑
刻
本
作
十

四
卷
多
至
倍
餘
葢
皆
後
人
抄
𨓜
而
此
獨
完
善
洵
足

本
也
先
生
雄
才
博
雅
精
於
考
證
爲
有
明
一
代
之
冠

余
刻
諸
説
郛
書
遇
蜀
人
尤
加
意
搜
羅
梓
而
行
之
使

讀
者
得
以
暢
覩
其
全
知
胡
應
麟
輩
之
正
楊
爲
蚍
蜉

之
撼
大
樹
也

檀
弓
叢
訓
二
卷

楊
愼
撰
愼
自
序
曰
毉
有
四
術
神
聖
工
巧
予
欲
借
之

以
喻
文
矣
易
之
文
神
詩
書
春
秋
聖
也
檀
弓
三
傳
考

工
記
工
矣
莊
列
九
流
而
下
其
巧
有
差
復
以
檀
弓
斠

諸
明
高
赤
德
又
羣
工
中
都
料
匠
也
予
謂
檀
弓
可
孤

行
而
每
病
訓
之
者
未
能
犁
然
有
當
於
人
之
心
也
經

猶
招
也
訓
猶
射
也
三
人
射
招
或
中
或
否
未
若
中
人

射
之
中
之
多
也
若
鄭
康
成
之
簡
奥
或
以
三
字
而
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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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經
文
之
數
十
字
盖
寡
而
不
可
益
也
亦
傳
注
之
神
已

孔
頴
達
之
明
備
或
卽
經
之
一
言
而
衍
爲
百
十
言
盖

多
而
不
可
省
也
亦
疏
義
之
聖
已
賀
陸
黃
吳
補
緝
臚

列
亦
各
殫
述
者
之
心
工
已
陳
騤
謝
枋
得
二
家
批
評

亦
稍
窺
作
者
之
天
巧
已
澔
乎
曷
其
没
矣
兹
訓
也
於

諸
家
擷
其
英
華
紀
載
之
蒙
發
焉
於
二
家
昭
其
甄
藻

修
辭
之
階
循
焉
藂
之
不
亦
可
乎
雖
其
嘿
傳
妙
筌
恧

乎
子
休
與
子
元
至
於
旁
搜
幽
藏
累
味
集
珍
何
遽
不

若
咸
陽
之
懸
金
淮
南
之
鴻
寶
哉

莊
子
闕
誤
一
卷

楊
愼
撰
羅
江
李
調
元
序
曰
莊
子
闕
誤
一
卷
見
於
焦

兹
所
刻
升
𤲅
外
集
中
每
條
下
所
附
則
採
升
𤲅
經
子

難
字
中
之
莊
子
難
字
也
難
字
一
書
余
徧
採
未
獲
故

仍
之
按
明
代
著
書
自
升
𤲅
後
博
洽
者
無
過
於
竑
而

竑
有
莊
子
翼
卷
末
亦
載
莊
子
闕
誤
一
卷
則
全
錄
宋

景
元
南
華
經
解
之
文
雖
足
以
資
考
証
比
之
升
𤲅
此

書
則
上
下
牀
別
矣

山
海
經
補
注
一
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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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楊
愼
撰
愼
自
序
曰
左
傳
曰
昔
夏
氏
之
方
有
德
也
遠

方
圖
物
貢
金
九
牧
鑄
鼎
象
物
物
物
而
爲
之
備
使
民

知
神
姦
入
山
林
川
澤
不
逢
不
若
魑
魅
魍
魎
莫
能
逢

之
此
山
海
經
之
所
由
始
也
神
禹
旣
錫
元
圭
以
成
水

功
遂
受
舜
禪
以
家
天
下
於
是
乎
收
九
牧
之
金
以
鑄

鼎
鼎
之
象
則
取
遠
方
之
圖
山
之
奇
水
之
奇
草
之
奇

木
之
奇
禽
之
奇
獸
之
奇
説
其
形
著
其
生
別
其
性
分

其
類
其
神
奇
殊
彚
駭
世
驚
聽
者
或
見
或
聞
或
恒
有

或
時
有
或
不
必
有
皆
一
一
書
焉
盖
其
經
而
可
守
者

具
在
禹
貢
奇
而
不
法
者
則
備
在
九
鼎
旣
成
以
觀
萬

國
同
彼
象
而
魏
之
日
使
耳
而
目
之
脱
輶
軒
之
使
重

譯
之
貢
續
有
呈
焉
固
以
爲
恒
而
不
怪
矣
此
聖
王
明

民
牖
俗
之
意
也
夏
后
氏
之
世
雖
曰
尙
忠
而
文
反
過

於
成
周
大
史
終
古
藏
古
今
之
圖
至
桀
焚
黃
圖
終
古

乃
抱
之
以
歸
殷
又
史
官
孔
甲
於
黃
帝
姚
姒
盤
盂
之

銘
皆
輯
之
以
爲
書
則
九
鼎
之
圖
其
傳
固
出
於
終
古

孔
甲
之
流
也
謂
之
曰
山
海
圖
其
文
則
謂
之
山
海
經

至
秦
而
九
鼎
亡
獨
圖
與
經
存
晉
陶
潛
詩
流
觀
山
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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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圖
阮
氏
七
錄
有
張
僧
繇
山
海
圖
可
證
已
今
則
經
存

而
圖
亡
後
人
因
其
義
例
而
推
廣
之
益
以
秦
漢
郡
縣

地
名
故
讀
者
疑
信
相
半
信
者
直
以
爲
禹
益
所
著
旣

迷
其
元
而
疑
者
遂
斥
爲
後
人
贗
作
詭
𧩿
抑
亦
軋
矣

漢
劉
歆
七
略
所
上
其
文
古
矣
晉
郭
璞
注
釋
所
序
其

説
奇
矣
此
書
之
傳
二
子
之
功
與
但
其
著
作
之
源
後

學
或
忽
故
著
其
説
附
之
筴
尾
　
羅
江
李
調
元
序
曰

周
書
倉
太
史
嘗
爲
予
言
升
𤲅
先
生
著
有
水
經
補
注

山
海
經
補
注
二
書
疏
釋
精
確
足
補
酈
道
元
郭
景
純

所
未
備
惜
水
經
注
早
佚
存
者
惟
山
海
一
卷
耳
予
亟

借
而
讀
之
信
然
按
何
宇
度
益
部
談
資
水
經
補
注
在

所
見
已
刻
三
十
種
之
內
而
山
海
經
注
則
云
已
刻
未

見
者
今
此
本
存
而
彼
轉
𨓜
何
顯
晦
之
各
不
相
侔
也

仁
和
趙
一
淸
作
水
經
注
釋
四
十
卷
引
据
原
校
二
十

九
人
升
𤲅
居
首
則
先
生
之
書
固
有
存
者
予
特
未
之

見
耳
又
檢
討
吳
任
臣
博
採
衆
説
作
山
海
經
廣
注
見

於
淛
江
採
輯
遺
書
總
目
予
亦
未
見
其
書
又
未
知
其

能
取
先
生
之
説
而
折
衷
焉
否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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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世
説
舊
註
一
卷

楊
愼
撰
羅
江
李
調
元
序
曰
宋
臨
川
王
劉
義
慶
撰
世

説
新
語
三
卷
梁
劉
孝
標
註
段
成
式
酉
陽
雜
俎
作
世

説
新
書
不
知
何
時
改
作
新
語
相
沿
至
今
不
能
復
正

唐
藝
文
志
作
世
説
十
卷
有
劉
孝
標
續
十
卷
今
其
本

不
傳
書
錄
解
題
作
三
卷
與
今
同
據
載
汪
藻
所
云
叙

錄
二
卷
首
爲
考
異
繼
列
人
物
世
譜
姓
字
同
異
末
記

所
引
書
目
者
則
又
佚
之
久
矣
孝
標
所
註
特
爲
詳
贍

故
高
似
孫
緯
畧
亟
稱
之
其
糾
正
義
慶
之
繆
尤
爲
精

核
故
與
裴
松
之
三
國
志
註
酈
道
元
水
經
注
李
善
文

□
□
皆
考
証
家
所
引
據
不
可
少
之
書
也
但
多
爲
宋

須
溪
删
存
之
可
惜
升
𤲅
自
序
孝
標
全
本
予
猶
及
見

之
故
爲
此
書
以
𥙷
孝
標
之
佚
則
意
所
𨓜
之
續
十
卷

內
語
乎
雖
篇
頁
無
多
至
可
寶
也
古
書
亡
者
多
矣
非

有
博
覽
如
升
𤲅
不
幾
佚
而
竟
佚
乎

古
雋
八
卷

楊
愼
撰
羅
江
李
調
元
序
曰
古
雋
者
升
𤲅
讀
諸
子
書

摘
錄
古
雋
之
語
以
備
觀
覽
者
也
前
唐
馬
總
有
意
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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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五
卷
皆
摘
諸
子
語
然
未
有
成
段
篇
者
此
則
一
段
一

篇
皆
摘
之
其
體
例
又
在
意
林
之
上
有
此
書
則
近
時

坊
刻
之
諸
子
彚
凾
諸
子
奇
賞
金
丹
粹
白
之
書
俱
可

不
讀
矣

謝
華
啓
秀
八
卷

羅
江
李
調
元
曰
陸
士
衡
文
賦
云
謝
朝
華
於
己
披
啓

夕
秀
於
未
振
以
示
作
者
選
言
於
宏
富
之
路
含
咀
英

華
不
落
勦
腐
卽
韓
退
之
所
云
惟
陳
言
之
務
去
也
然

非
讀
書
萬
卷
取
精
用
宏
烏
足
以
語
於
此
哉
升
𤲅
先

生
雜
採
經
子
中
語
加
之
鎔
冶
陶
鑄
成
文
著
爲
二
字

三
字
以
及
八
字
之
目
名
曰
謝
華
啓
秀
洵
考
古
者
之

寶
山
也
考
淛
採
遺
書
總
目
云
高
士
奇
於
內
庫
廢
籍

中
得
隋
杜
公
瞻
所
著
編
珠
若
干
卷
歎
爲
奇
𨓜
因
急

取
唐
杜
鄂
之
歲
華
紀
麗
及
先
生
此
書
並
鐫
以
行
於

世
夫
亦
可
謂
欣
賞
之
至
矣
高
本
余
未
及
見
今
所
栞

者
焦
竑
校
本
也
或
較
爲
完
善
云

譚
苑
醍
醐
八
卷

楊
愼
撰
愼
自
序
曰
醍
醐
者
鍊
酥
之
綦
晶
佛
氏
借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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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以
喻
性
也
吾
借
之
以
名
吾
譚
苑
也
夫
從
乳
出
酪
從

酪
出
酥
從
生
酥
出
熟
酥
從
熟
酥
出
醍
醐
猶
之
精
義

以
入
神
非
一
蹴
之
力
也
學
道
其
可
以
忘
言
乎
語
理

其
可
以
遺
物
乎
故
儒
之
學
有
博
有
約
佛
之
敎
有
頓

有
漸
故
曰
多
聞
則
守
之
以
約
多
見
則
守
之
以
卓
寡

聞
則
無
約
也
寡
見
則
無
卓
也
佛
之
説
曰
必
有
實
際

而
後
眞
空
實
則
擾
長
河
爲
酥
酪
空
則
納
須
彌
於
芥

子
以
吾
道
而
瓦
合
外
道
一
也
以
外
道
而
印
證
吾
道

一
也
譚
云
苑
云
徒
説
云
乎
哉
醍
云
醐
云
徒
味
云
乎

哉

轉
注
古
音
略
五
卷

楊
愼
撰
愼
自
序
曰
周
官
保
氏
六
書
終
於
轉
注
其
訓

曰
一
字
數
音
必
展
轉
注
釋
而
後
可
知
虞
典
謂
之
和

聲
樂
書
謂
之
比
音
小
學
家
曰
動
靜
字
音
訓
詁
以
定

之
曰
讀
作
某
若
於
戱
讀
作
嗚
呼
也
曰
引
證
以
擬
之

曰
某
讀
若
云
徐
邈
讀
王
肅
讀
是
也
毛
詩
楚
辭
悉
謂

之
叶
韻
其
實
不
越
保
氏
轉
注
之
義
耳
易
注
疏
云
賁

有
七
音
寔
始
發
其
例
宋
吳
才
老
作
韻
補
始
有
成
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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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旁
通
曲
貫
上
下
千
載
朱
晦
翁
詩
傳
楚
辭
考
訂
盡
從

其
説
魏
鶴
山
論
易
經
傳
皆
韻
詳
著
於
師
友
雅
言
學

者
雖
稍
知
崇
誦
而
猶
謂
叶
韻
自
叶
韻
轉
注
自
轉
注

是
猶
知
二
五
而
不
知
十
也
余
自
舞
象
之
年
究
竟
六

書
不
敢
貪
古
人
之
成
編
爲
不
肖
之
㨗
徑
尤
復
根
盤

節
解
條
入
葉
貫
間
亦
有
晦
於
古
而
始
發
於
今
謬
於

昔
乃
有
正
於
後
故
知
思
不
厭
精
索
不
厭
深
也
古
人

恒
言
音
義
得
其
音
斯
得
其
義
矣
以
之
讀
奥
篇
隱
帙

渙
若
氷
釋
炳
若
日
燭
又
以
所
釋
參
之
古
人
成
編
褫

其
煩
重
補
其
遺
漏
庶
無
蹈
於
雷
同
兼
有
益
於
諷
説

乃
作
轉
注
古
音
略
大
抵
詳
於
經
典
而
略
於
文
集
詳

於
周
漢
而
略
於
晉
以
下
也
惟
彼
文
人
用
韻
或
苟
以

流
便
其
辭
而
於
義
於
古
實
無
當
如
沈
約
之
雌
霓
是

已
又
奚
足
以
爲
據
耶
今
之
所
采
必
於
經
有
裨
必
於

古
有
考
扶
微
學
廣
異
義
是
之
取
焉
匪
徒
以
逞
博
𪎕

累
卷
帙
而
已
方
今
古
學
大
昭
當
有
見
而
好
之
者
不

必
求
子
雲
於
後
世
也
　
吳
興
顧
應
祥
跋
曰
轉
注
古

音
略
者
蜀
升
𤲅
子
之
所
爲
書
也
升
𤲅
子
謫
居
於
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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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
慨
古
學
之
弗
明
而
六
書
之
義
日
晦
於
是
乎
有
古
音

略
之
作
焉
略
凡
五
卷
上
自
經
史
下
及
諸
子
百
家
之

書
靡
不
究
極
而
所
取
以
爲
證
據
者
五
經
之
外
惟
漢

以
前
文
字
則
錄
晉
以
下
則
略
焉
葢
本
於
復
古
而
不

欲
以
後
世
之
音
雜
之
也
昔
宋
吳
才
老
氏
作
韻
補
紫

陽
朱
夫
子
取
以
協
三
百
篇
之
音
議
者
謂
其
有
功
文

字
之
學
是
編
雖
論
轉
注
而
發
揮
六
書
之
義
殆
盡
又

匪
直
有
功
文
字
而
已
夫
六
書
始
於
象
形
而
終
於
轉

注
象
形
指
事
文
也
會
意
諧
聲
字
也
假
借
轉
注
則
文

字
之
變
而
通
之
者
也
自
許
氏
説
文
以
令
長
之
類
爲

假
借
考
老
之
類
爲
轉
注
後
世
因
之
莫
之
有
改
至
毛

晃
氏
始
謂
老
字
下
從
匕
考
字
下
從
丂
各
自
成
文
非

反
匕
爲
丂
也
又
曰
周
禮
六
書
轉
注
謂
一
字
數
義
展

轉
注
釋
而
後
可
通
後
世
不
得
其
説
遂
以
反
此
非
彼

爲
轉
注
其
説
皆
非
厥
後
王
魯
齋
氏
正
始
之
音
趙
古

則
氏
六
書
本
義
乃
極
論
考
老
爲
非
矣
升
𤲅
子
是
編

殆
取
諸
此
而
所
論
傍
音
叶
音
之
類
皆
轉
注
之
極
則

又
古
則
之
所
未
及
者
也
祥
自
早
歲
卽
有
志
書
學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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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
未
得
其
義
觀
古
則
之
論
雖
若
有
契
於
心
然
叔
重
之

説
行
之
已
久
未
敢
遽
斷
其
是
非
焉
今
得
升
𤲅
子
之

書
而
釋
然
矣
然
又
有
説
焉
夫
漢
和
帝
時
申
命
賈
逵

修
理
舊
文
於
是
許
愼
采
史
籕
李
斯
揚
雄
之
書
博
訪

通
人
考
之
於
逵
作
説
文
解
字
則
許
氏
之
學
出
於
賈

逵
其
所
著
六
書
之
義
秦
漢
以
來
相
沿
其
説
非
始
於

叔
重
後
之
賢
者
思
慮
益
精
而
有
以
發
前
賢
之
所
未

發
使
叔
重
聞
之
亦
未
必
不
首
肯
而
心
服
也
古
則
又

謂
鄭
元
以
之
而
釋
經
今
考
周
禮
注
疏
乃
唐
賈
公
彦

引
許
氏
之
説
以
釋
鄭
元
之
言
抑
不
知
毛
氏
一
字
數

義
之
説
出
於
何
典
然
則
發
明
兹
義
實
自
毛
氏
始
也

大
抵
古
人
之
學
凡
可
以
傳
於
後
世
者
皆
其
跡
也
其

不
可
傳
者
心
也
學
者
因
其
跡
而
審
夫
自
然
之
音
以

求
契
於
吾
之
心
則
於
道
也
幾
矣
是
固
升
𤲅
子
作
書

之
心
也

古
音
叢
目
五
卷

楊
愼
撰
愼
自
序
曰
吳
才
老
嘗
著
詩
補
音
楚
辭
釋
音

韻
補
三
書
皆
古
音
之
遺
也
予
嘗
合
而
觀
之
有
三
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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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
焉
有
當
從
而
無
疑
者
有
當
疑
而
闕
之
者
有
當
去
而

無
疑
者
如
舍
之
音
署
下
之
音
虎
馬
之
音
毋
有
之
音

已
福
之
音
偪
見
於
易
象
不
一
二
而
足
服
之
爲
房
六

切
見
於
詩
者
凡
十
有
六
皆
當
爲
蒲
比
切
而
無
與
房

六
叶
者
友
之
爲
云
九
切
見
於
詩
者
凡
十
有
一
皆
當

作
羽
䡄
切
而
無
與
云
九
叶
者
此
類
當
從
而
無
疑
者

也
朝
一
也
旣
叶
爲
周
又
叶
爲
署
爲
除
夜
一
也
旣
叶

爲
御
又
叶
爲
約
爲
液
此
類
當
疑
而
闕
者
也
至
若
騶

虞
一
詩
旣
以
虞
叶
爲
牙
而
合
豝
爲
韻
下
章
又
以
虞

叶
爲
五
紅
切
而
强
合
蓬
韻
且
虞
之
爲
牙
見
於
賈
𧨏

新
書
騶
虞
之
爲
騶
烘
考
之
古
典
則
無
求
之
方
言
則

背
况
詩
之
作
出
自
一
人
之
手
韻
自
合
用
一
方
之
音

而
二
章
之
內
遽
分
兩
韻
是
非
古
音
也
百
舌
之
音
也

其
爲
臆
説
無
疑
此
類
當
去
者
也
暇
日
取
才
老
三
書

去
其
當
去
存
其
可
存
又
裨
附
以
予
所
輯
轉
注
略
十

之
六
合
爲
一
編
大
書
標
其
目
分
注
著
其
出
解
詁
引

證
文
多
不
載
本
書
備
矣

古
音
獵
要
五
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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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
楊
愼
撰
愼
自
序
曰
予
輯
古
音
叢
目
凡
四
千
五
百
餘

字
詩
補
音
楚
辭
釋
音
韻
補
古
音
略
取
十
之
六
亦
旣

省
矣
尤
病
其
寡
要
也
又
手
錄
其
可
叶
之
賦
頌
韻
文

者
凡
千
餘
字
謂
之
獵
要
欲
博
知
古
音
會
合
前
數
書

以
參
互
焉
若
臨
文
用
古
韻
則
此
卷
足
矣
夫
何
貴
於

古
韻
也
貴
其
瑰
眼
澒
耳
豈
欲
其
鉗
喉
澀
吻
乎
譬
其

如
文
林
畫
案
綺
筵
雕
俎
匪
玉
㻔
海
月
土
肉
石
華
莫

珍
也
若
夫
食
馬
肝
繪
蝦
蟆
君
將
蠧
之
　
又
曰
右
凡

七
百
十
二
字
見
於
易
象
毛
詩
楚
辭
者
止
注
其
出
處

有
辨
證
則
稍
詳
見
於
韻
補
者
止
引
其
出
處
之
目
有

改
訂
及
增
釋
則
詳
昔
温
公
作
資
治
通
鑑
文
病
其
浩

繁
乃
作
稽
古
錄
又
作
目
錄
提
要
詳
略
皆
有
意
皆
不

可
廢
也
予
於
此
書
雖
不
敢
妄
擬
前
修
而
亦
不
可
謂

無
意
矣

古
音
附
錄
五
卷

楊
愼
撰
羅
江
李
調
元
序
曰
余
從
曹
習
𤲅
侍
講
得
升

𤲅
古
音
附
錄
一
卷
的
係
先
生
在
滇
時
弟
子
董
難
李

元
陽
等
所
校
栞
其
爲
手
訂
之
書
無
疑
也
中
間
脱
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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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
一
頁
原
裝
時
已
遺
失
之
故
闕
頁
以
候
𥙷
錄
中
如
太

之
通
作
闥
𧰙
之
得
爲
幾
州
之
音
作
尻
其
説
已
見
於

萟
林
伐
山
中
兹
亦
不
更
指
出
葢
彼
則
雜
記
見
聞
此

則
專
於
取
韻
體
例
攸
殊
無
不
可
並
行
不
悖
耳

古
音
餘
一
卷

楊
愼
撰
楊
士
雲
序
曰
夫
古
之
音
微
矣
泥
於
今
者
弗

晳
於
古
也
古
之
弗
晳
則
併
今
之
昧
矣
紫
陽
辨
䏌
卽

㞕
從
肉
兮
省
聲
非
從
八
葢
不
翅
説
文
誤
坡
説
亦
誤

嘻
史
漢
古
字
時
或
僅
存
六
籍
遺
文
轉
訛
何
限
君
子

每
致
意
焉
升
𤲅
先
生
標
古
音
略
若
干
言
例
也
又
古

音
餘
若
干
言
例
外
示
無
窮
也
學
者
求
之
庶
古
之
晰

今
之
昧
也
免
矣

奇
字
韻
五
卷

簡
明
目
錄
曰
明
楊
愼
撰
釋
字
體
之
稍
異
者
類
以
四

聲
於
周
秦
遺
文
十
已
得
其
三
四
惟
揚
雄
劉
歆
所
云

奇
字
乃
古
文
大
篆
籕
書
之
類
不
可
以
今
文
偏
旁
求

之
愼
取
以
名
今
文
殊
假
借
也

古
音
略
例
一
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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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六

楊
愼
撰
羅
江
李
調
元
序
曰
天
地
有
自
然
之
文
章
卽

有
自
然
之
聲
韻
故
六
經
中
多
韻
語
不
獨
詩
爲
然
也

第
古
今
風
土
異
宜
出
語
發
聲
有
遲
速
淸
濁
輕
重
之

差
是
以
古
韻
容
有
不
合
於
今
者
自
沈
約
創
爲
四
聲

韻
譜
後
人
率
改
古
韻
以
就
沈
韻
如
詩
與
楚
辭
韻
之

祖
也
反
以
沈
韻
而
改
詩
與
楚
辭
尊
今
卑
古
謬
妄
孰

甚
升
𤲅
力
排
衆
論
而
恐
其
説
之
無
徵
因
摘
取
經
子

諸
書
韻
語
分
爲
辨
誤
變
例
正
誤
叶
音
諸
目
名
之
曰

古
音
韻
略
偶
有
辨
駁
皆
足
讋
服
前
人
循
是
以
求
則

可
以
探
古
人
聲
韻
之
元
而
不
爲
後
起
之
説
所
愚
者

未
必
不
由
於
此
云

古
音
駢
字
五
卷

楊
愼
撰
愼
自
序
曰
古
人
臨
文
用
字
或
以
同
音
而
假

借
或
以
異
音
而
轉
注
如
嗚
呼
助
語
書
之
人
人
殊
猗

儺
聯
文
考
之
篇
篇
異
若
此
之
儔
實
紛
有
條
寮
几
閒

䧍
因
隨
筆
而
䪨
分
之
稍
見
古
哲
匠
文
人
臨
文
用
字

之
流
例
云
固
亦
萍
氏
之
糟
粕
師
金
之
芻
狗
也
或
曰

其
細
已
甚
如
之
何
曰
射
者
儀
毫
而
失
壇
書
者
無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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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
無
內
細
云
細
云
積
則
鉅
矣
　
李
調
元
序
曰
昌
𥠖
有

言
作
文
必
先
識
字
予
謂
識
字
之
難
甚
於
文
也
蝌
蚪

變
爲
篆
隸
篆
隸
變
爲
俗
書
愈
趨
愈
簡
取
便
臨
文
至

有
不
識
古
字
爲
何
物
者
往
往
以
古
今
通
用
之
字
稍

自
博
雅
者
出
之
後
人
目
不
經
見
遂
乃
色
然
而
駭
少

所
見
必
多
所
怪
也
先
生
有
慨
於
此
博
採
羣
書
旁
及

鍾
鼎
銘
識
於
其
字
之
相
通
而
互
用
者
作
爲
古
音
駢

字
四
卷
以
補
説
文
玉
篇
之
闕
推
類
求
之
有
功
後
學

不
淺
昔
先
生
補
注
山
海
經
於
䧿
山
條
下
注
云
䧿
古

字
後
人
改
刻
作
鵲
此
等
古
字
宜
存
之
甚
矣
今
人
之

妄
也
駢
字
之
作
殆
卽
所
以
存
之
者
乎

古
音
複
字
五
卷

楊
愼
撰
李
調
元
序
曰
考
簡
紹
芳
年
譜
序
升
𤲅
年
三

十
七
謫
戍
滇
南
諸
所
撰
述
計
晚
年
爲
多
然
而
單
騎

萬
里
笥
簏
蕩
如
枵
腹
白
戰
疑
其
無
能
爲
役
今
觀
所

撰
古
音
複
字
五
卷
指
呼
六
籍
鎔
液
百
家
在
前
人
韻

書
中
别
樹
一
幟
雖
獺
祭
者
無
以
逾
其
博
也
先
生
殆

可
謂
奇
字
師
乎
昔
揚
雄
識
奇
字
而
不
能
識
一
忠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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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八

宋
人
嘗
用
是
譏
之
先
生
議
大
禮
受
廷
杖
斃
而
復
甦

者
再
矣
而
白
首
滇
南
怡
情
著
述
没
世
無
所
於
悔
視

子
雲
所
守
孰
愈
顧
第
卽
其
所
著
書
論
之
亦
可
謂
後

世
之
子
雲
矣

希
姓
錄
五
卷

楊
愼
撰
李
調
元
序
曰
予
讀
朱
竹
垞
翰
林
年
譜
見
翰

林
十
六
七
歲
時
王
廷
宰
鹿
柴
厯
舉
數
十
古
人
名
屬

之
對
對
皆
工
整
王
曰
此
人
必
以
詩
名
世
取
材
博
矣

益
讀
書
記
事
蹟
較
易
記
姓
名
較
難
嘗
見
人
談
往
事

始
終
臚
列
獨
至
不
能
舉
其
姓
名
爲
恨
所
謂
博
聞
强

記
者
安
在
也
兹
閲
先
生
希
姓
錄
一
編
姓
率
隱
僻
人

亦
不
少
槪
見
非
如
昔
人
所
云
暗
中
摸
索
而
自
知
者

惜
不
令
好
古
者
與
上
下
其
議
論
其
服
膺
又
當
何
如

也

升
𤲅
詩
話
十
二
卷

楊
愼
撰
李
調
元
序
曰
昔
人
於
書
非
徒
誦
説
之
而
已

將
必
以
心
之
所
欲
言
口
之
所
能
達
者
筆
之
於
册
流

連
覽
觀
以
示
弗
諼
久
之
而
所
得
裒
然
焉
取
精
用
宏



 
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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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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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十
六

經

籍

　
　
　
十
九

直
此
之
故
明
自
正
嘉
以
來
言
詩
者
一
本
嚴
羽
楊
士

宏
高
棣
之
説
以
唐
爲
宗
以
初
盛
爲
正
始
正
音
中
晚

爲
步
武
遺
響
斤
斤
權
格
調
之
高
低
必
一
於
唐
而
後

快
甚
或
取
詩
之
先
後
乎
唐
者
皆
庋
閣
勿
觀
嗚
乎
亦

思
唐
人
果
讀
何
書
使
何
事
而
遂
以
成
一
代
之
作
者

已
乎
升
𤲅
先
生
作
詩
不
名
一
體
言
詩
不
專
一
代
兼

收
並
蓄
待
用
無
遺
而
説
者
或
以
繁
縟
靡
麗
少
之
韓

退
之
不
云
乎
惟
古
於
文
必
己
出
降
而
不
能
乃
剽
竊

試
觀
先
生
之
詩
有
不
自
己
出
者
乎
先
生
之
論
詩
有

不
自
己
出
者
乎
知
其
自
己
出
而
猶
以
是
譏
之
是
猶

責
衣
之
文
繡
者
曰
爾
何
不
爲
裋
褐
之
不
完
也
責
食

之
膏
梁
者
曰
爾
何
不
爲
藜
藿
之
不
充
也
其
亦
惑
之

甚
矣
按
何
宇
度
益
部
談
資
載
先
生
詩
話
四
卷
補
遺

二
卷
予
得
焦
竑
足
本
十
二
卷
盖
皆
先
生
心
之
所
欲

白
而
口
之
所
能
言
也
讀
者
謂
先
生
言
人
之
詩
也
可

卽
謂
先
生
自
言
其
詩
也
亦
可

詩
話
補
遺
二
卷

蜀
東
緱
嶺
山
人
王
嘉
賓
跋
曰
鄕
先
生
升
𤲅
太
史
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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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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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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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
滇
之
日
杜
門
𨚫
掃
以
文
史
自
娛
著
書
凡
十
數
種
流

播
海
內
金
桴
玉
屑
人
亟
珍
藏
㸃
翰
之
暇
復
述
綴
詩

話
以
裨
詞
林
之
缺
三
筆
業
已
鍥
棗
奇
且
富
矣
兹
補

遺
二
卷
乃
公
門
人
晉
陽
曹
壽
甫
詮
次
成
帙
請
於
嚴

君
東
崖
郡
公
授
梓
以
傳
公
掌
合
篆
臥
而
治
之
雅
尙

文
事
實
以
有
餘
力
也
先
是
升
𤲅
先
生
貽
書
不
肖
俾

引
簡
端
顧
謭
陋
何
能
贊
一
辭
聊
質
疑
於
先
生
焉
耳

叙
曰
嚴
滄
浪
氏
云
詩
有
別
材
非
關
書
別
趣
非
關
理

若
然
則
鑿
空
杜
撰
可
謂
殊
材
謬
誕
謔
浪
亦
云
異
趣

詩
之
要
指
果
如
斯
而
已
乎
今
觀
編
內
粗
舉
一
二
如

天
闚
偃
曝
之
訂
正
石
𧉧
卸
亭
之
考
索
其
於
古
昔
作

者
取
材
寄
興
之
端
委
掇
菁
鈎
元
殆
同
堂
接
席
而
面

與
契
勘
也
嗚
呼
杜
紫
微
不
識
龍
星
房
叔
遠
能
喻
湖

目
放
翁
沈
園
之
詠
誠
齋
無
題
之
什
非
發
揮
於
後
村

二
詩
之
意
幾
晦
然
則
詩
材
詩
趣
果
在
書
與
理
外
耶

陸
士
衡
云
傾
羣
言
之
瀝
液
潄
六
藝
之
芳
潤
此
固
太

史
公
之
餘
事
嗟
嗟
小
子
讀
書
滅
裂
不
見
目
𥈤
者
迹

公
之
融
神
簡
編
其
精
密
該
綜
若
此
將
無
愧
汗
浹
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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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十
六

經

籍

　
　
二
十
一

耶
藝
苑
君
子
三
餘
披
覽
獲
益
良
多
知
不
啻
如
乾
𦠆

之
非
炰
非
炙
聊
甘
衆
口
而
已

升
𤲅
詞
品
六
卷
　
詞
品
拾
遺
二
卷

楊
愼
撰
李
調
元
序
曰
詞
者
詩
之
餘
宋
元
詩
人
無
不

工
詞
者
明
初
亦
然
李
獻
吉
譚
詩
倡
爲
新
論
謂
唐
以

後
書
可
勿
讀
唐
以
後
事
可
勿
使
學
者
羣
焉
信
之
束

宋
元
詩
弗
觀
而
詞
亦
在
所
不
道
焦
氏
編
經
籍
志
二

氏
百
家
採
輯
靡
遺
獨
置
樂
府
不
錄
宜
工
者
之
寥
寥

也
升
𤲅
先
生
𨓜
才
絕
代
繪
古
雕
今
以
風
人
之
筆
寫

才
子
之
思
倚
聲
按
拍
必
能
與
宋
元
人
争
勝
而
傳
本

絕
少
豈
風
氣
使
然
與
抑
以
工
詞
者
必
害
詩
而
顧
𣓪

捐
弗
顧
與
今
觀
其
所
著
詞
品
五
卷
辨
晰
源
流
搜
羅

散
佚
凡
曲
名
所
由
始
流
品
所
自
分
罔
不
瞭
然
大
備

一
洗
花
葊
草
堂
之
勦
習
此
非
工
於
詞
者
而
能
之
乎

卽
其
詩
集
中
所
載
沅
江
羅
甸
諸
曲
雖
未
可
以
詞
名

而
含
宫
咀
商
駸
駸
乎
大
小
絃
迭
奏
而
不
失
其
倫
焉

於
此
見
先
生
手
著
之
書
其
佚
而
不
傳
者
更
多
也

墨
池
璅
錄
四
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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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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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
籍

　
　
二
十
二

楊
愼
撰
李
調
元
序
曰
余
嘗
於
新
都
趙
氏
獲
覩
升
𤲅

在
滇
寄
楊
夫
人
家
書
不
知
眞
僞
其
字
體
半
倣
子
昂

而
近
弱
今
讀
墨
池
璅
錄
所
論
書
法
具
抑
顔
魯
公
米

芾
而
推
趙
孟
頫
爲
得
晉
人
法
則
其
景
行
可
知
矣
葢

學
焉
而
得
其
性
之
所
近
未
可
以
是
爲
詬
病
也
本
二

卷
在
汪
鹿
園
家
見
原
本
四
卷
其
二
卷
盖
焦
兹
所
併

也

法
帖
神
品
目
一
卷

楊
愼
撰
李
調
元
序
曰
李
嗣
眞
論
右
軍
書
太
史
箴
樂

毅
論
其
體
正
直
有
忠
臣
烈
士
之
象
告
誓
文
曹
娥
碑

其
容
憔
悴
有
孝
子
順
孫
之
象
逍
遙
篇
孤
雁
賦
有
抱

素
扶
俗
之
象
皆
見
義
以
成
字
非
一
得
以
獨
妍
所
謂

品
也
夫
以
一
指
一
筆
之
用
而
隨
時
變
易
雖
作
者
不

自
知
其
所
以
然
得
不
謂
之
神
品
可
乎
退
之
嘗
目
右

軍
爲
俗
書
右
軍
且
然
况
在
秦
漢
以
上
者
哉
先
生
之

作
爲
此
書
者
以
見
夫
人
詣
力
所
至
不
可
强
爲
並
非

徒
神
奇
其
説
以
炫
人
也

名
畫
神
品
目
一
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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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十
六

經

籍

　
　
二
十
三

楊
愼
撰
李
調
元
序
曰
人
物
本
不
相
習
而
精
能
之
至

遂
造
神
奇
僚
之
丸
秋
之
奕
養
由
基
之
矢
皆
是
也
畫

亦
何
獨
不
然
人
有
竊
顧
凱
之
畫
者
完
其
厨
以
示
之

凱
之
自
云
此
畫
通
神
飛
去
矣
是
雖
虎
頭
癡
語
亦
有

理
趣
可
味
葢
物
有
形
必
有
神
古
今
畫
者
皆
曰
傳
神

畫
至
神
盡
乎
技
矣
黃
休
復
益
州
名
畫
記
以
𨓜
品
居

神
妙
能
之
上
宋
徽
宗
則
以
神
𨓜
妙
能
爲
次
以
神
足

以
兼
𨓜
𨓜
或
不
能
盡
神
也
然
則
先
生
論
畫
舉
神
品

而
獨
遺
𨓜
妙
能
其
亦
不
無
所
見
與

升
𤲅
書
品
一
卷

楊
愼
撰
愼
自
序
曰
書
有
以
品
名
者
鍾
嶸
詩
品
庾
肩

吾
書
品
是
也
二
子
皆
梁
人
其
稱
名
也
同
其
遣
辭
也

類
旹
代
則
然
非
相
假
㦻
也
詩
品
以
三
品
品
詩
書
品

以
九
品
品
書
何
區
别
之
精
而
用
志
之
勤
乎
或
言
書

與
詩
均
蓺
而
書
又
非
詩
比
謬
矣
古
者
君
子
之
於
物

也
無
所
苟
而
已
矣
曲
工
小
技
罔
不
致
其
極
焉
故
曰

傳
兵
論
劒
與
道
同
符
今
人
不
及
古
人
而
高
談
欺
世

乃
曰
吾
道
在
心
六
經
猶
贅
也
以
此
號
於
人
曰
作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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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四

欲
好
卽
爲
放
心
趨
簡
安
陋
者
靡
然
从
之
是
蒼
籕
上

世
道
已
喪
矣
不
曰
道
器
形
神
也
離
道
語
器
棄
形
而

存
神
也
故
曰
齊
匠
之
斵
輪
綿
駒
之
擫
籥
先
王
之
道

有
在
於
是
矧
夫
進
於
六
蓺
流
乎
君
子
宜
無
苟
也
苟

於
物
將
苟
於
道
吾
所
爲
感
其
感
云
其
云
也
嗚
呼
又

焉
得
眞
知
眞
解
者
而
竟
吾
云
乎

升
𤲅
畫
品
一
卷

楊
愼
撰
李
調
元
序
曰
唐
李
嗣
眞
讀
畫
品
錄
分
畫
家

作
上
中
下
三
等
每
等
又
各
第
以
三
朱
景
元
名
畫
錄

目
分
神
妙
能
𨓜
爲
四
品
宋
劉
道
醇
作
五
代
名
畫
補

遺
目
錄
有
神
妙
能
而
不
列
𨓜
品
葢
筆
精
墨
妙
根
於

人
心
人
之
相
去
若
九
牛
毛
品
量
所
存
不
可
誣
也
升

□
慧
解
通
元
自
其
十
一
二
歲
時
與
季
父
瑞
虹
龍
崖

二
公
論
畫
作
詩
大
蒙
訢
賞
見
於
年
譜
及
此
編
所
自

記
今
觀
其
詞
幽
通
微
妙
能
傳
畫
家
不
言
之
隱
不
獨

詩
之
壓
倒
元
白
也
畫
品
一
卷
隨
所
聞
見
雜
綴
成
編

不
作
軒
輊
令
閲
者
於
言
外
得
之
昔
東
坡
論
王
維
吳

道
子
畫
末
句
云
吾
觀
二
子
皆
神
俊
又
於
維
也
歛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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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五

無
間
言
玩
斯
言
也
葢
卽
東
坡
之
所
以
品
畫
者
乎

金
石
古
文
十
四
卷

楊
愼
撰
李
調
元
序
曰
楊
用
修
金
石
古
文
十
四
卷
刻

於
明
嘉
靖
年
有
永
嘉
省
𤲅
孫
昭
序
按
升
𤲅
是
編
釋

禹
碑
石
鼓
及
秦
漢
諸
刻
收
羅
最
富
然
其
中
有
因
訛

傳
訛
不
可
不
爲
訂
正
者
如
以
史
晨
碑
之
夫
子
冡
爲

大
子
家
魯
公
冡
爲
魯
公
家
此
承
洪
适
隸
釋
之
訛
也

以
張
遷
碑
之
籌
策
爲
蕭
何
承
都
穆
之
訛
也
今
碑
刻

具
在
可
驗
又
如
韓
勅
碑
陰
升
𤲅
頗
譏
隸
之
誤
今
考

漢
碑
文
與
隸
釋
所
載
本
相
合
而
碑
之
兩
側
尙
有
題

名
适
固
失
載
升
𤲅
偶
未
之
考
也
至
於
五
鳳
墳
壇
居

攝
諸
刻
皆
存
夫
子
廟
係
漢
碑
之
近
古
者
俱
不
錄
則

又
不
無
遺
漏
調
生
雖
晚
不
敢
以
胡
應
麟
輩
爲
戒
而

遂
附
之
一
辭
莫
贊
也

古
文
韻
語
一
卷

楊
愼
撰
愼
自
序
曰
音
祖
於
日
聲
宗
於
辰
音
叶
聲
從

是
曰
人
文
孔
翼
易
象
箕
敷
極
言
永
律
豈
人
繄
出
也

天
汲
古
挾
册
有
慕
在
昔
筮
繇
盤
鑑
盟
詛
昏
冠
嘏
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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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六

疫
釁
儆
敎
緯
憲
箴
今
禁
祝
圖
戒
銘
贊
文
有
在
是
滅

裂
匪
獻
神
徂
聖
伏
文
窊
采
匿
凑
勺
會
涓
斷
珪
碎
璧

空
石
餘
辰
寲
水
暇
日
因
之
窺
斑
庶
已
賢
奕
　
李
調

元
跋
曰
升
𤲅
雜
採
古
占
繇
銘
識
贊
祝
之
詞
爲
古
文

韻
語
一
卷
引
證
博
而
音
釋
詳
好
古
者
爭
先
快
睹
於

以
見
昔
人
重
文
而
用
韻
之
書
自
六
經
而
外
亦
時
見

於
他
説
也
然
其
間
亦
有
不
可
强
通
者
則
當
略
韻
而

取
其
文
焉
或
曰
韻
風
度
也
韻
語
與
雅
言
訓
同
亦
通

石
鼓
文
音
釋
二
卷

楊
愼
撰
愼
自
序
曰
石
鼓
今
在
太
學
其
文
爲
章
十
總

六
百
五
十
七
言
可
摸
索
者
僅
三
十
餘
字
鼓
旁
刻
宋

潘
迪
氏
音
訓
一
碑
二
百
年
前
物
也
惜
夫
遺
文
墜
字

無
慮
近
百
載
考
唐
人
古
文
苑
此
文
特
軋
卷
首
裒
錄

年
厯
遠
在
音
訓
之
先
然
迪
所
遺
墜
者
此
仍
缺
如
也

薛
尙
功
鄭
樵
二
家
各
有
音
釋
與
古
文
苑
所
載
大
抵

相
出
入
文
無
補
綴
義
鮮
發
明
三
家
之
外
見
其
全
文

者
或
寡
矣
好
古
者
以
爲
深
慊
又
迪
所
訓
釋
君
子
員

員
邋
邋
員
斿
二
句
牽
合
紕
謬
重
堪
𠷣
鄙
原
古
人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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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七

字
下
句
之
首
承
上
句
之
末
文
同
者
但
作
二
㸃
更
不

複
書
此
易
見
爾
迪
旣
誤
讀
君
子
員
員
邋
邋
員
斿
遂

復
臆
釋
云
員
員
衆
多
貌
邋
邋
旌
旗
搖
動
貌
此
豈
特

文
法
大
戾
書
例
亦
大
昧
矣
君
子
員
員
成
何
訓
詁
邋

邋
員
斿
成
何
語
言
不
知
妄
作
乃
所
謂
郢
書
燕
説
者

也
一
隅
若
兹
餘
奚
取
哉
愼
昔
受
業
於
李
文
正
先
生

暇
日
語
愼
曰
爾
爲
石
鼓
文
矣
乎
則
舉
潘
薛
鄭
三
家

者
對
先
生
曰
否
我
猶
及
見
東
坡
之
本
也
篆
籕
特
全

音
釋
兼
具
諸
家
斯
下
矣
然
本
隻
存
將
恐
從
而
遂
失

之
也
當
爲
繼
絕
表
微
手
書
上
石
又
作
歌
一
首
盖
丹

書
未
竟
而
先
生
𣓪
後
學
矣
去
今
又
將
六
年
追
惟
耳

言
未
墜
手
跡
莫
續
天
固
愛
寶
奈
斯
文
何
敢
以
先
生

舊
本
屬
善
書
者
錄
爲
一
卷
音
釋
一
卷
今
文
一
卷
韋

應
物
韓
退
之
蘇
子
瞻
歌
三
首
唐
愚
士
古
詩
一
首
先

生
歌
一
首
附
之
卷
尾
藏
之
齋
閣
以
無
忘
先
生
之
敎

云
　
又
叙
錄
曰
愼
得
石
鼓
文
拓
本
於
先
師
李
文
正

公
竇
臮
所
謂
石
雖
貞
而
云
泐
紙
可
壽
而
保
傳
胡
世

將
所
云
岐
下
有
摹
卽
此
是
也
元
至
元
丁
未
唐
愚
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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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八

翻
刻
於
太
學
作
歌
紀
之
今
本
存
焉
據
古
文
苑
所
載

及
王
順
伯
鄭
漁
仲
二
公
石
鼓
音
皆
言
其
文
可
見
者

四
百
七
十
有
四
梅
聖
俞
贈
𨓜
老
以
石
鼓
文
見
遺
詩

云
四
百
六
十
飛
鳳
皇
以
兹
本
所
載
六
百
五
十
七
字

完
好
無
訛
斯
文
所
在
眞
有
神
物
䕶
持
邪
得
之
不
翅

寶
玉
大
弓
矣
歐
陽
公
獨
言
漢
桓
靈
世
碑
刻
未
及
千

載
磨
滅
者
十
之
八
九
自
宣
王
至
今
千
有
九
百
餘
年

豈
得
獨
存
又
疑
此
文
初
不
見
稱
於
前
代
又
謂
隋
氏

藏
書
最
多
其
所
志
所
錄
自
始
皇
刻
石
婆
羅
門
外
國

書
皆
具
而
獨
無
石
鼓
遺
大
錄
細
不
宜
如
此
嗚
呼
歐

陽
公
所
見
謬
矣
隋
萟
文
志
所
收
固
博
矣
𡨴
無
絓
萬

而
漏
一
乎
試
引
前
代
名
士
之
言
所
及
歐
陽
公
雖
復

生
亦
必
心
服
焉
後
周
吏
部
侍
郞
蘇
朂
云
世
咸
言
筆

跡
存
者
李
斯
最
古
不
知
史
籕
之
跡
近
在
關
中
此
可

證
一
也
唐
章
懷
太
子
賢
註
漢
書
鄧
隲
傳
遭
元
元
之

灾
引
岐
陽
石
鼓
文
凡
重
言
者
皆
爲
二
字
此
可
證
二

也
高
宗
時
李
嗣
眞
書
後
品
云
倉
頡
造
書
鬼
哭
凛
凛

史
籕
堙
滅
陳
倉
籍
甚
此
可
證
三
也
開
元
中
張
懷
瓘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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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九

斷
云
籕
文
者
周
太
史
史
籕
之
所
作
也
其
跡
有
石
鼓

文
存
焉
今
在
陳
倉
縣
李
斯
小
篆
兼
採
其
意
此
可
證

四
也
徐
浩
古
跡
記
云
史
籕
石
鼓
李
斯
嶧
山
會
稽
碑

崔
子
玉
篆
蔡
邕
並
爲
曠
絕
此
可
證
五
也
杜
工
部
贈

李
潮
八
分
小
篆
歌
云
陳
倉
石
鼓
又
已
訛
此
可
證
六

也
韋
應
物
石
鼓
歌
云
周
宣
大
獵
兮
岐
之
陽
刻
石
表

功
兮
煒
煌
煌
喘
息
逶
迤
相
札
錯
乃
是
宣
王
之
臣
史

籕
作
此
可
證
七
也
至
德
中
竇
臮
述
書
賦
云
篆
則
周

史
籕
秦
李
斯
漢
有
蔡
邕
後
代
師
之
籕
之
狀
也
若
生

動
而
神
憑
通
自
然
而
無
涯
遠
則
虹
伸
結
絡
邇
則
瓊

樹
離
披
又
云
周
秦
漢
之
三
賢
今
目
驗
之
所
先
石
雖

貞
而
云
泐
紙
可
壽
而
保
傳
其
弟
蒙
註
云
史
籕
周
宣

王
史
官
岐
州
雍
城
南
有
周
宣
王
獵
碣
十
枚
上
篆
文

今
見
打
本
此
可
證
八
也
至
昌
𥠖
之
歌
一
出
則
表
章

稱
贊
至
矣
歐
陽
公
尊
信
韓
公
而
不
從
此
其
意
云
何

合
八
公
紀
述
及
韓
而
九
九
徵
至
而
不
肖
得
矣
歐
九

果
不
讀
書
邪
此
公
盖
師
心
獨
見
至
謂
十
翼
非
孔
子

所
作
河
圖
洛
書
不
足
信
無
所
忌
憚
如
此
何
有
於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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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
鼓
乎
東
坡
之
歌
繼
韓
而
作
先
後
如
出
一
口
豈
阿
私

所
好
者
邪
他
若
周
越
法
書
苑
樂
史
寰
宇
記
趙
明
誠

金
石
錄
王
深
甫
故
跡
遺
文
張
師
正
倦
遊
錄
胡
世
將

資
古
紹
志
錄
所
云
云
不
暇
縷
縷
可
覆
視
也
司
馬
池

待
制
知
鳳
翔
府
日
輦
致
於
府
學
之
門
廡
䕶
以
一
木

𣠄
鄭
樵
石
鼓
音
云
鼓
亡
其
一
皇
祐
四
年
鄭
餘
慶
向

傳
師
求
於
民
間
得
之
十
鼓
於
是
乎
足
梅
聖
俞
贈
雷

𨓜
老
倣
石
鼓
文
見
遺
因
呈
吳
祭
酒
長
詩
略
云
我
欲

効
韓
非
痴
狂
至
寶
宜
列
孔
子
堂
其
後
徽
宗
大
觀
中

始
移
置
之
辟
雍
復
取
入
保
殿
元
人
移
之
大
學
刻
潘

迪
釋
文
以
畢
先
師
之
志
遂
詳
述
其
説
以
印
正
於
海

內
大
方
家
云

風
雅
𨓜
篇
十
卷

楊
愼
撰
愼
自
序
曰
風
雅
𨓜
篇
錄
中
古
先
秦
歌
詩
也

楚
鳳
魯
麟
風
之
𨓜
也
堯
衢
舜
薰
雅
之
𨓜
也
載
在
方

册
矣
曷
以
名
之
𨓜
外
三
百
篇
皆
𨓜
也
粤
稽
魯
論
兩

引
𨓜
詩
侈
止
兩
韻
約
僅
五
言
後
素
昭
文
何
遠
興
仁

聖
咨
賢
焉
賢
啓
聖
焉
於
是
乎
取
之
以
此
其
存
槪
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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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一

其
餘
豈
必
無
主
文
譎
諫
之
旨
民
彝
物
理
之
訓
哉
唶

夫
世
遠
籍
湮
不
能
舉
其
全
也
然
其
餘
句
散
見
諸
書

若
大
戴
禮
若
春
秋
內
外
傳
若
汲
冡
沉
文
若
諸
子
璅

語
綱
羅
放
失
綴
合
樷
殘
尙
多
有
之
吐
珠
於
澤
誰
能

不
含
聖
喆
所
遺
而
後
人
拾
以
爲
己
寶
兹
類
之
謂
乎

孔
子
曰
詩
三
百
又
曰
誦
詩
三
百
墨
子
曰
誦
詩
三
百

絃
詩
三
百
歌
詩
三
百
舞
詩
三
百
司
馬
遷
曰
古
詩
三

千
餘
篇
孔
子
删
之
爲
三
百
篇
由
前
言
之
則
太
師
所

職
數
止
此
由
後
言
之
則
今
所
存
十
一
千
百
耳
自
𨓜

詩
外
若
因
事
造
歌
異
裁
別
體
若
貍
首
鷖
誦
蠶
蠏
龍

蛇
後
代
詞
人
刻
意
莫
迨
其
宛
轉
附
物
怡
悵
切
情
盖

不
啻
驚
心
動
魄
一
字
千
金
而
已
若
是
者
雖
多
所
軼

没
而
謹
其
遺
者
粹
之
亦
奚
啻
足
爲
更
僕
之
誦
哉
故

錄
首
黃
帝
彈
歌
至
伯
夷
薇
歌
爲
第
一
卷
錄
琴
操
歌

謠
詞
曲
三
十
一
篇
爲
第
二
卷
錄
石
鼓
詩
十
章
爲
第

三
卷
錄
𨓜
詩
篇
名
斷
章
存
者
十
篇
有
句
亡
篇
名
者

四
十
四
條
爲
第
四
卷
錄
經
傳
所
載
孔
子
歌
辭
及
諸

執
事
涉
孔
子
者
廿
二
篇
爲
五
卷
錄
魯
衞
齊
晉
鄭
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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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二

吳
趙
成
徐
秦
楚
君
臣
民
庶
婦
女
胥
靡
俳
優
雜
歌
謳

操
曲
誦
祝
相
曲
爲
第
六
卷
第
七
卷
錄
古
諺
古
語
古

言
鄙
諺
鄙
語
野
語
俗
語
故
語
民
語
不
恭
之
語
百
五

十
條
爲
第
八
卷
錄
荀
卿
成
相
雜
辭
三
章
佹
詩
一
章

附
蘇
秦
上
秦
王
詩
爲
九
卷
錄
葛
天
氏
八
闋
訖
於
詩

延
滌
角
有
篇
目
𨓜
其
詞
存
其
名
義
爲
風
雅
𨓜
篇
十

卷
終
焉
錄
成
有
過
而
問
者
誚
之
曰
子
知
富
翁
好
古

者
乎
犖
鼎
匜
𪔆
珍
厥
穿
穴
圖
籍
繪
障
貨
彼
鏬
裂
罄

已
懷
資
受
市
魁
𠷣
子
所
爲
嗜
古
辭
者
將
無
類
兹
吹

吷
之
吟
則
穿
穴
也
糟
粕
之
拾
則
鏬
裂
也
心
力
之
玩

則
罄
而
資
依
託
之
售
則
受
若
嗤
請
刊
落
之
其
尙
有

盈
辭
予
投
筆
而
起
負
序
以
謝
曰
然
業
已
成
予
不
忍

廢
也
子
之
言
予
不
敢
忘
則
書
之
以
終
筴
　
慶
陽
韓

奕
曰
是
編
乃
太
史
楊
升
𤲅
先
生
所
編
集
也
奕
讀
而

説
之
葢
謂
六
經
之
言
精
而
不
𡚁
故
常
也
言
辭
之
精

粹
者
爲
言
辭
之
和
平
者
爲
風
雅
風
雅
至
聖
賢
而
止

也
聖
人
之
道
主
之
以
淵
微
出
之
以
禮
讓
而
養
之
以

風
雅
欲
補
風
雅
不
取
近
古
則
其
失
滋
遠
是
編
總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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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三

卷
凡
先
秦
以
上
歌
謠
聲
詩
其
巨
細
短
長
歡
呼
悲
怨

之
類
悉
以
收
錄
不
遺
下
逮
諺
語
亦
在
采
獲
葢
雖
或

雜
於
後
世
所
引
而
淵
源
固
古
人
之
遺
也
其
問
雖
以

一
言
再
言
而
足
一
韻
再
韻
而
足
百
字
累
百
字
而
足

要
之
皆
至
理
所
寓
人
不
皆
聖
賢
至
其
言
或
喜
或
樂

或
憤
迅
或
感
慨
悲
歌
或
激
烈
或
貞
靜
或
幽
隱
元
微

靈
怪
奇
異
可
驚
可
訝
及
其
歸
皆
不
越
乎
彜
倫
日
用

是
亦
聖
賢
之
徒
而
選
風
雅
者
所
不
𣓪
也
是
編
旣
出

則
風
雅
當
有
所
補
而
典
籍
亦
全
矣
先
儒
謂
三
百
篇

後
當
續
以
楚
辭
予
謂
楚
辭
肆
而
怨
又
謂
當
續
以
陶

詩
予
謂
陶
詩
偏
而
隱
有
二
者
而
不
流
此
編
是
也
升

𤲅
復
古
之
志
廣
且
勤
又
虞
夫
文
體
靡
下
而
用
其
意

者
也
業
詩
者
試
並
觀
焉

古
今
諺
一
卷
　
古
今
風
謠
一
卷

楊
愼
撰
愼
古
今
諺
序
云
一
遊
一
豫
爲
諸
侯
度
此
夏

諺
之
始
見
也
晏
子
引
以
風
景
公
兄
弟
讒
　
侮
人
百

里
周
諺
之
再
見
也
周
公
述
以
雅
棠
棣
二
諺
匪
直
諺

也
風
也
雅
也
嗣
是
太
子
晉
公
之
引
雝
閗
曾
子
之
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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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四

苖
碩
左
氏
之
譬
山
木
孟
子
之
説
鎡
基
一
經
鴻
筆
遂

爲
駿
談
故
曰
道
無
往
不
覿
言
無
微
可
匿
信
矣
余
閲

崇
文
總
目
有
古
今
諺
一
帙
今
失
其
傳
平
居
多
暇
采

輯
補
之
或
曰
傳
稱
諺
者
謂
俗
論
也
道
聽
塗
説
德
之

𣓪
也
今
之
所
輯
無
乃
近
乎
答
之
曰
不
然
君
子
多
識

前
言
往
行
以
畜
其
德
其
本
立
矣
詢
於
芻
蕘
可
也
采

於
葑
非
可
也
苟
本
之
則
無
懵
前
經
而
不
恥
末
之
是

競
隨
謠
俗
而
陸
沉
是
聖
門
病
由
也
之
喭
孟
子
斥
齊

東
之
鄙
也
予
豈
不
知
而
作
　
李
調
元
跋
曰
古
今
諺

及
古
今
風
謠
乃
升
𤲅
先
生
在
滇
採
集
諸
書
諺
語
以

嬉
目
遣
懷
非
著
書
也
其
孫
刻
之
焦
氏
因
之
遂
有
單

行
本
其
書
本
始
於
黃
帝
考
其
首
三
條
則
焦
氏
所
附

錄
先
生
論
諺
語
而
後
人
添
入
壓
卷
者
也
今
仍
之
按

賈
子
引
黃
帝
語
乃
巾
几
銘
孔
甲
盤
盂
書
也
不
可
謂

之
諺
意
者
先
生
謂
諺
語
所
由
起
故
以
之
弁
首
乎

俗
言
一
卷

楊
愼
撰
李
調
元
序
曰
俗
言
一
卷
乃
考
訂
俗
語
之
原

本
經
傳
者
又
記
各
書
所
載
方
言
註
其
出
處
兩
浙
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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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五

遺
書
目
錄
云
未
詳
撰
人
姓
氏
今
按
焦
竑
所
刻
升
𤲅

外
集
有
俗
言
相
同
因
附
刻
於
後
俗
言
一
本
作
俗
語

未
詳
孰
是

麗
情
集
一
卷

楊
愼
撰
李
調
元
序
曰
麗
情
集
一
卷
𠩏
集
一
卷
皆
升

𤲅
採
取
古
之
名
媛
故
事
間
加
考
証
而
成
者
也
以
緣

情
而
靡
麗
故
名
之
按
此
書
世
無
傳
本
得
之
丁
小
山

疑
古
今
麗
人
尙
多
所
纂
必
不
止
此
然
別
無
他
本
可

校
姑
存
之
以
備
一
種

墐
戸
錄
一
卷

楊
愼
撰
愼
自
序
曰
余
性
畏
暑
而
便
樂
冬
頃
甲
寅
歲

居
江
陽
𩆍
雨
自
七
月
至
歲
終
而
余
未
嘗
衣
制
乘
橇

也
蟄
窟
蝸
廬
時
以
簡
册
多
娛
夜
亦
篝
燈
欠
伸
昬
眵

乃
止
遇
有
積
疑
滯
疑
聊
一
書
之
不
覺
成
卷
帙
有
輇

言
諷
説
誚
之
曰
升
𤲅
不
過
抄
撮
舊
説
商
量
唐
宋
耳

有
愛
忘
其
醜
者
又
解
之
曰
無
古
不
成
今
否
則
杜
撰

也
余
豈
容
必
於
賛
毁
哉
春
暄
日
修
乃
彚
而
書
之
命

曰
墐
戸
錄
云
　
李
調
元
跋
曰
墐
戸
錄
千
頃
堂
書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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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十
六

經

籍

　
　
三
十
六

及
經
籍
志
俱
作
一
卷
而
説
郛
所
載
纔
三
葉
今
於
丁

小
山
處
得
寫
本
一
卷
較
向
所
見
幾
五
倍
矣
是
書
所

載
多
名
物
訓
詁
詩
詞
雜
事
足
資
考
証
因
校
行
之
墐

戸
者
取
詩
塞
向
墐
戸
葢
記
其
著
書
之
歲
月
也

楊
氏
巵
言

楊
愼
撰
愼
自
序
曰
伊
川
先
生
謫
涪
州
日
所
居
名
注

易
洞
先
生
嘗
曰
今
之
農
夫
祁
寒
暑
雨
深
耕
易
耨
播

種
五
穀
吾
得
而
食
之
百
工
技
藝
作
爲
器
物
吾
得
而

用
之
甲
胄
之
士
披
堅
執
鋭
以
守
土
宇
吾
得
而
安
之

𨚫
如
此
閒
過
日
月
卽
是
天
地
之
一
蠧
也
功
澤
又
不

及
民
別
事
又
不
能
作
惟
有
補
緝
聖
人
遺
書
庶
幾
有

𥙷
爾
愼
也
莊
誦
此
言
以
爲
先
得
我
心
之
同
然
謫
居

滇
雲
歲
久
日
取
古
人
載
籍
而
繙
閲
之
時
見
一
斑
遂

用
筆
之
談
經
傳
已
偹
言
之
祇
爲
屋
下
之
屋
耳
惟
刊

謬
正
誤
或
庶
幾
焉
其
中
若
尙
書
在
治
忽
爲
七
始
詠

之
誤
考
漢
書
樂
志
及
王
朴
樂
論
而
始
定
五
時
配
六

氣
春
規
夏
凖
中
央
繩
秋
雉
冬
權
衡
稽
甘
石
星
經
而

知
淮
南
子
素
問
之
誤
又
自
古
六
壬
之
占
以
甲
乙
配



 

新
都
縣
志
　

卷
十
六

經

籍

　
　
三
十
七

靑
龍
丙
丁
配
朱
雀
戊
己
配
勾
陳
庚
辛
配
白
虎
壬
癸

配
螣
蛇
或
疑
元
武
無
位
乃
以
戊
配
勾
陳
已
配
螣
蛇

而
讓
元
武
於
壬
癸
似
矣
不
思
螣
蛇
屬
水
何
以
移
於

中
央
之
土
必
論
其
當
以
壬
配
螣
蛇
癸
配
元
武
二
物

皆
屬
水
而
冬
居
其
二
亦
猶
器
之
兼
權
衡
貞
之
有
二

德
卦
之
名
習
坎
身
之
腎
藏
有
二
也
此
雖
小
節
亦
關

係
至
理
走
年
及
古
稀
病
膺
衰
䬃
瞬
目
言
動
旋
踵
遺

忘
乃
稡
錄
成
編
以
俟
知
己
若
曰
糾
先
民
之
積
謬
振

往
古
之
重
欵
則
吾
豈
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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