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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循
化
志
卷
之
八

閩
中
海
峰
龔
景
瀚
編

金
臺
星
泉
李
本
源
校

夷
情

雍
正
三
年
總
督
岳
奏
西
甯
河
州
松
潘
沿
邊
番
部
自
投

誠
後
徃
徃
竊
蒙
古
馬
匹
牛
羊
請
諭
令
副
都
統
達
會
同

各
總
兵
官
查
明
秉
公
料
理
自
是
凡
番
夷
互
盗
案
件
俱

都
統
會
同
總
兵
官
查
訊
完
結
其
後
地
方
營
汛
官
弁
每

以
番
民
行
刼
脚
夫
客
商
等
案
申
報
夷
情
衙
門
十
一
年

總
理
夷
情
事
務
馬
達
以
玉
書
等
處
番
衆
未
歸
版
圖
自

屬
本
衙
門
管
轄
與
地
方
營
汛
無
渉
若
沿
邊
安
挿
番
民

徵
賦
輸
科
卽
係
百
姓
各
歸
地
方
營
汛
分
隷
管
轄
非
本

衙
門
所
屬
咨
明
甘
肅
巡
撫
經
司
議
西
甯
河
州
等
處
近

內
地
番
民
征
賦
輸
科
與
百
姓
無
二
凡
竊
刼
事
件
自
應

地
方
官
詳
報
該
管
上
司
衙
門
與
管
理
夷
情
衙
門
無
渉

嗣
後
除
未
歸
版
圖
番
衆
并
番
人
竊
奪
夷
人
之
事
仍
照

部
議
聽
管
理
夷
情
衙
門
查
訊
外
其
已
歸
州
縣
衞
所
營

汛
管
轄
之
番
民
凡
竊
刼
脚
戸
客
商
等
事
令
該
管
文
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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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員
弁
詳
報
該
管
上
司
核
批
緝
究
無
庸
呈
報
夷
情
衙
門

庻
責
任
攸
分
事
不
致
誤
詳
院
據
此
咨
覆
至
乾
隆
六
年

青
海
都
統
巴
奏
稱
沿
邊
番
民
久
歸
地
方
官
管
轄
而
搶

殺
蒙
古
各
案
咨
會
緝
拿
經
年
累
月
未
獲
一
犯
未
起
一

賍
請
嗣
後
着
落
地
方
官
緝
拏
定
以
處
分
部
議
交
督
撫

會
議
總
督
尹
巡
撫
元
青
海
副
都
統
莾
議
覆
奏
稱
查
雍

正
三
年
總
督
岳
奏
准
凡
番
人
搶
奪
蒙
古
之
事
令
副
都

統
會
同
各
總
兵
官
查
明
秉
公
辦
理
自
定
例
迄
今
凡
遇

番
夷
互
盗
案
件
久
歸
夷
情
衙
門
料
理
其
番
民
𥩈
刼
脚

戸
客
商
等
事
又
於
雍
正
十
一
年
總
理
夷
情
工
部
左
侍

卽
馬
爾
泰
散
秩
大
臣
副
都
統
達
鼐
會
同
前
署
督
劉
於

義
甘
撫
許
容
等
令
詳
該
管
上
司
批
飭
緝
番
無
庸
呈
報

夷
情
衙
門
以
專
責
成
亦
在
案
前
後
例
議
俱
已
分
晰
妥

協
若
將
沿
邊
番
民
刼
奪
蒙
古
各
案
槪
責
地
方
官
緝
拿

統
定
處
分
不
但
於
現
行
定
例
不
符
且
邊
地
與
內
地
逈

異
如
奪
刼
於
夷
境
曠
野
無
人
之
處
旣
非
有
司
管
轄
又

無
營
汛
駐
防
地
方
官
何
由
踪
跡
捕
緝
况
番
民
自
相
盗

殺
奏
准
年
限
照
番
例
完
結
地
方
官
並
無
處
分
而
番
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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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互
盗
事
同
一
例
反
將
地
方
官
處
分
情
理
亦
未
允
協
請

仍
照
從
前
定
例
其
巴
陵
阿
所
奏
應
毋
庸
議
經
部
覆
准

奉
旨
依
議
三
十
七
年
副
都
統
內
大
臣
伯
伍
清
查
新
舊
各
案

據
青
海
各
王
公
札
薩
克
呈
報
沿
邊
番
賊
刼
馬
傷
命
經

年
不
獲
札
商
總
督
文
檄
飭
署
歸
德
縣
丞
林
德
基
設
法

卽
於
是
年
獲
番
賊
七
十
名
追
贜
分
給
各
事
主
所
有
積

案
盡
銷
自
三
十
八
年
至
四
十
二
年
復
積
多
案
節
經
青

海
都
統
法
惠
咨
明
總
督
勒
遂
委
前
歸
德
縣
丞
署
甯
夏

水
利
同
知
林
會
同
地
方
官
查
捕
四
月
同
營
員
領
兵
一

百
五
十
名
土
兵
二
千
名
至
保
安
屬
之
札
木
灘
宗
喀
番

地
屯
札
六
月
番
族
頭
目
願
賠
贜
獻
出
馬
牛
羊
二
千
三

百
五
十
九
匹
隻
又
獲
賊
番
車
乎
路
等
都
統
所
咨
之
案

共
四
十
九
案
所
有
𥩈
馬
牛
羊
一
千
零
五
十
匹
隻
又
罰

服
及
他
物
抵
賠
四
百
八
十
八
匹
隻
又
本
年
五
月
郡
王

所
控
并
未
呈
報
青
海
衙
門
本
無
確
據
恐
復
行
呈
訟
擇

其
指
明
族
分
稍
有
慿
據
者
五
十
五
案
共
馬
牛
羊
四
百

三
十
一
匹
隻
俱
照
𢿙
分
别
給
領
未
領
者
交
宗
喀
寺
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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嘛
收
養
其
餘
除
倒
斃
外
分
賞
在
事
兵
役
首
賊
四
名
□

責
完
結
方
具
詳
間
而
青
海
復
咨
查
漢
諾
本
罕
差
人
領

贜
被
思
滿
受
賊
番
截
殺
奪
贜
又
有
羅
卜
藏
丹
津
及
郡

王
札
薩
克
具
報
各
案
復
委
林
經
歴
哈
遊
擊
又
於
八
月

領
兵
三
百
五
十
名
土
兵
二
千
六
百
名
前
徃
緝
捕
曉
諭

而
思
滿
受
加
咱
等
族
執
持
郡
王
納
漢
達
爾
濟
並
查
漢

諾
木
罕
勒
令
投
順
印
照
稱
伊
已
投
郡
王
當
差
不
肯
獻

賊
追
贜
隨
將
印
照
追
出
添
差
兵
役
陸
續
緝
獲
正
從
賊

一
十
四
名
追
獲
馬
五
十
四
牛
一
百
九
十
三
隻
羊
一
千

七
十
隻
據
所
獲
賊
供
則
思
滿
受
族
與
工
哇
族
有
仇
而

查
漢
諾
木
罕
所
差
領
贜
之
人
適
有
工
哇
族
番
在
內
誤

認
搶
殺
以
至
率
衆
堵
截
各
傷
一
命
至
羅
卜
藏
丹
津
所

報
並
無
其
事
而
羅
卜
藏
丹
津
差
來
之
梅
勒
章
京
亦
稱

得
自
傳
聞
其
郡
王
及
札
薩
克
各
案
眞
僞
亦
無
據
委
員

以
旣
據
咨
明
未
便
不
辦
在
各
族
拿
獲
親
屬
頭
目
並
各

百
戸
名
下
按
所
控
𢿙
目
均
匀
追
出
俱
交
宗
喀
寺
收
養

移
咨
青
海
提
各
事
主
質
訊
領
贜
其
中
名
賊
或
以
搆
争

草
山
或
以
不
允
投
順
俱
係
蒙
古
誣
衊
願
往
質
訊
又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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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干
之
人
以
家
房
有
賊
狥
者
俱
令
解
赴
西
甯
同
歸
德

各
犯
併
案
審
辦
其
作
何
歸
結
㕔
卷
無
考
而
宗
哈
寺
所

養
馬
牛
羊
延
至
四
十
五
年
已
歴
三
載
蒙
古
尚
未
具
領

倒
斃
者
十
之
七
八
令
原
辦
官
善
達
等
賠
補
西
甯
府
郭

　
與
青
海
司
員
面
商
以
下
等
價
估
賠
除
現
存
變
賣
尙

不
敷
銀
四
百
餘
兩
稟
請
酌
項
籌
辦
而
此
案
始
結
四
十

五
年
復
委
候
補
通
判
謝
桓
照
前
辦
章
程
緝
首
賊
查
漢

達
爾
吉
等
八
案
謝
通
判
禀
請
先
將
事
主
訊
明
被
搶
實

在
情
形
然
後
辦
理
其
言
切
中
事
情
今
錄
於
後
兩
司
議

准
旋
以
青
海
咨
催
又
復
停
止
自
是
青
海
所
咨
歴
年
有

之
多
委
各
寺
喇
嘛
爲
之
和
解
賠
贜
或
結
或
不
結
五
十

五
年
青
海
都
統
奎
奏
循
化
番
賊
阿
拉
洛
札
傷
一
案
又

奏
河
西
鄂
洛
爾
布
拿
獲
偷
馬
番
賊
四
名
供
出
夥
黨
奉

旨
嚴
緝
大
吏
節
次
嚴
催
而
加
咱
族
復
以
投
順
郡
王
抗
拒

隨
調
蒙
古
章
京
質
對
而
章
京
畏
懼
不
進
徃
返
稽
延
司

議
以
郡
王
現
服

天
朝
豈
能
私
估
國
家
屬
番
卽
眞
爲
郡
王
所
屬
亦
當
撥
還

何
須
質
對
但
請
上
𦂳
緝
賊
其
後
歸
德
獲
賊
一
名
林
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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循
化
獲
賊
二
名
干
冬
拉
夫
旦
𧴲
南
奔
奏
明
正
法
草
草

結
案
此
時
大
吏
亦
深
知
蒙
古
積
𡚁
故
不
肯
動
兵
而
奏

內
亦
言
其
防
守
不
嚴
歲
歲
勞
內
地
兵
役
代
爲
緝
賊
請

飭
青
海
都
統
嚴
諭
至
五
十
六
年
札
薩
克
沙
拉
布
禮
因

番
賊
搶
畜
中
鎗
身
亡
都
統
奎
奏
明
咨
辦
西
甯
鎭
道
𢃄

兵
赴
歸
德
緝
捕
而
循
化
則
委
永
固
協
達
同
㕔
營
至
保

安
堵
截
貴
德
剛
咱
族
獻
札
什
一
名
循
化
亦
獲
鐵
布
加

族
加
布
洛
一
名
據
札
什
所
供
續
獲
合
拉
納
杭
各
番
賊

俱
係
蒙
古
人
勾
通
番
子
搶
殺
九
月
具
奏
札
矢
亦
供
指

明
確
免
罪
其
餘
俱
正
法
於
是
始
改
貴
德
縣
丞
爲
同
知

而
令
貴
德
循
化
所
屬
生
熟
各
番
俱
歸
青
海
衙
門
兼
管

署
同
知
富
昇
造
册
以
南
番
二
十
一
寨
西
番
上
龍
布
十

八
寨
合
兒
五
寨
阿
巴
拉
八
寨
共
五
十
二
寨
爲
生
番
西

番
邊
都
溝
七
寨
下
龍
布
六
寨
起
臺
溝
五
寨
保
安
四
屯

共
二
十
二
屯
寨
爲
熟
番
統
歸
青
海
衙
門
管
轄

按
保
安
四
屯
實
內
地
民
人
久
居
番
地
染
其
習

俗
竟
指
爲
番
人
似
誤
矣
南
番
二
十
一
寨
在
前

爲
向
化
族
自
明
時
卽
內
附
中
馬
亦
不
得
謂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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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番
也
卷
中
所
載
加
咱
温
什
他
克
二
族
循
化

貴
德
互
相
推
諉
然
查
㕔
屬
實
無
此
二
寨
名
目

而
四
十
三
年
追
囘
蒙
古
執
照
之
時
循
化
亦
未

聲
明
加
咱
是
否
本
屬
宜
其
起
後
此
之
紛
争
也

四
十
五
年
委
員
候
補
通
判
謝
桓
禀
稱
檢
查
四
十
三

年
辦
理
蒙
古
馬
案
卷
其
間
蒙
古
番
民
互
有
搶
殺
以

致
結
怨
報
復
非
番
衆
獨
强
蒙
古
獨
弱
偏
受
其
害
也

番
衆
受
害
不
知
控
訴
蒙
古
被
刼
則
據
一
面
之
詞
𢃄

領
兵
役
緝
捕
其
實
上
屆
所
獲
之
人
均
非
正
賊
所
追

之
贜
悉
以
兵
勢
在
於
無
辜
諸
番
中
嚇
逼
追
賠
現
在

存
牧
宗
哈
寺
牛
馬
已
一
載
有
餘
倒
斃
過
半
並
無
事

主
赴
領
前
案
未
結
後
案
復
起
歲
歲
興
兵
何
所
底
止

且
循
化
貴
德
各
番
自
雍
正
年
間
投
誠
以
來
俱
各
恭

順
納
糧
惟
因
界
連
蒙
古
五
相
搶
奪
因
蒙
古
屢
凟
無

休
遂
帶
兵
擒
捕
是
蒙
古
止
受
諸
番
之
害
而
番
民
則

受
害
於
蒙
古
之
外
又
增
官
兵
之
累
况
諸
番
本
屬
貪

黎
而
屢
次
脅
逼
賠
贜
牛
馬
羊
隻
動
以
千
計
情
急
變

生
必
致
聯
絡
諸
番
以
死
抵
拒
倘
開
邊
釁
關
係
非
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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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查
關
外
失
事
當
時
並
無
員
弁
勘
明
情
形
獨
據
一
面

之
詞
保
無
影
射
前
案
倒
換
月
日
以
舊
翻
新
挾
仇
誣

䧟
希
圖
洩
忿
等
弊
內
地
誣
告
嚴
反
坐
之
條
尙
有
蹈

法
者
蒙
古
外
夷
尤
難
保
其
無
揑
詞
妄
控
自
三
十
七

年
屢
次
辦
理
俱
蒙
古
得
計
尤
足
以
長
刁
風
似
應
先

將
事
主
謂
至
西
甯
派
委
大
員
同
青
海
大
人
委
員
查

訊
被
搶
實
在
情
形
年
月
及
所
指
賊
番
名
姓
得
自
何

人
有
無
確
據
并
賊
番
實
在
住
址
逐
一
明
確
然
後
檄

行
各
地
方
官
設
法
宻
拏
隨
本
案
輕
重
完
結
仍
請
青

海
大
人
飭
各
蒙
古
在
所
部
要
隘
處
所
立
卡
防
範
嗣

後
再
滋
事
惟
防
守
不
嚴
是
問
俾
有
責
成
如
此
辦
理

似
與
蒙
古
番
民
兩
無
擾
害

按
察
司
經
費
局
會
詳
查
乾
隆
四
十
三
年
理
藩
院
議

准
侍
郞
博
等
條
奏
嗣
後
無
論
何
處
番
子
有
𥩈
奪
青

海
蒙
古
之
案
伊
等
或
獲
賊
有
証
或
指
出
賊
人
以
及

致
傷
人
命
者
方
准
辦
理
若
見
賊
逃
避
不
能
指
出
何

處
番
子
並
無
據
者
不
准
辦
理
又
本
年
按
察
司
譚
會

布
政
司
王
議
准
前
委
員
林
德
基
詳
嗣
後
遇
番
民
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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𥩈
蒙
古
及
番
蒙
夥
同
搶
竊
之
案
事
主
隨
時
具
報
各

札
薩
克
轉
報
青
海
衙
門
查
實
卽
會
西
甯
鎭
飭
營
員

前
徃
查
辦
追
贜
給
領
隨
時
完
結
庻
贜
不
至
花
消
犯

不
至
遠
颺
如
遲
𢿙
月
始
行
禀
報
又
不
將
賊
人
姓
名

指
出
立
案
不
行
批
允
移
咨
青
海
曁
檄
西
甯
鎭
遵
辦

在
案
今
青
海
來
咨
八
案
係
四
十
四
年
四
五
六
月
至

十
二
月
始
報
青
海
衙
門
遲
延
日
久
贜
颺
贜
消
實
如

該
通
判
所
禀
情
事
應
如
所
請
先
調
事
主
研
訊
明
確

然
後
嚴
緝
咨
明
青
海
委
員
同
西
甯
鎭
府
曁
該
通
判

就
近
秉
公
審
辦

㕔

卷

按
岳
公
所
奏
及
六
年
尹
總
督
之
議
皆
有
深
意

焉
新
附
番
人
雖
云
歸
地
方
官
管
轄
不
過
輸
糧

納
賦
覊
縻
而
已
非
議
如
內
地
民
人
整
齊
而
梳

櫛
之
也
轉
徙
無
常
非
有
保
甲
隣
佑
可
稽
查
其

出
没
徃
來
卽
其
父
兄
不
能
知
子
弟
在
外
所
爲

何
事
而
謂
地
方
官
能
禁
約
而
鈐
束
之
哉
至
番

蒙
接
界
又
皆
深
山
曠
野
非
有
汛
防
可
以
踪
跡

而
貪
利
嗜
殺
又
番
夷
情
性
之
常
報
仇
洩
忿
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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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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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相
搶
刼
此
皆
無
足
怪
者
若
歸
內
地
地
方
官
辦

理
則
必
以
內
地
之
法
治
之
過
於
認
眞
所
謂
朿

縛
之
馳
驟
之
急
則
敗
矣
顢
頇
了
事
又
啟
番
民

輕
視
中
國
之
漸
故
嚮
之
都
統
及
各
鎭
管
理
總

其
大
綱
而
不
責
其
細
目
葢
大
員
則
輕
重
操
縱

可
以
自
如
度
勢
酌
宜
量
爲
完
結
而
蒙
古
爲
都

統
所
轄
身
任
其
責
自
不
肯
輕
信
一
面
之
詞
蒙

古
亦
不
敢
以
虛
詞
聳
聽
故
自
乾
隆
三
十
七
年

以
前
番
人
豈
盡
醇
良
蒙
古
豈
無
失
竊
而
𢿙
十

年
相
安
無
事
者
用
此
道
也
自
三
十
七
年
清
理

舊
案
署
貴
德
縣
丞
林
奉
檄
辦
理
始
將
其
事
歸

之
地
方
官
林
丞
以
賠
贜
盡
清
積
案
一
時
雖
見

功
而
貽
𢿙
十
年
之
害
葢
蒙
古
刁
風
自
此
長
矣

嗣
後
青
海
衙
門
竟
忘
爲
己
分
內
所
應
辦
之
事

盡
諉
之
地
方
官
凡
搶
刼
之
案
不
勘
不
訊
但
奉

蒙
古
一
言
卽
爲
鐵
案
咨
檄
頻
頻
而
總
督
亦
不

查
照
徃
例
嚴
檄
催
廹
地
方
官
無
計
可
施
四
十

三
年
又
用
前
法
脅
以
兵
威
廹
之
估
賠
詳
觀
諸



 

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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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八

夷

情

　
　
　
　
十
一

卷
所
咨
之
案
族
分
地
方
尙
不
知
處
所
其
所
指

姓
名
豈
可
爲
據
且
有
失
事
半
年
方
具
報
者
眞

僞
不
問
可
知
卽
委
員
亦
言
不
無
𡨚
抑
特
以
已

經
咨
明
不
得
不
辦
馬
牛
羊
隻
𢿙
至
累
千
而
蒙

古
之
得
計
愈
甚
番
民
之
怨
毒
益
深
矣
蒙
古
知

虛
調
可
以
聳
聽
也
以
無
爲
有
以
少
爲
多
一
詞

上
報
卽
代
估
贜
何
樂
而
不
爲
番
民
旣
不
甘
心

於
蒙
古
則
日
搶
刼
以
報
仇
此
由
地
方
官
不
分

虚
實
不
辦
善
惡
安
生
樂
業
之
人
亦
將
起
而
爲

盗
矣
謝
通
判
所
禀
可
謂
深
切
著
明
洞
悉
利
弊

乃
方
批
准
間
旋
畏
青
海
而
中
止
皆
時
奉
令
承

教
之
不
暇
不
顧

國
家
之
大
體
不
思
安
邊
之
大
畧
究
竟
賊
不
可
得

但
以
估
贜
代
賠
爲
事
前
案
未
結
後
案
復
起
延

至
五
十
五
年
而
搶
刼
之
案
都
統
奎
且
入
奏
矣

賴
當
時
深
知
大
體
雖
嚴
檄
頻
催
而
不
用
兵
不

估
贜
懸
賞
搆
捕
得
三
二
名
即
入
奏
結
案
可
謂

深
謀
遠
慮
與
岳
尹
二
公
異
世
同
揆
也
至
五
十



 

循
化
志
　
　

卷
八

夷

情

　
　
　
　
十
二

六
年
又
有
札
薩
克
鎗
亡
之
案

皇
上
聖
明
以
番
夷
搶
掠
傷
人
俱
係
尋
常
之
事
令
貴

德
循
化
所
屬
番
俱
歸
青
海
衙
門
管
理
責
任
旣

專
辦
理
自
易
自
此
復
可
以
相
安
無
事
矣
夫
蒙

古
本
在
北
口
外
青
海
一
帶
皆
屬
番
地
故
漢
武

開
河
西
四
郡
名
爲
斷
匈
奴
右
臂
以
絶
羗
戎
交

通
之
路
歴
代
防
邊
莫
要
於
此
自
明
季
俺
答
部

落
藉
詞
拜
佛
遂
留
牧
方
佔
據
青
海
歲
爲
邊
患

國
朝
雖
稱
外
藩
然
其
心
恒
思
役
屬
諸
番
以
爲
羽

翼
觀
加
咱
思
滿
受
等
族
廹
勒
投
順
給
之
印
帖

又
番
人
供
不
皆
投
順
因
誣
爲
賊
其
設
心
大
槪

可
知
而
地
方
官
乃
助
其
威
勢
廹
脅
番
民
使
之

無
可
告
辭
其
勢
不
盡
折
歸
於
蒙
古
不
止
否
則

聯
絡
諸
寨
同
心
合
力
以
爲
抗
拒
若
東
漢
之
未

罕
开
諸
番
解
仇
結
盟
其
爲
邊
患
可
勝
言
哉
向

非

皇
上
聖
明
今
當
辦
理
得
宜
日
甚
一
日
將
來
正
未
可

知
耳
故
統
觀
甘
省
之
事
大
概
壞
於
四
十
二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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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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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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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
年
之
間
其
大
者
如
撒
喇
之
事
宜
辦
而
不
辦
以

釀
成
大
禍
馬
案
之
事
不
宜
辦
而
辦
又
幾
爲
後

日
之
憂
封
疆
大
臣
不
知
輕
重
可
爲
殷
鍳
也

五
十
六
年
總
督
勒
都
統
奎
會
奏

上
諭
駐
劄
西
甯
辦
事
大
臣
向
知
管
理
青
海
蒙
古
番
子
應

將
蒙
古
邊
界
就
近
貴
德
循
化
等
處
番
子
亦
令
西
甯

辦
事
大
臣
兼
管
遇
有
𥩈
盗
案
件
查
辦
時
必
更
得
力

着
飭
交
勒
保
會
同
奎
　
將
歸
併
管
理
之
處
定
議
奏

聞
欽
此
奴
才
奎
到
蘭
與
奴
才
勒
保
面
商
除
西
甯

等
屬
黃
河
以
北
各
番
族
撫
綏
日
久
耕
牧
爲
生
與
齊

民
無
異
毋
庸
議
外
其
循
化
歸
德
兩
處
番
衆
在
黃
河

以
南
與
蒙
古
南
五
族
札
薩
克
游
牧
處
所
地
界
毗
連

遠
近
不
一
內
循
化
所
屬
熟
番
十
八
寨
四
屯
貴
德
所

屬
熟
番
五
十
四
寨
族
俱
耕
種
埫
畝
完
納
番
糧
住
居

土
房
已
成
村
落
設
有
千
戸
百
戸
鄉
約
等
頭
目
管
理

各
番
俱
聽
約
束
不
敢
滋
事
惟
邊
界
生
番
向
來
不
知

耕
種
以
打
牲
爲
業
揷
帳
住
居
搬
移
無
定
並
無
番
目

管
轄
平
時
亦
不
進
城
市
此
循
化
貴
德
兩
處
熟
番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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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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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
番
之
情
形
也
此
等
邊
界
生
番
因
與
蒙
古
較
近
每
有

搶
掠
牲
畜
之
事
今
歸
併
駐
劄
辦
事
大
臣
兼
管
奴
才

等
籌
酌
兩
處
番
子
雖
有
生
熟
之
異
但
住
居
族
寨
犬

牙
相
錯
難
以
劃
分
應
將
該
二
處
生
熟
各
番
統
歸
奴

才
奎
衙
門
兼
管
嗣
後
除
番
地
應
納
番
糧
仍
歸
文
員

催
收
交
納
其
番
子
搶
掠
蒙
古
案
件
均
由
奴
才
奎
衙

門
照
例
辦
理
其
番
子
與
漢
民
交
渉
命
盗
案
件
仍
歸

循
化
貴
德
同
知
審
辦
由
該
管
上
司
核
轉
分
别
題
咨

完
結
再
查
番
子
嗜
利
恃
强
搶
掠
牲
畜
以
致
傷
人
誠

如

聖
諭
係
𡬶
常
之
事
但
蒙
古
如
能
加
意
防
範
番
子
亦
不
敢

深
入
近
來
每
有
蒙
古
勾
通
引
路
情
事
卽
如
沙
拉
布

被
搶
傷
斃
竟
係
該
札
薩
克
屬
下
人
勾
引
番
衆
搶
掠

斃
命
實
屬
不
成
事
體
伏
查
本
年
三
月
欽
奉

上
諭
青
海
蒙
古
所
設
卡
倫
並
不
留
心
防
範
及
至
番
子
搶

奪
全
賴
報
官
替
伊
辦
理
况
蒙
古
反
勾
引
番
子
搶
奪

實
屬
不
堪
憐
憫
嗣
後
老
再
有
勾
引
番
子
搶
奪
等
事

斷
然
不
朁
伊
辦
理
仍
重
治
其
罪
煌
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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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
聖
訓
誠
欲
使
蒙
古
各
知
儆
畏
乃
竟
全
不
悛
改
仍
勾
通
番

子
出
入
卡
倫
肆
行
刼
殺
奴
才
等
酌
議
自
此
後
如
有

蒙
古
被
盗
搶
殺
等
案
蒙
古
自
能
拿
獲
賍
賊
呈
報
者

奴
才
奎
卽
從
嚴
辦
理
如
不
能
拿
獲
事
後
呈
報
者
奴

才
奎
遵
前
奉

諭
旨
不
與
辦
理
似
於
整
飭
之
中
寓
儆
戒
之
意
番
子
蒙
古

兩
有
裨
益

㕔

卷

十
二
月
總
督
勒
奏
准
軍
機
大
臣
議
覆
臣
與
奎

會
奏
一
摺
稱
生
番
並
無
頭
目
究
恐
約
束
爲
難
應
如

何
就
生
番
內
設
立
千
百
戸
責
令
稽
查
管
束
行
令
再

議
據
司
道
議
詳
二
屬
所
管
生
番
居
住
深
山
語
言
旣

不
相
通
且
從
不
到
城
市
今
爲
之
設
立
頭
目
遣
人
傳

調
勢
必
躱
避
不
前
親
至
其
地
代
爲
選
擇
番
性
多
疑

轉
致
張
惶
驚
擾
請
暫
仍
其
舊
徐
爲
設
法
等
因
臣
查

生
番
向
無
統
屬
挿
帳
居
住
搬
移
無
定
今
設
立
頭
目

强
以
所
難
非
惟
不
從
約
束
且
恐
勢
不
相
下
臣
思
此

事
非
一
時
所
能
辦
理
惟
囑
地
方
官
廣
爲
化
導
俾
稍

知
法
度
遇
事
痛
加
懲
創
以
馴
其
性
擇
其
安
分
守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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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六

者
優
加
奬
賞
堅
具
向
善
之
心
相
習
日
久
情
意
漸
孚

然
後
就
其
素
所
服
者
賞
給
千
百
戸
之
衙
庻
番
性
不

致
疑
懼
此
時
似
應
仍
循
其
舊
　
五
十
七
年
正
月
初

九
日
奉

硃
批
所
見
是
卽
有
旨
且
此
時
亦
無
暇
及
此
欽
此

㕔

卷

按
循
化
所
屬
生
番
五
十
二
寨
未
嘗
無
頭
目
然

有
名
無
實
番
人
實
不
受
其
約
束
伊
亦
不
見
官

長
廣
爲
化
導
遇
事
痛
加
懲
創
誠
撫
御
之
良
規

也
囘
變

囘
教
一
而
已
矣
所
傳
天
經
三
十
本
云
出
自
唐
時
其
祖

師
馬
哈
嘛
所
爲
囘
民
世
守
之
至
乾
隆
初
年
而
河
州
囘

民
始
有
前
開
後
開
之
異
前
開
者
先
開
齋
而
後
禮
拜
也

後
開
者
先
禮
拜
而
後
開
齋
也
其
始
不
知
何
時
然
教
遂

自
是
分
而
爲
二
前
開
之
教
簡
而
便
趨
之
者
衆
顧
其
異

者
節
目
之
不
同
耳
無
二
經
也
馬
來
遲
者
河
州
之
前
開

囘
民
也
始
爲
冥
沙
經
葢
纂
輯
天
經
爲
之
囘
民
吉
㐫
之

事
必
請
阿
渾
誦
經
謝
以
銀
錢
謂
之
布
施
阿
渾
者
掌
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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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八

罔

變

　
　
　
　
十
七

之
名
也
顧
經
多
則
人
衆
而
費
廣
㝠
沙
經
一
冊
旣
簡
而

省
費
又
新
其
耳
目
一
時
翕
然
從
之
前
開
之
教
愈
盛
然

其
意
以
巧
取
布
施
而
已
無
他
志
也
乾
隆
十
三
年
後
開

囘
民
馬
應
煥
赴
京
控
馬
來
遲
邪
教
惑
衆
經
前
巡
撫
黃

審
題
將
馬
應
煥
依
誣
告
律
反
坐
從
重
照
衝
𥤮
儀
杖
例

問
擬
充
軍
並
議
令
前
開
後
開
各
遵
祖
教
遇
有
䘮
事
不

許
一
起
延
請
兩
造
念
經
致
滋
事
端
飭
遵
在
案
馬
來
遲

與
其
子
國
寶
遂
往
來
行
教
韓
哈
濟
者
撒
喇
十
二
工
世

傳
之
總
掌
教
也
師
而
事
之
於
是
十
二
工
皆
前
開
之
教

矣
馬
明
清
者
安
定
之
關
川
囘
民
也
羡
馬
來
遲
之
得
利

學
其
所
爲
别
纂
一
經
名
曰
卯
路
畧
異
其
節
目
而
更
簡

二
十
六
年
始
來
撒
喇
撒
喇
囘
民
賀
麻
路
乎
蘓
四
十
三

延
於
其
家
拜
爲
師
從
之
者
寖
衆
遂
别
爲
新
教
而
以
前

開
之
教
爲
老
教
然
皆
非
囘
民
自
古
相
傳
之
舊
也
新
教

之
異
念
經
時
則
搖
頭
念
畢
則
耍
拳
舞
手
共
死
而
葬
之

也
以
足
踏
墳
視
其
升
天
入
地
之
别
大
畧
不
過
如
此
然

佐
之
以
邪
術
入
教
者
每
食
皆
能
兼
𢿙
人
又
至
死
不
變

且
新
教
富
而
老
教
貧
入
其
教
者
皆
有
周
濟
人
情
貪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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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八

附
之
者
愈
衆
反
盛
於
馬
來
遲
之
教
於
是
争
端
起
矣
二

十
七
年
馬
明
清
與
馬
國
寶
相
遇
於
撒
喇
以
講
經
不
同

致
訟
遊
擊
馬
　
逐
囘
各
原
籍
不
許
在
番
地
生
事
而
賀

麻
路
乎
等
與
韓
哈
濟
等
各
爲
争
教
不
和
賀
麻
路
乎
始

於
張
哈
工
禮
拜
寺
殿
旁
另
畫
一
圖
爲
禮
拜
之
所
繼
遂

自
創
三
寺
率
其
黨
自
行
禮
拜
三
十
四
年
韓
哈
濟
以
賀

麻
路
乎
不
導
教
規
具
控
前
同
知
張
春
芳
將
三
新
寺
暫

封
閉
俟
兩
造
和
悅
之
日
再
開
并
枷
責
賀
麻
路
乎
等
賀

麻
路
乎
不
甘
遂
以
邪
教
控
韓
哈
濟
於
臬
司
而
哈
濟
之

弟
韓
五
亦
以
邪
教
訴
賀
麻
路
乎
經
蘭
州
麻
囘
河
州
循

化
㕔
訊
詳
臬
司
胡
　
轉
詳
總
督
明
　
題
奏
各
依
誣
告

反
坐
賀
麻
路
乎
以
首
事
從
重
發
烏
魯
木
齊
給
兵
丁
爲

奴
韓
五
流
三
千
里
議
明
兩
教
旣
不
願
合
一
亦
不
必
强

之
使
合
各
舉
掌
教
約
束
稽
查
新
立
三
寺
仍
聽
分
開
禮

拜
其
馬
明
清
馬
國
寶
等
皆
不
究
而
蘓
四
十
三
亦
案
內

有
名
之
人
也
俱
以
無
干
開
釋
卷
中
有
查
家
工
陸
某
等

四
人
具
結
以
前
爲
蘓
四
十
三
誘
入
新
教
今
願
仍
歸
舊

教
不
知
何
衙
門
所
批
𣓪
邪
歸
正
甚
屬
可
嘉
賞
銀
牌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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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九

靣
夫
旣
知
蘓
四
十
三
之
爲
邪
乃
釋
而
不
罪
何
也
蘓
四

十
三
者
本
河
州
囘
民
也
其
祖
始
遷
居
撒
喇
街
子
工
父

蘓
那
黑
置
莊
田
於
查
家
工
之
古
節
列
莊
遂
爲
節
列
莊

人
賀
麻
路
乎
旣
遣
四
十
三
遂
爲
新
教
之
魁
馬
明
清
歸

關
川
徃
來
常
視
之
又
有
韓
二
個
者
清
水
工
河
西
莊
之

富
囘
也
亦
爲
新
教
頭
人
四
十
三
以
謀
而
二
個
以
財
兩

人
互
爲
用
四
十
三
常
主
於
二
個
之
家
潛
蓄
異
志
散
家

財
多
造
鳥
鎗
藏
於
家
然
徒
衆
未
盛
謀
猶
未
露
也
清
水

工
分
河
東
河
西
二
莊
河
東
皆
老
教
河
西
皆
新
教
三
十

八
年
九
月
新
教
誘
河
東
莊
附
己
韓
個
牙
等
奔
而
從
之

者
二
十
家
老
教
赴
㕔
控
理
塗
遇
争
鬪
殺
新
教
一
人
同

知
張
春
芳
斷
以
罰
服
案
猶
未
結
十
一
月
韓
二
個
率
其

黨
入
河
東
莊
殺
死
老
教
四
人
亦
照
番
例
完
結
二
個
枷

責
而
已
自
是
之
後
争
鬪
不
息
然
文
武
官
差
弁
役
彈
壓

尙
知
畏
法
歛
退
至
四
十
五
年
九
月
打
速
古
莊
有
䘮
兩

教
復
争
鬪
傷
新
教
一
人
𢿙
日
而
死
同
知
洪
彬
斷
以
半

命
罰
服
而
蘓
四
十
三
韓
二
個
主
使
屍
親
不
具
領
十
二

月
十
六
日
蘓
四
十
三
遂
於
韓
二
個
家
殺
牛
羊
會
草
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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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
壩
八
工
新
教
令
備
器
械
將
盡
殺
老
教
滅
土
司
上
六
工

以
己
主
之
下
六
工
以
二
個
主
之
四
十
六
年
正
月
初
八

日
定
匠
莊
新
教
馬
八
十
個
等
遂
起
事
殺
别
列
莊
老
教

一
人
圍
定
匠
莊
老
教
之
家
别
列
乙
麻
木
二
莊
老
教
救

之
互
有
殺
傷
十
二
日
蘓
四
十
三
韓
二
個
率
其
黨
千
餘

人
圍
清
水
河
東
莊
攻
入
之
殺
二
人
獲
其
戸
長
卽
哈
戸

長
韓
三
十
八
等
十
八
人
脅
韓
三
十
八
降
不
從
臠
而
殺

之
餘
皆
惶
懼
乞
降
蘓
四
十
三
戴
大
紅
頂
自
稱
囘
王
韓

二
個
以
下
皆
藍
白
頂
立
旗
號
遂
圍
下
白
莊
紅
莊
張
哈

莊
里
長
莊
上
拉
便
等
莊
所
過
皆
勒
令
獻
器
械
歸
降
老

教
亦
集
衆
相
拒
而
勢
不
敵
傷
亡
者
多
其
莊
小
戸
寡
者

或
降
或
逃
或
入
城
赴
河
州
控
告
自
正
月
至
二
月
放
火

殺
人
一
日
不
絶
也
其
時
洪
同
知
在
省
中
遊
擊
胡
松
阿

差
弁
帶
兵
往
來
彈
壓
而
不
能
禁
止
以
書
及
檄
速
洪
之

歸
洪
猶
以
爲
蠻
夷
仇
殺
之
常
不
介
意
遷
延
不
至
至
韓

三
十
八
之
子
赴
總
督
喊
控
始
於
三
月
初
囘
署
而
勢
已

猖
獗
矣
初
七
日
文
武
同
至
查
家
溝
彈
壓
老
教
尙
畏
避

新
教
卽
於
其
前
施
放
鎗
箭
殺
二
人
初
八
日
又
圍
其
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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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一

逼
降
乃
連
具
兩
禀
敘
實
在
情
形
而
其
時
老
教
韓
哈
拉

勿
亦
赴
總
督
控
理
委
蘭
州
府
知
府
楊
士
璣
赴
循
查
辦

隨
接
㕔
禀
又
委
河
州
協
副
將
新
柱
會
同
彈
壓
辦
理
然

猶
飭
以
鎭
静
妥
辦
其
意
尙
欲
顢
頇
了
局
也
委
員
候
補

通
判
謝
桓
先
𢿙
日
到
循
傳
論
蘓
四
十
三
等
赴
案
不
從

十
八
日
新
副
將
先
入
境
新
教
佯
爲
老
教
出
迎
新
副
將

諭
以
新
教
若
不
遵
法
我
當
爲
汝
老
教
作
主
盡
洗
之
然

所
帶
兵
僅
四
十
名
徒
大
言
耳
蘓
四
十
三
等
聞
是
言
反

志
益
急
卽
於
是
日
在
張
哈
莊
殺
牛
羊
糾
聚
徒
黨
議
舉

事
是
夜
新
副
將
宿
白
莊
而
𣓾
知
府
宿
起
臺
堡
有
老
教

二
人
逃
出
莊
逆
黨
追
其
一
殺
之
一
人
奔
至
白
莊
公
館

告
變
新
副
將
以
爲
妄
言
驅
出
之
不
設
備
所
帶
器
械
皆

束
騾
䭾
上
未
解
也
一
更
時
蘓
四
十
三
率
其
黨
一
千
餘

人
圍
公
館
擁
入
新
副
將
猶
未
卧
便
衣
坐
椅
上
卽
就
刺

殺
之
剝
其
頂
戴
衣
服
蘓
四
十
三
服
之
循
化
外
委
劉
漢

時
㕔
家
人
劉
榮
㕔
役
杜
金
玉
鄧
哲
崔
布
青
長
玉
金
馬

夫
楊
進
善
馬
才
馬
束
卜
朱
祿
張
伏
皆
死
四
十
兵
僅
一

二
得
脱
刦
馬
十
三
匹
騾
二
頭
次
日
黎
明
至
起
臺
堡
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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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二

中
已
得
信
城
上
放
鎗
砲
然
本
堡
兵
不
滿
百
河
州
來
兵

僅
六
十
力
不
及
午
刻
城
破
楊
知
府
端
坐
館
中
蘓
四
十

三
入
見
猶
執
部
民
禮
叩
拜
其
案
韓
曰
今
已
反
矣
何
拜

爲
楊
遂
大
罵
羣
擁
至
庭
刺
殺
之
署
守
備
徐
登
彦
經
制

外
委
陳
伏
得
及
隨
來
之
珍
珠
族
土
司
韓
成
璘
皆
遇
害

蘭
州
府
刑
書
陳
繼
昌
府
役
梁
宗
世
門
子
司
成
美
河
州

役
閆
昌
等
㕔
役
慈
伏
全
劉
生
增
姜
成
陳
進
寶
陳
興
庫

陳
友
庫
豆
有
庫
黨
守
全
馬
夫
劉
法
朱
信
白
珍
俱
死
獨

其
家
人
韓
承
懷
印
逃
出
徼
於
狹
道
州
庫
其
幕
友
韓
某

逃
出
堡
遇
賊
盡
剝
其
衣
凍
死
山
中
蘓
四
十
三
奪
帳
房

軍
械
騾
馬
等
遂
趨
河
州
迎
其
師
馬
明
清
循
化
城
於
十

九
日
早
得
白
莊
之
信
時
在
城
者
胡
遊
擊
洪
同
知
謝
通

判
及
貴
德
遊
擊
白
守
忠
亦
奉
委
來
者
乃
聯
銜
移
河
州

飛
禀
督
司
道
府
請
兵
西
□
調
撒
喇
老
教
及
名
番
寨
土

兵
爲
城
守
計
分
兵
境
內
搜
捕
逆
黨
及
其
家
屬
二
十
三

日
署
西
甯
總
兵
貢
公
楚
達
爾
永
安
營
遊
擊
祥
領
兵
一

兵
至
二
十
四
日
祥
遊
擊
領
兵
五
百
土
司
韓
昱
領
兵
五

百
赴
河
州
追
剿
三
十
日
貢
總
兵
謝
通
判
白
遊
擊
又
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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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三

官
土
兵
一
千
五
百
名
繼
進
然
賊
已
於
二
十
一
日
破
河

州
知
州
周
植
走
死
入
循
化
㕔
行
署
殺
洪
同
知
之
親
汪

有
介
及
㕔
役
崔
奉
良
姜
春
魁
雷
昇
太
掠
其
什
物
遂
由

小
路
趨
蘭
州
時
總
督
勒
在
狄
道
城
中
無
兵
賴
布
政
使

王
公
廷
贊
率
民
夫
力
守
得
全
官
兵
旣
集
賊
遂
據
華
林

山
凡
四
閲
月
至
七
月
始
滅
云
馬
明
清
者
二
月
內
老
教

執
新
教
一
人
名
畢
梁
瓦
者
送
官
訊
知
有
約
馬
明
清
之

信
謝
通
判
宻
遣
捷
足
役
由
間
道
至
安
定
時
安
定
令
黃

道
　
設
計
賺
馬
明
清
進
城
解
省
報
明
此
事
將
馬
明
清

寄
縣
獄
蘓
四
十
三
等
至
殺
於
城
內
以
絶
患
韓
二
個
則

攻
河
州
時
中
炮
死
蘓
四
十
三
等
皆
殱
於
華
林
山
其
未

赴
省
及
逃
亡
并
其
家
屬
自
三
月
至
八
月
爲
循
化
兵
捕

殺
一
百
餘
名
生
獲
男
婦
㓜
孩
六
百
餘
名
逆
黨
皆
正
法

婦
女
遺
伊
犂
給
兵
丁
爲
奴
男
孩
遣
雲
南
監
斃
及
逃
匿

深
山
凍
餓
死
者
不
在
內
凡
撒
喇
十
二
工
惟
查
汗
大
寺

孟
達
夕
厰
三
工
無
新
教
其
九
工
新
教
凡
九
百
七
十
六

戸
皆
剿
盡
無
餘
房
屋
多
燬
所
遺
田
地
給
老
教
土
兵
陣

亡
之
家
屬
分
種
以
爲
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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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四

按
新
教
之
亂
非
一
朝
一
夕
之
故
也
予
聞
前
同

知
善
達
用
法
嚴
回
民
畏
之
調
口
管
糧
臨
去
謂

人
曰
蘓
四
十
三
韓
二
個
後
必
爲
亂
惜
吾
方
去

未
及
除
之
□
憾
耳
然
則
四
十
六
年
之
變
無
論

知
愚
早
已
遂
知
之
矣
當
賀
麻
路
乎
争
控
時
蘓

四
十
三
已
爲
黨
魁
遣
而
去
之
易
易
耳
而
顒
頇

結
局
姑
息
□
奸
遂
貽
大
患
至
四
十
六
年
正
月

其
勢
雖
盛
謀
猶
未
合
也
洪
同
知
早
囘
文
武
同

心
請
兵
擒
撫
且
有
老
教
爲
我
用
滅
之
何
難
而

觀
望
兩
月
養
成
其
勢
至
事
不
可
掩
始
命
大
員

經
理
然
猶
飭
以
鎭
靜
其
意
尙
欲
以
文
告
招
徠

逆
賊
也
新
副
將
所
住
白
莊
距
循
化
四
十
里
距

土
司
韓
光
祖
之
莊
僅
二
十
餘
里
當
老
教
告
變

馳
至
其
家
號
召
老
教
猶
可
相
持
以
待
援
逆
囘

有
後
顧
之
憂
必
不
敢
深
入
河
蘭
也
乃
始
旣
大

言
以
速
變
繼
復
自
用
以
亡
身
一
死
不
足
塞
責

也
當
雍
正
乾
隆
之
際
循
化
有
兵
八
百
名
河
州

亦
設
鎭
而
當
事
無
識
日
裁
月
减
至
於
是
時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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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五

營
之
兵
存
者
僅
𢿙
百
人
變
起
無
兵
可
用
遂
幾

於
所
向
無
堅
城
向
非
王
方
伯
誓
死
力
守
蘭
州

一
破
其
患
尙
可
言
哉
嗚
乎
上
下
苟
安
厝
火
巢

幕
無
事
不
知
預
防
有
事
又
復
畏
事
是
可
鑒
已

善
後
事
宜

附

逆
囘
旣
滅
議
奏
善
後
事
宜
其
增
添
營
制
已
詳
各
條
矣

其
爲
囘
民
設
及
後
續
者
具
列
之

囘
民
不
得
復
稱
總
掌
教
掌
教
阿
洪
阿
衡
師
父
名
目

擇
老
成
人
充
鄕
約
稽
查
約
束
循
化
掌
教
改
爲
總
練

阿
洪
改
爲
鄉
約
　
新
教
禮
拜
寺
全
毁
舊
教
嗣
後
亦

不
得
增
建
　
不
許
留
外
來
囘
民
學
經
教
經
及
住
居

每
年
鄉
約
頭
人
具
無
新
教
及
前
項
情
節
甘
結
一
次

地
方
官
加
結
年
終
彚
齊
送
部
撒
喇
囘
民
不
許
私
行

出
入
內
地
貿
易
者
土
司
呈
㕔
給
路
照
移
明
所
至
州

縣
變
貨
畢
速
令
囘
巢
各
關
隘
派
兵
巡
查
無
路
票
及

所
載
不
符
者
拿
究
每
季
按
起
𢿙
造
冊
結
報
　
四
十

八
年
孟
達
工
之
本
厰
他
撒
兩
莊
囘
民
有
在
積
石
關

內
耕
種
及
在
關
內
居
住
者
於
河
州
前
川
會
納
糧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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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六

官
未
及
清
查
該
處
囘
民
入
關
收
穫
爲
守
兵
所
阻
委

蘭
州
道
陳
內
查
關
內
置
田
房
共
二
十
三
戸
給
價
令

移
關
外
各
工
其
後
有
馬
六
十
三
等
六
戸
仍
於
近
關

修
屋
河
州
城
守
營
移
明
拆
毁
交
其
房
親
安
挿
　
四

十
九
年
孟
打
工
之
𧴲
同
莊
他
撒
坡
莊
木
厰
莊
田
地

甚
少
以
背
柴
炭
赴
積
石
關
內
之
韓
何
家
集
平
定
舖

變
賣
米
麫
糊
口
新
例
不
准
入
關
三
莊
囘
民
呈
訴
河

州
總
兵
哈
禀
議
三
莊
距
韓
何
家
集
等
處
十
里
至
二

十
里
不
等
距
循
化
城
六
七
十
里
若
令
領
路
票
徃
返

有
誤
生
理
又
不
可
漫
無
稽
查
請
飭
循
化
㕔
查
造
三

莊
花
戸
姓
名
年
貌
清
冊
交
守
關
員
弁
每
名
給
㕔
畫

押
對
牌
三
莊
各
派
頭
人
在
關
協
查
如
與
冊
造
對
牌

不
符
卽
行
阻
止
符
者
聽
其
出
入
早
出
晚
歸
批
准
飭

行
三
莊
造
冊
共
一
百
九
十
七
戸
二
百
八
十
五
名

鹽
茶
逆
囘
變
後
六
月
奉

上
諭
囘
民
無
分
新
教
舊
教
止
以
從
逆
者
治
罪
按
察
議
新

教
舊
教
均
係
良
民
不
便
岐
視
從
前
議
禁
當
畧
爲
□

通
嗣
後
嚴
禁
囘
民
邪
教
及
阿
渾
名
目
亦
不
許
添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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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八

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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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七

禮
拜
寺
及
留
外
來
囘
民
居
住
其
念
經
原
非
例
禁
值

不
得
聚
集
禮
拜
寺
仍
令
鄕
約
稽
查
如
有
匪
徒
在
寺

謀
爲
詭
秘
即
禀
究
年
底
仍
取
具
甘
結
地
方
官
加
結

□
賫

按
此
亦
申
明
舊
例
但
將
新
教
字
樣
改
爲
邪
教

耳
然
今
新
教
之
禁
尙
甚
嚴
此
條
葢
未
奉
行
也

五
十
四
年
西
甯
蘓
代
原
之
案
總
督
札
飭
各
屬
囘
民

不
許
留
外
來
人
教
經
學
經
不
許
此
村
之
人
前
徃
彼

村
念
經
不
許
存
卯
路
明
沙
等
經
鄕
約
頭
人
具
結
地

方
官
加
結
按
季
申
送
　
署
河
州
知
州
凃
躍
龍
禀
竊

照
甘
省
多
漢
囘
雜
處
而
河
州
爲
最
囘
民
性
貪
心
忍

行
黠
志
齊
所
在
聚
族
而
居
即
十
𢿙
家
亦
各
爲
村
莊

建
禮
拜
寺
以
奉
其
教
凡
冠
婚
䘮
祭
必
延
管
事
之
人

誦
經
貧
富
皆
有
布
施
自
馬
明
清
倡
立
新
教
摘
三
十

本
番
經
爲
一
本
名
曰
卯
路
同
時
馬
來
遲
亦
集
有
明

沙
經
無
非
巧
取
佈
施
之
法
葢
古
經
三
十
本
誦
時
必

𢿙
十
人
方
可
蕆
事
明
沙
卯
路
簡
而
易
誦
𢿙
人
一
二

人
亦
可
所
得
佈
施
古
教
𢿙
十
人
分
之
不
足
新
教
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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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八

人
得
之
卽
見
有
餘
囘
民
樂
於
簡
易
從
者
紛
然
射
利

之
徒
又
從
而
煽
誘
之
此
社
之
人
勾
之
彼
社
彼
寺
之

人
引
至
此
寺
旣
奪
其
利
復
奪
其
人
始
則
争
訟
繼
則

仇
殺
以
致
釀
成
事
端
兩
次
懲
創
議
立
規
條
至
周
且

詳
而
爲
日
未
久
輙
復
紛
争
究
其
所
以
從
前
但
知
囘

民
有
大
寺
明
立
管
事
鄕
約
而
不
知
各
村
寺
俱
有
小

寺
亦
私
立
管
事
頭
人
一
切
念
經
令
請
本
社
頭
人
不

許
另
延
别
寺
鄕
約
是
驅
各
寺
鄕
約
統
轄
於
大
寺
鄕

約
也
查
河
州
舊
有
大
寺
二
百
二
十
座
每
寺
正
副
鄕

約
俱
報
明
在
州
有
案
惟
大
寺
之
下
所
轄
小
寺
自
五

六
座
至
十
餘
座
不
等
約
計
小
寺
在
一
千
以
外
小
寺

離
大
寺
近
在
𢿙
十
里
遠
則
四
五
十
里
不
等
每
遇
禮

拜
之
期
風
雨
阻
滯
路
遠
不
到
大
寺
鄕
約
以
禮
拜
少

一
人
卽
佈
施
少
一
分
遂
至
争
控
以
另
立
教
道
互
訐

職
思
欲
息
其
争
莫
若
各
歸
各
寺
况
統
歸
大
寺
合
之

以
聯
其
情
不
若
各
歸
本
寺
散
之
以
分
其
勢
但
不
立

章
程
恐
小
寺
爲
藏
奸
之
所
必
於
各
歸
本
寺
之
中
寓

編
查
保
甲
之
法
旣
息
現
在
之
争
並
弭
後
來
之
患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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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九

令
大
小
寺
郷
約
將
所
轄
烟
戸
歸
於
保
甲
造
冊
辦
理

所
有
議
定
章
程
臚
列
於
左
一
向
例
編
查
保
甲
無
論

漢
囘
總
以
十
戸
爲
一
牌
十
牌
爲
一
甲
十
甲
爲
一
保

今
令
照
寺
分
造
不
歸
入
漢
民
保
甲
如
遷
徙
增
添
該

寺
鄕
約
隨
時
開
除
具
報
違
者
照
脫
漏
戸
口
律
治
罪

一
大
小
寺
各
有
鄕
約
今
旣
歸
本
寺
勿
論
大
小
禮
拜

日
期
該
約
率
領
所
管
烟
戸
不
准
赴
别
寺
禮
拜
婚
䘮

止
請
本
寺
鄕
約
念
經
不
許
别
寺
攙
奪
犯
者
照
光
棍

擾
害
良
民
例
極
邊
充
軍
一
囘
民
念
經
本
寺
鄕
約
儘

可
教
讀
節
藉
口
擇
師
亦
止
准
延
請
同
寺
之
人
如
勾

引
别
寺
之
人
教
讀
者
將
爲
首
之
人
與
所
延
之
人
俱

照
左
道
惑
人
爲
從
律
邊
遠
充
軍
一
囘
民
學
習
囘
經

竟
有
隔
府
隔
縣
隔
省
之
人
來
河
學
習
查
各
處
均
有

教
經
之
人
何
故
遠
渉
𢿙
千
里
其
心
即
不
可
問
應
分

别
嚴
禁
除
隔
屬
遠
來
者
仍
照
左
道
惑
衆
改
遣
外
至

窩
留
隔
遠
之
人
同
照
不
問
來
歴
窩
藏
接
引
例
反
覺

輕
縱
請
比
强
盗
窩
主
存
留
三
人
以
上
者
改
遣
例
一

體
問
發
一
漢
囘
教
道
久
分
徃
徃
有
漢
民
改
爲
囘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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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
究
其
所
以
有
囘
民
乏
嗣
抱
養
漢
民
爲
子
者
有
無
□

漢
奸
貪
財
歸
囘
者
應
分
别
嚴
禁
抱
養
者
漢
民
本
生

父
及
囘
民
照
畧
誘
例
各
杖
一
百
徒
三
年
如
無
父
母

罪
坐
該
親
房
戸
首
照
所
得
罪
減
一
等
其
叛
漢
歸
囘

者
照
謀
叛
謀
而
未
行
爲
首
律
擬
絞
以
前
改
從
囘
教

本
身
已
故
子
孫
相
沿
已
久
未
便
押
令
歸
漢
聽
其
自

便
於
保
甲
冊
內
註
明
如
本
人
現
在
限
三
月
內
改
歸

漢
教
違
者
仍
照
謀
叛
律
問
擬
該
管
各
約
知
而
不
舉

亦
照
罪
人
減
二
等
科
㫁
一
禮
拜
寺
本
屬
淫
祀
但
相

沿
已
久
未
便
拆
毁
惟
清
查
後
有
私
添
建
者
照
私
剏

𤲅
院
律
爲
首
杖
一
百
邊
遠
充
軍
該
約
不
舉
減
一
等
治

罪
地
方
官
失
察
議
處
一
管
寺
鄕
約
與
管
會
鄕
約
應

分
别
責
成
凡
禮
拜
念
經
教
經
等
事
如
有
□
奪
勾
引

諸
弊
責
成
管
寺
鄕
約
至
娼
盗
賭
博
姦
拐
管
事
責
令

管
寺
與
管
會
鄕
約
一
體
察
舉
失
查
及
知
情
受
財
故

縱
等
弊
按
所
犯
輕
重
一
體
分
别
治
罪
一
各
社
會
囘

民
亦
有
親
友
徃
來
如
非
到
寺
禮
拜
又
無
念
經
教
經

實
據
該
約
挾
嫌
揑
告
卽
以
所
告
之
罪
反
坐
　
兩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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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一

會
議
查
囘
民
聚
處
地
方
原
依
民
戸
編
造
自
成
牌
甲

惟
漢
囘
雜
居
之
區
若
將
囘
民
另
編
轉
致
零
星
不
便

稽
查
是
以
與
漢
民
挨
次
編
列
均
聽
囘
鄕
約
稽
查
厯

年
辦
理
旣
久
且
管
寺
鄉
約
因
革
除
阿
渾
名
目
更
易

不
過
素
習
念
經
未
必
皆
醇
謹
曉
事
若
令
與
囘
民
鄉

約
同
司
保
甲
地
方
諸
事
轉
無
以
專
責
成
所
請
照
寺

分
造
等
語
毋
庸
議
至
嚴
禁
攙
奪
勾
引
及
窩
留
漢
奸

均
應
如
該
州
所
請
但
各
項
治
罪
之
處
均
應
臨
時
按

擬
毋
庸
預
立
科
條
至
增
置
一
條
查
添
建
禮
拜
寺
自

四
十
六
年
久
經
奉
禁
地
方
官
隨
時
查
察
毋
庸
另
立

科
目
仍
令
各
州
縣
將
境
內
現
有
禮
拜
寺
若
干
座
查

明
造
冊
申
送
備
案
並
於
歲
底
取
具
名
約
及
管
寺
鄉

約
甘
結
至
保
甲
旣
照
舊
編
造
所
請
分
别
責
成
亦
毋

庸
議
其
嚴
懲
誣
告
亦
應
如
所
禀
辦
理
以
上
各
條
凡

有
囘
民
之
處
一
體
遵
照
查
辦
其
某
囘
戸
應
歸
某
寺

作
何
分
别
之
處
應
令
州
縣
督
該
約
查
明
造
冊
備
案

其
有
遷
移
隨
時
具
報
增
减
所
需
𥿄
筆
地
方
官
捐
給

十
月
總
督
勒
復
頒
告
示
囘
民
改
存
舊
教
各
歸
本
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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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二

寺
內
誦
經
毋
得
藏
匿
明
沙
卯
路
等
經
搖
頭
脫
鞋
念

經
致
干
嚴
譴
儻
仍
有
新
教
治
罪
不
宥
下
開
五
條
二

禁
攙
奪
一
禁
勾
引
窩
留
一
禁
抱
養
及
改
歸
囘
教
二

禁
添
建
禮
拜
寺
一
禁
誣
告
　
十
二
月
同
知
台
斐
英

阿
造
冊
㕔
屬
禮
拜
寺
共
五
十
九
座
內
大
寺
九
座
小

寺
五
十
座
囘
約
五
十
九
名
囘
民
共
二
千
九
百
二
十

七
戸

按
馬
來
遲
在
馬
明
清
之
前
其
子
國
寶
與
馬
明

清
同
時
凃
禀
葢
未
及
詳
考
也
囘
民
至
今
遵
其

教
葢
有
三
古
教
河
州
間
有
之
循
化
入
工
新
教

旣
除
存
者
皆
馬
來
遲
之
教
惟
明
沙
經
奉
禁
不

敢
念
誦
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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