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崑

山

顧

炎

武

寧

人

輯

成

都

龍

萬

育

燮

堂

訂

范
守
己
晉
譚

平
陽
府
趙
城
縣
有
豫
讓
橋
郡
縣
志
俱
云
讓
死
所
也
按
水

經
注
引
魏
土
地
記
曰
太
原
城
東
有
汾
水
南
流
水
上
舊
有

梁
靑
荓
殞
於
梁
下
豫
讓
死
於
津
側
亦
襄
子
解
衣
之
所
在

也
則
豫
讓
橋
在
太
原
明
甚
况
智
伯
决
晉
水
以
灌
晉
陽
襄

子
結
韓
魏
以
滅
智
伯
原
在
此
處
不
應
更
至
趙
城
順
德
府

亦
有
豫
讓
橋
俱
出
附
會

霍
州
志
云
霍
山
西
有
觀
槌
峰
余
問
其
名
義
不
知
所
解
按

水
經
注
彘
水
西
流
逕
觀
阜
北
故
百
邑
也
原
過
之
從
襄
子

也
受
竹
書
於
王
澤
以
告
襄
子
襄
子
齊
三
日
親
自
剖
竹
有

朱
書
曰
余
霍
太
山
山
陽
侯
天
使
也
三
月
丙
戍
余
將
使
汝

反
滅
智
氏
汝
亦
立
我
於
百
邑
襄
子
拜
受
三
神
之
命
遂
滅

智
氏
祀
三
神
於
百
邑
使
原
過
主
之
世
謂
其
處
爲
觀
阜
也

據
此
則
觀
槌
者
旣
阜
之
訛
耳
水
經
注
又
云
霍
太
山
有
岳

廟
廟
甚
靈
鳥
雀
不
栖
其
林
猛
虎
常
守
其
庭
又
有
靈
泉
以

供
祭
祀
鼓
動
則
泉
流
聲
絶
則
水
竭
所
謂
觀
槌
者
豈
以
鳴

鼓
致
泉
而
名
之
乎
否
耶

潞
安
襄
垣
縣
西
六
十
里
有
猇
亭
驛
朱
秉
器
汾
上
續
談
云

左
傳
晉
城
虒
祁
卽
其
地
也
前
漢
書
曰
銅
鞮
有
上
虒
亭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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虒
聚
其
字
正
作
虎
余
疑
其
地
去
綘
遠
甚
晉
侯
不
宜
作
宮

於
此
及
閱
水
經
注
汾
水
經
綘
縣
故
城
北
又
西
經
虒
祁
宮

北
橫
水
有
故
梁
截
汾
水
中
凡
有
三
十
柱
柱
徑
五
尺
水
經

又
云
澮
水
出
河
東
綘
縣
東
澮
交
東
高
山
西
過
其
縣
南
又

西
南
過
虒
祁
宮
南
又
西
至
王
澤
注
於
汾
水
合
而
觀
之
虒

祁
宮
在
綘
縣
西
南
明
甚
安
得
以
猇
亭
爲
虒
祁
也
至
於
崔

知
古
遇
虎
妖
爲
妻
事
附
於
猇
亭
尤
爲
不
根

水
經
注
云
鞮
水
出
銅
鞮
縣
西
北
石
磴
山
東
南
流
逕
李
憙

墓
前
又
東
逕
故
城
北
城
在
山
阜
上
下
臨
岫
壑
東
西
北
三

面
岨
袤
二
里
世
謂
之
斷
梁
城
卽
故
縣
之
上
虒
亭
也
又
東

逕
銅
鞮
縣
故
城
北
城
在
水
南
山
中
晉
大
夫
羊
古
赤
銅
鞮

伯
華
之
邑
也
漢
高
祖
破
韓
王
信
於
此
又
東
南
逕
頃
城
西

卽
縣
之
下
虒
聚
也
又
南
逕
　
胡
邑
西
又
東
屈
逕
其
城
南

又
東
逕
襄
垣
縣
入
於
漳
據
此
則
虒
亭
正
古
之
銅
鞮
縣
地

不
爲
虎
祁
尤
明
變
虎
爲
猇
未
知
何
義

桑
欽
云
沁
水
出
上
黨
沮
縣
謁
戾
山
南
過
穀
遠
縣
東
又
南

過
猗
氏
縣
東
又
南
過
陽
阿
縣
東
又
南
出
山
過
沁
水
縣
北

又
東
過
野
王
縣
北
而
酈
道
元
云
或
言
出
穀
遠
縣
羊
頭
山

世
靡
谷
二
說
不
同
按
穀
遠
卽
今
岳
陽
沁
源
二
縣
地
無
所

謂
羊
頭
山
者
□
志
沁
有
二
源
一
出
沁
源
縣
西
北
緜
山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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谷
一
出
縣
東
北
馬
圈
溝
俱
南
流
至
交
口
合
逕
縣
城
東
又

南
逕
岳
陽
東
境
又
南
逕
沁
水
縣
東
故
端
氏
縣
界
亦
不
知

何
者
爲
沮
縣
何
者
爲
謁
戾
山
也
山
海
經
云
謁
戾
之
山
沁

水
出
焉
其
東
丹
林
之
水
出
焉
南
流
注
於
河
嬰
侯
之
水
出

焉
北
流
注
於
汜
水
註
謂
汜
水
逕
中
都
縣
入
鄥
阪
歸
於
汾

流
則
謁
戾
卽
今
之
緜
山
矣
大
抵
介
休
以
南
靈
石
以
東
沁

源
以
北
其
山
衆
多
今
通
謂
之
緜
山
不
知
在
古
各
有
名
謂

也
又
按
司
馬
孚
請
修
石
門
表
云
沁
水
源
出
銅
鞮
山
屈
曲

周
囘
水
道
九
百
自
太
行
以
西
王
屋
以
東
層
岩
高
峻
天
時

霖
雨
衆
谷
走
水
小
口
漂
洴
所
稱
沁
源
又
與
諸
說
頓
異

明
道
遺
書
云
澤
州
北
望
有
桑
林
卽
成
湯
禱
雨
處
澤
州
志

云
伊
山
侯
在
城
西
北
二
十
里
成
湯
禱
雨
伊
尹
從
之
降
毒

龍
於
此
生
建
伊
尹
祠
按
成
湯
都
毫
先
在
商
丘
後
移
偃
師

去
澤
州
遠
甚
安
得
逾
太
行
而
禱
雨
於
此
穆
天
子
傳
曰
天

子
里
圃
田
之
路
南
至
於
桑
野
北
盡
徑
林
左
傳
昭
公
十
六

年
九
月
鄭
大
旱
使
屠
擊
祝
欵
豎
柎
有
事
於
桑
山
斬
其
木

不
雨
子
産
曰
有
事
於
山
蓻
山
林
也
而
斬
其
木
其
罪
大
矣

奪
之
官
邑
戰
國
策
張
儀
說
韓
王
曰
秦
下
甲
取
成
臯
宜
陽

則
鴻
臺
之
宮
桑
林
之
苑
非
大
王
所
有
矣
穆
天
子
傳
又
曰

庚
午
天
子
飮
於
洧
上
乃
遣
祭
父
如
圃
鄭
辛
未
天
子
北
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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釣
於
漸
澤
食
魚
於
桑
楚
觀
此
則
桑
林
之
野
在
吾
洧
州
明

甚
但
去
毫
不
遠
湯
之
所
禱
則
在
彼
不
在
此
矣

澤
州
志
云
囘
車
轍
在
城
南
天
井
關
石
上
轍
深
尺
許
長
百

歩
世
傳
孔
子
將
見
趙
簡
子
聞
殺
竇
鳴
犢
舜
華
至
此
囘
車

又
云
天
井
關
有
孔
子
廟
在
城
南
四
十
五
里
囘
車
處
按
水

經
注
邗
水
出
太
行
之
阜
山
南
流
經
邗
城
西
京
相
璠
曰
野

王
西
北
三
十
里
有
故
邗
城
當
太
行
南
路
道
出
其
中
邗
水

又
東
南
逕
孔
子
廟
東
廟
庭
有
碑
魏
太
和
元
年
孔
靈
度
等

修
復
野
王
令
范
衆
愛
河
中
太
守
元
眞
刺
史
咸
陽
公
高
允

表
聞
立
碑
碑
云
仲
尼
傷
道
不
行
欲
北
從
趙
鞅
聞
殺
竇
鳴

犢
遂
旋
車
而
返
及
其
後
也
晉
人
思
之
於
太
行
嶺
南
爲
之

立
廟
葢
往
時
囘
轅
處
也
又
云
魯
國
孔
氏
官
於
洛
陽
因
居

廟
下
以
奉
烝
嘗
是
囘
車
之
說
所
從
來
久
矣
苐
諸
書
俱
載

孔
子
臨
河
而
返
何
嘗
到
太
行
南
麓
耶
其
廟
爲
孔
氏
子
孫

官
洛
陽
所
立
者
明
甚
原
在
野
王
縣
百
二
十
餘
里
不
在
山

北
天
井
關
也
安
得
車
轍
百
歩
許
遺
於
關
下
水
經
注
又
云

沁
水
出
山
過
沁
水
縣
北
南
逕
石
門
謂
之
沁
口
水
西
有
孔

山
山
上
石
穴
洞
開
穴
內
石
上
有
車
轍
牛
跡
耆
老
傳
云
自

然
成
者
非
人
功
所
就
也
據
此
則
沁
水
又
有
車
轍
矣
不
但

天
井
關
爲
然
皆
不
可
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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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記
魏
伐
趙
斷
羊
腸
阪
正
義
曰
羊
腸
阪
在
太
行
山
上
南

口
屬
懷
州
北
口
屬
潞
州
正
今
所
由
萬
善
星
軺
驛
路
也
水

經
又
云
汾
水
出
太
原
汾
陽
縣
北
管
涔
山
注
云
汾
陽
縣
漢

高
帝
十
一
年
封
靳
疆
爲
侯
國
後
立
屯
農
積
粟
在
此
謂
之

羊
腸
倉
山
有
羊
腸
阪
在
晉
陽
西
北
石
磴
縈
紆
若
羊
腸
焉

故
倉
阪
取
名
矣
是
二
處
皆
有
羊
腸
阪
也
有
謂
晉
陽
西
北

者
焉
是
謬
矣
漢
地
里
志
云
壺
關
有
羊
賜
阪
長
三
里
盤
曲

如
羊
腸
是
又
不
獨
管
涔
山
也

忻
州
有
九
原
驛
志
云
城
西
有
九
龍
原
亦
名
九
原
趙
文
子

與
叔
向
遊
虛
天
慶
觀
碑
亦
云
然
余
按
水
經
注
侯
甲
水
出

原
平
縣
胡
甲
山
西
北
逕
太
谷
謂
之
太
谷
水
出
谷
西
北
流

逕
祁
縣
故
城
南
西
接
鄔
澤
是
爲
祁
藪
也
爾
雅
所
謂
昭
餘

祁
矣
又
西
逕
京
陵
縣
故
城
北
於
春
秋
爲
九
原
之
地
也
國

語
趙
文
子
與
叔
向
遊
處
其
故
京
尙
存
漢
興
增
陵
於
其
下

故
曰
京
陵
焉
侯
甲
水
又
西
北
逕
中
都
縣
故
城
南
春
秋
昭

公
二
年
晉
侯
執
陳
無
宇
於
中
都
者
也
漢
文
帝
爲
代
王
都

此
侯
甲
水
又
西
合
嬰
侯
水
逕
鄔
縣
故
城
南
謂
之
鄔
水
又

西
北
入
鄔
陂
歸
於
汾
流
中
都
今
平
遥
縣
京
陵
在
祁
縣
平

遙
之
間
其
去
忻
州
三
百
餘
里
安
得
以
九
龍
原
爲
九
原
也

原
平
縣
在
今
祁
縣
武
鄕
間



 

卷
四
十
六
　

山

西

二

　
　
六

代
州
新
志
云
代
古
唐
國
秦
改
雁
門
郡
漢
營
陰
館
卽
今
治

魏
徙
雁
門
治
廣
武
今
州
西
故
城
尋
還
陰
館
按
水
經
云
㶟

水
出
雁
門
陰
館
縣
東
北
過
代
郡
桑
乾
縣
南
又
東
過
涿
鹿

縣
北
酈
道
元
云
濕
水
出
累
頭
山
東
北
流
出
山
逕
陰
館
縣

故
城
西
縣
故
樓
煩
鄕
也
漢
景
帝
後
三
年
置
㶟
水
又
東
北

流
左
會
桑
乾
水
又
東
北
逕
石
亭
西
又
東
北
逕
白
狼
堆
南

又
東
逕
班
氏
縣
南
又
東
逕
平
邑
縣
故
城
南
又
東
經
狋
氏

縣
故
城
北
又
東
逕
道
人
縣
故
城
南
又
東
逕
昌
平
縣
故
城

北
又
東
北
逕
桑
乾
縣
故
城
西
魏
土
地
記
曰
代
城
北
九
十

里
有
桑
乾
城
城
西
渡
桑
乾
水
又
按
郡
志
左
州
古
唐
國
趙

爲
代
郡
山
陰
漢
爲
陰
館
縣
蔚
州
秦
爲
代
縣
漢
爲
代
王
國

而
元
魏
置
桑
乾
縣
於
朔
州
地
皆
在
今
大
同
部
內
若
陰
館

爲
今
代
州
則
㶟
水
何
緣
得
東
北
流
逾
崇
山
疊
嶂
達
於
代

都
之
桑
乾
耶

代
志
又
云
鈃
隥
穆
天
子
至
此
作
黄
竹
詩
水
經
注
曰
東
陘

山
南北

有
長
嶺
嶺
上
東
西
有
通
道
卽
鈃
隥
也
葢
謂
鈃
隥
在

代
州
境
內
故
但
言
水
經
注
而
不
言
出
某
山
水
下
余
按
水

經
言
汾
水
南
過
平
陽
縣
東
又
南
過
臨
汾
縣
東
酈
道
元
注

云
天
井
水
出
東
陘
山
西
南
北
有
長
嶺
嶺
東
西
有
通
道
卽

鈃
燈
也
穆
天
子
傳
曰
乙
西
天
子
西
絕
鈃
隥
西
南
至
鹽
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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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也
其
水
三
泉
竒
發
西
北
流
總
成
一
川
西
逕
堯
城
南
又

西
流
入
汾
葢
言
天
井
水
出
東
陘
山
西
北
入
汾
是
其
山
在

臨
汾
縣
東
南
與
鹽
澤
相
近
故
云
天
子
西
絕
鈃
隥
西
南
至

鹽
池
不
在
代
州
明
甚

郡
志
去
丹
水
出
發
鳩
山
舊
號
泫
水
舊
志
引
方
輿
勝
覧
云

白
起
坑
趙
卒
於
此
流
血
成
川
故
名
丹
水
恐
未
可
據
按
山

海
經
云
謁
戾
之
山
沁
水
出
焉
其
東
有
林
焉
名
曰
丹
林
丹

林
之
水
出
焉
南
流
注
於
河
又
曰
發
鳩
之
山
漳
水
出
焉
是

丹
水
不
出
於
發
鳩
也
水
經
注
云
丹
水
出
高
都
縣
故
城
東

北
阜
下
俗
謂
之
源
源
水
山
海
經
所
謂
丹
林
之
水
卽
斯
水

矣
法
水
導
源
泫
氏
縣
西
北
泫
谷
東
南
入
高
都
縣
右
入
丹

水
上
黨
記
曰
長
平
城
在
郡
南
山
中
丹
水
出
長
平
北
山
南

流
秦
坑
趙
衆
流
血
丹
川
由
是
俗
名
爲
丹
水
斯
爲
不
經
矣

由
此
觀
之
泫
丹
本
自
二
水
烏
得
謂
丹
水
舊
號
泫
水
也
血

流
成
川
之
說
自
古
而
云
然
矣
不
爲
無
據
州
志
謂
長
平
北

山
爲
丹
朱
嶺
解
云
堯
封
丹
朱
於
此
頗
謬
又
有
謂
爲
丹
朱

陵
者
謂
丹
朱
葬
此
皆
丹
水
之
誤
稱
也
其
謂
長
子
爲
丹
朱

封
國
者
亦
悞

志
稱
藐
姑
射
山
在
平
陽
城
西
二
十
五
里
平
山
其
支
阜
也

平
水
出
焉
至
襄
陵
城
北
入
汾
又
名
晉
水
按
水
經
注
云
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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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水
過
平
陽
縣
南
與
平
水
合
平
水
出
城
陽
西
壺
口
山
尙
書

所
謂
壺
口
治
梁
及
岐
也
其
水
東
逕
狐
谷
亭
又
東
逕
平
陽

城
南
東
入
汾
俗
以
爲
晉
水
非
也
據
此
則
平
水
所
出
爲
壺

口
不
爲
藐
姑
射
明
甚
安
得
援
莊
子
之
言
以
重
其
地

徐
溝
縣
有
驛
名
同
戈
義
不
可
解
水
經
云
同
過
水
出
沾
縣

北
山
西
過
榆
次
縣
南
又
西
過
晉
陽
縣
南
西
入
於
汾
而
郡

志
謂
同
過
水
出
樂
平
縣
西
流
經
平
定
州
榆
次
縣
至
太
原

縣
入
汾
則
流
經
徐
溝
陽
曲
之
間
矣
同
戈
之
名
其
同
過
之

訛
者
乎
水
經
注
又
有
原
過
水
南
流
注
於
同
過
水
西
有
原

同
過
祠
葢
懷
道
協
靈
受
書
天
使
傳
芳
後
日
水
取
名
焉
今

志
作
源
渦
水
亦
同
前
謬
矣

左
傳
魏
獻
子
爲
政
分
祁
氐
之
田
以
爲
七
縣
分
羊
后
氏
之

田
以
爲
三
縣
司
馬
彌
牢
爲
鄥
大
夫
賈
辛
爲
祁
大
夫
司
馬

烏
爲
平
陵
大
夫
魏
戊
爲
梗
陽
大
夫
知
徐
吾
爲
塗
水
大
夫

韓
固
爲
馬
首
大
夫
孟
丙
爲
孟
大
夫
樂
霄
爲
銅
鞮
大
夫
趙

朝
爲
平
陽
大
夫
僚
安
爲
楊
氏
大
夫
鄔
城
在
今
祁
縣
西
梗

陽
塗
水
俱
在
今
榆
次
縣
銅
鞮
爲
今
沁
州
襄
垣
地
楊
氏
爲

今
洪
洞
縣
祁
平
陽
孟
今
仍
古
名
惟
平
陵
馬
首
不
知
所
在

祁
縣
驛
名
賈
令
其
以
賈
辛
之
故
歟

河
東
鹽
池
山
海
經
謂
之
鹽
阪
之
澤
水
經
注
云
涑
水
西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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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逕
監
鹽
縣
故
城
城
南
有
鹽
池
上
承
鹽
水
水
出
東
南
薄
山

西
北
流
逕
巫
咸
山
北
又
逕
安
邑
故
城
南
西
流
注
於
鹽
池

地
理
志
曰
鹽
池
在
安
邑
西
南
許
愼
謂
之
監
長
五
十
一
里

廣
七
里
從
鹽
省
古
聲
呂
忱
曰
夙
沙
煮
海
謂
之
鹽
今
鹽
池

紫
色
澄
渟
潭
而
不
流
水
出
石
鹽
自
然
印
成
朝
取
夕
復
終

無
減
損
惟
水
暴
雨
澍
橫
潦
奔
泆
則
鹽
池
用
耗
池
西
又
有

一
池
謂
之
女
鹽
澤
東
西
二
十
五
里
南
北
二
十
里
在
猗
氏

縣
故
城
南
春
秋
晉
大
夫
曰
郇
瑕
地
沃
饒
近
鹽
服
虔
曰
盬

鹽
池
也
土
人
鄕
俗
裂
水
沃
麻
分
灌
川
野
畦
水
耗
竭

□□

成

鹽
卽
所
謂
鹹
鹺
也
而
味
苦
號
曰
鹽
田
鹽
盬
之
名
始
資
是

矣
觀
此
則
今
之
晒
鹽
其
來
亦
久
而
味
苦
不
堪
食
正
所
謂

鹽
也
與
自
生
石
鹽
價
當
倍
蓰
矣
詩
云
王
事
靡
盬
盬
當
是

苦
意
靡
盬
言
不
苦
也
近
注
欠
妥
左
傳
晋
侯
梦
楚
子
伏
己

而
盬
其
腦
當
時
用
鹽
鹽
揉
入
腦
中
故
子
犯
曰
吾
且
柔
之

矣
杜
元
凱
訓
鹽
爲
啑
尤
無
義
意

靈
石
縣
南
道
沿
汾
水
上
崎
仄
危
頓
縣
志
云
隋
開
皇
十
年

文
帝
欲
幸
太
原
傍
汾
河
開
道
獲
一
石
有
文
曰
大
道
承
吉

因
以
爲
瑞
遂
於
其
地
開
設
縣
治
則
未
開
道
之
前
其
險
當

不
止
此
水
經
云
汾
水
南
過
寇
爵
津
注
云
在
介
休
縣
之
西

南
俗
謂
之
雀
鼠
谷
數
十
里
間
道
隘
水
左
右
悉
結
偏
梁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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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累
石
就
路
縈
帶
岩
側
或
去
水
一
丈
或
高
五
六
丈
上
戴

山
阜
下
臨
絶
澗
俗
謂
之
魯
般
橋
葢
通
古
之
津
隘
亦
在
今

之
地
險
也
按
寇
爵
津
在
今
靈
石
地
禹
工
未
施
之
先
當
與

龍
門
同
一
險
岨
矣

桑
乾
河
水
經
注
謂
出
桑
乾
縣
西
北
上
平
洪
源
七
輪
卽
溹

涫
水
東
南
流
右
會
馬
邑
川
水
又
東
南
右
合
㶟
水
㶟
水
出

陰
館
縣
累
頭
山
一
曰
治
水
至
此
相
合
桑
乾
㶟
水
並
受
通

稱
矣
又
東
逕
班
氏
縣
南
如
渾
水
注
之
如
渾
水
出
凉
城
旋

鴻
縣
西
南
五
十
餘
里
東
南
流
逕
永
固
縣
又
東
南
至
班
氏

入
㶟
水
以
今
考
之
元
魏
桑
乾
縣
在
今
朔
州
馬
邑
境
內
而

漢
之
陰
館
爲
今
應
州
山
陰
縣
亦
與
馬
邑
接
壤
班
氏
則
在

應
州
之
東
北
也
是
桑
乾
出
馬
邑
縣
右
合
山
陰
之
㶟
水
至

應
州
東
與
如
渾
水
會
古
則
隨
地
異
名
今
通
謂
之
桑
乾
矣

伹
今
志
稱
㶟
水
爲
灅
水
又
謂
溹
涫
河
卽
桑
乾
之
源
則
非

也國
語
子
夏
教
授
西
河
汾
州
志
以
爲
在
共
境
內
水
經
注
云

徐
水
出
梁
山
東
南
流
逕
漢
武
帝
登
仙
宮
東
又
逕
劉
仲
城

北
又
東
南
逕
子
夏
陵
北
東
入
河
水
經
云
河
水
又
南
逕
子

夏
石
室
東
注
云
南
北
有
二
石
室
臨
側
河
崖
卽
子
夏
廟
室

也
又
云
橫
溪
水
出
三
累
山
東
流
注
於
崌
谷
側
溪
山
南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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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
室
西
北
面
各
有
二
石
室
皆
因
阿
結
牗
連
扄
接
闥
北
坎

室
上
有
微
涓
石
溜
豐
周
瓢
飮
似
是
栖
遊
隱
學
之
所
昔
子

夏
設
教
西
河
卽
此
由
是
而
觀
不
在
汾
州
明
甚

河
汾
燕
閒
錄

聞
喜
之
裴
自
後
漢
裴
輯
而
下
葬
北
倉
村
數
里
間
凡
五
十

二
人
皆
尙
書
侍
郎
國
公
將
相
亦
宇
內
之
罕
有
也

新
唐
書
突
厥
圍
煬
帝
雁
門
帝
從
圍
中
以
木
繫
詔
書
投
汾

水
而
下
募
兵
赴
援
今
雁
門
近
滹
沱
而
不
通
太
原
去
汾
水

絕
遠
史
言
失
實

晉
水
澗
行
類
閩
越
而
悍
濁
怒
號
特
甚
雖
歩
可
越
處
輙
起

濤
頭
作
淜
湃
源
至
高
故
也
夏
秋
間
爲
害
不
細
以
無
堰
堤

之
具
爾
予
行
三
晉
諸
山
間
嘗
欲
命
綠
水
之
地
聚
諸
亂
石

仿
閩
越
間
作
灘
自
源
而
下
審
地
高
低
以
爲
踈
宻
則
晉
水

皆
利
也
有
司
旣
不
暇
及
此
而
晉
人
簡
隋
亦
復
不
知
所
事

甚
爲
可
恨
閩
諺
云
水
無
一
點
不
爲
利
誠
然
亦
由
其
先
有

豪
傑
之
士
作
興
後
來
因
而
修
舉
之
遂
成
永
世
之
業
故
予

謂
閩
水
之
爲
利
者
盈
科
後
進
晉
水
之
不
爲
利
者
建
瓴
而

下
爾
石
炭
卽
煤
也
東
北
人
謂
之
楂

上

聲

南
人
謂
之
煤
山

西
人
謂
之
石
炭
平
定
所
産
尤
勝
堅
黑
而
光
極
有
火
力
史

稱
女
媧
氏
煉
五
色
石
以
補
天
今
其
遺
竈
在
平
定
之
東
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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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予
謂
此
卽
後
世
燒
煤
之
始

吳
甡
撫
晉
疏

雁
門
廣
武
爲
代
州
第
一
扼
要
之
衝
廣
武
西
接
盤
道
梁
十

餘
里
俱
有
磚
墻
其
西
白
草
溝
路
通
代
崞
前
歲
敵
從
此
出

口
　
盤
道
梁
爲
中
路
最
衝
　
陽
方
一
帶
山
坡
平
衍
處
處

可
以
闌
入
去
歲
賊
犯
苦
森
梁
距
陽
方
堡
不
數
武
而
將
官

退
守
一
城
任
其
闌
入
今
舊
墻
改
土
爲
磚
　
歴
廣
武
而
東

寺
兒
溝
水
峪
皆
有
險
可
守
惟
胡
峪
口
寛
衍
　
過
胡
峪
三

千
里
爲
馬
蘭
垣
墻
甚
堅
山
勢
亦
峻
又
十
五
里
爲
茹
越
寇

屢
從
此
出
入
　
小
石
兩
旁
山
雖
層
疊
多
可
逾
越
其
北
關

城
西
面
爲
山
水
所
壞
塌
五
丈
餘
　
過
此
爲
北
樓
其
形
勢

全
在
設
兵
西
山
之
巓
前
歲
敵
不
攻
北
樓
城
而
從
西
山
駕

梁
入
口
莫
之
能
禦
　
北
樓
以
東
爲
平
刑
其
衝
隘
甚
多
賊

南
犯
廣
昌
靈
丘
則
平
刑
首
當
其
衝
　
三
關
西
中
兩
路
尙

有
邊
墻
泉
路
無
邊
墻
可
守
　
邊
以
內
一
望
平
原
賊
由
陽

方
入
則
陽
武
俗
爲
扼
要
之
地
由
白
草
溝
茹
越
山
石
入
則

繁
峙
代
州
爲
扼
要
之
地
若
大
勢
南
下
則
原
平
忻
口
忻
州

爲
扼
要
之
地
過
忻
州
四
十
里
爲
石
嶺
關
有
險
可
守
唐
時

設
防
稍
存
遺
迹
今
蕩
爲
平
丘
旁
多
小
路
可
以
南
過
陽
曲

西
走
靜
樂
過
此
則
直
抵
太
原
　
大
原
之
東
南
則
榆
次
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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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
平
定
而
通
固
關
僅
三
百
餘
里
太
原
之
西
則
太
原
縣
淸

源
交
城
文
水
而
入
汾
州
之
境
　
太
原
之
南
則
徐
溝
祁
縣

平
遙
介
休
而
入
平
陽
之
境
是
故
論
地
利
則
三
關
稍
有
險

阻
有
守
兵
把
住
陽
方
盤
道
梁
神
池
白
草
溝
茹
越
小
石
北

樓
平
刑
等
口
乃
可
使
敵
不
窺
犯
內
地
在
在
平
夷
有
戰
兵

扼
擊
於
代
州
原
平
忻
口
忻
州
石
嶺
關
等
處
則
太
原
或
可

無
虞
也
　
敵
若
從
大
同
邊
口
入
犯
則
走
進
坪
應
朔
而
犯

神
池
陽
方
盤
道
梁
等
口
再
東
則
廣
武
白
草
溝
茹
越
小
石

北
樓
處
處
當
防
若
以
宣
府
入
犯
則
走
蔚
州
渾
源
而
犯
平

刑
北
樓
小
石
茹
越
等
口
再
西
則
盤
道
梁
陽
方
神
池
處
處

當
防
崇
禎
八
年
敵
入
陽
方
之
苦
森
梁
肆
掠
於
原
平
忻
州

定
襄
總
督
親
領
標
兵
近
擊
於
原
平
崞
縣
代
州
之
間
敵
亦

旋
遁
前
歲
臣
駐
忻
州
扼
其
南
下
之
勢
敵
故
折
而
東
掠
定

襄
逼
近
五
臺
以
五
臺
山
險
不
及
掠
而
遁

榆
次
縣水

利

褚
鐡
曰
水
利
之
興
其
來
尙
矣
卽
神
禹
盡
力
溝
洫
成
周
設

立
遂
人
之
遺
意
也
以
代
天
施
以
益
地
利
以
供
國
賦
以
育

民
生
胥
於
是
焉
賴
之
長
民
者
誠
念
小
民
之
宜
各
渠
定
爲

經
制
核
其
田
畝
公
其
夫
役
均
其
水
程
此
其
大
綱
也
仍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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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擇
人
經
理
毋
受
賂
私
鬻
刻
期
挑
浚
毋
曠
日
費
財
拈
鬮
輪

灌
毋
恃
强
奪
利
啓
閉
以
時
毋
淤
塞
累
衆
登
報
以
實
毋
影

占
偷
奸
誠
如
是
則
法
制
一
立
萬
世
永
賴
爭
鬪
息
而
訟
獄

省
古
鄴
旁
稻
梁
之
咏
谷
口
禾
黍
之
謡
不
再
見
於
今
乎
苟

平
時
略
不
加
意
一
但
有
所
不
測
之
旱
而
欲
暴
巫
尩
咎
風

伯
何
益
哉

張
鶴
騰
曰
先
民
有
言
地
者
諸
生
之
根
苑
水
者
地
之
筯
脉

具
材
也
禹
治
水
自
冀
始
而
經
畫
視
諸
州
獨
勞
葢
兹
土
崇

山
複
阜
其
水
枯
旱
而
運
淤
滯
而
雜
旱
時
有
流
火
千
里
利

水
若
暍
飮
焉
均
程
釐
獘
褚
先
生
論
之
辨
矣
獨
計
地
有
上

下
田
有
遠
近
而
百
姓
一
也
乃
水
澍
霖
誰
不
紛
然
待
命
勢

必
先
上
渠
數
覆
波
橫
方
及
下
至
則
苗
稿
矣
孰
若
一
上
一

下
遞
後
遞
先
陽
年
先
上
渠
而
沿
下
陰
年
先
下
渠
而
沂
上

庻
灌
漑
均
無
不
公
之
嘆
血
脉
旣
通
地
利
自
溥
將
人
知
天

助
雨
暘
亦
時
若
矣

風
俗

史
記
事
曰
嘗
讀
周
禮
見
鄕
師
鄕
大
夫
最
重
矣
其
次
黨
正

里
宰
皆
得
與
鄕
黨
州
里
之
政
而
成
周
化
洽
秦
漢
以
來
亦

有
三
老
嗇
夫
鄕
亭
檢
民
善
惡
而
民
有
但
聞
嗇
夫
不
聞
郡

縣
者
矣
我
　
大
祖
損
益
千
古
之
制
里
有
長
甲
有
保
鄕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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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
約
寬
有
老
俾
互
相
紏
正
當
時
民
醇
俗
羙
不
讓
成
周
詎
意

今
功
令
旁
午
而
教
幾
頓
乎
誠
遴
重
鄕
約
或
里
中
士
夫
有

行
者
采
請
之
如
鄕
師
鄕
大
夫
之
例
而
講
射
與
什
伍
亦
相

表
裹
凡
民
間
有
一
善
與
衆
揚
之
署
異
之
有
一
不
善
與
眾

戒
之
撲
記
之
賞
不
在
富
罰
不
在
貧
又
憬
省
有
書
與
人
以

自
新
之
路
而
不
苛
則
風
聲
一
樹
遠
邇
響
應
寧
有
俗
不
三

代
也
者
何
也
官
與
民
踈
不
免
傳
舍
相
視
彼
同
井
者
指
視

不
可
欺
獲
戾
於
衆
勢
無
可
逃
故
其
言
易
入
其
化
速
省
而

自
古
訓
民
成
俗
者
不
能
外
也
如
曰
是
將
滋
擾
則
因
噎
廢

食
之
說
也

賦
役

閻
樸
曰
役
法
莫
詳
於
周
禮
師
有
兵
役
田
有
徒
役
人
有
胥

役
里
有
鄕
役
有
司
徒
焉
因
地
之
善
惡
以
均
役
有
族
師
焉

校
民
之
寡
衆
以
起
役
有
鄕
大
夫
焉
卽
年
之
老
少
以
從
役

有
均
人
焉
論
歲
之
豐
凶
以
行
役
其
役
雖
衆
而
歲
不
遇
三

日
葢
佚
之
也
後
世
政
煩
令
劇
至
有
銀
差
力
差
之
說
營
辨

多
方
勤
動
不
息
而
部
民
始
重
困
矣
漢
王
符
有
云
療
病
者

必
知
脉
之
虛
實
氣
之
所
結
然
後
爲
之
方
故
疾
可
愈
而
壽

可
長
爲
國
先
知
民
之
所
苦
旤
之
所
起
故
奸
可
息
而
國
可

安
今
日
賊
良
民
之
甚
者
莫
大
於
里
胥
欺
而
低
昂
亂
葢
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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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六

者
無
資
以
求
於
彼
則
有
貧
之
實
而
不
得
貧
之
名
富
者
操

其
嬴
以
市
之
則
無
富
之
名
而
有
富
之
實
故
貧
者
愈
踣
富

者
愈
恣
愚
民
轉
相
募
効
以
爲
不
如
是
不
足
以
自
庇
也
此

其
獘
豈
一
口
之
漸
哉

張
鶴
騰
曰
條
鞭
之
法
始
於
大
理
白
公
楝
剏
之
東
阿
後
司

國
計
者
以
爲
便
遂
著
爲
令
甲
山
陬
海
澨
罔
不
盡
然
一
囊

於
此
法

祁
縣
志

煎
取
土
鹽
昔
時
民
得
自
便
無
禁
歛
之
例
自
隆
慶
中
鹺
使

者
議
結
煎
戸
印
票
定
額
起
課
每
鹽
一
引
領
票
一
張
納
銀

六
分
然
猶
未
甚
困
也
其
後
發
票
日
增
課
銀
亦
日
增
無
論

煎
賣
多
寡
一
槪
坐
名
散
票
計
票
取
銀
今
益
至
一
千
三
百

票
征
銀
七
十
八
兩
催
比
孔
𢚩
民
不
樂
煎
甚
有
池
竈
已
坍

而
票
銀
未
豁
者
竊
恐
産
鹽
徵
利
將
不
久
而
亦
湮
矣

平
定
州
志

職
官

愚
按
漢
左
雄
疏
畧
吏
教
變
易
則
民
不
安
久
於
其
事
則
民

服
教
化
其
有
政
理
者
輙
以
壐
書
勉
厲
增
秩
賜
金
或
爵
至

關
內
侯
公
卿
闕
以
次
用
之
今
俗
浸
彫
敝
巧
僞
滋
萌
謂
殺

害
不
辜
爲
威
風
聚
歛
整
辦
爲
賢
能
理
已
安
民
爲
劣
弱
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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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
法
循
理
爲
不
化
髠
鉗
之
戮
生
於
睚
皆
覆
戸
之
祻
成
於
喜

怒
監
司
則
項
背
相
望
與
同
疾
𤴭
觀
政
於
亭
傳
責
成
於
期

月
虛
誕
獲
譽
拘
撿
離
毁
踴
躍
升
騰
超
等
逾
匹
考
奏
捕
案

亡
不
受
罪
會
赦
行
賄
復
見
洗
滌
千
古
吏
敝
左
雄
言
之
刺

骨
我
　
朝
吏
治
沿
革
李
獻
吉
業
詳
之
矣
倘
廟
堂
僉
謀
譬

如
琴
瑟
不
調
必
更
而
張
之
期
於
可
鼓
則
左
雄
氏
所
論
威

福
之
路
塞
虛
僞
之
端
絶
迎
送
之
役
損
賦
歛
之
源
息
釋
此

其
道
何
由
哉

秩
祀

愚
按
祠
廟
自
祀
典
神
祗
外
古
帝
王
如
太
皡
女
媧
非
民
間

所
得
祀
東
岳
非
本
境
所
宜
祀
關
眞
君
祠
不
時
增
建
多
至

二
三
十
處
與
其
餘
不
在
祀
典
者
皆
瀆
祀
也
如
妬
女
祠
黑

水
神
祠
崔
府
君
祠
妖
妄
不
經
皆
滛
𧙈
也
春
秋
祈
報
以
社

以
方
載
於
風
雅
　
太
祖
高
皇
帝
許
民
間
每
里
一
壇
令
祭

五
土
五
穀
之
神
以
里
長
主
祭
祭
畢
飮
酒
共
中
如
鄕
飮
式

載
在
會
典
今
民
間
俱
廢
不
行
而
伹
取
小
大
王
龍
王
等
神

賽
禱
雜
奏
伎
樂
士
女
縱
觀
甚
爲
不
雅
司
風
教
者
宜
攷
古

正
令
尊
制
厚
俗
庻
使
民
不
惑
於
匪
類
駸
駸
然
興
於
禮
教

云孟
縣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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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八

按
經
國
之
志
築
土
爲
城
鑿
塹
爲
隍
以
其
設
險
固
國
有
神

道
焉
故
自
唐
宋
以
來
相
因
致
祭
然
不
以
義
起
非
古
典
也

國
初
承
前
制
城
隍
封
廣
郡
侯
旣
致
之
以
人
則
貌
之
以

其
像
固
無
怪
者
三
年
改
正
祀
典
止
稱
城
隍
之
神
　
山
川

雲
南
等
合
壇
而
祭
則
以
地
道
祀
之
矣
然
則
崇
事
之
所
宜

壇
而
不
屋
主
而
不
像
始
爲
得
其
情
狀
仰
合
乎
　
聖
祖
表

正
之
典
今
乃
魏
然
堂
陛
而
儼
然
冠
冕
是
與
宋
世
舉
嶽
瀆

之
謬
者
等
也
豈
聖
王
設
制
之
本
意
哉
考
禮
君
子
不
能
無

議
於
此寺

觀

自
三
代
之
治
廢
而
佛
老
之
教
興
而
寺
觀
之
設
始
遍
於
天

下
矣
葢
其
煉
形
羽
化
之
術
旣
足
以
移
鄕
人
之
好
尙
而
崇

山
幽
谷
之
奥
亦
足
以
來
文
士
之
登
適
且
刻
印
具
官
特
教

祝
釐
亦
制
典
所
不
廢
者
安
得
而
不
志
耶
然
古
者
絶
地
天

通
民
以
不
瀆
叔
譽
獨
怪
苦
地
之
人
無
間
賢
愚
祠
堂
之
禮

廢
而
不
講
特
惑
於
禍
福
感
應
輙
自
立
寺
飾
偶
標
木
抺
碧

塗
金
拂
經
隳
典
莫
此
爲
甚
噫
是
謂
不
知
類
者
也
苟
移
此

心
以
事
君
則
爲
忠
臣
移
此
心
以
事
父
則
爲
孝
子
唯
仁
者

智
者
能
之
仁
者
𢚩
親
愛
而
不
移
智
者
權
輕
重
而
不
亂

征
權



 

卷
四
十
六
　

山

西

二

　
　
十
九

宋
設
酒
務
以
辦
課
利
立
稅
亭
以
征
商
稅
其
經
總
制
司
所

取
則
商
稅
酒
課
額
外
之
續
增
者
耳
至
於
二
者
之
常
　
則

名
故
存
別
入
鹺
賬
經
總
制
錢
不
盡
該
也
元
初
酒
醉
用

榷
法
至
元
二
十
二
年
悉
罷
聽
民
自
造
而
定
其
課
入
俾
之

各
輸
鈔
貫
按
季
解
發
今
也
亦
然

鹽
法

宋
之
立
法
貯
鹽
於
常
平
倉
官
白
運
賣
後
令
舖
戸
衙
前

取
鹽
運
赴
縣
倉
　
納
其
脚
力
錢
則
官
給
之
百
姓
計
丁

給
鹽
而
征
其
錢
以
充
官
迨
其
獘
也
官
取
民
丁
之
食
鹽
賣

之
取
錢
以
供
别
項
至
今
人
戸
所
納
鹽
錢
則
立
爲
常
賦
鹽

不
得
而
錢
不
可
免
矣
今
也
亦
然

匠
役

凡
工
役
皆
隷
於
工
部
役
於
京
師
有
住
坐
者
有
輪
班
者
又

有
存
留
本
府
而
執
役
於
織
染
局
者
大
扺
住
坐
者
則
廪
貪

於
官
每
月
止
役
一
旬
輪
班
者
則
周
而
復
始
每
班
止
役
一

季
役
滿
放
回
塡
給
勘
合
執
照
若
造
作
數
多
奏
間
起
取
若

無
工
可
造
聽
令
自
行
先
是
各
邑
工
匠
編
班
不
等
洪
武
三

十
六
年
照
諸
司
役
作
煩
簡
更
定
班
次
或
三
年
或
二
年
諸

匠
皆
免
本
戸
差
役
二
丁
若
單
丁
重
役
除
其
一
役
老
疾
無

丁
者
免
其
本
丁
法
至
備
而
恩
至
渥
矣
後
因
住
坐
存
留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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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
或
有
迯
故
輪
流
赴
工
者
或
有
失
班
仍
令
清
軍
御
史
行
各

府
州
縣
清
軍
官
清
解
造
冊
繳
部
然
有
納
價
准
工
事
例
司

清
理
者
宜
審
處
焉

役
法
閻
樸
作

閻
樸
曰
役
法
莫
詳
於
周
禮
師
有
兵
役
田
有
徒
役
人
有
胥

役
里
有
鄕
役
有
司
徒
焉
因
地
之
善
惡
以
均
役
有
族
師
焉

校
民
之
衆
寡
以
起
役
有
鄕
大
夫
焉
卽
年
之
老
少
以
從
役

有
均
人
焉
論
歲
之
豐
凶
以
行
役
其
役
雖
衆
歲
不
過
三
日

葢
佚
之
也
自
後
世
政
煩
令
劇
有
正
役
焉
有
雜
役
焉
正
役

者
里
長
甲
首
十
年
輪
役
一
次
事
以
催
辦
錢
糧
勾
攝
公
事

又
選
年
高
有
德
者
一
人
爲
老
人
給
以
教
民
榜
勸
善
敦
俗

有
糧
頭
以
征
收
稅
糧
有
書
手
以
典
司
冊
籍
總
小
甲
以
巡

捕
奸
慝
皆
所
謂
正
役
也
雜
役
者
有
以
銀
代
人
者
曰
銀
差

有
人
自
應
役
者
曰
力
差
亦
政
所
不
可
闕
焉
者
但
今
之
正

役
索
費
百
端
有
以
燈
油
錢
名
之
者
有
以
柴
炭
錢
名
之
者

有
以
下
程
錢
名
之
者
有
以
折
乾
錢
名
之
者
有
以
管
飯
錢

名
之
者
有
以
銀
硃
錢
名
之
者
有
以
募
馬
錢
名
之
者
有
以

支
應
錢
名
之
者
加
之
以
里
長
之
科
害
而
民
困
不
可
言
矣

雜
役
則
出
人
於
里
胥
之
手
貧
者
無
貲
以
求
於
彼
則
有
貧

之
實
而
不
得
貧
之
名
富
者
操
其
贏
以
市
之
則
無
富
之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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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一

而
有
富
之
實
故
貧
者
愈
踣
富
者
愈
恣
愚
民
展
轉
相
慕
以

爲
不
如
是
不
足
以
自
庇
也
甚
至
賣
田
而
鬻
女
或
死
亡
而

轉
徙
况
兼
邊
鄙
多
事
或
派
之
以
買
馬
或
派
之
以
糴
糧
買

草
遂
致
村
墟
成
空
忍
聞
仳
難
之
嘆
嗚
呼
獘
也
久
矣
漢
王

苻
有
云
療
病
者
必
知
豚
之
虛
實
氣
之
所
結
然
後
爲
之
方

故
疾
可
愈
而
壽
可
長
爲
國
者
先
知
民
之
所
苦
祻
之
所
起

故
奸
可
息
而
國
可
安
愚
深
以
望
之
從
政
者

名
宦

秦
罷
侯
以
來
獨
兩
漢
吏
治
卓
然
可
稱
由
當
時
長
吏
不
數

易
二
千
石
以
下
並
自
辟
官
屬
而
文
禁
踈
濶
頗
得
與
民
便

宜
以
務
教
化
爲
業
或
拜
則
天
子
親
見
問
覽
考
其
得
失
而

以
治
行
聞
者
寵
之
璽
書
黃
金
賜
爵
至
關
內
侯
公
卿
闕
則

往
往
次
選
以
表
用
之
故
天
下
才
智
經
術
之
士
各
得
一
其

心
志
耳
目
少
圖
久
遠
吏
治
修
而
民
蒙
其
利
也
明
興
　
高

皇
帝
以
敦
實
務
民
覽
納
吏
治
數
傳
之
後
天
下
猶
想
其
風

采
是
時
　
國
家
法
制
未
盡
意
猶
近
古
百
執
事
以
九
年
叙

滿
其
功
最
者
或
入
爲
列
卿
或
長
藩
臬
宏
治
正
德
以
後
率

三
歲
一
易
或
再
歲
一
易
而
書
其
最
以
上
之
天
子
之
庭
者

率
習
文
法
亟
筦
籥
治
簿
書
爲
首
功
學
士
大
夫
世
雋
茂
才

頗
希
務
名
亦
極
爲
轉
徙
而
無
固
志
豈
其
才
之
不
同
與
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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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二

國
家
之
制
有
所
未
伸
與
或
與
古
者
之
意
寖
遠
矣

教
官

古
者
學
校
之
制
徧
天
下
而
又
特
置
師
儒
之
官
以
隷
學
宮

其
德
行
道
誼
之
所
書
會
民
讀
法
鄕
射
養
老
讞
獄
詢
囚
籥

舞
絃
歌
軍
旅
俎
豆
之
所
考
習
司
徒
之
屬
以
領
之
其
師
而

事
者
曰
三
老
三
老
者
詔
於
天
子
無
北
面
此
大
學
之
畧
也

下
及
州
縣
歲
時
會
民
讀
法
亦
自
州
長
黨
正
領
之
别
有
鄕

老
賛
賢
大
夫
書
其
賢
者
能
者
以
獻
於
王
德
尊
而
望
重
共

教
易
行
隋
唐
以
來
廣
置
學
宮
仿
秦
漢
故
事
曰
博
士
博
士

之
秩
不
及
百
石
爵
列
日
輕
而
教
頗
放
失
矣
　
高
皇
帝
定

天
下
首
詔
諸
州
縣
各
立
學
置
師
一
人
或
二
人
必
擇
經
明

行
修
者
署
之
有
能
舉
其
職
而
最
書
於
　
朝
者
或
擢
爲
國

子
祭
酒
及
翰
林
侍
從
之
職
　
英
宗
以
後
稍
集
所
司
議
改

著
爲
令
凡
郡
五
人
州
四
人
縣
三
人
例
錄
天
下
諸
郡
縣
歲

貢
之
士
領
之
間
有
由
舉
人
進
士
除
授
者
特
千
百
之
一
二

而
已
而
其
至
也
長
州
縣
有
與
監
司
藩
臬
者
之
臨
學
以
簿

書
升
斗
之
吏
畜
視
之
而
不
復
知
禮
貌
之
以
尊
其
權
是
以

其
望
易
狎
而
其
氣
易
衰
間
能
誦
法
孔
子
以
師
道
聞
按
故

事
亦
必
待
以
授
州
縣
之
吏
而
止
其
取
之
也
太
濫
□
待
之

也
太
褻
而
其
錄
之
也
太
輕
嗚
呼
今
之
爲
輪
轅
弓
□
者
必



 

卷
四
十
六
　

山

西

二

　
　
二
十
三

擇
匠
師
之
能
者
豐
其
餼
廪
厚
其
直
然
後
輪
轅
弓
矢
之
材

可
飾
也
而
况
於
　
國
家
之
養
土
乎
叔
譽
頗
憤
腕
爲
　
國

家
發
議
申
古
者
尊
師
之
意
然
後
人
倫
明
教
化
可
興
也

忻
州
志

忻
三
邊
孔
道
全
晉
後
藩
誠
重
地
也
唐
宋
戍
石
嶺
赤
塘
二

關
郡
置
防
禦
團
練
使
　
明
朝
邊
防
在
雲
中
䧹
門
以
此
爲

內
地
遂
不
設
兵
然
與
沁
濕
平
定
相
提
而
論
則
邊
腹
有
分

矣
彼
皆
建
廰
此
何
獨
無
之
嘉
靖
庚
戍
歲
敵
由
寧
武
諸
口

八
犯
受
禍
甚
慘
省
會
戒
嚴
忻
口
迤
西
東
高
西
高
等
郡
一

路
平
衍
敵
渡
沙
河
直
扺
郡
城
人
云
內
口
過
赤
塘
直
扺
省

會
撫
臺
魏
公
長
慮
調
太
原
沁
戍
防
秋
沁
人
憚
往
返
咸
愿

析
附
竊
欲
議
將
治
東
廢
王
府
詳
建
所
治
以
防
戍
實
之
因

郡
糧
額
重
兵
食
難
議
未
果
尋
亦
罷
戍
僅
本
郡
壯
兵
三
百

餘
名
敵
欵
後
率
多
調
遣
近
年
調
發
幾
盡
倘
一
旦
有
警
駈

市
兒
登
陴
恐
毋
濟
緩
𢚩
也

寨
堡

故
郡
堡

治

東

五

里

　
東
樓
村
堡
　
西
樓
村
堡
　
段
家
莊
堡

俱治

東

十

里

　
曹
村
堡
　
石
家
村
堡
　
魏
家
村
堡

俱

治

東

十

五

里

　
北

胡
堡
　
太
延
堡

俱

治

東

二

十

里

　
令
歸
堡
　
黃
村
堡

俱

治

東

十

五

里

雙
堡
　
郭
家
堡

俱

治

東

南

十

五

里

　
虎
頭
山
堡
　
遊
遨
堡

俱

治

東



 

卷
四
十
六
　

山

西

二

　
　
二
十
四

一

十

里

　
龍
王
砦
　
定
興
砦

俱

治

東

南

二

十

五

里

　
黃
堂
砦

治

東

南

三

十

里

新
莊
堡

治

北

三

十

里

　
代
郡
堡

治

東

北

三

十

五

里

　
已
上
永
豐
鄕

蘭
村
堡

治

西

十

里

　
晏
村
堡
　
白
陽
砦

俱

治

西

十

五

里

　
白
石
堡

治西

三

十

里

　
月
里
堡
　
南
張
村
砦

俱

治

西

四

十

里

　
馮
村
堡
　
北
杜

堡
　
西
杜
堡
　
石
水
村
堡
　
下
舍
堡

俱

治

西

五

十

里

　
高
家
莊

砦
治

西

五

十

　

里

　
田
家
峪
砦
　
三
交
堡

俱

治

西

六

十

里

　
魏
家
溝
砦

王
家
砦

俱

冶

西

七

十

里

　
葵
尖
砦

治

西

七

十

五

里

　
官
莊
堡

治

西

南

五

十

里

高
崕
砦

治

西

南

七

十

里

　
牛
尾
莊
砦

治

西

南

一

百

里

　
上
寺
堡

治

西

北

六

十

里

蒲
閣
砦

治

西

北

七

十

里

　
沙
溝
砦

治

西

北

九

十

里

　
至
羅
堡
　
麻
會
鎭

堡
俱

治

南

二

十

里

　
關
城
堡

治

南

四

十

里

　
韓
嚴
堡

治

東

南

十

里

　
西
張

堡
治

東

南

十

三

里

　
已
上
集
賢
鄕
　
匡
村
堡

治

西

五

里

　
逯
莊
堡

解
原
堡

俱

治

西

十

里

　
流
江
堡

治

西

十

五

里

　
張
村
堡
　
依
提
堡

王
要
村
堡

俱

治

西

二

十

里

　
合
索
堡
　
作
頭
砦

俱

治

西

三

十

里

　
東

呼
延
堡
　
楊
家
莊
堡

俱

治

西

三

十

五

里

　
上
閙
峪
堡
　
下
閙
峪

堡
俱

治

西

四

十

里

　
六
石
堡

治

西

北

二

十

五

里

　
西
馮
城
堡
　
嘉
禾
堡

明
望
砦

俱

治

西

北

三

十

五

里

　
南
營
屯
堡
　
竒
村
堡
後
王
村
堡

俱

治

西

北

四

十

里

　
苗
莊
砦

治

西

北

五

十

里

　
米
家
砦

治

西

北

六

十

里

已
上
九
原
鄕
　
北
趙
寨

治

西

北

二

十

里

　
秦
城
堡
　
頓
村
堡

尹
村
堡

俱

治

西

北

二

十

五

里

　
南
高
寨

治

西

北

五

十

里

　
東
高
堡
　
西

高
堡

俱

治

西

北

六

十

里

　
楊
胡
砦

治

西

北

七

十

里

　
楊
村
堡
　
播
明
堡



 

卷
四
十
六
　

山

西

二

　
　
二
十
五

泡
池
堡

俱

治

北

十

五

里

　
　
部
落
堡

治

百

三

十

五

里

　
淤
泥
堡
　
吳

家
堡

俱

治

北

四

十

里

　
忻
口
鎭
堡

見上

　
猫
砦

治

北

五

十

里

元

時

戍

兵

正

綂

米

虜

入

有

石

具

常

射

退

四

十

七

騎

乃

引

去

　
高
村
屯
堡

治

北

四

十

里

　
以
上
金
山
鄕

郡
關
郭
墻
卑
簿
鹵
土
漸
頺
貧
民
艱
於
修
築
竊
欲
乘
戍
卒

更
高
厚
之
以
當
事
議
撒
不
果
請
萬
一
敵
侵
恐
不
可
守
云

內
赤
塘
一
帶
西
南
直
通
晉
陽
敵
曾
出
没
東
高
西
高
地
俱

平
衍
敵
渡
沙
河
卽
可
長
驅
扺
郡
均
所
當
慮
寨
堡
卽
星
羅

平
苐
可
守
者
黃
堂
明
望
虎
頭
龍
王
高
崖
米
家
砦
猫
砦
東

樓
村
北
胡
高
村
忻
口
僅
二
十
餘
處
而
已
小
民
懲
往
年
北

趙
張
村
之
變
惴
惴
殘
破
遇
警
棄
去
多
入
深
窨
嶮
溝
視
修

理
不
啻
驅
之
陷
井
也
似
當
酌
助
官
修
增
高
益
厚
多
置
軍

火
及
器
械
令
民
積
粟
穿
井
宅
安
其
中
庶
有
固
志
苐
未
易

言
也

郡
境
村
落
約
三
百
許
皆
有
梵
寺
數
楹
最
小
者
亦
斗
室
供

奉
香
火
僧
元
精
行
貧
民
爲
僧
傭
作
者
挈
妻
傍
居
流
娼
僦

居
僧
舍
蕩
無
精
行
子
諧
狎
藉
資
衣
食
更
從
諛
之
深
可
扼

惋
縁
胡
先
素
崇
佛
教
故
濫
觴
至
此
計
非
廬
居
人
人
不
可

苐
鄕
人
就
此
辟
敵
歲
時
祈
報
亦
未
易
議
革
也

郡
田
賦
先
年
分
丁
站
春
秋
四
項
征
收
歲
首
先
比
丁
站
踰

月
而
報
完
未
遑
騐
發
緩
征
夏
秋
輸
稅
亦
十
之
八
轉
輸
有



 

卷
四
十
六
　

山

西

二

　
　
二
十
六

備
而
邊
糧
之
外
王
糧
亦
完
十
之
二
三
近
行
一
條
鞭
法
管

糧
官
專
督
之
而
丁
站
十
逋
其
二
三
矣
前
人
催
科
之
法
有

苐
逋
負
甲
乙
叙
征
者
民
恐
己
之
甲
也
則
遞
輸
有
不
問
甲

乙
間
攝
者
民
懼
攝
之
不
測
也
則
爭
輸
有
勾
牒
已
具
而
故

稽
之
者
民
畏
牒
之
或
下
也
則
亟
輸
郡
民
𢚩
公
者
固
夥
其

慣
逋
者
王
法
皆
不
能
攝
卽
拘
及
且
懷
金
受
笞
而
去
不
得

已
先
責
多
逋
者
而
站
銀
混
於
派
丁
中
銀
數
少
遂
得
規
避

邊
糧
𢚩
踰
星
火
隨
征
隨
解
逋
民
探
知
解
完
卽
不
輸
納
而

王
糧
以
逋
爲
常
不
能
殿
最
矣
庫
無
剩
金
上
供
之
需
未
開

征
時
卽
征
解
完
東
支
西
吾
官
甚
病
之
乃
知
雖
有
良
法
便

良
民
而
頑
民
則
敝
便
全
完
而
逋
欠
則
敝
法
固
無
如
人
何

郡
　
糧
昔
年
定
則
皆
丈
地
書
識
上
下
其
手
多
不
均
平
縁

官
不
能
履
畝
卽
履
畝
亦
不
能
區
别
地
色
也
但
懸
絶
不
至

霄
壤
姑
仍
其
舊
然
有
必
當
變
通
者
如
苻
村
重
新
高
苗
白

村
平
張
淤
泥
等
處
有
多
斥
鹵
無
歲
不
派
無
歲
不
逋
空
名

解
實
反
使
逋
糧
者
引
以
藉
口
大
屬
無
謂
蕭
樓
郝
曹
金
竒

等
村
叚
石
等
莊
新
漲
引
淤
之
地
穀
粟
不
啻
倍
收
十
三
中

糧
十
七
丁
糧
無
糧
者
更
不
知
幾
似
應
清
刷
槪
派
上
則
積

荒
議
豁
重
則
議
減
賦
稅
旣
均
催
科
亦
易
竊
曾
建
議
及
此

因
首
地
糧
經
報
部
不
果
行
因
思
將
此
地
加
額
每
畝
以
一



 

卷
四
十
六
　

山

西

二

　
　
二
十
七

升
五
合
解
豐
贍
庫
餘
入
總
州
則
部
額
如
故
而
民
賦
亦
均

或
甦
民
裕
國
之
一
策
也
敢
告
之
來
者

郡
南
門
外
舊
有
王
家
莊
渠
東
門
外
渠
野
塲
渠
故
郡
渠
比

胡
渠
引
水
灌
田
以
故
糧
派
上
則
郝
村
蕭
村
樓
村
曹
村
原

係
下
地
輕
糧
近
年
開
渠
上
流
淤
灌
上
地
甚
多
上
流
引
水

則
下
流
涸
是
上
則
之
地
反
不
當
下
地
之
收
穫
竊
意
合
前

後
村
通
匀
水
利
亦
合
前
後
村
通
均
地
糧
乃
爲
均
平
不
然

訊
村
民
愿
水
地
者
則
計
水
所
到
而
征
以
上
糧
愿
旱
地
者

則
征
以
下
糧
而
禁
勿
侵
水
庶
民
各
安
心
而
免
爭
奪
之
祻

矣郡
山
多
石
薪
木
絶
少
石
炭
南
資
陽
曲
北
資
元
岡
數
日
始

得
往
返
元
岡
路
遙
崎
嶇
隆
冬
尤
苦
之
往
往
人
牛
僵
仆
此

他
邑
所
無
之
艱
也
衆
謂
東
西
兩
山
亦
産
石
炭
苦
不
能
識

因
募
陽
曲
窑
戸
令
開
鑿
售
鬻
皆
言
頑
石
無
炭
避
去
設
有

邊
警
積
新
當
慮
耳

靜
樂
縣
志

蘆
芽
一
山
崔
嵬
特
援
高
出
雲
霄
而
磅
礴
盤
據
可
數
百
里

寧
武
朔
州
處
北
麓
忻
州
崞
縣
處
東
麓
岢
嵐
五
臺
處
西
麓

嵐
縣
靜
樂
處
南
麓
而
山
之
左
與
盤
道
梁
等
山
衿
帶
相
連

曩
時
林
木
參
差
干
霄
蔽
日
遮
障
煙
塵
儼
然
天
塹
長
城
邇



 

卷
四
十
六
　

山

西

二

　
　
二
十
八

來
禁
令
稍
弛
有
借
稱
王
府
勢
官
斫
伐
者
有
假
托
壽
木
橋

梁
採
取
者
有
貧
民
小
戸
盗
販
圈
板
者
絡
繹
道
路
日
夜
一

休
追
惟
建
置
之
初
勘
破
全
晉
之
形
勝
以
爲
中
有
寧
武
關

東
有
雁
門
關
西
有
偏
頭
關
皆
通
賊
路
口
中
外
咽
喉
之
地

故
設
兵
禦
備
屯
軍
戍
守
有
如
山
不
蕩
然
而
屏
翰
盡
撤
則

白
登
以
南
并
州
以
北
何
處
非
戎
馬
長
驅
之
路
卽
三
關
亦

無
險
可
恃
矣

知
縣
王
近
愚
包
修
城
垣
疏
略

蘆
芽
禁
山
砍
伐
殆
盡
道
路
四
達
敵
騎
無
遮
從
水
泉
營
下

岢
嵐
入
靜
樂
從
寧
武
下
寧
化
入
靜
樂
俱
爲
坦
途
鳴
鞭
卽

至
　
大
同
地
方
郡
有
衞
有
邑
衞
所
修
守
有
資
以
故
雖
處

極
邊
安
靜
如
堵
靜
樂
接
壤
沙
𣺞
巨
衝
要
害
不
減
於
大
同

况
東
路
雁
門
關
原
設
雁
門
千
戸
所
迤
南
四
十
里
爲
代
州

設
振
武
衛
衛
有
六
千
戸
斦
又
有
守
備
綂
軍
一
營
守
禦
之

西
　
偏
頭
關
千
戸
所
迆
南
一
百
八
十
里
爲
岢
嵐
州
內
設

鎭
西
衛
衛
有
五
千
戸
所
亦
有
守
備
綂
軍
一
營
守
禦
之
中

路
寧
武
關
與
東
西
兩
路
並
稱
重
地
號
曰
三
關
迤
南
一
百

八
十
里
爲
靜
樂
亦
宜
設
一
衛
所
防
守
以
仿
兩
路
之
制
但

添
設
錢
糧
招
致
軍
馬
似
有
難
處
者
察
得
平
陽
路
安
擇
沁

等
處
有
兼
設
衛
所
者
　
祖
宗
剏
建
固
不
政
輕
議
苐
今
時



 

卷
四
十
六
　

山

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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