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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續
修
縣
志
序

綏
之
志
凡
數
修
而
難
易
有
别
修
於
無
事
之
時
易

修
於
多
事
之
秋
難
且
修
於
眾
事
並
舉
之
日
則
尤

難
余
是
以
瞿
瞿
焉
而
惟
恐
弗
逮
也
考
舊
志
修
於

髙
秦
楊
范
四
公
迨
程
公
彚
而
輯
之
較
為
備
厯
八

十
年
至
嘉
慶
丙
子
舉
修
通
志
檄
各
府
州
縣
繳
志

本
以
備
楚
書
邑
孝
亷
𡊮
君
齡
博
學
胥
君
文
元
明

經
龍
君
池
雲
等
蒐
討
舊
編
删
訛
補
正
稿
㡬
成
而

中
止
道
光
戊
子
林
公
宰
斯
土
亟
謀
付
梓
其
時
袁

君
尚
存
重
加
編
摩
遂
為
完
書
然
則
如
𡊮
君
數
君

子
者
亦
邑
志
之
功
臣
乎
由
戊
子
迄
今
僅
四
十
年

耳
其
間
天
道
之
變
遷
人
事
之
轉
移
𨤲
然
在
目
不

虞
𢈏
申
之
變
一
炬
焦
土
余
來
撫
此
荆
榛
滿
目
瓦

礫
愴
心
乃
謀
葺
衙
舍
修
宫
廟
繕
城
垣
除
橋
梁
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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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費
鳩
工
一
時
並
舉
竭
蹶
不
遑
復
有
續
修
縣
志
之

檄
札
到
即
與
張
李
兩
廣
文
相
商
李
曰
採
訪
有
邑

紳
秉
筆
必
需
通
材
我
鄉
龔
司
馬
書
舫
現
居
幕
府

可
𦖳
延
之
随
謀
於
龔
龔
既
諾
遂
檢
舊
本
苦
無
完

編
𦍒
四
覔
猶
有
蔵
板
雖
殘
可
補
乃
遴
首
事
設
局

於
學
之
東
齋
而
興
工
焉
昔
之
治
綏
者
多
賢
令
矣

兵
燹
之
餘
百
廢
具
舉
莫
如
程
公
際
泰
然
考
其
時

葺
衙
署
者
有
年
修
學
宫
者
有
年
建
文
昌
廟
武
廟

又
有
年
其
他
城
垣
橋
梁
亭
堡
均
以
次
第
從
事
志

載
班
班
可
覩
今
余
綆
短
汲
深
眾
工
並
舉
彼
應
則

此
呼
盖
亦
不
勝
其
難
矣
然
余
雖
際
其
難
而
一
肩

獨
任
不
敢
憚
勞
復
得
兩
廣
文
暨
邑
紳
諸
君
襄
兹

志
事
矢
慎
矢
公
克
成
厥
功
閲
斯
志
也
顯
以
徴
文

獻
之
實
隐
以
寓
勸
懲
之
方
逺
為
憲
典
之
垂
近
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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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續
修
縣
志
序

綏

邑

在

崇

岡

曡

巘

之

間

地

勢

幽

深

水

泉

清

曲

聞

多

耆

夀

𨓜

德

况

經

兵

燹

節

義

忠

貞

當

登

簡

畢

者

自

夥

也

嵗

丙

寅

冬

余

奉

　

部

憑

秉

邑

鐸

自

省

抵

綏

水

程

踰

二

千

里

河

涸

而

灘

峻

舟

屡

易

險

阻

備

尝

至

則

嵗

聿

云

暮

邑

紳

猶

在

署

問

奚

事

則

續

修

縣

志

稿

脱

而

讐

校

方

勞

不

敢

以

臘

鼓

頻

敲

遽

歸

余

嘉

衆

紳

之

勤

慎

而

忘

私

也

韙

之

問

秉

筆

則

邵

陽

龔

書

舫

余

舊

識

問

始

事

則

奉

上

檄

將

修

省

志

備

採

錄

工

難

緩

政

總

於

邑

侯

襄

事

有

学

博
士
悉
踴
躍
故
計
日
不
迫
而
收
功
較
㨗
時

邑
城
庀
材
鳩
工
方
謀
修
建
余
觀
人
事
之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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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癈
興
而
𥩈

憬
然
於
天
道
轉
移
之
機
為
綏
慨

復

為

綏

喜

夫

昔

之

宰

綏

者

運

際

承

平

大

都
以
撫
字
心
勤
膺
循
譽
今
之
綏
非
昔
比
髪
逆

一
炬
地
惟
餘
刼
灰
屋
無
完
瓦
欲
於
敗
壞
之
後

撫
瘡
痍
招
流
散
一
旦
俾
燬
者
修
頺
者
振
廢

者

舉

傾

者

安

頓

復

舊

觀

非

為

疾

而

用

舒

未
易
興
作
若
是
速
今
也
既
伸
民
困
復
借
民

力
凡
事
所
應
為
一
𣅜

如
矩
是
此
日
之
綏
視

前
数
載
之
綏
可
謂
滋
苖
槁
以
膏
兩
囬
寒
谷

而
再
春
然
官
不
言
瘁
力
已
瘁
民
不
辞
疲
役

已
疲
迴
憶
前
此
之
遭
刼
運
厥
鍳
非
遥
則
撫

養
休
息
培
復
元
氣
固
司
牧
之
責
而
型
仁
講

讓
翕
然
益
趋
於
治
則
在
居
其
地
者
之
能
自

愓

厲

毋

淩

長

欺

弱

毋

競

利

遺

義

以

承

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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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運
而
迓
天
庥
庶
幾
甘
露
被
野
景
星
在
郊
歌

屢
豐
而
康
樂
和
親
安
平
嵗
上
行
人
之
書
獨

斯
志
也
可
採
乎
哉
余
來
也
後
未
與
志
事
兹

因
志
竣
書
此
鄙
語
誌
吾
來
綏
之
日
即
以
著

邑
侯
振
綏
之
猷
而
並
為
綏
人
士
卜
戸
慶
安
堵

人
文
於
兹
蔚
𧺫

也
是
為
序

同
治
六
年
丁
夘
嵗
孟
夏
中
澣

欽
加
國
子
監
學
正
銜
綏
甯
縣
教
諭
湘
西
黄
友
昉

書
於
學
舍
之
寄
舫
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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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續

修

縣

志

序

　

　
庠

生

楊

昌

位

綏
志
至
今
𡸁

二
百
餘
年
續
修
後
又
四
十
年

憶

自

道

光

戊

子

嵗

　

邑

侯

林

辛

山

先

生

以
嶺
南
儒
碩
臨
𦲷

蒔
竹
文
章
治
績
𣅜

为

一
代
楷
模
案
牘
之
暇
留
心
文
獻
爰
與
逺

齋

𡊮

公

甘

泉

龍

公

樸

齋

吴

公

吾

師

瀚

渠

李

公

諸

君

子

草

創

討

論

互

相

考

订

予

亦

以

駑

駘

之

質

博

搜

旁

采

奔

走

其

间

維

時

年
甚
壮
力
甚
强
馳
驅
䟦
涉
楽
此
不
疲
凡
一
人

一
物
必
兢
兢
乎
矢
慎
矢
公
窮
源
究
委
弗
敢
隕

越
以
貽
青
史
羞
今
老
矣
彈
指
光
陰
轉
眼
如

昨

當

年

耆

舊

雲

散

風

流

獨

遺

此

皤

然

一

老
覊
縻
嵗
月
加
以
兵
火
叠
經
家
室
播
蕩
乕

口
餘
生
淂
保
首
領
以
終
饭
年
足
矣
尚
何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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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以
龍
鍾
老
態
濫
竽
邑
乗
哉
乃
丙
寅
嵗

邑
侯
方
公
奉
檄
修
志
兩
學
師
以
余
列
入
執

事
余
以
老
邁
辭
師
曰
力
役
之
事
必
須
少
壮
文

獻
之
徴
端
賴
老
成
耳
所
闻
目
所
見
身
所
阅
厯

周
詳
審
確
有
非
後
生
軰
所
可
及
者
筆
墨
不

敢
勞
而
考
較
虚
實
则
不
能
不
為
君
置
一
席
於

是
設
局
於
學
之
東
齋
與
龍
吴
諸
君
子
交
相

校
阅
详
加
考
察
循
名
核
實
以
歸
五
當
其
有

未
合
者
必
親
厯
其
境
以
辨
真
偽
㫁
不
使
魚

目
混
珠
貽
来
世
以
口
實
余
年
今
七
十
有
三
幸
步

履
尚
徤
自
四
里
以
至
東
山
上
下
各
里
靡
不
周
及

淂
其
梗
概
載
諸
手
冊
採
輯
雖
不
多
實
足
𡸁
□

信
史
聊
資
世
道
人
心
之
一
助
是
则
余
之
願
也
是

為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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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

修

縣

志

序

綏
甯
古
𡽪
地
隷
靖
屬
首
區
雜
處
首
畺
接
壤

西
粤
縣
治
山
雖
髙
而
圍
若
屏
河
雖
小
而
萦

若
帶
天
地
山
川
清
淑
之
氣
未
必
不
毓
为
人
文

客

夏

余

奉

藩

憲

檄

挕

绥

教

谕

篆

玉

则

刼
灰
滿
目
知
經
两
次
贼
氛
庙
宇
倾
頺
縣
廨

成
平
地
民
房
瓦
礫
阛
阓
等
晨
星
悵
然
乆

之
東
垒
先
借
作
縣
署
亦
舍
此
無
他
所
余
就
居

西
垒
下
率
觀
風
諸
生
文
兿
大
堪
造
就
绥

縱
边
隅
境
輿
情
頗
急
義
邑
侯
方
计
修

文武

廟
竝
縣
衙
捕
壓
费
由
攤
畝
试
院
河
□
输

將
量
力
悉
次
第
举
行
縣
署
已
落
成
矣
顷
奉

大
憲
札
修
全
省
誌
縣
誌
須
先
成
賫
州
彚
省

邑
侯
向
余
两
学
曰
民
力
難
堪
矣
然
沙
敢
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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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憲
意
議
设
局
東
垒
邑
侯
揔
其
成
两
季
□

其

職

縣

幕

龔

君

書

舫

代

縣

主

筆

墨

贡

生
龍
君
鳯
翥
文
生
呉
君
懋
本
楊
君
昌
位

等

参

赞

各

□

普

谕

鄉

绅

各

勤

採

访

城

绅

來

收

其

稾

兼

收

各

捐

本

道

光

八

年

前
令
林
公
辛
山
秉
筆
续
修
距
时
未
乆
兵

燹
後
舊
版
猶
存
兹
则
山
川
闗
隘
壇
庿
等

项
即
有
遗
漏
𥙷

纂
無
多
惟
此
四
十
年
间

官
偕
之
逓
换
人
物
之
後
出
衙
寺
□
梁
之
廢

興
以
及
耆
寿
軍
功
因
在
此
必
书
而
尤
莫
重

於
節
烈
忠
孝
節
烈
此
潜
注
幽
先
最
宜
闡

發
忠
孝
為
地
方
元
氣
所
闗
即
為
承

國
家
元
氣
所
繫
此
也
不
为
之
大
书
特
书
沙

以
成
誌
吾
省
先
達
陶
文
毅
公
奏
天
下
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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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幸
歟
是
为
序

同
治
丁
夘
孟
夏
月
都
梁
李
澍
識
於

蒔
竹
學
舍
之
西
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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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續
修
綏
甯
縣
志
序

事
有
至
重
而
非
可
輕
者
志
是
也
有
至
急
而

不
可
緩
者
修
志
是
也
綏
志
剏
於
邑
侯
高
秦

楊
范
諸
公
繼
修
於
程
侯
階
平
道
光
八
年
復

修
於
林
侯
辛
山
自
是
以
來
𠪱

寒
暑
三
十
有

零
舊
志
無
恙
炳
如
日
星
越
咸
豐
庚
申
及
同

治
癸
亥
叠
遭
兵
燹
滿
城
焦
土
而
邑
中
所
有

蕩
然
無
存
其
待
修
舉
者
非
一
端
而
至
重
至

急
者
莫
如
志
嵗
在
乙
丑
欣
逢

方
大
父
臺
以
名
員
宰
此
土
本
眾
母
之
心
布

濟
人
之
政
爲
民
謀
生
聚
計
安
全
美
意
良
法

隨
事
兼
敷
未
幾
澤
及
信
孚
政
成
人
和
民
懷

其
德
各
願
輸
資
於
是
葺
　
聖
宫
修
　
武
廟

建
衙
署
補
城
垣
復
西
河
橋
移
龍
王
殿
𥪡

考



 

綏
甯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序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二

棚
造
倉
厫
一
年
之
內
百
廢
俱
興
及
丙
寅
仲

夏
念
諸
務
之
重
而
急
者
次
第
觀
成
而
至
重

至
急
之
邑
乘
不
容
稍
輕
而
稍
緩
也
將
有
事

於
續
修
適
　
大
憲
有
修
縣
志
之
檄
遂
殷
然

以
修
志
爲
任
謀
於
　

張李

兩
學
師
設
局
於
綏

學
之
東
齋
命

翥

與
吳
君
𢡟

本
及
諸
同
學
共

勷
其
事
奉
命
之
下
深
慚
綆
短
恒
慮
絲
棼
凡

所
去
取
未
敢
偏
私
綱
紀
在
朝
廷
則
　
聖
謨

洋
洋
必
首
紀
之
律
襲
在
天
地
則
星
野
居
鶉

尾
之
次
圖
考
繪
形
勢
之
全
必
次
及
之
由
是

志
建
置
之
沿
革
志
疆
域
與
山
川
有
人
此
有

土
則
戸
口
之
盈
縮
賦
税
之
多
寡
城
池
關
隘

之
嚴
固
津
梁
古
蹟
之
昭
垂
班
班
可
考
治
明

兼
治
幽
則
公
署
以
出
政
學
校
以
育
材
祀
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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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祠
廟
以
昭
祈
報
兵
制
屯
田
以
供
軍
資
井
井

有
條
而
且
驛
舖
並
登
往
來
之
稽
察
有
所
彝

猺
向
化
武
功
之
績
業
𠪱

彰
寺
觀
仍
其
舊
鹽

法
存
其
名
取
士
無
異
於
取
人
則
選
舉
隨
職

官
並
著
用
恩
實
因
乎
用
力
則
封
廕
與
政
績

俱
傳
至
於
忠
義
屬
人
物
之
望
節
烈
爲
婦
女

之
尤
其
所
關
係
者
更
重
其
待
表
暴
者
更
急

核
其
實
錄
其
人
足
以
勵
後
世
而
植
綱
常
他

如
仙
釋
方
技
爲
民
生
所
偶
賴
藝
文
耆
壽
爲

國
家
所
推
崇
連
類
而
及
循
序
以
書
矢
公
矢

愼
旣
與
同
人
共
相
商
確
復
呈
　
賢
邑
侯
親

加
裁
定
始
付
剞
劂
以
昭
來
兹
所
謂
事
之
至

重
至
急
者
𠪱

朞
月
而
告
竣
覩
斯
志
也
或
亦

簡
而
當
詳
而
賅
舉
已
徃
之
陳
迹
近
來
之
軼



 

綏
甯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序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四

事
𨤲

然
在
目
而
一
邑
之
掌
故
備
焉
是
爲
序

同
治
六
年
丁
卯
嵗
孟
夏
月
嵗
貢
生
候
選
教

諭
龍
鳳
翥
華
𠅘

氏
敬
撰



 

綏
甯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跋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續
修
綏
甯
縣
志
跋

邑
志
經
數
修
前
人
序
之
已
詳
自
道
尤
戊
子

邑
侯
辛
山
林
公
蒐
討
遺
編
重
加
補
輯
迄
今

又
四
十
年
當
時
執
筆
者
邑
孝
廉
遠
齋
袁
公

也
贊
襄
考
訂
則
有
遜
三
胥
公
甘
泉
龍
公
諸

先
輩

𢡟

先
君
子
亦
嘗
叅
末
議
於
其
間
焉
其

書
詳
而
賅
簡
而
當
分
門
別
𩔖

井
井
有
條
洵

足
以
徵
文
獻
而
垂
久
遠
不
虞
庚
申
嵗
以
來

髪
逆
跳
梁
我
邑
屢
被
兵
火
邑
志
舊
簡
雖
幸

有
存
多
殘
缺
矣
欣
逢
　
方
大
父
師
來
宰
吾

邑
招
撫
流
離
亟
謀
修
建
圖
治
於
新
百
廢
具

舉
邑
士
民
胥
頌
之
正
當
匠
作
並
興
復
奉

上
檄
飭
繳
邑
志
廼
設
志
局
委
庠
紳
分
司
採
訪

𢡟

又
得
與
龍
楊
張
宋
諸
君
共
襄
其
事
魯
魚



 

綏
甯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跋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二

焉
馬
校
正
罔
懈
竊
念
邑
志
續
修
於
今
日
兵

燹
之
後
雖
深
山
窮
谷
中
遇
難
而
殉
節
者
不

少
男
貞
女
烈
宜
悉
表
章
之
俾
無
隱
憾
而
舊

志
分
晰
事
類
雖
無
不
備
無
如
忠
義
一
則
未

另
表
出
因
請
於
學
師
商
之
秉
筆
特
採
近
今

効
忠
之
士
合
前
輯
別
爲
一
類
節
烈
則
仍
歸

列
女
之
編
庻
忠
魂
義
魄
潛
德
幽
光
展
卷
暸

然
是
則
今
日
之
𤼵

微
闡
幽
而
未
敢
稍
渉
輕

忽
之
意
也
志
成
謹
叙
　
賢
邑
侯
治
綏
之
政

修
志
之
由
而
並
以
管
見
附
述
於
此
是
爲
跋

旹同
治
六
年
首
夏
之
吉
軍
功
議
叙
六
品
邑
庠

藝
林
吳
𢡟

本
謹
跋



 

綏
甯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跋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續
修
縣
志
跋

蒔
竹
俗
湻
余
曾
兼
治
民
情
厚
而
士
習
端
風

多
近
古
越
十
載
重
守
臨
江
邑
宰
方
君
子
彬

明
府
與
余
論
交
在
十
年
前
仁
厚
久
欽
賢
能

夙
著
綏
邑
前
經
兵
火
黌
序
官
廨
考
棚
武
廟

西
河
橋
皆
燼
餘
瓦
礫
目
擊
難
堪
自
公
莅
任

次
第
倡
修
不
二
年
而
百
廢
具
舉
煥
然
一
新

夫
興
利
除
弊
之
事
固
守
土
者
分
所
當
爲
若

其
羣
相
燬
塌
支
用
浩
繁
非
具
大
有
爲
之
才

而
又
肯
整
刷
精
神
勤
求
治
理
安
能
若
斯
之

美
備
乎
丁
卯
夏
因
公
赴
綏
晤
子
彬
兄
欵
洽

慇
懃
暢
談
昕
夕
山
示
所
修
縣
誌
載
籍
詳
明

迄
接
見
纂
修
諸
君
知
其
考
訂
搜
羅
不
辭
勞

瘁
載
厯
寒
暑
克
告
成
功
此
固
賢
令
尹
兼
人



 

綏
甯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跋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二

之
才
尤
資
邑
文
人
襄
贊
之
力
而
廣
文
張
李

兩
君
子
則
又
董
共
成
也
覽
斯
誌
者
知
文
獻

之
流
傳
悉
幅
員
之
廣
犬
與
夫
忠
孝
節
義
文

物
聲
明
莫
不
展
卷
暸
然
燦
如
星
日
厥
功
豈

淺
鮮
哉
余
旣
羡
方
君
之
有
猷
有
爲
而
尤
嘉

諸
生
之
羣
策
羣
力
也
用
附
數
言
以
誌
不
朽

云五
品
銜
靖
州
直
隷
監
州
補
用
知
縣
楚
北
孝

感
燮
臣
屠
道
和
跋



 

綏
甯
縣
志
　

卷
之
一
　

序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續

修

縣

志

序

國
家
用
兵
十
有
餘
年
我
湘
湘
忠
義
之
士
草

莽

之

人

啒

起

戎

行

或

專

阃

建

節

或

戮

力
捐
軀
麟
麟
炳
炳
甲
於
天
下
良
由
湘
嶽

之
氣
鬱
積
久
而
發
其
奇
既
以
銘
之
旂
常

自

當

泐

之

金

石

此

大
憲
通
志
之
修
所
以
諄
　
徵
及
於
各
府

州
縣
也
绥
處
萬
山
之
中
代
多
𨼆

逸
澍

自

丙

辰

嵗

東

鐸

於

兹

课

士

之

暇

详

加

谘

访

某

也

孝

某

也

慈

其

也

友

恭

某

也

尚

氣

節

而

勵

廉

隅

随

筆

黙

識

編

為

一

冊

将

以

備

輶

軒

之

採

未

幾

有

庚

申

之

變

編

且

燼

迨

兵

燹

既

熄

荒

煙

蔓

草

之

中

更

多

忠

義

莭

貞

之

魄

检

其

梗

概

慷

慨



 

綏
甯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序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二

從
容
有
求
之
士
大
夫
中
未
易
屈
指
者
遂

若

红

羊

刼

為

庸

人

𢡽

喪

既

反

為

志

士

全
令
名
傳
之
後
世
足
植
綱
常
而

澍

向
所
未

竟
之
志
遂
若
造
物
之
留
以
有
待
也
獨
念
遘

既
以
采
闔
城
一
炬
半
為
焦
土
滿
目
荆
榛
愴

然
在
抱
乙
丑
春
邑
□
　
方
公
補
授
斯
篆

毅
然
以
興
復
为
己
任
幸
绅
民
踴
躍
捐
輸

有

差

遂

得

一

嵗

之

中

百

廢

並

舉

維

時

竭
蹶
不
遑
復
有
續
修
縣
志
之
檄
札
到
即

与
邑
□
高
期
以
其
事
属
余
之
無
文
恐
貽

青

史

羞

且

厯

任

久

嫌

怨

易

滋

幕

府

龔

司
馬
吾
鄊
宿
儒
也
若
得
編
摩
則
以
□
许

手
□
發
班
馬
以
栽
無
黨
無
编
足
彰
行
史

謀

於

龔

適

有

□

志

辭

固

請

歸

留

乃

检



 

綏
甯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序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三

舊
編
觀
其
大
畧
設
局
於
學
署
之
東
齋
遴

首
士
而
興
工
夫
自
道
光
戊
子
迄
今
僅
四
十

寒
暑
耳
天
文
地
輿
山
川
田
賦
釐
然
杜
目
無

所

更

易

若

人

才

之

輩

出

時

事

之

遷

移

与
夫
運
會
之
常
變
則
有
不
可
疎
畧
此
迨

採
訪
既
備
重
加
校
阅
缺
者
補
之
訛
者
正
之
無

濫

無

遺

較

為

完

善

經

營

凡

十

月

槖

筆

而
告
成
是
役
也
　
方

君

縂

其

成

張

君

董

其

事

龔

君

任

其

筆

削

同

學

诸

君

子

艸

創
討
論
殚
精
竭
慮
矢
慎
矢
公
共
襄
厥
美

余
以
不
舞
之
鶴
品
得
以
一
知
半
觧
参
議
其

间
體

上
憲
徵
文
考
獻
之
至
意
亦
以
見
湖
湘
忠
義

之
士
與
日
月
爭
光
不
与
草
木
同
朽
也
詎



 

綏
甯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序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續
修
縣
志
序

綏
甯
古
巖
邑
也
其
時
代
之
建
置
城
郭
之
創

造
山
川
之
險
阻
物
産
之
富
饒
風
俗
之
渾
朴

人
才
之
蔚
起
科
名
之
鼎
盛
固
已
志
之
詳
焉

奚
容
復
贅
慨
自
髮
逆
竄
擾
以
來
綏
甯
南
界

粤
西
接
黔
爲
楚
邊
門
戸
當
逆
匪
要
衝
其
□

邑
之
破
廬
舍
之
焚
官
長
之
死
節
人
民
之
□

散
者
數
矣

鍈

到
官
之
日
市
井
蕭
條
人
煙
□

少
官
廨
民
居
皆
成
焦
土
觸
目
傷
懷
未
嘗
不

太
息
痛
恨
於
逆
燄
之
鴟
張
守
邊
之
失
策
也

堂
憲
方
子
彬
公
於
同
治
乙
丑
年
來
令
斯
邑
留

心
民
瘼
惟
恐
一
事
未
得
其
宜
一
民
不
得
其

所
廼
爲
之
舍
舊
謀
新
廼
爲
之
興
利
除
弊
且

爲
之
籌
辦
防
禦
招
撫
流
亡
勸
課
農
桑
補
□



 

綏
甯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序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二

城
郭
申
明
條
教
振
起
人
文
百
廢
具
舉
規
模

一
新
於
是
向
之
遷
徙
無
常
者
今
則
安
居
樂

業
矣
向
之
碎
瓦
頺
垣
者
今
則
上
棟
下
宇
矣

此
長
官
之
幸
而
亦
僚
屬
之
幸
也
不
徒
爲
僚

屬
之
幸
而
實
士
民
之
幸
也
　
堂
憲
曰
此
不

可
以
不
志
適
上
憲
飭
下
各
屬
續
修
志
書
因

一
力
奉
行
廣
文
張
定
夫
公
齒
德
俱
尊
學
問

淵
博
次
東
李
公
司
鐸
十
餘
年
此
邦
耆
□
莫

不
交
推
知
名
之
士
半
出
門
下
而
邱
邑
龔
君

書
舫
宿
儒
也
亦
居
幕
中
爰
商
所
以
續
修
之

舉
皆
銳
然
以
筆
削
爲
己
任
遂
與
明
經
龍
君

鳳
翥
庠
生
吳
君
𢡟

本
諸
君
子
設
局
學
署
之

東
齋
纂
輯
編
次
和
其
聲
以
鳴

國
家
之
盛
蔚
然
成
書
方
今



 

綏
𡨴
縣
志
　

　
　
　
　

序

跋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三

無
遺
重
陽
後
袁
公
偕

善

同
赴
州
志
𡱈

查
閱

縣
屬
次
第
當
據
禮
部
則
例
學
政
全
書
禀
請

中
詳
更
正
蒙
　
魏
州
憲
批
准
復
綏
𡨴

爲
首

縣
一
冬
之
間
僕
僕
道
途
往
還
四
次
祇
盡
服

勞
之
聀
亦
惟
先
志
之
承
始
得
州
志
縣
志
藏

事
然
非
林
侯
至
誠
感
人
有
以
激
𤼵

其
好
義

樂
𦔳

之
心
萬
不
至
此

善

不
敏
欣
際
其
盛
雖

未
足
仰
挹
髙
深
而
身
厠
游
夏
之
班
亦
嘗
稍

参
末
議
故
不
揣
孤
陋
敬
述
其
顚
末
而
爲
之

跋
云
嘉
慶
辛
酉
科
副
榜
卽
選
儒
學
教
諭
邑

人
胥
善
道
敬
跋



 

綏
𡩋
縣
志
　

卷
之
一
　

序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三

邑
孝
廉
袁
君
齡
學
博
胥
君
文
元
眀
經
龍
君

池
雲
殆
亦
邑
人
而
撰
邑
志
者
余
從
公
庭
撥

冗
定
其
義
例
正
其
脱
訛
庻
幾
簡
而
當
詳
而

賅
者
也
斯
亦
縣
吏
文
章
之
一
端
也
若
夫
急

公
趨
事
踴
躍
争
先
典
闕
百
年
功
成
一
旦
則

邑
人
士
欎
乆
焕
彂
之
勢
歡
欣
鼓
舞
之
氣
為

之
也
勢
以
鼓
氣
氣
以
生
數
𢿙

以
符
理
氣
機

開
焉
祥
瑞
出
焉
則
又
邑
人
士
奮
發
於
功
名

之
會
之
先
聲
也
此
尤
余
之
所
属
望
也
夫
時

道
光
八
年
十
二
月
念
八
日

賜
進
士
出
身

𠡠

授
文
林
郎
知
湖
南
直
隷
靖
州
綏
𡩋

縣
事
加
二

級
紀
錄
二
次
嶺
南
林
聨
桂
辛
山
氏
撰



 

絲
𡩋
縣
志
　

卷
之
一
　

凡

例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纂
修
凡
例

綏
處
楚
之
極
邊
雖
非
通
都
大
邑
然
控
獞
猺
於
四
塞
㨿

辰
澧
之
上
游
亦
楚
南
半
壁
一
要
區
也
明
𥘉
隷
靖
爲
首

縣
康
熈
年
間
祝
侯
纂
輯
州
志
抑
置
會
通
之
末
呂
志
因

之
去
年
魏
憲
續
修
沿
而
不
改
版
幾
成
矣
賴
林
侯
命
齡

等
赴
州
㨿
禮
部
則
例
學
政
全
書
禀
請
更
正
乃
得
復
首

綏
𡨴
凡
境
內
事
蹟
酙
酌
前
志
上
自
天
文
終
於
外
紀
分

門
别
類
删
繁
𥙷
缺
彚
成
此
編
俾
一
邑
之
文
獻
藉
以
不

冺
百
世
之
講
求
得
以
有
㨿
焉

一
湖
南
通
志
首
㳟
録

聖
製
國
家
重
熈
累
洽
所
有

宸
章

矌
典
炳
於
日
星
浹
於
臣
庶
敬
臚
卷
首
非
苐
光
一
朝
之
冊
府
且

以
埀
萬
禩
之
典
謨

一
星
野
歴
代
天
文
家
皆
云
翼
軫
楚
分
但
翼
二
十
度
軫

十
八
度
每
度
二
千
九
百
三
十
里
必
謂
翼
軫
分
野
於
楚

楚
之
幅
員
未
如
是
之
廣
也
惟
唐
書
謂
楚
在
軫
九
度
內

者
近
是
按
朱
鳥
七
宿
井
爲
首
鬼
爲
目
柳
爲
啄
星
張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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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嗉
翼
爲
翮
軫
爲
尾
楚
爲
鶉
尾
之
次
於
辰
爲
已
故
圖
於

三
垣
外
並
繪
七
宿
焉

一
圖
考
史
必
有
圖
一
展
卷
而
瞭
如
指
掌
今
於
天
文
則

詳
星
象
𨇠
次
而
附
以
步
天
歌
地
輿
則
城
池
祠
廟
公
署

繪
其
形
勢
著
其
年
代
俾
後
有
所
考
據
固
非
競
餙
耳
目

描
冩
風
景
無
禆
於
實
用
也

一
建
置
沿
革
自
有
天
地
以
來
土
宇
不
改
稱
名
各
殊
𨛦

縣
州
𠫊
隨
代
變
遷
而
所
隷
管
轄
之
司
亦
分
合
不
一
綏

自
有
宋
及
明
或
稱
徽
城
或
稱
蒔
竹
或
稱
綏
甯
或
隷
邵

或
隷
武
岡
或
隷
靖
州
爲
辨
其
源
委
著
其
朝
代
庶
考
古

者
得
悉
其
所
自
焉

一
疆
域
舊
志
楊
氏
曰
一
邑
之
制
必
有
畫
域
以
明
封
疆

之
界
必
有
道
里
以
辨
遠
近
之
至
綏
自
西
迤
東
四
百
餘

里
自
南
至
北
二
百
餘
里
皆
崇
山
峻
嶺
地
大
而
鮮
平
壤

土
薄
而
多
沙
磧
楚
幅
極
邉
之
巖
疆
也
今
辨
其
四
至
所

距
而
廿
五
里
之
里
社
村
團
析
而
紀
之
使
各
有
所
屬
而

不
混
視
舊
志
爲
加
詳
矣

一
山
川
山
盈
川
沖
后
土
所
以
播
氣
故
精
氣
所
鍾
無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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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於
方
隅
綏
地
山
峻
水
駛
舊
志
紀
其
名
而
未
稽
其
實
原

委
多
未
分
明
今
溯
其
𤼵
於
何
所
會
於
何
處
及
山
之
岩

洞
水
之
津
梁
以
類
相
從
非
曾
誌
於
舊
編
著
爲
名
勝
者

槪
不
登
載

一
戸
口
古
者
版
籍
登
於
天
府
王
者
拜
而
受
之
重
民
𢿙

也
國
朝
休
養
生
息
二
百
餘
年
戸
口
日
益
增
矣
綏
邑
承
糧
花

戸
若
干
人
丁
若
干
乾
隆
六
年
曾
具
詳
報
部
今
於
咸
豊

同
治
年
間
人
民
戸
口
增
减
之
𢿙
皆
㨿
實
紀
載
以
偹
查

核
焉

一
田
賦
因
田
制
賦
上
以
供

天
廋
下
以
贍
民
生
誠
致
治
之
要
務
也
綏
極
楚
邊
山
多
而
稅

少
田
下
而
賦
貞
條
秋
兩
項
兵
眷
穀
石
皆
按
年
清
欵
歴

無
拖
欠
今
於
原
額
新
編
𢘻
照
賦
役
全
書
開
載
而
屯
田

官
田
以
及
雜
稅
經
費
亦
附
記
焉

一
城
池
設
險
守
國
莫
重
於
城
池
綏
於
宋
紹
興
年
間
名

爲
蒔
竹
城
在
都
一
里
蘓
家
洲
遺
址
尙
存
世
所
稱
古
之

石
城
云
諸
葛
武
侯
所
築
卽
今
之
縣
治
地
經
再
易
矣
雖



 

綏
甯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凡

例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四

有
城
無
池
而
一
水
環
抱
居
然
天
塹
不
可
謂
非
金
湯
之

固
也

一
公
署
舊
署
在
北
門
內
明
景
泰
五
年
知
縣
羅
永
德
建

至
萬
歴
十
六
年
湖
北
道
郭
斐
巡
縣
謂
縣
署
坐
向
欠
吉

知
縣
蔣
仲
善
因
□
□
□
□
□
興
儒
學
向
同
康
熈
四
年

知
縣
楊
九
鼎
云
縣
署
坐
南
非
向
明
而
治
仍
移
建
北
門

內
卽
今
之
□
□
□
所
有
□
廳
門
楹
間
𢿙
儒
學
典
史
廵

司
官
廨
以
及
倉
厫
樓
閣
悉
併
記
之
以
偹
稽
考

一
學
校
古
者
建
國
君
民
教
學
爲
先
自
王
都
以
及
鄕
閭

皆
有
學
所
以
廣
教
化
育
人
才
也

聖
朝
文
教
覃
敷
蕞
爾
邊
□
□
□
導
之
□
有
書
院
之
長
復
置

義
學
於
里
社
俾
野
處
之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會
日
上
矣
今

於
學
署
之
建
地
學
田
之
坵
畝
學
額
之
名
𢿙
與
夫
各
處

義
學
之
添
設
皆
誌
於
編
以
資
參
閲
焉

一
祀
典
國
之
大
典
莫
先
於
祀
一
切
禮
儀
祭
銀
樂
舞
歌

章
及
先
儒
名
宦
鄕
賢
坐
次
𢘻
遵
我

朝
會
典
　
禮
部
頒
𤼵
者
詳
𢘻
敬
録
以
便
奉
行

一
祠
廟
入
廟
生
敬
以
其
爲
神
所
式
慿
也
綏
邑
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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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聖
廟
道
光
十
四
年
知
縣
胡
巖
重
建

武
廟
規
模
卑
狹
道
光
二
十
七
年
知
縣
彭
世
昌
仍
其
地
而
重

建
之
咸
豐
十
年
　
正
殿
爲
髪
逆
□
同
治
四
年
冬
月
知

縣
方
傳
質
倡
建
今
已
落
成
其
餘
祠
廟
悉
依
舊
制

一
風
俗
治
民
者
修
其
教
不
易
其
俗
以
地
之
有
剛
柔
燥

濕
民
生
其
間
者
各
異
也
綏
邑
村
團
散
處
語
音
不
齊
然

衣
服
嗜
好
不
尙
浮
靡
風
俗
猶
爲
近
古
邇
來
獞
猺
亦
漸

改
舊
習
因
附
記
之

一
寺
觀
二
氏
之
教
儒
者
弗
道
然
自
漢
魏
以
來
數
千
年

間
梵
宮
道
宇
金
碧
煇
煌
莫
之
能
廢
豈
亦
有
不
可
冺
滅

者
歟
綏
邑
寺
觀
外
有
官
有
院
有
庵
有
閣
爲
著
其
地
與

名
以
明
其
建
置
有
年
者
亦
可
姑
存
云

一
職
官
自
縣
令
以
及
廵
典
范
志
舊
有
遺
失
楊
志
已
𢘻

補
入
武
秩
則
詳
於
兵
制
儒
學
則
詳
於
學
校
陰
醫
僧
道

亦
以
其
有
職
守
而
并
附
焉

一
選
舉
前
志
科
甲
內
有
遺
名
者
嘉
慶
四
年
知
縣
趙
宗

文
置
題
名
區
於
虎
谿
書
院
𢘻
照
州
志
通
志
補
正
若
武

舉
若
恩
拔
副
貢
嵗
貢
𢘻
著
年
代
以
次
編
入
外
此
有
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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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辟
功
加
例
貢
及
六
七
八
九
品
者
亦
并
列
焉

一
封
廕
服
官
著
績
本
於
教
忠
錫
類
推
恩
用
以
廣

國
家
褒
䘏
之
典
上
榮
其
祖
父
下
被
其
孫
子
文
武
諸
臣
戎

行
効
命
沒
於
王
事
者
給
予
世
職
加

恩
尤
爲
優
厚
也
故
特
紀
之

一
政
績
此
地
之
官
自
有
明
以
及
我

朝
其
名
望
最
重
者
已
入
名
宦
祠
此
外
必
順
次
朝
代
開
列

政
事
勲
業
實
有
可
指
爲
詳
細
註
明
其
有
筆
墨
著
作
流

傳
此
土
者
載
入
藝
文
以
備
觀
覽
焉

一
人
物
舊
志
所
載
寥
寥
數
人
皆
經
入
鄕
賢
祠
者
兹
編

所
補
𢘻
本
地
之
賢
良
不
必
名
位
尊
崇
勛
業
焜
燿
卽
伏

處
之
士
有
能
耿
介
廉
讓
好
義
樂
施
足
以
風
世
勵
俗
者

爲
稽
其
里
居
詳
其
事
實
以
寓
善
善
從
長
之
意

一
忠
義
精
忠
大
義
本
非
常
人
所
能
然
赤
心
壯
膽
舍
命

誅
賊
視
死
如
歸
者
此
亦
忠
義
之
流
綏
雖
偏
隅
未
始
無

其
人
也
特
錄
其
姓
名
以
昭
來
兹
焉

一
列
女
登
載
節
義
之
事
所
以
闡
幽
光
勵
風
化
不
妨
稍

寛
然
必
確
核
鄕
評
事
旣
不
虚
例
亦
相
合
始
爲
詳
愼
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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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錄
若
非
靑
年
矢
志
白
首
完
貞
者
槪
不
敢
載

一
藝
文
經
世
行
遠
厯
久
而
不
朽
者
莫
大
於
藝
文
前
志

所
載
累
朝
之
經
制
曩
哲
之
篇
章
備
矣
然
點
綴
河
山
亦

昇
平
韻
事
則
歌
詠
景
物
之
詞
不
容
沒
也
其
他
無
禆
於

世
教
不
繫
於
風
土
者
不
敢
濫
附
昭
其
愼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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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續
修
綏
甯
縣
志
姓
氏

總
修

欽
加
陞
銜
特
授
湖
南
靖
州
直
隷
州
綏
甯
縣
知
縣
　
方
傳
質

同
修

欽

加

國

子

監

學

正

銜

綏

甯

縣

儒

學

教

諭
　
黄
友
昉

署

綏

甯

縣

儒

學

教

諭
　
張
開
謨

綏

甯

縣

儒

學

訓

導
　
李
　
澍

監
修

欽
　
加
　
同
　
知
　
銜
　
青
　
坡
　
廵
　
　
檢
　
周
煥
炳

欽

加

五

品

銜

雙

江

廵

檢
　
陳
光
涵

典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史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吳
金
鍈

纂
修

嵗

貢

候

選

教

諭
　
龍
鳳
翥

同
纂

生

員

軍

功

議

叙

六

品
　
吳
𢡟
本

叅
閱

生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楊
昌
位

生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張
紹
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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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校
對

生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宋
天
秩

生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龍
燾
庸

採
訪

生員

王
守
道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𣓾
光
業
　
　
　
　

六
品

軍
功

陳
道
生

六

品

藍

翎

龍
宗
倫
　
　
　

生員

龍
遇
元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于
定
飛

生員

陸
德
廣
　
　
　
　

廪生

陸
紹
機
　
　
　
　

監生

馬
保
良

監生

黄
再
恒
　
　
　
　

廪生

楊
文
英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楊
承
燔

生員

龍
興
言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楊
光
瀛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龍
幸
湘

生員

楊
進
榜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楊
樹
淸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龍
　
田

生員

李
德
昭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蘇
守
恬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李
國
貞

生員

李
貴
揚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李
如
筠
　
　
　
　

廪生

楊
式
型

廪生

李
如
萱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楊
本
銑
　
　
　
　

貢生

楊
進
椿

生員

蘇
華
實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李
步
龍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蔣
晟
瑋

候

𥙷

訓

導

周
崇
學
　
　
　

廪生

周
維
樑
　
　
　
　

廪生

譚
國
棟

生員

蕭
昌
喜
　
　
　
　

貢生

黄
如
帶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黄
立
庚

生員

黄
敬
孝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李
德
先
　
　
　
　

廪生

袁
通
涵

生員

楊
正
盛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黄
志
澤
　
　
　
　

貢生

袁
　
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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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貢生

賀
文
灝
　
　
　
　

廪生

劉
玉
鳴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蕭
先
熒

生員

劉
光
楚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賀
常
筠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周
濬
川

生員

賀
智
湖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袁
文
煥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袁
進
黌

廪生

袁
文
炳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楊
鳳
翔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袁
景
先

生員

曾
慶
禮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袁
鍾
秀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曾
文
軒

生員

唐
步
青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劉
仕
祿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唐
際
盛

生員

袁
仕
華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尹
祚
大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劉
占
辰

生員

彭
錫
光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向
汝
霖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袁
通
釗

例貢

劉
受
魁
　
　
　
　

拔貢

藍
榮
錦
　
　
　
　

廪生

曾
省
三

廪生

劉
貴
謹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藍
榮
壽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黄
如
金

生員

沈
炳
元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謝
公
植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陳
𩔰
鑑

生員

莫
　
潛
　
　
　
　

貢生

于
仕
梁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林
之
楠

生員

陶
家
槐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傅
元
𤈥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傅
華
茂

生員

陶
維
珍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傅
淮
漢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葛
嵩
靈

生員

袁
均
基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莫
再
英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石
光
和

生員

莫
彦
傑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莫
慶
愚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楊
晟
楷

生員

楊
維
𦒋
　
　
　
　

生員

李
向
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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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綏
甯
縣
志
目
録

卷
一

聖
制

卷
二

星
野

卷
三

圖
考

卷
四

建
置
沿
革

卷
五

疆
域

卷
六

形
勢

卷
七

山
川

水

利

附

卷
八

戸
口

卷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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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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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田
賦

積

貯

附

卷
十

城
池

卷
十
一

關
隘

卷
十
二

津
梁

卷
十
三

古
蹟

卷
十
四

公
署

卷
十
五

學
校

典

禮

附

卷
十
六

祀
典

卷
十
七

祠
廟

卷
十
八



 

綏
𡨴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目

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三

風
俗

卷
十
九

兵
制

卷
二
十

屯
田

卷
二
十
一

驛
傳

卷
二
十
二

舖
𨔛

卷
二
十
三

彜
猺

卷
二
十
四

武
功

卷
二
十
五

寺
觀

卷
二
十
六

鹽
法

木

政

茶

法

礦

務

附

卷
二
十
七



 

綏
甯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目

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四

蠲
政

卷
二
十
八

職
官

卷
二
十
九

選
舉

卷
三
十

封
廕

卷
三
十
一

政
績

卷
三
十
二

人
物

卷
三
十
三

忠
義

卷
三
十
四

列
女

卷
三
十
五

仙
釋

方

技

流

寓

附

卷
三
十
六



 

綏
甯
縣
志
　

卷
之
首
　

目

録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五

藝
文

卷
三
十
七

物
産

卷
三
十
八

祥
異

卷
三
十
九

邱
墓

義

塜

附

卷
四
十

耆
壽

外
紀

捐
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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