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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泰
和
縣
志
卷
三
十
一

吉
安
府
泰
和
縣
知
縣
髙
陽
冉
棠
重
輯

藝
文
志

記
中

龍
洲
書
院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周
必
大

西
昌
下
臨
贑
江
陳
覇
先
入
援
梁
室
駐
軍
有
白
龍
之
瑞
事

見
南
史
宋
開
基
之
明
年
南
唐
知
制
誥
徐
鍇
作
白
鶴
山
記

云
江
水
北
凑
而
東
滙
龍
洲
髙
峙
而
重
復
以
是
名
洲
葢
亦

久
矣
又
有
天
柱
一
𡶶
屹
然
其
外
勝
槩
殆
冠
兹
邑
𥘉
即
縣

治
東
南
築
光
華
以
待
過
客
已
而
遷
驛
快
閣
遂
為
㩁
酤
之

地
今
宰
宣
教
郎
趙
汝
謩
决
科
為
政
綽
有
父
風
至
而
嘆
曰

天
地
之
氣
聚
為
山
川
山
川
之
秀
人
實
鍾
之
况
父
老
所
傳

洲
過
邑
廷
魁
出
豈
為
麯
蘖
之
故
易
絃
歌
之
樂
耶
廼
起
嘉

泰
七
月
撤
而
新
之
叠
石
為
基
創
屋
二
十
楹
列
左
右
生
齋

曰
襃
然
曰
卓
爾
自
堂
及
門
端
正
軒
敞
下
建
庖
湢
各
得
其

所
閲
両
月
工
以
訖
告
遂
傲
潭
之
嶽
麓
𢖍
之
石
鼓
南
康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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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之
白
鹿
榜
曰
龍
洲
書
院
擇
春
秋
補
試
前
列
者
十
人
居
之

而
立
以
庠
長
於
是
縣
學
長
踰
貢
士
陳
暕
周
有
德
學
賔
陸

本
謁
予
以
記
或
曰
縣
有
學
矣
此
贅
乎
予
曰
三
代
盛
時
自

王
畿
逹
于
六
鄉
六
遂
為
學
者
二
為
庠
十
二
為
序
三
百
諸

侯
三
鄉
三
遂
庠
序
當
半
之
家
塾
猶
未
論
也
太
和
子
男
邦

也
畧
考
圖
籍
浮
屠
之
居
百
區
老
子
之
宮
亦
十
五
區
而
額

存
屋
廢
者
不
與
焉
昔
歐
陽
文
忠
公
著
本
論
謂
三
代
之
民

不
從
事
田
畝
則
從
事
禮
樂
不
在
其
家
則
在
庠
序
是
以
王

者
之
政
聖
人
之
教
行
雖
有
佛
老
無
自
而
入
今
庠
序
轉
而

為
寺
觀
何
不
疑
于
彼
而
反
疑
于
此
乎
得
賢
令
為
之
主
盟

使
諸
生
得
藏
修
㳺
息
于
斯
未
仕
則
由
六
經
而
探
𧷤
聖
人

之
教
既
仕
則
推
所
藴
以
𤼵
王
者
之
政
復
古
之
功
權
輿
于

兹
豈
但
科
舉
得
江
山
之
助
而
已
嘉
泰
二
年
六
月
日
記

宏治

志

雲
津
書
院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曾
　
歴

贑
水
西
來
道
十
八
灘
始
平
流
而
浩
瀚
秀
氣
盤
欝
至
吾
邑

而
融
為
龍
洲
是
葢
天
地
儲
祥
毓
傑
為
國
家
無
窮
之
休
也

古
有
瞿
曇
之
流
過
而
㽜
廷
魁
之
識
閲
嵗
滋
久
文
風
寖
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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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而
龍
洲
之
東
洲
□
□
長
氣
象
益
雄
意
其
天
地
之
祥
將
發

見
而
不
容
秘
矣
而
邦
人
有
未
知
者
劉
君
逄
原
崇
德
尚
友

識
拔
郡
豪
開
邱
壑
之
心
胸
覧
山
川
之
勝
槩
挹
龍
洲
之
秀

建
精
舍
名
之
曰
雲
津
葢
以
龍
之
致
雲
雲
之
從
龍
二
者
自

然
之
符
既
有
龍
洲
為
卧
龍
之
區
必
有
雲
津
為
雲
梯
之
階

非
𥝠
于
一
己
所
以
願
一
邑
也
非
𥝠
于
一
邑
所
以
為
國
家

也
國
家
取
士
之
意
無
窮
逄
原
禮
餞
嘉
賔
于
雲
津
者
亦
無

窮
賢
子
若
孫
不
特
享
其
報
且
世
繼
逄
原
之
志
而
光
大
之

吾
知
龍
洲
之
儲
祥
者
久
久
則
必
厚
厚
則
𤼵
其
祥
也
自
兹

層
見
迭
出
所
以
惠
顧
吾
黨
者
豈
不
逺
且
大
哉
逄
原
曰
是

吾
期
待
之
意
也
遂
以
為
記

宏

治

志

文
溪
書
院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趙
師
奭

天
地
一
氣
散
殊
所
寓
隨
其
所
受
淺
深
不
同
長
沙
嶽
𪋤
南

康
白
鹿
則
其
温
厚
之
氣
施
散
磅
礴
英
華
萃
聚
與
吾
夫
子

杏
壇
洙
泗
之
間
心
傳
之
妙
特
一
間
耳
千
萬
年
後
白
下
有

曾
先
生
居
文
溪
竹
屋
蕭
蕭
短
籬
䔩
䔩
未
啟
門
則
野
鹿
嘯

迎
村
童
拍
手
曰
有
客
來
矣
請
先
生
𨚫
眼
前
之
書
𥁞
尊
中

之
懽
今
古
治
亂
榮
辱
得
䘮
曾
不
足
以
動
方
寸
先
生
知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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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乎
否
也
飽
詩
書
説
禮
義
𥁞
孝
友
於
家
忠
義
於
國
吾
邦
有
人

矣
若
文
忠
歐
陽
公
忠
簡
胡
公
凛
凛
如
生
然
後
進
恨
不
同

時
固
所
得
者
非
親
傳
授
若
夫
文
溪
之
上
羣
弟
子
鱗
排
鵠

簉
執
經
施
施
然
隨
問
意
滿
相
後
相
先
名
薦
鄉
書
者
三
十

餘
士
於
髙
第
如
善
化
倪
貳
令
上
戊
戌
丙
科
而
春
𨹧
法
曹

嚴
君
亦
相
繼
焉
法
曹
之
兄
鄂
出
今
入
古
周
知
四
方
利
害

嘗
以
邊
防
之
書
建
儲
之
頌
扣
帝
閽
天
恩
俾
徑
赴
春
宮
皆

先
生
誘
掖
之
賜
長
似
之
謹
尉
君
以
過
庭
緒
餘
妙
年
登
鴈

塔
其
季
之
信
又
愿
而
有
文
先
生
逰
曲
江
幕
府
邑
子
栖
栖

倀
倀
若
失
所
歸
一
日
皆
走
告
予
曰
先
生
還
矣
方
瞳
緑
髪

山
立
玉
色
曰
世
事
只
爾
吾
兹
掛
神
武
冠
老
𢖍
宇
下
與
朋

友
為
久
聚
也
已
而
果
然
吁
此
非
用
心
剛
見
道
明
守
道
篤

與
人
忠
能
爾
耶
師
奭
生
恨
晚
而
蒙
知
最
先
天
之
未
䘮
斯

文
其
責
非
先
生
夫
誰
與
歸
且
夫
大
江
之
西
豈
特
白
鹿
重

湖
之
南
非
止
嶽
𪋤
夫
亦
帷
以
道
德
所
重
猶
白
下
之
有
文

溪
曾
先
生
後
軰
宗
仰
心
同
志
同
□
躍
然
不
能
自
已
益
信

天
師
門
之
所
同
人
不
得
而
異
則
即
謂
文
溪
為
今
日
之
洙

□
□
□
然
哉
按
先
生
諱
有
□
字
季
永
世
居
於
文
溪
之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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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宏

治清
節
書
院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歐
陽
元

清
節
書
院
者
蕭
公
子
荆
之
祠
也
宋
東
都
南
渡
聞
西
昌
有

𨼆
君
子
曰
蕭
公
子
荆
焉
其
為
學
專
名
春
秋
早
受
業
於
伊

川
程
子
明
復
孫
氏
之
門
退
而
作
春
秋
經
辨
不
勦
古
今
諸

儒
之
説
學
者
從
受
經
義
常
百
餘
人
廬
陵
胡
忠
簡
公
銓
獨

得
其
傳
其
為
議
論
識
見
宣
政
以
來
人
物
宜
為
第
一
蔡
京

為
相
以
術
籠
絡
一
世
士
咸
稱
其
賢
公
獨
斥
之
以
為
宋
之

新
莾
遂
削
迹
不
仕
其
為
行
有
唐
陽
道
州
元
魯
山
之
風
終

身
不
娶
或
以
無
後
勸
之
則
曰
顔
淵
孟
軻
不
聞
有
胄
嗣
也

故
雖
制
行
過
中
要
以
為
卓
視
世
之
沉
淪
嗜
欲
者
可
同
年

語
哉
先
生
卒
于
宋
之
建
炎
四
年
距
今
一
百
餘
載
宗
人
繼

文
慨
然
念
其
祀
事
之
闕
請
以
己
貲
作
書
院
祠
之
公
之
初

卒
門
人
𥝠
謚
之
曰
清
節
先
生
乃
摘
二
字
扁
書
院
之
眉
焉

又
念
祀
事
教
事
廢
一
不
可
乃
割
己
田
延
明
師
以
教
四
方

之
來
學
者
無
間
富
約
咸
就
舘
榖
既
而
重
念
古
者
入
學
必

祭
先
聖
先
師
請
作
孔
子
燕
居
之
祠
以
臨
蒞
之
顧
先
生
之

祠
必
有
侑
其
坐
者
里
之
劉
公
子
澄
為
建
安
真
氏
門
人
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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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末
以
道
德
節
義
著
後
𨼆
廬
山
而
終
曾
公
如
驥
以
進
士
□

科
官
至
邵
陽
通
判
宋
亡
城
破
遂
死
所
守
宋
史
韙
之
門
人

𥝠
謚
之
曰
忠
愍
於
是
請
以
二
先
生
從
享
每
嵗
春
秋
二
仲

以
次
丁
日
舍
菜
先
聖
先
師
及
三
先
生
焉
書
來
謁
予
記
之

中
庸
曰
唯
天
下
至
誠
為
能
經
綸
天
下
之
大
經
鄭
康
成
註

曰
此
言
孔
子
述
作
之
事
大
經
指
春
秋
於
乎
春
秋
為
書
所

以
定
名
分
正
綱
常
明
夫
理
陳
王
道
其
功
與
天
地
等
者
也

故
春
秋
之
顯
晦
関
世
道
之
否
泰
秦
漢
以
降
歴
歴
可
考
宋

熈
豊
之
間
王
安
石
罷
春
秋
不
列
之
學
官
尋
有
中
葉
之
禍

宋
統
不
絶
如
綫
靖
康
改
元
先
生
以
布
衣
首
請
于
吳
丞
相

復
置
春
秋
愽
士
未
㡬
髙
宗
南
遷
宋
絶
復
續
于
時
武
夷
胡

文
定
公
安
國
以
春
秋
進
講
日
述
復
讐
大
義
以
切
摩
其
君

臣
胡
忠
簡
𧦄
和
議
一
疏
熤
然
照
映
千
古
葢
春
秋
之
遺
烈

也
歟
及
宋
訖
　
仁
人
志
士
駢
首
就
義
史
不
絶
書
春
秋
之

於
世
教
豈
小
補
哉
先
生
經
辨
偉
然
若
嘗
躬
造
洙
泗
而
面

命
於
聖
人
者
舊
説
孔
子
素
王
左
邱
明
素
臣
先
儒
雖
或
弗

取
今
先
生
祀
事
上
承
燕
居
異
時
論
春
秋
忠
臣
先
生
宜
在

首
列
百
世
之
論
嘿
定
于
期
豈
偶
然
哉
我
元
至
□
中
行
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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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史
臺
定
學
規
春
秋
出
傳
題
延
祐
設
進
士
科
詔
春
秋
昭
明

於
斯
世
大
道
為
公
之
象
也
而
先
生
之
祠
實
建
於
今
日
其

有
自
歟
劉
曾
二
公
之
節
義
皆
能
無
負
于
春
秋
無
愧
于
先

生
其
侑
享
亦
宜
雖
然
予
嘗
謂
天
下
古
今
無
形
之
險
固
于

有
形
無
聲
之
樂
和
于
有
聲
無
後
之
祭
逺
于
有
後
徴
諸
先

生
祠
事
亦
可
信
云
先
生
諱
楚
字
子
荆
號
三
顧
𨼆
士
建
書

院
蕭
繼
文
字
士
郁
書
院
之
址
在
西
昌
郡
治
北
門
迎
恩
坊

之
右
其
制
正
殿
三
間
東
西
有
両
夾
室
其
崇
二
十
尺
從
如

之
東
西
序
稱
是
後
堂
五
間
崇
二
十
有
六
尺
從
五
十
尺
𢖍

二
十
有
五
尺
前
為
門
五
間
崇
十
有
五
尺
外
為
靈
星
門
崇

二
十
尺
𢖍
十
尺
他
屋
並
手
偕
作
輪
奐
之
美
偏
州
下
邑
校

宮
或
不
及
之
經
始
于
至
正
七
年
丁
亥
春
三
月
是
年
秋
八

月
落
成
明
年
戊
子
冬
十
月
甲
子
朔
記

宏

治

志

清
節
書
院
記

附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楊
士
竒

元
季
書
院
燬
於
兵
此
碑
幸
存
士
郁
之
子
樸
慮
不
能
免

瘞
之
所
居
之
後
且
秘
不
言
歴
五
十
餘
嵗
樸
已
死
遂
無

知
者
永
樂
癸
巳
樸
之
子
家
人
皆
病
疫
覡
者
云
居
後
有

寳
物
不
當
久
閟
指
示
其
地
令
出
之
則
此
碑
也
已
而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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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者
悉
□
亦
靈
異
哉
碑
缺
一
角
則
當
時
發
地
者
所
損
□

余
在
京
今
翰
林
修
𢰅
陳
德
遵
讀
書
邑
庠
亟
以
書
求
之

得
二
本
一
以
分
黃
學
士
宗
豫
一
表
而
藏
之
於
家
此
□

西
昌
先
代
盛
德
事
而
□
陽
楚
公
斯
文
實
因
先
叔
祖
平

洲
先
生
得
之
王
至
剛
所
題
碑
隂
又
先
師
海
桑
先
生
所

書
宜
在
所
寳
也
永
樂
戊
戌
六
月
三
日

康

熈

志

按
此
乃
書
歐
陽
楚
公
清
節
書
院
記
後
非
士
竒
另
作

記
也
東
里
集
入
題
跋
内
康
熈
志
誤
載
為
記
今
附
存

偹
考

雲
津
書
屋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吳
　
澄

廬
陵
郡
城
之
南
八
十
里
有
州
曰
太
和
太
和
治
之
南
二
十

里
曰
雙
溪
山
水
廽
環
樹
木
䕃
翳
鄭
氏
世
居
於
此
據
其
勝

焉
鄭
氏
之
長
且
賢
曰
開
先
號
東
𥦗
宋
端
明
殿
學
士
瑴
之

八
世
孫
也
英
敏
豪
邁
克
修
厥
業
田
□
之
廣
甲
於
邑
民
乃

闢
地
於
雲
津
之
旁
建
屋
數
楹
經
營
之
日
厥
材
孔
良
厥
工

維
時
中
為
正
堂
其
廣
埒
三
十
丈
厥
深
倍
之
以
雲
津
書
屋

揭
於
楣
經
史
在
牀
圖
𦘚
在
壁
東
西
廊
廡
嚴
嚴
翼
翼
過
者

□
□
而
知
為
文
獻
故
家
也
嘉
定
中
江
南
饑
饉
加
以
兵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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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中

九

搶
□
餓
莩
□
□
壑
道
路
接
踵
而
東
牕
昆
玉
廪
有
餘
粟
庫

有
餘
□
饑
者
予
食
渴
者
予
飲
逺
近
待
以
舉
火
者
不
少
然

以
為
未
足
立
義
庄
以
給
鄉
鄰
置
長
府
以
周
無
告
葢
念
厥

祖
設
羹
活
囚
而
欲
繼
其
美
也
故
童
謡
曰
東
𥦗
昆
玉
心
恬

淡
倉
廪
充
盈
貲
□
萬
江
右
饑
荒
肯
濟
貧
雲
津
橋
設
菜
羹

飯
蓋
菜
羹
之
□
□
此
傳
曰
如
有
慱
施
於
民
而
能
濟
衆
可

謂
仁
乎
東
𥦗
昆
玉
其
近
之
矣
且
又
積
書
如
山
孶
孶
以
教

子
姓
琴
歌
酒
賦
夜
以
繼
日
而
講
習
之
勤
庸
有
已
乎
今
其

子
善
可
軰
不
逺
造
吾
門
請
記
以
𡸁
永
久
其
立
心
逺
矣
予

攷
前
代
書
院
制
睢
陽
為
最
今
鄭
氏
書
屋
亦
睢
陽
意
也
居

於
斯
者
仰
前
人
之
德
以
揚
英
華
開
後
裔
之
賢
以
倡
道
學

則
相
傳
悠
久
必
有
顯
庸
名
世
者
出
以
振
於
當
時
而
書
屋

之
號
豈
專
美
於
前
哉
是
為
記

吳

文

正

公

集

栁
溪
書
院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嚴
萬
全

物
以
人
為
貴
人
以
地
而
勝
王
子
猷
寄
居
空
宅
便
令
種
竹

或
問
其
故
但
笑
咏
指
之
曰
何
可
一
日
無
此
君
物
以
人
而

貴
也
會
稽
有
佳
山
水
名
士
多
居
之
謝
安
未
仕
亦
居
焉
□

綽
李
充
許
詢
支
遁
皆
築
室
東
上
人
以
地
而
勝
也
太
和
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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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十

南
平
郡
大
江
北
滙
疏
為
四
溪
而
復
入
於
江
清
溪
則
丞
相

□
□
周
公
讀
書
之
所
也
文
溪
秀
溪
則
倉
使
曾
公
所
居
也

兹
□
隠
於
白
鶴
觀
之
右
久
而
未
顯
疑
有
物
司
之
者
暨
乎

神
開
其
秘
地
效
其
竒
遂
歸
陳
氏
芟
夷
榛
莾
决
滌
沮
洳
直

為
長
堤
敞
為
大
途
藝
楊
桞
蒔
芙
蓉
德
卿
始
闢
廬
左
為
家

塾
以
專
講
習
右
為
堂
曰
湧
翠
以
廣
眺
覧
齋
曰
臨
靜
軒
曰

雲
錦
臺
曰
筠
坡
以
便
燕
息
朝
夕
琢
磨
道
義
進
德
修
業
閒

暇
則
杖
履
登
臨
覧
江
巒
之
起
伏
覩
雲
霧
之
吞
吐
流
龜
魚

之
出
没
數
鷗
鷺
之
徃
還
足
不
踐
車
馬
之
塵
耳
不
聞
城
市

之
喧
名
之
曰
桞
溪
書
院
謂
夫
桞
者
草
木
之
風
流
醖
藉
者

也
陶
先
生
名
之
而
作
傳
桞
刺
史
識
之
而
賦
詩
唐
宣
宗
取

之
於
永
豐
以
𠖥
樂
天
齊
武
帝
植
之
於
靈
和
以
賞
張
緒
王

恭
之
姿
儀
可
慕
劉
尹
之
清
風
可
想
昆
明
之
市
武
昌
之
門

沙
苑
之
旌
戰
功
上
林
之
表
嘉
瑞
金
城
十
圍
之
大
隋
堤
千

二
百
里
之
逺
異
乎
輪
囷
離
竒
屈
曲
擁
腫
者
矣
是
以
君
子

樂
取
之
也
夫
人
之
情
必
有
所
契
物
之
性
必
有
所
宜
桂
宣

□
月
梅
宜
於
雪
菊
宜
於
徑
蘭
宜
於
碗
桞
之
宜
於
水
性
也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宅
間
有
池
池
上
二
株
而
已
深
㸃
深
加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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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　
十
一

□
以
□
水
□
醴
泉
水
即
交
瀼
清
介
之
士
猶
且
命
駕
酌
飲

□
□
□
吝
之
萌
而
况
德
卿
英
邁
雅
韻
髙
才
好
學
異
時
化

鱗
鯢
海
振
翼
鳯
池
人
與
二
公
接
踵
地
與
三
溪
爭
雄
又
豈

南
朝
人
物
所
可
擬
哉
於
是
書
之
以
告
來
者

康

熈

志

武
山
義
塾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劉
　
崧

塾
者
何
所
以
教
於
家
者
也
塾
而
謂
之
義
者
何
將
推
其
教

於
家
者
以
教
其
鄉
人
之
子
弟
也
義
塾
而
名
以
武
山
者
何

所
以
著
其
鄉
之
望
也
自
學
校
廢
而
師
道
無
所
統
於
上
乃

有
徃
教
以
凟
其
分
者
矣
贄
信
廢
而
弟
子
之
職
無
所
修
於

下
乃
有
棄
禮
而
隳
其
業
者
矣
夫
一
畝
之
宮
十
脡
之
修
若

甚
㣲
且
薄
也
而
其
廢
舉
存
亡
之
機
有
關
於
世
教
人
心
甚

大
且
重
也
如
此
可
不
謹
哉
國
家
稽
古
崇
文
内
建
監
學
以

教
京
師
外
設
學
校
於
縣
郡
以
教
天
下
其
鄉
社
之
逺
而
不

能
自
逹
於
郡
縣
之
學
者
又
為
之
度
地
量
數
俾
各
社
各
師

生
以
廣
其
教
焉
法
可
謂
至
備
矣
然
而
逺
近
異
勢
公
𥝠
異

宜
三
尺
童
子
卒
然
起
草
野
間
耳
目
眩
愕
曾
東
西
之
莫
辨

而
有
司
𢚩
於
奉
承
不
擇
可
否
一
槩
驅
而
納
之
防
範
彀
率

之
中
又
從
而
束
縳
之
馳
驟
之
民
乃
有
抑
子
弟
焚
筆
硯
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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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　
十
二

業
為
□
技
為
商
賈
□
遑
然
望
學
舍
畏
而
去
之
者
矣
朝
□

知
其
然
乃
即
凡
社
□
之
逺
而
在
鄉
者
悉
罷
之
而
聼
民
之

自
便
夫
謂
之
自
便
則
其
學
與
否
亦
聼
其
自
為
而
不
復
以

官
府
律
之
德
至
渥
也
或
者
不
察
其
意
遂
使
深
山
長
谷
雖

人
煙
輻
輳
而
鷄
犬
聲
聞
者
亦
罷
止
之
迄
十
百
里
目
不
覩

青
衿
之
餙
耳
不
聞
絃
歌
之
聲
豈
理
也
哉
前
國
子
學
錄
蕭

君
子
所
才
敏
而
志
逸
自
少
時
已
逰
學
四
方
嘗
讀
書
武
山

入
天
朝
以
洪
武
四
年
用
詩
經
登
上
第
官
太
學
俾
分
教
公

侯
卿
大
夫
士
子
弟
之
俊
而
秀
者
既
三
年
而
其
親
且
老
矣

君
慨
然
力
丐
歸
侍
諸
公
貴
人
憐
之
凢
三
四
上
乃
得
請
及

歸
也
其
鄉
人
子
弟
嘗
習
君
之
學
之
素
而
尤
慕
君
昔
之
教

學
大
有
成
也
乃
相
率
具
贄
修
弟
子
禮
日
于
于
以
□
其
門

君
拒
之
不
可
則
相
與
謀
結
茅
以
從
而
風
雨
寒
暑
卒
未
有

為
之
備
者
明
日
里
之
士
蕭
君
鵬
舉
聞
之
欣
然
曰
是
義
舉

也
我
不
可
無
以
倡
之
乃
即
君
之
居
旁
相
地
之
可
宅
與
田

之
可
耕
適
得
若
干
畞
於
汶
溪
亟
書
諸
劵
而
歸
之
俾
有
以

為
教
飬
之
地
又
明
日
廬
陵
□
伯
衢
兄
弟
□
□
□
之
又
為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其
役
越
明
年
庀
□
□
□
其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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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
□
□
相
與
落
成
之
君
即
以
前
在
監
學
時
得
今
翰
林
承
□

宋
公
所
為
扁
刻
而
揭
之
而
具
狀
介
其
友
鍾
舉
善
來
請
予

為
記
書
塾
在
武
山
之
西
十
里
即
所
謂
汶
溪
者
山
明
水
秀

負
艮
□
□
坤
為
屋
凢
若
干
楹
髙
深
廣
各
若
干
尺
中
為
正

堂
朔
望
率
弟
子
員
行
鄉
飲
禮
讀
法
講
肄
之
所
其
旁
以
棲

來
學
人
前
為
正
門
門
之
外
為
横
道
道
東
西
旁
以
攀
桂
凢

槐
栢
桂
竹
榆
栁
之
属
皆
羅
植
而
周
列
之
其
始
終
相
成
之

者
則
蕭
學
文
也

劉

尚

書

集

石
岡
書
院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楊
士
竒

吾
邑
蕭
自
誠
先
生
來
京
師
屬
予
記
其
石
岡
書
院
予
與
先

生
之
子
翰
林
庶
吉
士
省
身
交
嘗
聞
書
院
興
壞
始
末
石
岡

在
邑
東
南
半
舍
許
仙
槎
江
之
西
梁
蕭
子
雲
十
七
世
孫
諱

遜
者
始
自
峡
江
徙
居
之
遜
七
世
孫
諱
儀
鳯
宋
舉
漕
貢
始

即
其
居
之
近
作
書
院
聚
宗
族
鄉
人
子
弟
而
教
之
儀
鳯
之

子
子
安
為
王
府
掌
計
從
文
丞
相
舉
義
事
敗
覆
其
家
書
院

亦
廢
掌
計
之
從
子
福
可
明
經
善
為
古
文
詩
賦
復
作
書
院

又
廢
於
元
季
之
兵
國
朝
混
一
海
宇
福
可
之
孫
則
善
復
繼

作
之
而
𨼆
居
教
授
其
中
葢
先
生
之
父
云
吾
嘗
竊
謂
吾
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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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
之
俗
所
為
可
重
非
他
郡
所
及
者
其
民
務
義
修
禮
尚
氣
節

雖
至
貧
不
肯
棄
詩
書
不
習
至
賤
者
能
誦
孝
經
論
語
曉
知

其
大
義
凢
城
郭
閭
巷
山
溪
林
谷
之
中
無
有
不
學
富
貴
者

遇
縫
掖
士
必
敬
禮
之
不
敢
慢
易
而
尤
重
世
族
苟
其
世
賤

後
雖
貴
盛
人
固
不
願
與
齒
而
彼
亦
不
敢
以
其
貴
盛
加
人

吾
鄉
之
俗
如
此
吾
何
以
知
其
可
重
也
吾
嘗
下
彭
蠡
沂
大

江
浮
洞
庭
㳺
乎
楚
郢
之
間
又
渉
淮
道
舒
而
東
上
下
數
千

餘
里
或
行
數
日
不
聞
絃
誦
聲
觀
其
人
之
所
務
朴
者
事
漁

稼
智
者
趨
賈
販
以
逐
什
一
之
利
率
資
大
勢
厚
者
為
䧺
長

不
務
乎
詩
書
禮
義
不
重
乎
縫
掖
之
士
也
不
辨
乎
世
族
也

吾
未
嘗
遍
歴
於
天
下
而
齊
魯
古
稱
詩
書
禮
義
之
國
今
聞

其
俗
猶
不
𩔗
於
古
昔
然
則
論
風
俗
之
善
惡
必
由
乎
教
學

之
廢
興
故
先
王
治
天
下
皆
拳
拳
興
學
於
家
塾
黨
庠
術
序

亦
各
有
制
焉
石
岡
書
院
古
人
家
塾
黨
庠
之
制
考
其
創
建

以
來
雖
屡
廢
亦
隋
有
賢
者
起
而
復
之
不
至
乎
終
廢
其
風

俗
所
以
可
重
者
有
由
也
鳴
呼
一
郡
一
邑
之
中
不
廢
其
學

而
俗
有
可
重
况
於
為
天
下
之
拳
拳
於
學
也
哉
是
不
可
以

不
記

□

□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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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
樸
山
書
院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彭
百
鍊

有
宋
泰
和
嚴
方
子
先
生
著
易
説
十
四
卷
以
惠
後
學
成
□

中
丞
相
江
萬
里
馬
廷
鸞
愛
其
書
發
前
賢
之
所
未
發
足
以

羽
翼
經
傳
乃
為
上
之
於
朝
藏
之
秘
府
而
授
先
生
秘
書
省

校
勘
學
者
師
尊
之
稱
為
樸
山
先
生
至
有
元
盛
時
其
子
髙

安
縣
尹
諱
周
父
乃
建
樸
山
書
院
於
邑
之
城
西
聚
學
童
於

其
中
以
講
易
説
而
以
白
鹿
洞
之
規
行
之
已
而
書
院
之
盛

儼
然
與
石
門
嶽
𪋤
相
先
後
不
二
十
年
燬
於
火
而
遂
以
淪

廢
者
㡬
六
十
年
國
朝
之
初
用
父
之
從
孫
國
子
學
正
從
禮

先
生
仍
揭
舊
扁
於
私
塾
以
淑
諸
人
迄
兹
有
年
今
其
孫
士

臧
士
正
復
建
書
院
於
其
所
居
之
側
日
與
其
家
之
子
弟
績

學
於
其
中
思
所
以
紹
復
先
世
之
業
乃
來
問
記
於
余
夫
易

之
為
道
古
之
聖
賢
所
以
𡸁
訓
於
人
者
以
其
上
下
貫
通
非

有
髙
逺
難
行
之
不
可
及
也
自
洒
埽
應
對
而
敬
其
事
則
窮

理
𥁞
性
之
學
斯
在
服
勤
就
飬
而
𥁞
其
職
則
存
誠
知
化
之

妙
已
存
不
踰
室
屋
戸
庭
之
近
而
天
地
萬
物
之
奥
已
具
不

外
耳
目
口
鼻
之
用
而
隂
陽
鬼
神
之
微
已
通
易
説
之
妙
所

以
□
重
於
時
者
豈
偶
然
哉
嚴
氏
之
子
弟
㳺
息
於
此
以
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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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六

其
□
志
因
其
志
以
求
聖
賢
之
旨
則
將
何
用
不
减
哉
自
是

而
□
勉
焉
内
以
成
乎
已
而
外
以
及
乎
人
使
書
院
之
復
千

載
如
一
日
嚴
氏
之
學
百
世
同
一
心
余
於
士
臧
兄
弟
望
焉

□

御

史

集

蕭
氏
南
薰
書
院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梁
　
濳

泰
和
東
南
三
十
里
有
溪
曰
桃
源
溪
之
中
有
石
崇
曠
曰
石

臺
蕭
氏
居
溪
上
盛
且
數
百
年
矣
自
國
朝
初
安
常
處
士
諸

昆
弟
喜
與
名
士
逰
士
徃
來
桃
源
者
益
衆
時
東
園
劉
先
生

子
彦
以
愽
學
篤
行
舘
授
焉
其
兄
尚
書
公
之
老
而
歸
也
亦

時
時
過
之
東
園
公
為
名
其
齋
曰
南
薰
書
院
尚
書
公
大
書

以
揭
其
額
於
時
其
子
弟
嘗
受
業
者
曰
德
顥
德
嘉
德
貫
德

資
今
皆
杰
然
偉
出
而
東
園
去
而
仕
於
時
没
已
二
十
餘
年

矣
安
常
之
没
亦
既
十
餘
年
而
子
弟
之
益
衆
講
學
之
益
盛

談
道
德
而
誦
詩
書
者
未
有
過
於
今
之
時
也
永
樂
壬
辰
春

邑
士
陳
公
培
為
之
教
公
培
尚
書
公
外
孫
也
於
是
德
顥
兄

弟
念
先
志
之
勤
篤
思
東
園
公
之
惠
顧
欲
不
墜
其
緒
因
公

培
屬
予
記
夫
自
三
代
之
際
黨
庠
術
序
家
塾
之
教
徧
天
下

而
□
造
之
士
升
於
王
宮
國
都
者
必
自
其
鄉
故
居
於
家
而



 

泰
和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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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十
七

□
□
之
□
立
仕
於
時
而
仁
義
之
政
修
後
世
郷
閭
之
教
廢

存
者
獨
州
郡
之
學
耳
至
於
白
鹿
鵞
湖
岳
𪋤
諸
書
院
雖
當

時
大
賢
自
相
講
學
然
斯
道
之
振
起
尤
有
頼
焉
今
南
薫
之

建
蕭
氏
特
以
教
其
一
家
子
弟
耳
而
有
古
人
黨
塾
之
遺
意

又
况
夫
尚
書
昆
弟
風
聲
氣
烈
之
未
冺
者
猶
能
使
人
興
起

而
德
顥
兄
弟
嘗
親
炙
而
聞
其
議
論
宜
其
拳
拳
有
不
能
忘

者
苟
他
日
有
自
此
而
逹
於
郡
邑
上
於
太
學
赫
然
有
名
於

四
方
則
書
院
不
為
徒
設
矣
□
以
鑱
於
石
俾
來
者
勉
焉

泊菴

集

匡
山
書
院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曾
　
臯

匡
山
之
有
書
院
也
肇
自
南
唐
長
興
間
是
時
天
下
未
有
興

學
之
議
士
大
夫
亦
無
講
於
學
者
洞
晦
羅
先
生
崛
起
匡
山

慨
然
以
聖
人
之
學
為
己
任
朋
來
自
逺
書
院
築
焉
聖
殿
經

閣
埒
今
學
宮
明
宗
嘉
而
賜
額
於
鑠
哉
五
季
希
有
事
也
歴

宋
而
元
四
百
年
無
恙
忽
燹
於
兵
我
明
永
樂
間
裔
孫
飬
吾

起
而
載
新
其
子
爾
輔
請
記
鄒
學
愽
又
二
百
年
為
今
萬
歴

丙
午
圮
□
甚
裔
孫
曰
講
者
顧
瞻
太
息
首
傾
槖
與
族
之
□

□
□
諏
日
相
佐
鳩
工
庀
材
為
聖
殿
為
經
厨
為
正
學
堂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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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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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十
八

両
廡
書
室
又
撤
舊
取
新
為
東
西
耳
齋
為
門
廊
翼
如
□
□

視
昔
有
加
會
□
藉
手
明
學
會
中
傳
刻
名
賢
録
稽
先
生
行

實
於
講
席
因
以
記
見
屬
予
惟
君
所
殫
力
非
為
名
也
將
衍

先
生
之
學
傳
世
世
不
絶
也
先
生
生
而
篤
修
潜
飬
淡
於
聲

利
惠
政
在
郡
清
節
在
朝
闢
地
匡
山
延
收
四
方
啟
愚
𤼵
覆

吐
詞
為
經
宋
儒
黄
勉
齋
□
思
魯
去
先
生
且
三
百
年
猶
想

慕
遺
風
而
來
反
覆
精
□
□
□
之
辨
若
就
先
生
質
証
於
一

堂
學
者
得
聞
遂
各
有
省
□
□
之
哉
故
學
必
明
物
必
察
倫

必
謹
於
進
退
出
處
之
□
千
聖
真
脉
孔
子
得
之
故
言
行
必

顧
子
臣
弟
友
無
歉
事
去
就
必
審
待
膰
接
淅
有
微
權
既
于

七
十
二
君
不
遇
而
後
退
與
三
千
之
徒
講
德
洙
泗
之
上
以

𡸁
教
於
萬
世
其
家
法
如
比
孟
子
推
尊
願
學
亦
惟
是
仕
止

久
速
各
當
其
可
先
生
誦
法
孔
子
者
也
始
讀
書
匡
山
豈
無

意
於
當
世
乃
長
沙
□
幾
端
明
長
徃
此
亦
必
有
所
謂
晏
嬰

武
叔
之
遭
義
不
可
茍
㽜
者
先
生
其
得
已
耶
退
築
書
院
聚

徒
講
肄
出
處
大
節
□
儼
然
孔
氏
家
法
矣
程
正
叔
惓
惓
天

下
國
家
而
於
去
就
却
不
放
過
一
歩
陳
石
齋
學
宗
自
然
靜

□
□
倪
而
必
以
名
節
為
藩
籬
未
必
非
效
法
先
生
與
黄
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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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十
九

□
趨
者
先
生
之
學
豈
盡
無
傳
哉
錢
文
肅
王
文
端
諸
前
哲

咸
□
咏
□
山
書
院
詩
爾
□
之
後
為
宣
令
請
祀
先
生
瞽
宗

□
臺
而
下
並
蒙
表
章
兹
三
卿
爼
豆
名
賢
先
生
實
正
首
位

夫
非
學
有
真
得
精
神
長
在
何
以
得
此
於
七
百
年
間
哉
七

百
年
後
有
孫
如
講
能
使
南
唐
舊
物
巋
然
如
初
則
先
生
又

可
謂
有
後
矣
即
世
儒
志
述
所
不
及
於
匡
山
何
損
仰
止
之

思
予
不
敢
後
於
黄
饒
敬
記

宏

治

志

坦
端
堂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梁
　
潛

故
吏
部
尚
書
劉
公
崧
以
老
乞
致
仕
髙
皇
帝
許
焉
既
賜
之

還
又
寵
之
以
詔
公
歸
築
室
於
𥝠
第
之
左
名
曰
坦
端
之
堂

葢
取
詔
書
坦
懐
端
志
之
語
云
於
乎
髙
帝
於
公
眷
顧
之
厚

終
始
不
替
至
於
名
成
身
退
而
寵
眷
益
隆
宸
翰
寳
章
之
輝

煌
爛
然
照
於
蓬
華
君
□
相
與
之
際
亦
何
其
盛
哉
始
公
由

儒
生
見
授
兵
部
職
方
郎
中
拜
北
平
按
察
副
使
改
禮
部
侍

即
權
知
吏
部
尚
書
事
文
□
功
業
並
著
□
□
□
□
隆
矣
而

□
□
如
□
嘗
仕
□
不
□
激
以
□
物
而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以

□
□
而
衆
莫
為
之
異
一
於
誠
而
安
於
□
公
之
□
以
□
□

□
□
□
其
以
此
也
□
□
人
臣
不
□
□
於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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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二
十

□
於
下
高
帝
於
公
知
之
深
故
一
語
而
𥁞
其
平
生
雖
堯
□

之
知
人
無
以
異
也
此
公
之
所
以
拳
拳
不
忘
既
去
其
位
而

□
有
以
名
乎
其
堂
焉
公
歸
之
明
年
復
以
司
業
徴
及
公
之

卒
恩
章
尤
篤
生
榮
死
哀
古
今
有
如
公
者
亦
少
矣
公
所
居

曰
株
林
距
泰
和
城
五
里
公
殁
未
㡬
其
居
敝
不
治
者
久
之

一
子
又
早
䘮
其
孫
曰
并
長
知
學
能
世
其
家
因
改
築
其
堂

而
新
之
蓋
距
公
之
没
已
三
十
年
矣
於
是
瓊
州
王
君
伯
貞

為
大
書
其
額
請
記
於
潜
潜
自
童
子
時
嘗
拜
公
於
床
下
公

不
以
其
童
孺
加
撫
愛
焉
葢
嘗
慨
念
公
之
不
可
復
作
也
因

為
之
書
以
記
其
堂
云

泊

菴

集

貞
節
堂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梁
　
潛

貞
節
堂
者
泰
和
劉
彦
桓
與
其
弟
彦
湘
所
以
奉
其
母
孺
人

之
堂
也
劉
氏
為
里
巨
族
彦
湘
之
父
曰
仲
堅
好
學
負
才
其

兄
號
吟
所
者
尤
豪
於
詩
孺
人
歸
劉
氏
十
年
年
二
十
八
而

䘮
其
所
天
子
二
人
長
者
𦆵
三
嵗
遭
家
多
故
播
遷
傾
覆
一

門
壮
者
無
㡬
存
或
勸
孺
人
改
適
以
存
二
子
孺
人
輙
大
慟

欲
絶
持
之
益
堅
撫
其
孤
至
於
長
大
教
之
以
至
於
成
凢
四

十
有
二
年
而
劉
氏
之
嗣
頼
以
不
墜
者
孺
人
力
也
夫
節
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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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二
十
一

□
□
□
也
士
大
夫
非
素
明
義
理
一
旦
臨
利
書
之
□
鮮
不

□
□
所
守
女
婦
生
長
閨
門
乃
能
蹈
之
終
身
不
失
豈
不
尤

□
□
哉
孺
人
姓
蕭
氏
元
御
史
方
厓
君
曾
孫
也
君
以
方
壮

之
□
當
元
盛
時
拜
監
察
御
史
彈
劾
奸
宄
所
至
為
之
凛
然

一
時
勁
氣
論
者
至
與
丞
相
文
信
公
並
稱
有
餘
年
來
未
有

以
其
所
言
為
過
者
然
年
三
十
八
卒
矣
於
乎
此
吾
廬
陵
之

所
以
盛
蓋
自
諸
賢
忠
節
之
著
而
又
有
如
君
者
惜
史
傳
失

傳
不
得
暴
諸
後
世
鄉
人
父
老
雖
能
言
之
亦
十
失
其
八
九

其
子
孫
又
遷
徙
淪
落
少
有
知
之
者
聞
孺
人
之
貞
節
使
人

慨
然
念
之
世
家
餘
韻
流
波
其
未
冺
者
尚
在
於
此
哉
故
香

山
縣
丞
彭
君
叔
介
嘗
為
劉
氏
塾
賔
為
扁
其
堂
曰
貞
節
而

瓊
州
太
守
王
君
伯
貞
為
大
書
二
字
以
揭
之
彦
湘
又
以
求

予
記
閭
𨶒
之
士
欲
知
方
厓
君
之
烈
者
讀
予
記
則
不
獨
有

□
於
孺
人
貞
節
之
一
事
也

泊

菴

集

吾
𨼆
堂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周
是
修
□
□

□
□
武
山
之
隂
沿
溪
流
而
上
者
不
五
六
里
曰
西
塘
汪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演
之
以
清
泉
峙
之
以
白
□
□
□
之
以
仰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之
以
雲
□
映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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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　
二
十
二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　
　
　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其
□
□
　
　
　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世
有
□
□
□
□
之
焉
鍾
之
彦
曰

□
吾
㓜
□
□
□
學
能
詩
節
志
髙
尚
比
壮
渉
元
季
兵
爭
乃

能
明
哲
保
身
於
滄
桑
陵
谷
之
後
吁
其
智
矣
哉
我
朝
龍
興

海
宇
寧
謐
歸
而
構
堂
故
址
式
廓
前
修
洪
武
初
徴
賢
之
詔

日
下
公
則
曰
予
老
矣
無
心
於
世
事
矣
其
富
貴
利
逹
亦
非

予
之
所
知
矣
遂
謝
絶
當
路
日
以
琴
書
觴
詠
自
娛
晏
如
也

愛
其
子
亮
尤
篤
於
義
方
之
訓
因
具
贄
遣
就
司
業
子
髙
劉

先
生
學
綽
綽
有
悟
入
又
令
從
國
録
雅
言
蕭
先
生
受
三
經

三
緯
之
旨
而
所
得
為
不
貲
矣
亮
字
起
晦
以
才
名
著
聞
辟

命
之
至
者
嵗
無
虗
日
強
領
贑
庠
教
德
薫
行
染
材
用
有
成

五
載
於
兹
一
旦
而
罹
㒺
極
之
痛
泣
血
柴
毁
比
於
終
䘮
建

文
三
年
起
復
朝
京
師
歴
試
翰
林
天
官
俱
在
前
列
而
以
母

老
乞
歸
侍
為
請
聖
天
子
嘉
其
志
而
有
南
雄
州
學
之
命
便

迎
飬
也
南
還
有
期
喟
然
謂
予
曰
遭
世
休
明
獲
沾
寸
禄
而

先
君
子
不
復
作
矣
濳
德
之
㒺
顯
禄
飬
之
不
逮
日
夕
永
念

□
□
□
此
心
哉
所
幸
而
有
者
先
師
劉
先
生
嘗
大
書
吾
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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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二
十
三

□
□
□
□
之
□
□
以
寓
人
著
存
不
忘
於
悠
久
願
賜
一
言

以
記
之
於
戯
隱
者
士
君
子
遵
飬
時
晦
之
名
獨
善
其
身
之

□
而
居
易
俟
命
之
道
也
惟
明
乎
是
道
行
乎
是
事
而
不
愧

乎
是
名
者
隠
之
謂
也
不
能
明
是
道
行
是
事
愧
是
名
而
亦

謂
之
𨼆
可
得
乎
今
觀
與
吾
氏
之
為
𨼆
也
專
西
塘
之
城
歴

亂
至
平
端
居
自
守
而
榮
耀
紛
華
舉
不
足
以
動
其
中
非
果

能
明
乎
是
道
者
歟
樵
山
釣
水
而
惟
適
之
安
讀
書
教
子
而

惟
義
所
在
非
果
能
行
乎
是
事
者
歟
能
行
乎
是
事
能
明
乎

是
道
非
果
能
不
愧
於
是
□
者
歟
劉
先
生
之
為
是
名
其
意

固
有
在
矣
若
起
晦
之
拳
拳
於
其
親
而
切
切
為
之
請
其
志

之
誠
其
行
之
篤
所
以
承
於
先
而
啟
於
後
者
又
將
如
西
塘

之
水
源
源
混
混
必
盈
科
而
後
進
不
放
乎
四
海
不
止
也
吾

𨼆
氏
其
不
没
矣
哉

芻

蕘

集

思
存
堂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周
是
修

客
有
自
□
昌
汛
舟
而
至
江
水
之
南
艤
舟
而
憇
于
懷
仁
之

□
□
□
□
宗
巖
氏
思
存
之
堂
喜
其
髙
明
爽
塏
前
列
奇
□

□
□
□
□
清
池
芳
園
流
水
映
帶
深
衣
□
□
諸
子
□
□
焚

□
□
□
□
不
可
俗
於
是
談
論
竟
日
及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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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　
二
十
四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而
□
之
曰
悠
悠
乎
耿
耿
乎
殆
□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然
也
宗
巖
曰
人
子
之
於
親
幸
存
而
得
𥁞
□
□

□
□
孰
能
無
樂
不
幸
既
没
而
莫
報
乎
劬
勞
者
孰
能
無
□

□
之
而
不
置
雖
既
逺
矣
猶
不
能
不
使
其
親
旦
旦
而
存
乎

心
目
之
間
焉
葢
思
存
則
親
存
人
之
道
也
不
爾
則
親
之
恩

德
與
朝
露
而
隨
晞
親
之
音
容
與
春
雲
而
倐
散
邈
然
而
無

罣
於
中
也
人
道
不
㡬
於
熄
乎
走
也
不
幸
甫
成
童
時
已
失

怙
恃
抱
㒺
極
之
痛
積
年
於
兹
而
親
之
恩
德
無
一
日
而
不

昭
昭
于
心
也
親
之
音
容
無
一
日
而
不
睊
睊
于
目
也
居
而

思
之
則
優
然
如
見
吾
親
之
在
於
位
也
行
而
思
之
則
宛
然

如
見
吾
親
之
在
於
前
也
止
於
𣗳
而
思
之
則
吾
親
之
游
息

而
悦
乎
繁
隂
者
不
能
忘
也
臨
於
沼
而
思
之
則
吾
親
之
澣

濯
而
悦
乎
澄
澈
者
不
能
忘
也
𥨊
則
見
吾
親
於
夢
也
食
則

見
吾
親
於
羹
也
吾
身
之
所
在
即
吾
親
之
所
在
如
之
何
而

能
忘
乎
是
予
堂
之
所
由
作
而
思
之
所
由
名
也
客
廼
惕
然

之
而
謝
之
曰
孝
矣
哉
宗
巖
之
能
不
遺
其
親
也
美
矣
哉
名

□
之
為
有
𥙷
于
世
也
建
文
二
年
冬
客
以
應
召
來
京
師
謁

□
□
□
歴
舉
宗
巖
氏
之
言
為
予
誦
之
而
属
為
之
記
予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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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五

而
嘉
之
□
□
乎
與
宗
巖
氏
出
處
應
顯
固
懸
隔
也
而
其
□

以
抱
痛
永
感
著
存
不
忘
之
念
聼
其
言
也
又
何
大
同
若
□

哉
是
宜
記
以
副
宗
巖
氏
之
請
亦
以
為
世
之
為
子
者
親
在

而
或
不
之
敬
没
而
或
不
之
思
思
而
或
不
之
久
蚩
蚩
貿
貿

有
愧
於
人
道
者
之
戒
且
勸
焉
客
蕭
姓
士
信
名
亦
篤
於
孝

思
者
也
故
并
及
之

芻

蕘

集

翠
玉
樓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周
是
修

予
以
𥨸
禄
明
時
備
員
王
官
不
瞻
桑
梓
而
友
松
桂
者
歴
紀

入
更
新
矣
建
文
三
年
春
從
予
㳺
者
内
弟
胡
孔
時
氏
以
省

親
古
豊
道
京
師
乃
聞
有
東
樓
新
構
之
美
述
其
經
始
嵗
月

與
夫
地
位
材
木
髙
深
向
皆
華
質
之
宜
甚
喜
胡
氏
之
有
人

而
壮
觀
之
出
色
也
已
而
將
告
歸
以
樓
之
名
與
記
為
請
予

應
之
曰
胡
氏
居
灉
江
銅
山
之
間
由
南
唐
僕
射
以
來
衣
冠

文
物
䋲
絶
而
不
乏
彬
彬
而
益
著
者
雖
一
本
於
前
人
德
澤

之
厚
而
謂
不
得
助
於
山
川
之
勝
者
予
弗
韙
也
若
夫
禾
川

之
水
從
西
北
二
百
餘
里
與
官
溪
之
流
合
抱
銅
山
為
一
曲

□
迤
𤨔
胡
氏
之
居
北
而
東
焉
春
雨
施
而
煖
浪
拍
天
秋
□

□
而
寒
潭
澄
碧
風
㠶
沙
鳥
之
幽
夐
石
蘭
㟁
芷
之
芬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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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六

□
□
於
水
者
葢
莫
得
而
枚
舉
也
金
臺
石
壁
龍
湏
南
華
諸

□
掩
映
乎
其
前
後
老
姥
龍
門
華
葢
□
山
之
岫
羅
列
平
其

左
右
朝
霏
歛
而
霽
色
堆
藍
暮
景
凝
而
嵐
光
凝
紫
丹
崕
青

壁
之
杳
藹
白
雲
紅
樹
之
微
茫
勝
之
𤼵
於
山
者
又
莫
得
而

殫
形
也
予
嘗
於
端
居
之
日
登
髙
四
望
㳺
歌
寫
懷
誦
蘇
公

翠
浪
玉
虹
之
句
境
與
意
合
快
然
自
得
而
未
有
以
領
其
槩

也
今
孔
時
之
新
樓
既
髙
出
於
修
篁
叢
桂
之
表
軒
盈
面
面

一
慿
闌
之
頃
而
向
予
所
快
者
必
舉
在
於
目
前
矣
爰
采
蘇

句
以
翠
玉
名
之
不
亦
宜
乎
孔
時
曰
唯
唯
予
復
申
之
以
言

曰
居
室
之
有
樓
猶
士
人
之
有
傑
時
者
也
夫
樓
復
簷
隆
棟

超
軼
羣
構
而
無
所
蔽
障
以
之
逺
俗
可
以
離
氛
埃
以
之
覧

勝
可
以
極
千
里
旁
視
彼
之
連
薨
闘
角
如
翬
飛
如
鱗
次
者

屹
然
而
不
相
並
其
蓽
門
圭
竇
如
蟻
封
如
蝸
殻
者
相
去
豈

不
遼
哉
夫
傑
特
之
噐
必
雅
志
宏
度
殊
異
流
軰
而
磊
落
倜

儻
不
拘
於
時
以
之
為
己
可
以
崇
德
業
以
之
為
人
可
以
勵

風
教
旁
視
彼
之
名
流
俊
士
如
龍
蟠
如
鳯
逸
者
挺
然
而
不

相
下
其
庸
夫
愚
子
之
如
蝇
營
如
蚊
聚
者
相
去
亦
豈
□
遠

□
况
凢
得
其
地
者
有
其
人
有
其
人
者
成
其
事
成
其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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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七

□
□
□
自
古
□
今
理
必
然
也
然
則
□
□
於
□
□
□
□
□

當
廣
圖
史
之
儲
以
訓
其
子
姪
□
□
□
詩
書
之
澤
綿
□
□

浩
益
有
光
於
前
人
亦
且
厚
琴
酒
之
□
以
俟
予
與
而
翁
宦

㳺
既
倦
請
身
南
還
同
登
斯
樓
逍
遥
徜
徉
日
領
夫
翠
玉
之

勝
以
娛
晚
節
則
斯
樓
之
名
將
與
唐
白
樂
天
之
石
樓
宋
王

元
之
之
竹
樓
共
稱
于
千
載
之
後
矣
又
豈
若
齊
雲
摘
星
之

徒
以
驕
侈
佚
樂
為
尚
哉
雖
然
孔
時
去
此
而
能
篤
躬
尚
德

𠃔
成
傑
特
之
士
而
不
負
予
所
以
因
樓
而
取
譬
之
意
則
樓

中
之
子
孫
又
可
不
勉
焉
孜
孜
以
讀
書
明
道
思
䋲
傑
特
之

武
而
不
負
孔
時
作
樓
貽
後
之
意
哉
是
為
記

芻

蕘

集

南
秀
軒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周
是
修

蕭
士
行
西
昌
清
沂
良
家
子
也
身
長
七
尺
貌
甚
清
越
□
服

朴
素
如
庸
衆
人
䆒
其
性
則
温
厚
恭
謹
考
其
行
則
孝
友
惇

信
奉
親
事
長
盡
敬
順
之
道
上
下
交
承
惟
仁
善
是
與
見
利

於
父
老
受
知
於
士
流
然
後
君
子
識
其
非
庸
衆
也
尤
篤
□

清
雅
閒
逸
之
事
以
適
其
趣
嘗
即
正
□
之
南
闢
軒
領
勝
□

為
藏
修
之
所
顔
之
曰
南
秀
因
□
實
也
洪
武
庚
辰
偕
其
□

□
信
以
冩
照
游
京
師
名
□
間
得
翰
林
□
□
吳
公
仲
平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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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八

□
古
□
字
而
記
請
於
予
予
聞
士
信
而
知
南
軒
之
秀
為
不

誣
也
軒
之
構
不
逾
一
尋
有
半
深
如
之
廣
如
之
而
明
窻
淨

几
娟
娟
如
也
軒
之
右
有
長
松
偃
蹇
蒼
翠
凌
傲
氷
霜
貫
四

時
而
益
茂
其
左
則
有
老
梅
踈
竹
瀟
灑
檀
栾
延
袤
百
餘
歩

與
平
林
髙
原
之
枌
榆
桑
苧
𨼆
隠
而
相
接
是
卉
木
之
秀
于

兹
軒
者
弗
勝
紀
也
松
竹
之
外
有
方
池
汪
洋
澄
澈
風
止
煙

銷
朗
然
如
鑑
晴
光
冷
色
浮
映
乎
蒼
宇
又
其
南
里
許
有
泉

山
鑑
泉
出
其
麓
滔
滔
汩
汩
如
㵼
瓊
如
縈
帶
以
分
注
乎
□

畦
蔬
圃
中
㡬
百
折
而
落
于
池
為
長
滿
焉
是
水
泉
之
秀
于

兹
軒
弗
勝
紀
也
泉
山
之
外
則
有
天
柱
一
峰
孤
聳
卓
絶
瀑

水
嵐
煙
晦
明
𨼆
顯
變
化
而
不
可
測
峰
之
東
則
又
有
三
峰

羅
立
状
如
筆
架
即
所
謂
三
顧
山
葱
蒨
竒
崛
與
天
柱
而
相

髙
軒
扉
一
啟
宛
然
天
開
之
圖
畵
是
山
峰
之
秀
于
兹
軒
者

弗
勝
紀
也
士
行
以
綜
理
之
暇
常
引
其
子
於
南
呼
其
姪
于

喬
于
海
于
淵
于
邱
皆
童
㓜
髫
齓
或
訓
以
誦
詩
讀
書
或
教

以
揖
譲
進
退
或
稱
觴
獻
壽
而
拜
舞
於
親
之
膝
下
鏘
□
□

濟
可
以
悦
於
目
而
娛
於
心
是
後
𠃔
之
秀
於
□
軒
者
□
□

紀
也
夫
士
行
以
一
軒
而
并
領
年
四
者
之
勝
矣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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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九

□
□
□
□
鳥
□
飛
躍
賔
友
之
徃
還
又
無
一
而
非
□
□
□

勝
顔
之
南
秀
不
亦
宜
乎
子
以
之
而
歎
曰
嗟
乎
金
□
珠
□

錦
繡
綦
組
世
之
所
悦
也
而
士
行
不
之
睨
惟
樂
夫
南
軒
之

秀
焉
輿
馬
臺
池
聲
色
㳺
宴
世
之
所
悦
也
而
士
行
不
之
尚

惟
樂
夫
南
軒
之
秀
焉
其
於
為
人
可
知
如
是
則
見
稱
於
父

老
受
知
於
士
流
而
取
重
於
當
路
名
卿
大
夫
又
不
亦
宜
乎

予
與
士
行
為
同
邑
且
生
平
之
性
惟
樂
於
道
人
之
善
而
喜

於
成
人
之
美
知
士
行
南
軒
之
秀
若
此
而
為
之
記
以
示
其

雲
仍
𡸁
於
不
朽
不
亦
宜
乎

芻

蕘

集

一
□
軒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周
是
修

靖
江
直
史
蕭
公
坦
行
由
領
職
隨
王
留
京
師
官
舍
在
紫
垣

之
南
金
河
之
涘
左
瞻
臯
門
之
岹
嶢
右
屬
公
車
之
肅
穆
鍾

山
之
雲
西
苑
之
樹
青
簾
一
捲
圖
繪
宛
然
天
開
葢
地
之
最

清
切
而
爽
塏
者
也
坦
行
以
强
仕
之
年
任
膺
匡
輔
剛
腸
直

氣
貢
乎
日
月
然
公
退
之
暇
性
喜
閑
適
以
戸
庭
舊
制
北
瞰

通
□
□
逼
車
馬
之
喧
於
定
居
之
明
年
夏
六
月
甲
子
拓
舍

□
□
□
之
隙
□
才
命
工
構
軒
四
楹
髙
一
丈
有
□
深
逾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為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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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
□
□
□
□
□
代
□
□
□
既
成
螢
□
□
瓏
隔
離
塵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修
楊
□
竒
□
友
徜
徉
其
□
穹
乎
汩
乎
恍
若
乘

□
□
□
□
游
乎
巨
□
風
恬
浪
靜
煙
景
澄
明
亦
不
知
跬
歩

□
□
□
□
名
場
為
利
路
也
因
顔
之
口
一
篷
命
是
修
以
記

□
□
以
坦
行
之
處
而
學
也
有
經
緯
之
文
有
卓
特
之
行
孝

□
□
□
人
人
志
操
風
乎
流
俗
固
予
之
所
知
而
衆
以
予
為

□
□
□
者
予
未
之
自
韙
也
出
而
仕
也
有
𤼵
憤
之
忠
有
挺

□
之
節
獻
納
之
懇
冀
有
補
於
聖
明
退
譲
之
忱
實
無
望
於

□
進
亦
予
之
所
知
而
衆
以
予
為
有
同
焉
者
予
亦
未
之
自

韙
也
及
其
朝
囬
而
容
與
於
斯
篷
之
中
也
軒
窻
籬
落
之
澄

潔
几
席
琴
書
之
典
雅
髙
情
凌
厲
乎
氷
霜
逸
興
飛
翔
乎
寥

廓
亦
予
之
所
知
而
或
不
識
予
之
有
同
焉
者
予
則
竊
自
韙

焉
言
未
既
士
竒
作
而
訊
曰
子
以
直
史
公
之
名
軒
其
寓
於

興
也
如
斯
而
已
乎
夫
軒
以
一
篷
名
公
豈
不
有
見
於
古
人

所
謂
君
猶
舟
民
猶
水
之
戒
而
思
兢
兢
然
以
愓
厲
業
業
然

以
持
循
期
勉
成
於
善
治
乎
豈
不
有
志
於
古
人
所
謂
作
舟

楫
濟
巨
川
之
喻
而
思
宏
道
德
之
旨
展
彌
綸
之
抱
忠
質
乎

明
□
□
□
□
□
民
□
膏
潭
于
天
下
乎
矧
皆
士
君
子
知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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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一

□
之
當
然
乎
不
然
□
篷
之
軒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者
□
□
□

石
之
間
而
獨
建
於
金
馬
玉
堂
之
側
乎
不
勉
夫
二
者
□
□

士
望
而
徒
曰
吾
以
疑
識
之
似
而
已
又
曰
吾
以
荘
子
□
□

之
説
為
况
而
已
不
幾
於
遺
世
而
昧
於
素
位
之
道
乎
予
□

坥
行
俱
咲
而
有
所
難
言
者
姑
復
之
曰
子
之
言
然
乃
□
□

書
之
以
為
一
篷
軒
記

芻

蕘

集

按
一
篷
軒
在
京
師
為
坦
行
寓
居
因
記
内
所
述
有
□

蕭
氏
平
生
學
問
氣
節
故
附
載
於
此

竹
所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梁
　
潛

梅
岡
南
塘
之
上
渡
石
橋
並
淺
堤
廽
紆
而
後
入
者
王
君
伯

亮
之
所
居
也
地
不
盈
𤱔
屋
数
椽
而
竹
数
千
□
過
其
外
者

徒
聞
雞
犬
之
鳴
吠
童
稚
之
語
咲
機
杼
之
聲
啞
啞
然
而
居

人
煙
火
在
其
中
者
不
見
也
桒
樞
蓬
戸
俯
而
後
入
仰
而
□

之
則
長
稍
直
節
上
拂
乎
雲
漢
而
煙
霞
雨
霧
紛
披
挺
拔
冥

迷
蔽
虧
之
状
頃
刻
而
變
萬
殊
而
或
清
風
徐
來
却
鄰
父
之

儂
談
止
童
子
之
餘
誦
拂
衣
宴
坐
而
聼
之
則
四
壁
之
外
如

絲
簧
金
石
之
互
𤼵
而
澗
聲
鶴
唳
與
夫
樵
者
之
歌
牧
人
□

□
□
乎
而
應
響
而
荅
者
□
葢
樂
之
而
自
號
之
曰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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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三
十
二

□
□
抗
直
不
妄
交
於
世
其
人
非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□
門
□
□
過
君
君
葛
巾
藜
杖
練
施
無
□
而
□
然
自
得
□

□
子
觀
竹
入
其
室
予
咲
而
問
之
曰
君
室
中
何
所
有
也
君

□
而
荅
曰
山
珎
海
錯
之
竒
熊
蹯
豹
胎
之
美
吾
無
有
焉
至

於
釣
登
巨
鱗
瓢
貯
芥
薺
酒
湓
盎
而
午
熟
雞
啄
黍
而
秋
肥

則
吾
有
也
因
取
酒
酌
之
醉
而
後
論
其
先
世
豪
奢
盛
美
之

事
而
今
未
嘗
見
矣
葢
竹
之
東
舊
為
寅
賔
樓
樓
之
下
為
濯

纓
之
𠅘
其
□
□
駟
馬
之
門
其
北
数
十
歩
即
梅
岡
梅
岡
之

下
為
萬
丈
樓
宋
丞
相
信
國
文
公
為
其
五
世
祖
約
齋
先
生

書
履
恒
謙
益
四
德
在
焉
當
其
盛
時
連
甍
疊
檻
花
木
之
富

賔
客
遨
逰
之
樂
殆
無
虗
日
及
其
廢
也
一
旦
邱
墟
蔓
草
禾

黍
生
之
過
者
莫
不
嘅
肰
歎
息
於
乎
盛
衰
之
來
亦
誰
能
拒

之
而
人
情
不
能
無
忻
戚
也
君
及
見
其
家
盛
時
今
老
矣
乃

泰
肰
安
於
窮
約
如
此
豈
非
貧
富
不
易
其
志
者
哉
夫
竹
不

以
寒
暑
改
其
節
君
不
以
窮
逹
易
其
志
則
宜
乎
君
之
愛
夫

竹
之
至
也
至
其
居
之
安
樂
之
深
浮
㳺
汚
濁
之
表
而
外
累

不
足
以
介
乎
其
中
則
君
之
獨
得
又
有
在
於
竹
之
外
也
君

□
以
言
於
人
人
□
少
知
之
者
因
書
以
為
竹
所
記

泊

□

□
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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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三
十
三

止
齋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梁
　
□

予
□
氏
陳
仲
亨
先
生
居
太
和
城
西
栁
溪
之
上
因
其
故
廬

為
室
而
名
之
曰
止
齋
葢
陳
世
之
先
世
常
𩔰
矣
方
其
盛
時

賔
客
騎
從
之
衆
熤
肰
常
隘
其
閭
及
遭
𩀌
亂
無
一
瓦
之
覆

而
先
生
之
兄
仲
述
復
以
進
士
遭
逄
聖
主
為
名
御
史
於
時

陳
氏
子
弟
之
進
者
亦
駸
駸
乎
盛
矣
肰
先
生
方
慨
肰
歎
息

以
謂
盛
衰
之
相
尋
者
倐
徃
而
忽
至
承
乎
其
先
者
非
不
難

而
立
乎
其
後
者
不
可
必
也
於
是
低
昂
俯
仰
諧
嬉
以
玩
世

同
乎
流
俗
不
絶
情
以
為
髙
不
矜
氣
以
役
志
而
或
凌
厲
振

迅
赫
肰
以
希
夫
過
情
之
譽
翹
肰
以
干
夫
非
分
之
兾
者
未

嘗
有
也
以
畏
慎
約
其
志
以
澹
泊
飬
其
躬
以
禮
義
訓
其
後

人
且
名
齋
以
識
其
意
葢
先
生
之
年
已
老
矣
今
年
春
其
子

公
餘
改
官
枣
陽
教
諭
至
京
師
属
予
記
其
齋
某
何
足
以
知

先
生
也
□
肰
先
生
孝
友
之
行
本
乎
其
性
而
敏
黙
深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極
思
慮
之
□
深
人
有
所
下
及
者
其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而
□
□
□
行
□
□
之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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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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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三
十
四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竹
佳
花
之
植
可
玩
而
□

□
□
□
居
與
先
生
近
顧
何
時
從
游
其
中
以
問
所
止
之
説

□
□

□

□

□
軒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梁
　
濳

泰
和
沙
湖
之
北
曰
源
塘
群
山
𨼆
肰
蒼
松
古
柏
極
天
而
無

際
即
其
深
始
得
閑
矌
焉
岡
阜
盤
廽
溪
澗
相
属
溪
横
而
橋

出
澗
過
而
泉
鳴
漁
者
㳺
而
耕
者
樂
山
人
𨼆
士
曵
裾
徒
歩

而
徃
還
者
楊
君
世
冲
所
為
靜
軒
在
其
中
也
霞
煙
雲
霧
之

中
而
見
其
室
宇
之
宏
䴡
老
者
含
頥
而
歌
童
子
抱
書
而
讀

而
獸
之
逰
者
不
駭
鳥
之
啄
者
不
驚
魚
之
泳
於
池
沼
者
如

躍
於
江
湖
之
波
濤
凡
接
乎
目
過
乎
耳
無
不
可
愛
者
則
坐

於
軒
之
中
而
得
之
於
軒
之
外
者
皆
是
也
君
和
易
怡
肰
既

無
迕
於
物
亦
無
慕
於
世
無
迕
也
故
於
人
鮮
有
所
怨
惡
無

所
慕
也
故
嘗
泰
肰
有
以
自
足
休
休
焉
與
一
世
相
忘
於
無

事
君
惟
如
此
故
能
靜
也
夫
人
心
之
所
以
妄
動
者
由
有
物

汩
之
耳
見
可
愛
而
羡
見
可
憎
而
憤
激
乎
外
盪
乎
其
中
使

和
平
之
氣
索
肰
而
日
悴
於
乎
豈
不
可
嘅
也
哉
君
無
有
於

是
故
雖
老
其
容
甚
澤
如
方
壮
者
□
孔
子
曰
仁
者
靜
又
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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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三
十
五

□
□
□
荘
子
曰
無
為
則
俞
俞
俞
俞
則
年
壽
長
矣
吾
於
是

知
君
將
龎
眉
皓
首
享
有
多
福
子
弟
見
之
而
稱
度
閭
里
聞

之
而
嗟
羡
乎
豈
止
今
日
之
見
而
已
哉
君
有
子
皆
賢
諸
孫

亦
既
知
學
其
季
子
孟
完
來
北
京
既
求
翰
林
林
先
生
觀
書

靜
軒
二
大
字
歸
以
揭
其
軒
以
予
居
同
里
也
又
求
為
記
予

愛
楊
君
之
為
軒
有
以
得
夫
山
川
之
勝
而
名
之
又
有
以
息

其
老
也
故
為
之
記

泊

菴

集

退
庵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梁
　
濳

退
菴
者
王
君
子
朋
所
居
之
菴
而
人
因
之
以
號
於
君
者
也

君
所
居
四
面
皆
山
蒼
翠
踴
躍
如
大
海
之
濤
其
中
隆
然
髙

出
者
梅
岡
也
罔
之
南
両
山
横
分
靡
而
相
属
而
飛
雲
過
鳥

望
之
無
窮
元
馬
九
臯
先
生
為
書
両
山
之
間
者
以
此
葢
梅

岡
占
群
山
之
盛
䴡
而
両
山
又
㨿
其
會
君
之
菴
獨
當
其
中

所
以
尤
勝
也
君
少
時
負
盛
氣
竒
材
氣
足
以
挫
豪
武
智
足

以
破
奸
䛕
家
藏
萬
金
一
朝
散
盡
亦
不
以
介
意
嘗
從
蕭
求

己
先
生
學
書
經
嘅
然
以
進
取
為
己
事
遭
時
之
亂
覊
糜
於

□
故
而
今
已
老
矣
頺
然
山
澤
之
間
鏟
去
節
目
更
為
□
□

□
□
之
失
則
包
含
葢
覆
或
淺
辭
以
寓
意
雖
其
子
弟
不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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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三
十
七

也
□
夫
聖
賢
之
道
之
大
與
霄
□
並
立
苟
有
見
焉
將
□
□

萬
物
之
表
而
不
可
拘
也
日
孜
於
是
而
𥁞
其
心
二
旦
渙
焉

其
為
樂
孰
加
哉
浩
乎
其
自
得
沛
乎
其
莫
之
禦
酬
萬
變
而

不
可
窮
歛
之
方
寸
而
不
見
其
所
有
所
謂
不
能
奪
之
於
外

不
可
示
之
於
人
者
如
此
而
仲
尼
顔
子
之
所
以
樂
者
亦
在

此
而
世
之
學
者
方
䂓
䂓
於
文
詞
之
末
窮
𡚁
其
力
而
卒
無

用
焉
豈
不
可
惜
也
哉
日
孜
八
世
祖
槐
應
宋
寳
祐
間
以
釋

褐
奏
名
第
一
出
守
吉
州
宋
亡
占
籍
泰
和
江
之
南
其
門
墻

故
□
父
老
猶
多
識
之
而
□
奪
之
他
人
久
矣
日
孜
所
居
在

城
中
髙
廣
深
逈
所
謂
樂
菴
者
也
夫
仰
前
人
之
盛
而
有
志

於
聖
賢
之
學
日
孜
所
至
詎
可
量
哉

泊

菴

集

果
確
齋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梁
　
濳

徴
士
泰
和
余
君
斯
延
自
少
知
力
學
明
禮
義
于
古
先
聖
賢

之
道
世
俗
委
靡
之
習
必
欲
去
乎
彼
入
乎
此
得
之
于
心
而

措
之
于
行
事
不
但
已
也
𥘉
從
元
進
士
劉
雲
章
先
生
授
書

其
志
甚
篤
見
世
之
絢
名
求
進
乾
没
而
不
耻
或
材
不
逮
其

軄
而
苟
且
依
違
顧
盼
眷
戀
者
未
嘗
不
𥝠
𥨸
惜
之
遂
因
周

子
語
誠
章
以
果
確
名
其
齋
而
其
持
守
益
力
矣
洪
武
𥘉
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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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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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三
十
八

□
京
師
以
老
病
告
□
□
無
復
仕
進
意
田
廬
之
幽
山
水
之

□
推
歌
觴
詠
縱
意
所
適
嘗
拄
一
藜
杖
登
髙
邱
四
望
慨
然

曰
余
乃
得
為
太
平
幸
民
而
無
聞
于
世
陶
宏
景
樊
夀
昌
豈

予
所
慕
哉
遂
教
其
二
子
肆
力
于
學
久
之
其
冡
嗣
學
夔
登

永
樂
二
年
進
士
第
𨕖
留
𦒋
林
為
庶
吉
士
有
旨
擇
十
九
人

者
教
之
俾
益
進
于
學
為
文
詞
必
底
于
古
之
作
者
而
後
止

學
夔
十
九
人
之
一
也
嘗
暇
日
過
予
旅
邸
以
果
確
齋
屬
予

記
予
素
知
徴
士
而
又
喜
學
夔
能
紹
其
家
學
故
不
得
而
辭

之
雖
然
果
者
陽
之
决
確
者
隂
之
守
也
周
子
之
學
在
于
主

靜
而
已
惟
無
欲
則
靜
而
果
確
亦
惟
無
欲
者
能
之
所
以
㫁

天
下
之
至
疑
當
大
任
而
不
動
心
也
徴
士
誠
有
見
于
此
焉

使
其
措
之
天
下
當
何
其
宏
逹
也
惜
乎
其
老
矣
而
世
之
知

徴
士
者
又
少
予
故
論
次
其
學
問
出
處
之
槩
而
驗
于
果
確

誠
有
得
也
遂
以
為
之
記

泊

菴

集

好
古
樓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梁
　
濳

工
君
樵
雪
自
少
已
英
敏
迭
宕
讀
書
慕
古
人
之
行
視
一
世

屑
屑
無
足
可
其
意
者
老
而
無
所
合
乃
偃
然
獨
處
梅
□
□

山
中
□
樓
岡
上
𤨔
□
之
□
如
□
□
□
躍
而
樓
又
最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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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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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三
十
九

之
無
不
見
見
之
皆
可
愛
也
君
喜
飲
飲
酣
而
□
倦
覧
文
信

公
之
舊
里
望
胡
忠
簡
之
故
鄉
嘅
然
嘆
息
以
謂
今
之
世
不

復
見
古
人
功
烈
之
盛
也
因
名
其
樓
曰
好
古
之
樓
又
多
蓄

古
書
名
𦘚
于
其
中
君
擇
其
論
議
之
精
揮
灑
之
竒
欣
然
若

神
交
其
人
而
與
之
翶
翔
乎
其
間
而
君
之
耿
介
㧞
乎
流
俗

者
亦
豈
今
之
人
所
易
及
者
哉
今
漢
王
為
書
三
大
字
俾
掲

于
樓
上
雄
偉
飛
動
見
者
悚
目
由
是
巖
𡋹
之
間
鳥
獸
草
木

之
㣲
皆
光
景
煥
𤼵
而
樓
之
勝
亦
熤
熤
然
鮮
與
為
比
於
乎

美
哉
君
之
六
世
祖
約
齋
進
士
丞
相
文
信
公
交
友
也
嘗
從

文
信
國
講
易
于
道
體
堂
上
公
為
大
書
履
恒
謙
益
四
德
以

□
之
至
其
曾
孫
秋
澗
為
萬
丈
樓
以
貯
焉
百
餘
年
來
徒
見

其
遺
址
荒
基
莾
然
而
已
至
於
文
信
公
一
時
徃
還
𦒋
墨
亦

□
□
逮
𥁞
人
事
盛
衰
之
際
有
足
嘅
者
矣
而
獨
王
氏
之
澤

□
□
□
也
斯
樓
之
建
益
雄
壮
偉
傑
其
聲
光
氣
烈
足
以
追

□
□
人
故
雖
忠
臣
之
遺
墨
既
燬
而
賢
王
之
玉
翰
又
新
後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有
□
□
乎
今
日
之
美
也
哉

泊

菴

□

□
□
□
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□
　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

 

泰
和
縣
志
　

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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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藝
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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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理
之
正
而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群
動
宰
萬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而
充
之
和
神
人
奠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此
先
生
于
此
葢
有
所
未
暇
而
守
之
以

□
其
身
者
則
□
□
如
也
葢
先
生
自
幼
而
壮
懃
懃
懇
懇
□

書
以
明
理
持
其
身
未
嘗
有
過
居
數
椽
僅
蔽
風
雨
而
其
心

擴
然
若
無
涯
者
種
魚
于
沼
治
蔬
于
圃
耕
稼
于
北
郭
之
外

而
其
身
油
然
自
得
屏
居
獨
處
不
妄
交
于
人
而
世
之
妄
者

亦
不
得
交
于
先
生
也
教
其
子
以
學
其
子
入
縣
庠
以
春
秋

舉
鄉
貢
而
教
之
益
至
雖
甚
貧
不
以
貧
而
易
其
所
守
雖
老

且
倦
而
其
志
自
如
不
改
而
又
名
其
軒
以
此
則
其
中
之
所

存
豈
常
人
所
易
及
耶
世
之
感
物
而
趨
利
者
心
志
思
慮
頃

刻
為
之
改
圖
衝
衝
然
不
知
其
所
止
葢
可
惜
也
先
生
長
于

予
十
年
而
予
深
知
先
生
居
閒
暇
嘗
過
焉
相
與
言
皆
切
實

可
用
終
身
者
又
多
能
于
地
理
隂
陽
禄
命
数
學
皆
兼
通
其

意
而
䆒
極
其
精
專
其
業
者
不
及
也
為
記
其
軒
因
并
及
之

□

菴
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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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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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四
十
一

□
齋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尹
昌
□

□
從
兄
彦
珩
名
所
居
藏
修
之
室
曰
舫
齋
不
□
千
里
□
□

□
□
告
其
弟
昌
隆
曰
齋
之
廣
盈
丈
深
視
廣
則
三
倍
之
凡

□
吾
室
者
如
入
舟
中
嚮
明
而
背
幽
違
寒
而
當
燠
翼
之
以

厦
屋
𤨔
之
以
青
山
翳
之
以
佳
花
美
木
每
風
晨
月
夕
覩
白

雲
之
漫
迷
而
吞
吐
吾
窓
戸
也
則
如
扁
舟
浮
㳺
於
煙
波
浩

渺
間
耳
松
竹
之
有
聲
也
則
如
雲
濤
雪
浪
洶
湧
於
几
席
之

下
皆
汝
嘗
厭
見
而
飫
聞
也
記
之
者
宜
莫
汝
若
汝
無
辭
焉

余
惟
世
之
樂
豊
其
居
者
峻
其
棟
宇
美
其
輪
奐
非
不
壮
且

麗
也
乃
皆
不
敢
求
予
記
今
彦
珩
是
齋
不
節
不
梲
不
雕
不

琢
僅
除
風
雨
而
獨
欲
予
記
者
豈
非
彼
徒
駭
窮
兒
騃
女
固

不
足
置
齒
牙
間
而
此
則
有
足
記
也
然
則
舫
乃
舟
之
異
名

也
天
下
之
至
險
者
莫
如
水
濟
夫
險
者
莫
如
舟
詩
托
涇
舟

以
詠
文
王
得
人
之
盛
書
假
舟
楫
以
喻
傳
説
作
相
之
功
凢

江
河
淮
濟
之
間
舍
是
則
跬
歩
莫
能
有
所
適
矣
然
舟
行
乗

危
非
安
居
者
之
所
樂
也
余
少
頗
有
禄
仕
奔
走
南
北
常
揚

㠶
彭
蠡
鼓
枻
大
江
越
錢
塘
之
秌
濤
泛
閩
川
之
鯨
波
又
□

□
淮
渡
河
沂
呂
□
之
懸
水
渉
涇
□
之
異
流
舟
車
徃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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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四
十
二

下
萬
里
旣
溺
而
復
奮
屢
危
而
後
安
誠
若
歐
陽
公
所
謂
號

□
神
明
以
脫
湏
史
之
命
者
数
矣
而
亦
何
□
於
舟
哉
故
今

言
之
而
中
猶
為
之
𢧐
慄
也
今
吾
兄
隠
居
樂
義
優
㳺
嵗
年

身
不
蹈
名
利
之
塲
足
不
踐
江
湖
之
險
亦
何
樂
於
彼
而
以

舫
名
其
齋
歟
無
乃
未
歴
其
險
靜
而
欲
動
歟
將
不
泥
進
退

而
寓
其
周
流
無
滯
之
意
歟
抑
不
溺
所
處
而
示
居
安
慮
危

之
戒
歟
不
然
則
必
懐
濟
川
之
具
而
欲
有
所
試
也
数
者
必

有
一
焉
庸
書
之
以
復
彦
珩
遂
以
為
記

訥

菴

遺

稿

永
思
堂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尹
昌
隆

吉
文
蕭
氏
公
騰
詩
禮
望
族
敦
尚
儒
雅
以
孝
友
稱
於
鄉
與

□
别
去
數
載
今
年
秋
以
公
務
走
京
師
相
見
旅
邸
間
為
余

言
曰
公
騰
不
天
生
七
歲
而
孤
時
弟
公
蜚
方
呱
呱
在
疚
□

吾
母
艱
苦
誓
節
以
教
以
有
俾
克
成
人
吾
母
嘗
告
公
騰
等

曰
始
吾
歸
汝
父
時
遭
値
多
虞
汝
父
辛
勤
扶
植
門
戸
竭
力

孝
飬
□
公
府
徴
𤼵
調
度
轉
輸
服
役
必
以
身
先
之
一
不
以

累
□
□
以
故
爾
祖
得
無
内
顧
之
憂
又
嘗
曰
汝
父
生
平
耿

□
□
□
□
□
不
苟
仁
睦
鄉
閭
人
㒺
尤
恫
故
其
没
也
未
亡

□
□
□
□
□
守
而
撫
汝
兄
弟
式
克
至
□
今
□
□
奚
可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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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四
十
三

□
所
自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之
□
夜
不
敢
忘
□
不
□
□

弟
所
以
克
有
先
業
幸
不
失
身
於
□
負
者
皆
前
人
之
遺
□

也
故
欲
□
之
啚
岡
何
從
嘗
即
所
居
構
堂
以
享
以
祀
然
每

俯
仰
之
際
輙
思
生
不
逮
事
吾
父
死
人
不
知
𥁞
哀
今
雖
□

而
豊
其
何
以
能
接
形
神
於
夣
𥧌
聞
謦
欬
於
彷
彿
乎
是
□

天
之
痛
無
涯
之
恨
果
何
日
而
忘
之
耶
因
掲
永
思
以
名
吾

堂
敢
丐
子
文
記
之
言
未
既
欷
歔
流
涕
余
耳
其
言
曰
其
貌

可
哀
也
已
雖
然
君
子
有
終
之
思
𥘉
未
嘗
間
於
親
之
存
没

自
孩
提
有
識
以
逹
於
使
衆
𦲷
官
無
不
隨
事
以
致
其
思
焉

是
故
山
有
□
而
㘭
也
川
有
時
而
竭
也
而
人
子
之
思
則
無

時
㘭
竭
也
石
之
人
𢧐
𢧐
兢
兢
以
保
父
母
之
遺
體
一
出
言

一
舉
足
不
敢
忘
乎
父
母
豈
徒
為
尋
常
兒
女
之
態
乎
惟
□

不
辱
其
親
斯
可
以
言
孝
矣
是
則
仁
人
孝
子
之
修
身
慎
行

思
貽
父
母
令
名
者
固
將
無
時
無
處
而
不
然
也
又
奚
必
當

祭
而
齊
然
後
思
其
居
處
咲
語
嗜
樂
如
祭
義
所
云
乎
哉
詩

曰
永
言
孝
思
孝
思
維
則
公
騰
兄
弟
豈
可
不
知
是
為
記

□□

□□

退
菴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□
昌
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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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四
十
四

□
□
□
南
行
五
十
里
有
地
白
南
溪
山
竒
秀
而
水
清
□
田

□
□
□
林
壑
幽
環
□
氏
世
居
焉
余
家
距
南
溪
五
里
而
近

曩
獲
拜
南
溪
之
長
者
曰
文
昇
甫
謹
重
信
厚
君
子
也
其
子

海
源
瀾
皆
英
英
秀
𤼵
綽
有
父
風
暨
今
宦
逰
不
造
其
廬
者

二
十
餘
年
今
年
秋
源
走
金
陵
告
余
曰
先
人
平
生
處
心
仁

厚
輕
財
尚
義
家
故
𥙿
饒
以
貲
産
均
及
宗
人
洪
武
中
從
軍

京
師
嘗
獻
書
闕
下
慨
然
有
志
事
功
既
而
歸
老
遂
禁
㫁
家

事
築
室
南
山
之
麓
日
與
塾
賓
子
瑗
梁
先
生
吟
嘯
其
間
以

雲
物
為
朋
從
詩
禮
為
膏
梁
文
史
為
襟
帶
仰
視
乎
山
俯
聆

乎
泉
悠
然
怡
然
而
不
知
日
之
既
也
梁
先
生
嘗
名
所
居
之

軒
曰
退
菴
先
人
欲
求
子
記
而
未
果
今
墓
有
宿
草
而
不
肖

孤
不
敢
忘
子
幸
記
毋
辭
余
嘗
讀
太
史
公
書
至
天
下
攘
攘

為
利
而
徃
未
嘗
不
𢲅
卷
嘆
嗟
夫
人
生
兩
間
血
氣
使
之
和

欲
攻
之
饕
富
者
殉
富
饕
貴
者
殉
貴
汲
汲
皇
皇
徃
而
不
返

者
皆
是
也
烏
覩
所
為
退
哉
文
昇
甫
當
强
仕
時
懐
抱
利
噐

足
有
以
為
夙
昔
故
人
多
在
顯
位
一
折
腰
可
獲
登
進
而
耻

於
附
炎
乃
獨
安
於
義
命
娛
意
詩
酒
涵
飬
道
德
斯
不
善
□

□
藏
者
歟
雖
然
碌
碌
嗜
進
與
急
流
□
□
者
固
不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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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四
十
五

進
於
□
慕
於
德
孜
孜
而
不
知
倦
又
顔
氏
子
之
以
退
為
□

也
文
昇
甫
之
退
既
足
以
專
斯
菴
之
美
源
之
不
忘
斯
菴
復

足
以
承
前
人
之
休
矣
然
有
伏
必
興
退
在
前
人
進
在
後
嗣

既
知
夫
所
以
退
又
奚
不
可
知
夫
所
謂
進
耶
源
曰
子
之
言

是
也
請
書
以
為
記

訥

菴

遺

稿

怡
偲
樓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尹
昌
隆

人
生
天
地
間
其
所
以
異
於
物
而
與
天
地
並
立
為
三
者
以

其
有
人
倫
也
詩
曰
兄
弟
既
翕
和
樂
且
躭
易
曰
䴡
澤
兊
君

子
以
朋
友
講
習
是
知
兄
弟
分
形
連
氣
而
友
所
以
輔
仁
皆

不
可
忽
也
然
世
道
既
降
風
俗
偷
靡
為
兄
者
弗
克
念
鞠
飬

為
弟
者
弗
克
念
天
顯
以
勢
而
交
者
勢
盛
則
附
以
利
而
交

者
利
𥁞
而
踈
况
其
絶
者
乎
有
能
㧞
於
流
俗
而
敦
厚
天
倫

者
甄
絶
無
如
僅
有
者
也
吾
伯
兄
子
厚
仲
兄
子
益
青
年
茂

質
為
吾
族
之
秀
承
詩
禮
過
庭
之
訓
倜
儻
尚
義
宗
族
郷
黨

稱
其
孝
弟
兄
弟
五
人
塤
鳴
箎
和
怡
怡
如
也
其
與
人
交
則

謙
譲
有
禮
過
失
相
規
不
𥁞
人
之
懽
不
竭
人
之
忠
以
全
交

也
里
之
士
友
咸
嘉
其
為
人
乃
掲
怡
偲
以
名
其
樓
葢
取
諸

□
子
朋
友
切
偲
兄
弟
怡
怡
之
義
而
徴
余
文
以
記
其
事
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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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四
十
六

與
子
厚
伯
仲
間
也
義
辭
弗
獲
惟
吾
尹
氏
有
隠
者
由
安
城

徙
子
灌
溪
迄
今
幾
十
世
矣
尹
氏
鼻
祖
濟
軒
翁
有
佳
境
迎

素
二
樓
宋
丞
相
文
信
國
公
大
書
特
書
以
彰
厥
美
𡸁
數
百

年
當
兵
戈
轇
轕
之
際
海
桑
遷
變
之
餘
樓
毁
而
記
亦
遺
𨓜

吾
伯
父
匡
山
翁
因
避
世
以
來
始
徙
居
羊
邱
别
業
愛
其
山

水
之
勝
因
卜
居
焉
其
令
子
子
厚
子
益
能
克
纉
先
緒
新
其

輪
奐
顔
扁
雖
與
先
世
殊
而
制
作
亦
與
先
世
比
亦
所
謂
無

忝
爾
祖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矣
矧
其
善
昆
弟
篤
交
誼
復
足

以
厚
人
倫
而
勵
風
俗
是
皆
可
書
也
若
夫
登
覧
逰
觀
之
樂

溪
山
風
物
之
美
昌
隆
方
將
呌
閶
闔
而
呈
琅
𤣳
矣
異
日
偕

諸
縉
紳
期
仲
叔
季
弟
相
與
來
逰
於
其
上
酒
酣
樂
作
援
筆

以
續
華
蕚
之
説
尚
未
晚
也

訥

菴

遺

稿

樂
善
堂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尹
昌
隆

甘
氏
舊
族
也
其
上
世
咸
忠
厚
務
本
以
繼
承
家
業
故
世
以

積
善
稱
於
鄉
黨
至
道
心
翁
家
益
𥙿
而
行
益
謹
其
於
人
無

踈
戚
少
長
新
故
良
賤
待
之
一
本
於
慈
焉
茍
有
危
急
若
已

有
之
隣
突
而
不
烟
者
貸
以
粟
貧
而
無
貲
者
假
以
錢
嵗
久

度
不
能
償
者
焚
其
劵
而
不
問
洪
武
中
贑
之
□
□
不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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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

文

　

記

　
四
十
七

□
□
□
生
口
悉
械
送
京
師
其
人
𨂍
越
山
谷
便
道
取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見
其
羸
形
瘵
色
為
之
惻
然
渴
予
漿
餒
子
食
羸

□
□
□
□
子
履
復
給
米
五
斗
以
故
郷
人
稱
為
長
者
子
應

□
□
□
應
鱗
皆
恂
恂
温
温
畧
不
踰
越
其
矩
度
應
隆
之
子

尚
禮
敦
悦
儒
雅
嘗
與
余
逰
間
謂
予
道
其
大
父
用
心
之
慈

且
掲
樂
善
以
名
其
堂
而
徵
余
文
為
記
余
以
里
閈
交
逰
之

□
不
獲
辭
夫
天
下
之
所
可
樂
者
衆
矣
而
其
所
樂
恒
係
乎

人
之
所
好
焉
是
故
好
富
者
則
樂
貨
利
好
貴
者
則
樂
爵
位

好
名
者
則
樂
事
功
好
滛
泆
者
則
樂
聲
色
好
㳺
畋
者
則
樂

□
馬
君
子
之
所
樂
乎
善
則
必
真
知
善
之
可
好
而
異
乎
人

□
所
樂
矣
然
善
者
德
之
實
行
原
於
降
衷
秉
彛
𥘉
無
有
不

□
者
故
自
四
端
五
典
以
逹
於
□
事
接
物
凢
合
乎
天
理
者

□
善
也
苟
𤼵
於
人
欲
則
雖
欲
強
為
善
者
亦
不
可
得
矣
惟

□
聖
哲
存
諸
中
者
無
非
天
理
故
𤼵
於
言
而
為
善
言
□
諸

□
而
為
善
行
逹
諸
天
下
則
為
善
政
其
載
諸
方
冊
可
傳
後

□
者
何
莫
非
所
謂
善
哉
吾
道
心
翁
推
餘
濟
急
樂
施
不
吝

□
□
乎
惻
隐
之
心
而
足
以
有
為
矣
然
此
猶
其
一
端
耳
苟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觸
𩔗
焉
□
厚
者
大
倫
□
行
者
天
理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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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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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

文

　

記

　
四
十
八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𠃔
□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前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之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□
之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□
□
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尹
昌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於
俗
揆
諸
天
□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而
已
矣
是
□
□
□
之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之
□
□
□
之
□
□
生
也
粤
自
□
□
□
而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仁
人
孝
子
固
□
復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所
□
為
以
致
夫
□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得
而
廢
焉
吾
邑
西
平

□
氏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廬
陵
□
典
西
□

營
寨
愛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遂
家
□
傳
四
世
曰
□
平
宋
太

□
生
五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文
丞
□
為
□
三
義
士
詩
書
□

承
□
□
□
□
□
子
□
□
□
十
□
□
而
族
並
□
□
其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與
子
□
□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吾
起
□
西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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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四
十
九

□
□
由
一
□
之
身
分
而
至
於
千
餘
是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先
□
□
攸
棲
可
乎
是
宜
捐
貲
殫
力
構
堂
以
奉
祀
事
僉
曰

休
哉
惟
所
畫
是
從
於
是
擇
時
日
鳩
工
傭
度
材
植
運
陶
□

即
祖
居
舊
基
為
堂
四
楹
廣
二
尋
深
如
廣
而
不
及
一
尺
□

其
楣
曰
祀
先
用
妥
先
世
神
主
考
禮
定
位
昭
穆
以
序
朔
望

必
謁
有
故
必
告
嵗
時
薦
享
族
人
少
長
㒺
敢
不
萃
罔
敢
不

敬
粢
盛
㓗
齊
不
可
無
繼
也
則
相
與
買
田
若
干
𤱔
收
其
入

以
給
之
尚
慮
來
者
昧
夫
報
本
反
始
之
意
願
為
文
刻
石
以

示
永
久
俾
勿
壊
予
既
諾
而
未
及
為
𡨴
之
子
舉
善
復
屡
以

為
言
予
惟
古
者
大
夫
士
庶
之
家
祭
於
廟
祭
於
𥨊
禮
□
□

聞
有
祀
堂
也
自
後
世
而
觀
廟
非
爵
位
而
為
之
則
偕
𥨊
□

古
聚
廬
而
又
近
於
凟
今
吳
氏
即
正
𥨊
舊
地
以
為
堂
豈
□

足
以
攄
其
追
逺
之
誠
抑
且
以
寓
夫
合
族
之
道
可
謂
變
□

而
恊
諸
義
矣
惟
其
子
孫
孫
子
引
而
弗
替
咸
合
精
會
神
□

□
以
致
夫
孝
享
則
豈
非
所
望
相
與
扶
吾
仁
義
於
百
世
□

不
墜
耶
予
觀
近
世
士
大
夫
家
堂
室
非
不
壮
麗
乃
惟
肖
□

□
神
異
鬼
以
徼
非
望
之
福
而
祖
宗
神
明
□
□
無
所
□
□

□
□
堂
□
□
□
不
足
為
□
俗
勸
哉
□
故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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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　
五
十

□

□

遺

稿

髙
明
樓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胡
　
廣

距
泰
和
縣
治
之
西
四
十
里
有
地
名
曰
漆
溪
因
漆
水
而
得

名
焉
漆
之
源
西
出
鵞
岡
羣
山
之
中
縈
囬
曲
折
演
迤
奔
□

束
湍
激
瀬
於
崩
崖
𣣱
壑
之
間
或
跳
珠
濺
沫
於
危
灘
亂
□

之
下
徃
徃
亦
多
竒
觀
東
流
幾
百
里
與
藍
潭
冶
溪
會
始
至

漆
溪
山
開
境
曠
水
泓
渟
奫
潔
□
帆
魚
艇
日
集
其
上
四
時

朝
暮
之
景
變
化
無
窮
周
氏
世
居
之
修
林
茂
𣗳
𤨔
列
左

右
良
疇
沃
野
溝
澮
相
接
有
武
□
知
事
天
與
生
四
子
皆
□

書
其
仲
子
志
剛
築
樓
臨
溪
之
上
亢
爽
髙
明
一
覧
而
𥁞
□

夫
溪
山
之
勝
遥
望
武
姥
□
華
三
顧
諸
峯
紛
然
前
陳
騁
□

獻
秀
於
煙
雲
霧
靄
之
外
天
與
為
其
子
名
之
曰
髙
明
樓
□

余
□
𦒋
林
修
𢰅
梁
公
用
之
徴
予
文
為
記
□
以
未
交
天
□

父
子
為
辭
用
之
曰
周
氏
自
御
史
矩
肇
基
以
來
科
甲
徴
□

世
多
顯
者
天
與
端
靜
篤
厚
志
剛
又
好
學
請
毋
辭
用
之
于

人
少
許
可
其
言
若
此
遂
不
辭
而
為
之
言
曰
彼
所
謂
髙
明

者
豈
非
有
取
於
黄
山
谷
南
樓
詩
之
句
乎
山
谷
文
章
學
□

成
於
天
性
孝
友
之
行
追
配
古
人
足
為
後
世
師
法
且
嘗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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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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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五
十
一

□
□
宰
政
□
訟
簡
民
安
其
治
當
其
從
容
宴
閒
之
時
□
□

□
水
之
勝
登
臨
俯
仰
𠋣
快
閣
而
詠
落
木
登
江
之
句
其
□

然
之
思
□
□
絶
塵
逈
出
於
萬
物
之
表
流
風
餘
□
之
在
人

耳
目
者
至
今
不
冺
志
剛
之
登
斯
樓
也
覩
江
山
之
秀
偉
懷

□
人
之
髙
躅
消
其
湮
欝
延
其
遐
曠
寄
興
于
寥
廓
豈
不
髙

□
者
□
用
之
曰
此
或
一
端
也
天
與
之
志
葢
恐
其
子
之
淪

於
卑
下
故
以
是
朂
之
願
卒
有
以
教
之
余
曰
道
之
在
人
精

□
雖
無
二
致
苟
能
因
其
所
至
以
擴
充
其
心
之
本
體
超
然

□
□
□
物
之
累
則
必
有
得
于
子
言
之
外
余
之
碌
碌
於
斯

□
之
有
得
他
時
歸
老
南
方
□
扁
舟
於
快
閣
之
下
約
用
之

□
訪
漆
溪
登
志
剛
之
樓
以
審
其
所
謂
髙
明
者
必
有
以
啟

□
於
予
也
用
之
欣
然
而
笑
請
書
以
為
之
記

梅
溪
書
室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楊
士
竒

□
□
羅
宗
智
甫
惇
德
愽
學
藏
書
甚
富
葢
自
伏
𦏁
至
於
文

□
自
周
公
孔
子
至
於
周
程
朱
張
自
經
史
諸
子
至
於
稗
官

□
□
其
書
多
具
既
以
為
自
修
之
資
又
推
以
教
其
子
孫
及

□
□
□
□
俊
秀
而
名
其
藏
書
施
教
之
□
□
□
溪
書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京
師
求
為
之
記
夫
□
□
□
□
□
之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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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　
五
十
二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其
所
以
然
者
則
具
載
聖
賢
□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造
而
不
已
則
有
以
明
□
性
德
□
□
之

□
□
□
□
□
物
亦
將
馴
至
夫
至
善
之
域
□
故
□
□
□
乎

□
□
□
□
□
易
得
也
而
况
處
乎
山
林
□
逺
幽
夏
之
地
哉

□
□
□
□
□
而
又
得
師
若
梅
溪
書
室
然
者
非
學
者
之
幸

□
□
□
□
非
由
於
宗
智
甫
之
仁
歟
梅
溪
在
泰
和
東
南
兩

□
□
□
□
水
𤨔
抱
明
秀
其
□
□
廣
衍
彌
望
皆
沃
壌
處
乎

□
□
□
有
以
厚
其
生
而
□
其
意
無
慕
外
之
累
而
其
人
又

□
□
□
□
厚
之
資
則
其
於
□
□
宜
易
成
也
前
二
百
年
溪

之
東
曾
秀
𡶶
先
生
以
□
文
□
德
教
授
於
鄉
文
丞
相
實
出

其
門
雖
丞
相
非
一
師
而
□
□
在
其
里
塾
要
其
所
浸
溉
深

矣
今
羅
氏
積
書
以
教
將
無
繼
昔
人
而
起
者
乎
羅
族
出
清

湖
故
廬
陵
世
家
有
科
□
於
宋
元
其
從
梅
溪
至
宗
智
甫
葢

□
世
云

東

里

集

齊
夀
堂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楊
士
竒

□
□
□
者
翰
林
庶
吉
士
歐
陽
俊
奉
其
祖
三
峰
先
生
祖
母

□
□
□
□
□
也
先
生
生
元
皇
慶
𥘉
元
今
九
十
有
八
年
孺

人
生
元
□
□
□
年
今
八
十
有
九
矣
皆
耳
目
聰
明
康
健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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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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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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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　
五
十
三

□
□
□
□
膝
□
受
□
□
飬
老
之
□
光
□
□
□
此
□
□
□

以
名
也
俊
登
第
授
官
□
□
永
樂
大
典
書
成
請
於
朝
乞
□

□
□
且
行
求
余
為
記
其
從
兄
國
子
助
教
賢
又
為
余
言
三

峰
先
生
及
孺
人
之
善
曰
宜
為
之
記
歐
陽
氏
居
泰
和
之
西

蜀
江
之
里
其
先
與
宋
少
保
文
忠
公
同
出
吉
州
刺
史
琮
其

居
蜀
江
十
數
世
積
善
累
仁
其
族
姓
之
衍
資
産
之
畜
詩
書

禮
義
之
習
愈
逺
而
愈
盛
至
先
生
闊
逹
亷
重
言
動
率
依
於

禮
法
而
忠
厚
以
為
主
恒
戒
其
子
孫
及
其
族
人
曰
必
飭
行

為
儒
者
以
無
忝
我
歐
陽
氏
處
鄉
人
必
本
於
忠
信
葢
歐
陽

氏
之
族
有
三
𡶶
先
生
而
後
益
敦
於
德
義
文
學
鄉
人
有
三

峰
先
生
而
後
益
勸
於
善
邑
大
夫
嵗
舉
鄉
飲
謀
賔
必
曰
三

峰
先
生
孺
人
歸
歐
陽
氏
七
十
有
六
年
以
孝
敬
事
舅
姑
以

勤
儉
佐
君
子
以
雍
睦
處
族
姻
以
仁
善
道
子
孫
此
其
所
由

夀
康
也
歟
洪
範
五
福
夀
為
之
首
禮
八
十
九
十
曰
耄
百
年

曰
期
皆
夀
之
至
也
夫
耄
期
𤨔
百
里
之
地
有
一
人
焉
以
為

至
異
鮮
能
以
両
見
也
或
有
之
不
皆
出
於
一
鄉
一
里
也
而

□
出
於
一
家
之
間
又
共
牢
而
合
卺
者
哉
葢
考
其
初
生
□

□
天
下
無
事
之
時
其
本
所
鍾
已
清
𡨴
純
固
既
壮
而
未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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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　
五
十
四

又
遭
□
□
家
太
平
熈
洽
之
運
淳
厚
靈
長
之
氣
被
於
人
□

□
宜
光
□
□
永
而
先
生
夫
婦
又
承
之
以
和
平
貞
靜
寛
□

樂
善
□
以
獨
得
其
厚
彌
夀
彌
康
聫
芳
榮
於
晚
嵗
沐
天
澤

於
無
□
此
雖
先
生
伉
𠐚
同
德
合
慶
葢
亦
國
家
之
澤
矣
先

生
□
以
忠
三
𡶶
其
别
號
云

東

里

集

旌
義
堂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陳
　
循

吾
邑
南
去
僅
二
舍
許
有
□
□
□
川
者
在
焉
葢
去
縣
城
最

逺
入
山
最
深
其
田
最
□
且
沃
其
民
俗
視
他
省
最
惇
且
樸

雖
□
所
謂
朱
陳
村
者
不
能
□
也
其
人
民
幾
三
百
餘
家
家

無
不
□
耕
雖
間
遇
不
獲
而
有
山
谷
笋
竹
之
産
或
可
以
資

不
給
惟
二
三
大
姓
者
廪
有
餘
栗
家
有
餘
貲
不
獨
不
穫
不

能
□
□
嵗
計
□
貧
乏
者
有
所
□
而
濟
也
推
有
餘
以
濟
貧

□
□
□
雖
屡
不
厭
其
惟
□
□
之
父
子
乎
陳
氏
□
宦
族
□

有
志
□
者
尤
□
實
而
□
□
□
□
春
秋
八
十
有
八
步
□
□

□
進
退
□
雅
有
□
乎
□
□
□
□
□
中
亦
六
十
有
四
□
□

□
然
皆
□
承
其
祖
父
之
□
□
□
姓
中
之
傑
出
者
也
□
德

□
丑
之
□
鄉
人
有
飢
□
□
□
□
以
其
父
命
□
□
□
之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五
百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也
正
□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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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五

□
□
分
行
天
下
□
□
□
以
□
荒
□
□
是
民
有
所
成
功
者

皆
出
□
以
為
助
𠃔
中
□
以
□
□
□
□
輸
公
視
前
所
費
過

倍
其
數
事
□
朝
廷
降
□
□
□
□
其
義
勞
以
羊
酒
并
復
其

家
□
□
莫
下
榮
之
豈
徒
□
之
而
已
而
凡
如
允
中
之
蓄
積

有
餘
而
未
有
𤼵
賑
之
意
者
見
之
皆
可
以
大
媿
也
不
特
此

也
世
固
有
不
勞
已
之
□
不
費
己
之
財
而
尚
不
為
義
者
况

如
允
中
父
子
之
所
為
乎
是
真
有
可
旌
也
允
中
既
拜
恩
命

既
名
其
所
居
曰
旌
義
以
榮
示
於
無
窮
明
年
謝
恩
闕
下
復

蒙
賜
以
光
禄
酒
𩜹
既
退
諸
文
以
記
其
堂
於
戲
出
榖
以
助

公
□
賑
民
臣
之
義
也
為
文
以
記
豪
杰
行
義
鄉
之
勸
也
故

余
不
辭
而
為
之
書
如
右

芳

洲

集

後
樂
堂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　
直

古
之
君
子
得
志
則
澤
加
於
民
不
以
位
為
己
樂
也
葢
天
之

生
斯
民
也
寒
者
欲
衣
飢
者
飲
食
勞
苦
者
欲
得
其
安
抑
欝

者
□
得
其
平
不
有
以
任
之
則
民
欲
惡
能
遂
哉
於
是
有
大

□
□
□
其
間
而
君
人
者
因
得
與
之
共
天
位
治
天
民
而
民

之
□
□
□
夫
□
□
者
固
□
斯
民
同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□
之
□
□
人
□
□
□
□
治
夫
同
□
之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

 

泰
和
縣
志
　

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五
十
六

之
戚
憂
其
有
不
關
於
已
者
乎
是
故
居
其
位
□
□
斯
民
同

其
憂
民
皆
樂
也
然
後
與
之
同
其
樂
非
已
之
樂
也
葢
樂
民

之
樂
焉
耳
夫
如
是
則
不
違
夫
天
而
亦
不
負
乎
君
矣
然
則

有
視
民
之
戚
憂
若
不
與
於
已
而
肆
然
自
樂
乎
其
位
者
不

謂
之
違
天
負
君
其
可
乎
宋
范
文
正
公
嘗
言
士
當
先
天
下

之
憂
而
憂
後
天
下
之
樂
而
樂
誠
能
先
其
憂
而
憂
以
圖
之

則
民
將
無
所
憂
民
無
所
憂
而
樂
矣
然
後
已
亦
樂
其
樂
蓋

樂
民
之
樂
也
今
尸
部
尚
書
𠔥
詹
事
府
詹
事
東
來
黄
公
祇

事
列
聖
五
十
年
許
國
之
心
老
而
彌
篤
其
志
葢
與
文
正
同

取
其
語
名
堂
曰
後
樂
之
堂
當
天
下
太
平
兆
民
樂
業
而
聖

仁
在
上
尤
惓
惓
以
安
民
為
心
公
之
所
謂
後
樂
者
葢
欲
體

上
之
仁
而
措
之
天
下
使
天
下
之
人
皆
大
享
其
樂
而
後
已

亦
樂
焉
此
其
志
無
愧
於
文
正
而
亦
不
違
乎
天
不
負
乎
君

矣
直
備
員
少
列
得
從
公
之
後
嘉
公
之
志
而
樂
為
公
賦
之

公
之
德
業
在
朝
廷
而
尤
著
於
南
蓋
表
然
在
人
耳
日
當
自

有
史
書
之
此
不
著

康

熈

志

按
此
記
無
關
邑
乗
縁
田
志
所
采
姑
存
偹
考

節
孝
堂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單
□
□



 

泰
和
縣
志
　

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五
十
七

成
化
丙
午
之
秋
吾
鄉
□
疫
死
者
或
一
家
數
人
曾
君
□
□

有
二
子
瑛
璥
數
日
門
相
繼
死
惟
一
孫
曰
旦
方
孱
然
君
□

哭
殆
不
可
生
曰
吾
老
矣
而
天
降
茲
酷
罰
吾
將
疇
依
壮
者

且
不
保
是
孱
然
者
其
又
可
恃
耶
時
曰
旦
之
母
蕭
氏
年
方

二
十
有
三
乃
乗
間
從
容
寛
慰
君
曰
瑛
與
叔
天
不
幸
至
此

然
有
新
婦
在
翁
幸
□
憂
飬
老
字
孤
新
婦
之
責
也
新
婦
所

不
能
終
事
而
敢
有
二
志
者
神
明
殛
之
君
慨
然
雪
涕
而
興

曰
新
婦
能
然
吾
有
望
矣
蕭
自
是
屏
絶
膏
沭
避
逺
嫌
疑
恒

獨
處
深
閨
勤
紡
織
以
助
甘
旨
日
謹
視
其
遺
孤
而
隨
事
訓

飭
之
孤
稍
長
則
遣
從
師
學
問
葢
于
今
二
十
年
矣
於
是
曰

旦
既
已
成
立
娶
婦
生
子
君
亦
安
蕭
之
飬
年
踰
七
袠
而
精

健
不
衰
鄉
人
之
賢
者
皆
云
蕭
孺
人
秉
節
堅
貞
卒
成
其
子

又
能
孝
飬
舅
姑
使
忘
其
無
子
之
戚
以
享
壽
康
雖
旌
典
未

可
猝
干
然
有
善
弗
彰
殆
非
鄉
閭
之
義
也
會
曰
旦
作
堂
数

楹
以
奉
孺
人
乃
相
與
落
其
成
而
扁
其
楣
曰
節
孝
曰
旦
遂

介
余
族
兄
欽
師
求
記
於
余
余
讀
孟
子
書
至
人
之
所
以
異

□
獸
者
㡬
希
未
嘗
不
深
思
而
永
歎
也
曰
嗟
乎
天
理
之
在

人
心
者
微
矣
一
得
失
之
間
而
為
人
為
獸
為
君
子
為
小
人



 

泰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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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五
十
八

貴
賤
之
相
懸
榮
辱
之
相
去
奚
啻
千
里
世
衰
俗
薄
雖
名
為

讀
書
之
士
徃
徃
陷
溺
其
良
心
而
不
自
知
今
孺
人
以
一
婦

人
女
子
乃
能
盡
節
於
其
夫
致
孝
於
其
舅
姑
壼
彛
克
修
本

心
不
失
是
豈
獨
賢
於
憂
之
子
之
無
裳
者
而
已
哉
古
昔
盛

時
閨
門
之
内
必
有
師
傅
之
教
况
乃
刑
于
之
化
流
自
王
宮

是
以
女
德
多
貞
風
俗
醇
粹
今
去
古
益
逺
内
教
不
修
人
欲

横
流
莫
能
自
制
而
深
山
長
谷
之
中
猶
有
知
禮
守
義
如
孺

人
者
人
心
天
理
固
自
有
不
可
冺
㓕
者
歟
我
國
家
著
令
婦

有
守
節
不
移
年
踰
五
十
者
有
司
以
聞
輙
賜
旌
門
之
典
孺

人
節
甚
著
而
年
未
及
少
需
嵗
月
賢
有
司
當
在
不
遺
今
者

揭
扁
髙
堂
葢
諸
君
子
善
善
之
誠
惟
恐
不
速
道
固
並
行
而

不
悖
也
余
也
非
才
猥
以
風
教
為
職
事
有
關
於
風
化
者
采

録
表
彰
固
其
分
也
矧
曰
旦
之
請
圖
所
以
光
昭
其
母
氏
之

大
德
者
甚
惓
惓
乎
故
不
辭
而
為
之
記
孺
人
出
吾
邑
寧
溪

名
□
近
世
後
居
永
源
云

整

菴

存

稿

慈
節
堂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羅
欽
順

□
節
堂
者
□
叔
父
用
元
奉
母
曾
孺
人
之
堂
也
堂
以
慈
節

名
者
□
□
母
□
之
大
德
以
□
其
後
人
俾
不
忘
也
初
元
生



 

泰
和
縣
志
　

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五
十
九

□
□
□
□
□
人
秉
厚
府
君
棄
背
孺
人
年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□
□
孤
完
節
之
死
無
他
哭
矢
於
柩
前
葢
□
今
三
□
□
□

□
而
孺
人
年
六
十
矣
元
自
呱
呱
而
長
以
至
於
成
□
至
於

有
室
有
子
其
學
之
所
就
又
足
以
為
章
句
師
孺
人
所
以
保

抱
擕
持
匡
娛
誨
誘
匪
朝
伊
夕
實
既
厥
心
施
及
諸
孫
有
隆

有
替
茲
其
所
以
為
慈
方
孺
人
之
寡
居
也
姻
族
間
固
難
其

守
而
孺
人
厲
志
特
堅
或
以
再
醮
諷
之
輙
唾
罵
以
絶
竟
全

貞
白
以
至
於
今
皎
乎
氷
雪
之
明
確
乎
金
石
之
不
渝
也
茲

其
所
以
為
節
夫
母
之
慈
其
子
妻
之
盡
節
於
其
夫
是
皆
天

理
之
當
然
人
心
之
所
不
容
已
而
孺
人
獨
能
無
媿
焉
者
何

哉
生
不
皆
厚
教
靡
素
閑
情
欲
之
感
易
流
姑
息
之
恩
難
割

傷
慈
失
節
固
其
所
也
惟
孺
人
性
質
淳
懿
志
撡
之
正
固
得

於
天
而
又
出
自
名
宗
以
淄
陽
少
尹
宗
翺
公
為
之
祖
庠
生

時
謹
公
為
之
父
少
司
㓂
省
軒
公
為
之
伯
父
所
以
薫
漸
於

禮
教
者
復
有
素
焉
宜
乎
慈
節
之
兼
全
既
潔
其
身
又
成
其

子
表
表
乎
足
以
為
閨
門
之
楷
範
也
夫
以
孺
人
之
節
如
此

考
之
國
朝
著
令
有
司
者
宜
以
上
請
當
得
旌
表
門
閭
以
為

風
俗
勸
顧
政
非
其
人
不
舉
而
元
之
力
亦
未
足
以
遂
其
□



 

泰
和
縣
志
　

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六
十

欲
為
則
姑
即
其
實
以
名
其
堂
庶
㡬
奉
揚
休
德
於
萬
一
而

百
世
之
下
為
子
孫
者
仰
而
思
之
將
莫
不
知
夫
一
脉
之
傳

綿
綿
不
絶
皆
孺
人
之
為
頼
也
其
為
感
慕
庸
有
已
乎
元
之

用
心
於
是
乎
可
謂
孝
矣
肆
凡
族
之
老
長
咸
嘉
其
舉
而
余

亦
樂
為
之
記
異
時
操
史
筆
者
其
或
有
取
焉
記
成
於
正
德

己
巳
十
有
一
月
八
日
葢
孺
人
初
度
之
辰
也
元
三
子
欽
封

欽
榜
欽
會

整

菴

存

稿

承
德
堂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羅
欽
順

堂
在
吾
邑
鳯
岡
里
蕭
天
聰
氏
之
所
作
也
鳯
岡
之
蕭
為
吾

邑
鉅
族
其
先
當
宋
南
渡
之
際
來
自
金
陵
迄
今
凡
若
千
世

其
人
之
衆
殆
逾
萬
指
自
天
聰
髙
曾
而
上
雖
未
有
顯
者
而

率
以
詩
書
為
業
以
行
誼
相
惇
表
然
鄉
邑
之
望
觀
於
楊
文

貞
公
所
為
其
族
譜
序
概
可
見
矣
序
中
所
稱
太
學
生
信
立

是
為
天
聰
髙
祖
後
官
交
趾
中
衞
經
歴
以
卒
經
衞
之
子
孟

□
繼
起
徵
辟
歴
教
當
𡍼
武
康
掲
楊
三
學
揭
陽
之
子
□
□

□
□
鄉
科
擢
知
江
浦
者
九
年
治
行
尤
著
於
是
蕭
氏
□
□

□
以
顯
而
此
三
君
子
者
不
惟
飭
躬
修
行
無
忝
其
先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德
□
天
聪
為
江
浦
□
□
□
父
曰
□
□
□



 

泰
和
縣
志
　

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六
十
一

□
□
□
而
享
□
不
永
慶
鍾
其
子
妙
齡
秀
發
綽
有
猷
為
□

羣
從
之
繁
而
舊
居
之
隘
也
乃
增
市
傍
近
地
别
築
室
一
□

以
居
既
成
而
名
其
中
堂
曰
承
德
其
志
良
有
在
矣
間
來
請

文
為
記
余
家
於
蕭
氏
累
世
契
好
吾
兒
琰
復
與
天
聪
聫
姻

非
余
記
之
其
誰
宜
夫
人
之
所
以
生
必
有
得
乎
帝
降
之
衷

不
徒
然
也
具
之
於
心
則
謂
之
德
性
行
之
于
身
則
謂
之
德

行
行
有
萬
不
同
性
則
一
而
已
矣
自
吾
身
而
上
以
至
吾
之

髙
曾
又
上
至
於
厥
初
生
民
之
祖
由
吾
身
而
下
以
至
吾
之

曾
元
又
下
至
於
不
可
勝
窮
之
世
孰
不
有
此
德
性
已
乎
皆

有
此
德
性
固
宜
皆
有
此
德
行
而
反
道
敗
德
以
貽
父
祖
羞

辱
者
不
幸
每
有
見
焉
此
其
故
何
也
思
則
得
之
不
思
則
不

得
也
前
有
髙
明
之
祖
父
令
德
著
聞
雖
在
他
人
猶
知
所
仰

而
為
之
子
孫
者
或
乃
弗
思
率
以
流
於
汙
下
之
歸
不
亦
可

哀
也
哉
聰
乎
吾
知
其
免
此
矣
觀
其
名
堂
之
意
其
於
持
身

接
物
居
常
處
變
有
不
思
率
乃
祖
攸
行
者
乎
夫
義
重
則
利

輕
公
勝
則
𥝠
㓕
所
宜
致
思
而
力
行
者
其
要
無
出
於
此
誠

使
惟
公
是
秉
惟
義
是
由
則
德
性
無
虧
德
行
以
美
而
於
前

人
之
德
信
乎
其
能
承
矣
天
聰
朂
諸
今
既
有
以
承
乎
前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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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十
一

藝

文

　

記

　
六
十
二

寧
不
思
所
以
承
乎
今
者
斯
堂
之
作
□
乎
可
以
永
存
而
不

壊
也
堂
之
規
制
前
𠫊
後
寝
皆
備
髙
廣
□
壯
落
成
於
正
德

己
夘
八
月
晦
日
後
三
年
壬
午
六
月
朔
日
記
成

整

菴

存

稿

迎
𣌀
樓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羅
欽
順

自
余
家
西
岡
之
下
北
行
二
十
餘
里
里
名
曰
大
瑞
有
山
來

自
西
北
巍
然
雄
峙
状
若
駝
象
然
左
右
之
山
如
趨
如
附
谿

流
映
帶
風
氣
完
深
凡
依
山
髙
下
以
居
者
皆
宋
端
明
學
士

忠
穆
鄭
公
之
裔
也
其
族
属
既
衆
屋
之
為
𠫊
為
堂
為
樓
者

凡
數
十
所
有
楼
名
曰
迎
𣌀
則
處
士
宗
傚
君
所
建
葢
正
寝

南
向
是
樓
在
其
左
而
面
東
其
下
為
房
宗
傚
君
夜
則
休
焉

雞
鳴
而
起
登
樓
而
坐
以
思
夫
晝
之
所
當
為
者
既
得
其
理

則
開
窓
而
迎
望
而
蒼
蒼
焉
而
耿
耿
焉
日
出
而
大
明
焉
於

是
乃
出
而
從
事
習
以
為
常
故
楼
以
迎
𣌀
名
也
其
從
子
端

典
於
余
姻
家
間
屬
為
之
記
嗟
夫
日
月
代
明
而
為
晝
夜
然

夜
者
人
之
所
息
凡
應
事
接
物
以
供
其
職
分
葢
莫
不
在
於

旦
晝
也
自
夫
玩
愒
者
言
之
彼
於
朝
曦
暮
景
之
升
沉
固
□

□
不
以
介
意
夫
豈
知
寅
賔
之
義
所
□
甚
重
而
坐
以
□
□

□
□
人
之
□
以
□
天
下
後
世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之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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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　
六
十
三

宗
傚
君
之
為
人
其
立
身
治
家
充
勤
無
怠
有
足
槩
□
□
□

視
世
之
玩
時
愒
者
可
同
日
語
邪
抑
君
之
所
見
或
未
止
□

在
易
之
晉
貞
坤
而
悔
離
其
大
象
云
君
子
以
自
昭
明
德
夫

明
出
地
上
雖
愚
夫
愚
婦
莫
不
覩
其
象
也
惟
君
子
觀
之
則

能
反
求
諸
身
而
知
所
用
力
焉
故
夫
視
聼
言
動
無
敢
不
由

於
禮
誠
懼
夫
明
德
之
或
昏
也
宗
傚
君
行
義
稱
於
鄉
族
方

慎
修
而
未
已
也
殆
有
得
於
觀
象
明
樓
之
表
者
乎
是
可
書

也
故
不
辭
而
為
之
記
若
楼
之
規
制
與
夫
創
造
之
費
則
在

所
可
畧
云

整

菴

存

稿

集
義
堂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歐
陽
德

義
者
性
之
德
非
自
外
也
心
之
良
知
之
謂
性
成
性
存
存
之

謂
德
動
不
拂
性
慊
於
其
心
之
謂
義
精
義
入
神
恊
於
克
一

百
慮
殊
途
充
周
不
窮
之
謂
集
義
聖
人
所
以
盡
性
致
命
集

義
其
至
矣
告
子
之
徒
離
義
言
性
而
曰
性
無
善
無
不
善
也

離
心
言
義
而
曰
義
外
也
非
内
也
故
其
學
直
主
於
不
動
其

心
而
以
義
為
不
必
屑
屑
者
將
謂
聖
人
無
思
無
為
寂
然
不

動
已
耳
而
孟
子
不
與
也
當
是
時
佛
未
入
中
國
然
其
言
真

性
空
寂
非
善
不
善
諸
相
無
性
縁
生
為
幻
不
假
修
證
頓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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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　
六
十
四

真
如
者
與
告
子
實
相
表
裏
故
予
嘗
謂
中
國
苟
得
其
實
則

儒
佛
端
倪
之
異
根
極
無
餘
矣
然
後
之
言
集
義
者
以
心
行

義
以
義
慊
心
未
免
彼
此
之
間
其
與
孟
氏
内
外
隐
顯
通
一

無
二
之
旨
不
能
不
差
之
毫
釐
夫
告
子
之
學
葢
䆒
心
性
命

志
於
深
造
自
得
非
若
耽
耽
於
富
貴
爵
禄
見
利
忘
義
者
也

意
見
之
蔽
卒
叛
儒
歸
佛
而
其
流
之
禍
儒
者
以
為
烈
於
洪

水
猛
獸
則
道
術
小
差
惡
可
莫
辨
故
學
之
不
講
孔
子
以
為

憂
况
狥
利
棄
義
謂
性
無
並
謂
身
不
能
謂
不
學
無
傷
禍
將

何
所
不
至
耶
吉
安
□
□
□
學
之
地
曰
白
鷺
書
院
在
洲
之

上
自
宋
逮
今
興
而
廢
廢
而
復
今
郡
守
白
坡
先
生
始
移
□

郡
城
西
因
廢
寺
基
材
為
之
間
集
九
邑
士
講
學
其
中
堂
□

有
名
其
西
堂
之
名
曰
集
義
來
屬
予
言
先
生
之
意
毋
亦
以

□
宇
廢
為
儒
宮
則
將
祛
佛
學
以
崇
儒
術
則
莫
□
孟
氏
之

□
為
深
切
著
明
矣
乎
抑
以
後
世
集
義
之
學
少
異
於
孟
氏

□
□
利
者
又
□
瞀
迷
惑
棄
義
而
弗
由
掲
其
名
使
反
求
其

□
乎
嗟
乎
□
黨
之
士
誠
知
學
之
不
□
道
術
不
明
其
□
□

□
□
洪
□
□
□
必
無
耽
耽
於
富
貴
爵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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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　
六
十
五

□
□
□
□
義
堂
在
白
鷺
書
院
應
入
郡
志
不
□
入
邑
乗
□

志
舊
存
姑
仍
之

永
譽
堂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曾
　
忭

□
觀
詩
書
所
稱
尊
爵
廣
譽
又
曰
永
終
譽
乃
知
士
君
子
出

□
磊
磊
落
落
棟
幹
世
廟
柱
石
大
廷
而
譽
以
爵
顯
處
則
承

□
□
後
肯
構
肯
堂
以
光
大
其
家
聲
而
譽
亦
以
不
爵
之
爵

□
□
譽
不
必
皆
同
而
同
謂
之
永
終
譽
吾
邑
爵
譽
周
氏
先

□
□
唐
御
史
矩
公
自
金
陵
徙
今
信
實
里
而
獨
以
爵
譽
稱

□
□
□
周
上
世
貴
顯
逮
宋
賢
才
鵲
起
科
第
蟬
聨
仁
宗
特

□
□
名
爵
譽
以
旌
其
盛
周
之
子
姓
不
敢
忘
君
賜
既
榜
諸

□
□
□
復
顔
其
堂
曰
永
譽
甚
盛
心
也
方
今
世
故
日
新
變

□
□
□
豈
但
死
生
貴
賤
如
東
西
之
不
同
方
即
一
曙
而
隂

□
□
□
倐
忽
千
變
甚
者
夸
漫
盗
奪
馳
驟
而
不
可
方
物
者

□
□
於
世
求
其
忠
孝
節
義
温
厚
長
存
落
落
乎
如
晨
星
麗

□
□
如
是
又
安
冀
其
一
世
二
世
以
至
数
千
百
世
如
周
之

□
□
□
窮
哉
君
子
登
斯
堂
也
棼
橑
有
嚴
正
鵠
是
施
矣
人

□
□
□
道
□
□
尊
矣
春
𦶜
老
梧
風
物
具
美
矣
家
之
父
子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而
□
有
家
翕
然
而
文
相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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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　
六
十
六

孔
子
以
六
尺
之
杖
諭
貴
賤
之
等
辨
親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夫
不
爵
而
榮
者
天
性
之
所
自
逹
也
不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所
自
裕
也
是
故
孝
慈
以
為
則
而
父
子
之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則
而
君
臣
之
譽
永
友
恭
以
為
則
而
昆
弟
之
□
□
□
□
□

為
則
而
夫
婦
明
友
之
譽
永
傳
曰
莫
為
之
前
□
□
□
□
□

莫
為
之
後
雖
盛
而
弗
傳
猗
歟
盛
哉
若
周
氏
之
□
□
□
□

也
所
謂
庶
㡬
夙
夜
以
永
終
譽
者
有
以
也
夫
有
以
□
□
□

君
等
再
拜
稽
首
曰
旨
哉
大
夫
之
言
也
數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康

熈

志

友
恭
堂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□
□
□

人
之
大
倫
有
五
而
以
天
合
者
□
□
子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親
不
可
觧
於
心
矣
至
於
兄
弟
容
有
不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不
齊
抑
觀
法
無
由
也
田
氏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稱
頌
不
衰
豈
伊
異
人
哉
獨
□
□
□
天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方
之
難
為
兄
季
方
之
□
為
弟
則
以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觀
法
多
也
□
□
吾
邑
□
叅
□
公
□
□
之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古
之
□
□
□
公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講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德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夫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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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　
六
十
七

□
□
不
□
縉
紳
推
先
士
民
同
聲
謂
之
鮮
見
公
有
丈
□
□

六
□
秉
心
敦
厚
宅
心
和
平
其
居
長
者
則
皆
能
友
其
弟
旦

居
㓜
者
則
皆
能
恭
其
兄
式
似
公
之
兄
弟
焉
公
固
樂
之
而

扁
其
堂
曰
友
恭
志
喜
也
亦
以
示
警
俾
顧
名
思
義
不
渝
其

初
雖
然
豈
徒
為
諸
子
謀
哉
葢
曰
友
與
恭
人
所
同
得
之
理

凡
為
子
孫
庶
㡬
其
知
警
夫
一
日
公
詣
余
曰
吾
與
公
同
官

於
朝
同
老
於
鄉
相
得
莫
踰
者
也
愛
吾
之
子
孫
如
己
之
子

孫
亦
莫
踰
公
者
也
盍
為
我
記
之
余
曰
人
莫
不
有
兄
弟
惟

田
氏
以
荆
著
姜
氏
以
被
顯
何
也
其
情
真
也
故
感
於
草
木

通
於
神
明
公
禄
食
將
三
十
年
俸
入
𥁞
均
同
産
自
以
為
當

然
而
同
産
者
亦
自
以
為
當
然
其
情
真
也
諸
子
之
能
友
且

恭
也
豈
非
觀
法
之
深
而
潜
移
黙
化
如
此
哉
願
公
之
嗣
世

居
斯
堂
感
公
之
德
憶
公
之
意
常
如
一
日
則
將
與
田
之
荆

姜
之
□
共
𡸁
永
永
矣

康

熈

志

□
坐
軒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桑
　
悦

予
為
□
昌
校
官
學
圃
中
築
一
軒
大
如
斗
僅
容
䑓
椅
各
一

臺
僅
可
置
經
史
数
卷
賔
至
無
可
升
降
弗
嘯
以
八
因
名
之

曰
獨
坐
予
訓
課
暇
輙
憇
息
其
中
上
求
堯
舜
禹
湯
文
武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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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　
六
十
八

□
□
□
之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洛
数
君
子
之
心
又
次
期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遷
楊
雄
劉
向
韓
栁
歐
蘇
曾
王
之
□

□
□
則
取
秦
漢
以
下
古
人
行
事
之
迹
少
加
褒
貶
以
定
□

□
之
是
非
悠
哉
悠
哉
以
永
終
日
軒
前
有
池
半
畝
𨻶
地
数

□
池
鍾
芰
荷
地
雜
植
松
檜
竹
栢
予
坐
是
軒
塵
坌
不
入
胸

□
日
拓
又
若
左
臨
太
行
右
挾
東
海
而
䕃
萬
間
之
廣
厦
也

□
坐
惟
酬
酢
千
古
遇
聖
人
則
為
弟
子
之
位
若
親
聞
訓
誨

□
賢
人
則
為
交
逰
之
位
若
親
接
膝
而
語
遇
亂
臣
賊
子
則

為
士
師
之
位
若
親
降
誅
罰
於
前
坐
無
常
位
接
無
常
人
日

覺
紛
拏
糾
錯
坐
安
得
獨
雖
然
予
之
所
紛
拏
糾
錯
者
皆
世

之
寂
寞
者
也
而
天
壌
之
間
坐
予
坐
者
寥
寥
不
謂
之
獨
亦

莫
予
同
作
獨
坐
軒
記

桑

民

懌

集

濮
侯
去
思
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郭
子
章

世
之
論
政
者
必
曰
嚴
愛
昔
人
辟
之
火
水
火
形
嚴
故
人
鮮

灼
水
形
懦
故
人
多
溺
似
也
顧
主
嚴
者
曰
惟
有
德
者
能
以

寛
服
民
其
次
莫
如
猛
故
寛
難
是
縱
火
焚
林
而
無
以
水
沃

之
也
而
又
懼
夫
暴
聲
殺
機
之
為
名
累
則
混
之
曰
吾
嚴
所

以
成
寛
是
令
火
可
為
水
也
其
勢
焉
得
故
寛
嚴
當
互
設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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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　
六
十
九

□
□
並
陳
而
後
先
次
第
尤
不
可
奪
水
之
於
民
也
□
□
□

尊
火
尊
而
不
親
土
之
於
民
也
親
而
不
尊
天
尊
而
不
親
□

用
水
火
者
先
火
後
水
善
法
土
天
者
先
天
後
土
故
政
教
大

舉
於
當
年
德
澤
永
沁
於
異
日
所
居
得
民
之
尊
既
去
得
民

之
親
子
産
孔
明
之
治
鄭
蜀
得
之
矣
刑
鼎
之
鑄
申
韓
之
書

説
者
病
其
太
嚴
而
誦
子
産
曰
古
之
遺
愛
誦
孔
明
者
曰
見

伊
呂
失
蕭
曹
迄
今
数
千
年
後
民
猶
見
思
在
當
日
可
知
已

舒
城
濮
侯
之
治
吾
泰
也
葢
法
鄭
蜀
二
相
之
術
焉
侯
始
令

長
興
既
更
吾
泰
甫
二
年
考
績
侯
自
著
諭
民
便
覧
予
為
之

序
曰
鄭
人
思
僑
蜀
人
懷
亮
具
在
此
書
比
侯
應
召
去
泰
今

令
公
王
侯
為
刻
侯
官
運
碑
予
為
之
記
曰
砭
前
瘢
瘕
鮮
後

繒
繳
亦
詳
哉
乎
其
言
之
矣
侯
赴
召
後
以
讀
禮
居
堊
室
士

民
思
後
善
政
為
伐
貞
珉
紀
之
聞
之
王
侯
後
獨
言
於
予
予

惟
侯
之
政
夥
矣
細
者
亡
論
論
其
巨
者
陳
者
無
論
論
其
存

者
巨
莫
巨
於
賦
役
初
議
官
觧
時
每
石
派
銀
八
分
後
實
□

止
派
銀
五
分
四
釐
有
竒
嵗
减
九
百
金
嚴
禁
𥝠
科
每
石
壹

分
嵗
减
三
百
六
十
金
泰
故
設
直
櫃
老
人
外
夥
積
保
内
□

猾
胥
奴
里
隷
甲
刑
牲
彛
酒
比
之
豺
狼
虺
蜴
侯
革
之
嵗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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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
費
二
百
金
毫
芒
龠
圭
皆
民
脂
膏
昔
苦
民
運
而
今
易
以
宫

昔
苦
直
櫃
而
今
自
守
櫃
民
惡
得
亡
思
民
苦
嵗
嵗
僉
保
正

副
侯
令
見
年
里
長
兼
充
民
苦
嵗
嵗
僉
□
頭
侯
令
里
長
依

糧
虎
鼠
逓
充
両
廂
民
苦
嵗
嵗
僉
總
甲
侯
令
保
正
副
每
人

承
直
半
月
民
惡
得
亡
思
其
存
而
可
目
擊
者
邑
龍
首
山
故

築
一
塔
後
議
再
築
一
塔
以
時
詘
舉
羸
而
半
輟
工
侯
竟
之

費
五
百
金
與
前
塔
侔
邑
故
無
社
學
侯
捐
田
四
百
餘
金
市

田
租
八
百
六
十
斛
為
社
學
費
金
社
師
雖
稍
差
池
而
侯
田

如
故
租
如
故
覩
浮
圖
而
思
築
者
睹
社
而
思
置
者
民
惡
得

亡
思
為
十
年
計
誠
詭
寄
包
攬
為
六
限
計
誡
積
保
誆
收
為

推
收
計
令
彼
此
親
供
對
同
即
以
造
冊
而
書
𥮅
無
以
售
奸

為
綱
常
計
諭
叛
奴
毋
負
主
毋
跋
扈
令
反
側
子
自
安
民
又

惡
得
亡
思
雖
然
此
皆
為
民
萌
也
有
本
焉
侯
初
下
車
與
神

矢
口
有
司
索
耗
天
下
叢
災
故
令
收
頭
直
櫃
令
納
戸
自
兌

自
封
自
内
櫃
中
收
南
兌
米
較
正
鐡
斛
比
舊
斛
省
米
三
升

令
糧
戸
自
槩
玉
尺
禔
身
冰
壼
照
物
當
初
在
任
時
民
敬
之

似
尊
而
不
親
今
去
五
載
民
思
之
又
親
而
不
尊
侯
自
處
於

火
□
□
之
間
而
民
愛
侯
在
水
與
土
之
際
子
□
為
侯
侫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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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一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不
祈
人
知
而
内
姪
蕭
愽
士
應
□

□
□
舒
□
與
侯
朝
夕
且
三
年
以
書
來
曰
濮
侯
蕭
鄉
□
結

盟
泉
石
門
止
五
尺
之
童
清
見
千
尋
之
底
嗟
乎
侯
無
愧
此

石
予
亦
亡
愧
比
文
侯
名
中
玉
字
𤥨
如
號
卓
𡶶
直
隷
廬
州

有
舒
城
縣
人
萬
歴
丁
未
進
士

新志

髙
坪
郭
氏
三
義
碑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郭
應
奎

三
義
者
何
義
渡
義
倉
義
塾
也
渡
濟
渉
通
衢
要
津
不
可
一

日
缺
焉
者
也
倉
備
賑
塾
育
才
其
在
同
宗
一
本
尤
為
急
務

三
者
皆
義
事
也
故
合
之
曰
三
義
予
先
君
平
日
最
愛
范
文

正
公
義
田
予
自
知
讀
書
亦
喜
鄉
族
義
事
及
宦
逰
出
入
雖

力
有
不
逮
而
心
未
嘗
不
惓
惓
於
是
每
與
諸
昆
弟
子
姪
亟

談
之
不
置
聞
人
有
一
義
行
未
嘗
不
擊
節
稱
賞
嵗
癸
巳
南

臺
内
齋
兄
軰
五
人
以
吾
族
舊
有
渡
而
經
理
疎
畧
行
者
病

之
屬
予
為
勸
語
鳩
金
孶
息
慎
出
納
明
註
銷
修
創
不
失
其

時
徃
來
以
是
稱
便
歴
今
三
十
餘
年
而
五
人
惟
撰
姪
存
□

以
更
代
請
且
曰
義
渡
善
矣
而
義
倉
義
塾
尚
缺
其
何
□
□

公
之
志
予
瞿
然
曰
豈
惟
奎
之
志
實
先
君
之
志
也
□
□
□

子
弟
平
日
信
嚮
同
然
之
志
也
於
兹
而
舉
之
豈
□
力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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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二

之
為
患
弟
患
不
得
其
人
以
倡
之
耳
□
續
推
武
樵
弟
皆
□
□

以
主
之
復
勸
諭
鳩
金
孶
息
如
前
法
益
以
嵗
入
公
堂
之
□

以
佐
之
通
融
出
入
以
制
其
用
俟
後
稍
𥙿
則
置
業
收
和
為

久
逺
計
凡
族
之
嵗
歉
告
艱
及
子
弟
嚮
學
而
窘
於
無
資
者

皆
酌
給
之
不
慳
不
濫
從
衆
議
焉
撰
復
請
曰
三
義
公
當
有

記
撰
等
謹
磨
堅
珉
以
待
其
前
後
首
事
及
出
金
若
干
人
以

義
相
唱
和
者
皆
宜
一
一
勒
名
用
勤
將
來
予
韙
其
義
乃
申

告
於
族
衆
曰
人
之
所
以
参
立
天
地
者
仁
義
而
已
矣
仁
也

者
物
我
同
體
之
心
天
地
生
生
之
德
也
義
也
者
所
以
行
其

仁
也
故
拯
𨼆
恤
患
宗
族
莫
先
焉
苟
泰
越
視
之
則
薄
㤙
義

人
理
廢
矣
亦
何
以
相
與
為
族
故
予
既
立
宗
範
而
於
三
代

復
賛
成
之
且
規
畫
具
備
其
為
世
守
勿
隳
庶
㡬
後
有
賢
者

又
將
□
美
於
前
人
則
吾
郭
氏
之
為
望
族
其
有
替
乎

新志

泰
和
縣
補
虗
查
𨼆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歐
陽
鐸

語
云
興
事
孰
與
省
事
此
言
煩
擾
病
民
也
然
省
事
莫
如
除

病
病
除
則
利
興
夫
然
後
能
與
民
相
安
國
家
以
六
事
察
守

令
而
賦
役
病
民
為
急
吾
邑
若
尤
有
甚
焉
者
嘉
靖
壬
辰
□

□
攝
□
者
奉
新
條
均
糧
班
役
將
以
利
民
也
而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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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三

□
□
曰
慮
始
之
難
□
年
□
成
陳
侯
梅
甫
至
愬
者
殆
千
□

□
□
□
冊
藉
考
其
出
入
□
先
額
者
㡬
五
千
石
嘆
曰
均
□

乃
至
是
耶
久
之
得
最
要
者
六
一
曰
無
撤
之
𡚁
二
曰
虗
懸

之
𡚁
三
曰
交
彺
之
𡚁
四
曰
掯
餘
之
𡚁
五
曰
𥝠
𥙷
之
𡚁
六

曰
影
射
之
獘
始
於
里
書
而
權
於
總
算
乃
集
十
九
人
者
面

詰
其
故
論
以
法
比
寛
假
轡
策
而
與
之
期
十
九
人
皆
寒
心

首
服
於
是
勾
其
𥝠
識
以
叅
官
籍
使
𠅘
老
監
之
各
歸
其
虗

凢
百
五
十
日
而
冊
具
慮
其
或
謬
也
嵗
閏
二
月
致
邑
人
而

質
焉
叅
伍
檢
考
咸
誦
言
曰
厲
在
總
然
嵗
月
逺
不
欲
浚
求

則
取
諸
新
墾
而
易
者
𥙷
之
亦
惟
其
自
占
不
取
盈
焉
凡
得

欺
𨼆
米
以
官
計
者
一
千
一
百
二
十
五
石
有
竒
以
税
計
者

二
石
有
竒
侯
念
非
公
直
有
籍
人
監
之
又
將
交
𥝠
兆
𡚁
訪

於
衆
以
属
義
民
郭
元
暢
竟
事
無
愆
乃
告
成
於
撫
按
藩
臬

若
府
咸
嘉
其
勞
績
侯
慮
去
而
無
證
逺
而
𡚁
生
撮
其
凡
目

曰
𥙷
虗
查
𨼆
冊
付
諸
梓
與
戸
符
相
表
裏
於
是
山
谷
之
民

不
至
邑
而
周
知
其
数
據
實
徴
輸
免
於
浮
噬
豈
非
仁
人
之

利
哉
或
言
宜
隨
戸
而
歸
余
曰
此
由
不
得
其
戸
者
侯
姑
数

而
責
之
亦
將
有
□
也
嗟
乎
兹
事
也
縣
大
夫
昔
屡
有
問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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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四

而
竟
無
成
甚
矣
積
病
之
難
除
也
余
不
與
公
家
事
□
□
□

人
執
里
役
言
其
利
而
鄉
族
昔
不
便
今
稱
便
者
固
非
反
□

亂
常
之
民
既
以
謝
侯
亦
冀
後
之
君
子
終
厥
美
焉

通志

修
樂
破
塘
口
長
堤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陳
昌
積

邑
破
塘
口
切
城
關
之
西
潴
一
方
巖
溜
溪
潀
而
為
歸
壑
首

南
山
趾
麂
山
約
十
里
許
而
皆
腋
於
贑
江
也
土
著
𦒿
俊
彭

守
約
語
予
兹
塘
舊
名
白
石
湖
徃
渠
侍
御
大
尹
両
祖
佃
湖

之
半
為
𥝠
業
廣
種
菱
藕
於
兩
坻
溆
嵗
時
泛
船
其
間
採
菱

觴
詠
為
適
一
任
貧
窶
擷
食
里
人
因
呼
為
菱
藕
塘
前
列
方

土
綿
亘
幅
𢖍
𥁞
民
幹
止
井
牧
之
所
夾
塘
左
右
庶
姓
族
居

啇
店
駢
櫛
號
為
閙
市
横
截
以
四
逹
街
衢
距
江
洲
二
百
餘

丈
而
遥
贑
水
泯
泯
順
下
猶
建
瓴
然
正
德
初
元
有
股
江
曰

牛
吼
洄
注
籍
潴
年
久
泥
沙
髙
淤
壅
積
不
逝
加
以
上
流
之

漩
湧
對
㟁
南
涯
突
滙
為
一
大
沙
洲
袤
二
里
許
障
水
北
潰

而
射
齧
江
㟁
㟁
土
踈
裂
善
敗
隄
防
無
施
六
十
年
之
間
日

頺
月
墊
向
之
所
謂
族
居
駢
肆
幹
止
井
牧
之
地
𥁞
在
江
中

勢
將
揺
撼
縣
隅
而
蕩
析
兩
都
田
土
賦
税
也
民
洶
洶
焉
懷

□
□
之
恐
故
今
名
曰
破
塘
口
云
前
後
轄
司
良
牧
目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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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五

□
□
□
□
□
上
憚
奏
請
之
頻
仍
而
寝
題
覆
下
則
盧
工
□

□
□
□
□
莫
措
處
竟
焉
沓
□
貽
忠
滋
鉅
舊
令
今
都
監
見

□
□
公
嘗
咨
䆒
利
害
臨
視
營
度
至
再
會
膺
内
召
而
輟
明

年
曙
台
唐
公
至
覧
之
驚
嘆
曰
江
㟁
頺
極
矣
吾
為
司
收
忍

視
其
垠
堮
墊
淪
䘮
民
土
物
之
爱
且
為
魚
乎
吾
當
殫
力
以

捍
邑
未
㡬
以
入
覲
行
士
民
復
言
其
害
於
撫
臺
潘
公
廵
臺

趙
公
符
下
郡
邑
時
郡
卒
曾
公
適
署
邑
篆
議
請
追
完
税
契

舊
差
銀
兩
與
富
户
賠
納
虗
糧
之
鏹
備
充
修
築
工
費
外
𤼵

倉
儲
為
助
已
而
先
生
還
治
力
言
三
項
逋
負
事
属
年
久
一

旦
嚴
催
恐
生
擕
心
况
望
此
濟
需
所
益
㡬
何
職
忝
當
事
安

敢
他
諉
嘗
臨
破
塘
口
詳
觀
而
熟
計
之
矣
決
潰
延
演
七
里

𥁞
當
河
流
之
衝
欲
櫛
築
排
塞
非
萬
金
以
上
不
可
欲
間
濶

防
補
恐
罅
漏
而
百
潰
隨
之
欲
派
里
甲
則
騷
閭
閻
欲
動
錢

糧
則
湏
題
請
此
皆
論
事
而
非
當
事
之
定
計
也
今
為
奠
民

而
不
至
厲
民
因
土
之
故
築
之
使
反
其
宅
斯
可
矣
然
未
行

而
言
徒
属
孟
浪
必
請
而
行
終
夏
覆
餗
今
職
非
敢
曰
能
之

願
借
便
宜
姑
俟
來
春
畢
力
報
効
先
生
於
是
首
埽
窰
場
禁

屏
㙛
埴
然
後
寛
除
三
頃
逋
征
以
己
自
理
贓
罰
暨
廵
道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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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六

大
府
張
公
符
𤼵
重
犯
贖
金
擇
召
習
築
石
□
而
給
𤼵
□
□

轉
募
逺
近
饑
民
伐
石
於
山
令
各
運
至
頺
所
計
塊
受
直
飢

民
懽
甚
擔
負
扛
載
聚
石
成
坵
先
生
親
冐
風
霧
之
毒
驅
渉

登
陟
啇
度
水
勢
指
示
石
工
相
極
受
衝
潰
之
所
筥
鑠
礱
堅

仞
深
築
基
修
五
磯
頭
純
䂥
槩
砌
旁
設
稜
蹠
似
雞
距
鋸
牙

横
殺
水
勢
頂
則
用
三
合
灰
土
疊
搗
屡
削
平
直
如
原
可
坐

多
人
磯
下
各
起
有
泥
淤
小
洲
頗
能
障
水
南
廽
葢
不
待
竹

楗
薪
属
而
已
像
月
之
規
旅
石
之
固
矣
其
當
塘
口
一
帶
夾

五
磯
上
下
水
勢
悍
疾
湓
溢
尤
甚
尋
審
財
募
工
縁
岸
簽
隄

為
防
仍
用
石
作
乗
水
每
堤
一
丈
分
作
三
層
每
層
尺
度
髙

廣
有
差
率
豊
下
而
殺
上
務
崇
基
厚
址
也
於
凡
故
㟁
舊
徑

隨
其
低
昂
繚
而
合
之
完
堤
三
百
餘
丈
巋
然
如
墉
自
此
以

逹
麂
山
决
河
用
道
府
符
來
金
矢
之
贖
羡
仍
呼
授
罪
□
□

熟
手
工
傭
照
式
依
㟁
掘
地
築
堤
級
数
髙
廣
如
之
於
是
經

費
既
𥙿
庶
工
林
聚
心
一
力
齊
登
登
丕
作
總
為
堤
八
百
□

丈
為
石
磯
五
座
各
髙
一
丈
五
尺
濶
一
丈
二
尺
長
一
十
二

丈
外
為
水
府
祠
碑
𠅘
共
一
所
斷
續
頺
接
支
□
□
合
□
□

□
□
十
□
長
虹
合
邑
鞏
金
湯
之
□
坐
□
□
□
□
□
言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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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七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日
六
百
五
十
籌
□
經
費
為
白
□
□

□
□
□
之
力
□
□
十
餘
萬
工
然
費
皆
取
於
罰
鍰
民
不
知

財
所
從
出
力
集
於
雇
募
衆
不
見
其
片
役
及
已
謂
之
惠
而

不
□
□
□

通□

泰
和
州
鄉
貢
進
士
題
名
記
　
　
　
　
劉
　
崧

國
家
增
損
前
代
之
制
以
科
舉
取
士
至
嚴
肅
也
天
下
嵗
貢

於
内
省
者
凡
三
百
人
各
有
定
額
而
州
郡
無
定
名
示
至
公

也
江
西
嵗
貢
止
二
十
二
人
郡
之
隷
於
江
西
者
十
有
一
而

□
安
為
上
郡
州
之
隷
於
郡
者
十
有
四
泰
和
其
一
也
泰
和

舊
為
縣
衣
冠
絃
歌
之
俗
十
室
而
九
在
宋
初
咸
平
迄
宋
季

咸
淳
具
有
記
進
士
題
名
者
迨
我
元
乃
未
有
録
焉
非
𨷂
典

歟
粤
自
延
祐
甲
寅
科
興
至
至
正
丙
申
通
十
有
四
科
𡸁
五

十
年
由
楊
景
行
至
某
得
十
人
焉
或
第
或
否
或
甲
或
乙
或

續
或
絶
其
姓
氏
年
月
咸
可
攷
也
其
始
下
第
於
春
官
者
止

許
再
試
其
或
授
正
長
以
歸
者
恩
例
也
其
後
下
第
者
通
得

為
正
長
而
鄉
試
復
取
額
外
優
等
為
諭
録
者
則
又
至
正
癸

未
之
新
格
也
科
凡
八
舉
而
中
廢
又
歴
五
年
而
更
興
興
□

益
振
而
泰
和
具
有
人
焉
豈
非
盛
哉
某
以
晚
學
實
忝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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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
　
七
十
八

顧
題
名
之
有
序
豈
陋
劣
之
敢
辭
謹
考
摭
次
第
而
諗
於
□

曰
惟
士
之
所
以
學
於
家
舉
於
鄉
而
貢
於
天
子
之
廷
者
若

是
其
艱
且
重
也
將
不
曰
經
明
行
修
已
乎
徃
者
蔚
乎
其
有

立
矣
來
者
庶
源
源
而
有
繼
乎
故
題
名
所
以
識
其
人
也
識

其
人
所
以
重
觀
考
也
識
而
刻
諸
石
示
久
逺
也
記
進
士
而

獨
詳
於
吾
州
者
為
泰
和
作
也

通志

□
□
南
宮
義
舉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周
有
德

士
風
之
厚
薄
大
抵
以
義
為
重
輕
西
昌
壮
邑
素
號
多
士
三

嵗
大
比
應
詔
肯
不
下
二
千
人
其
相
與
友
助
相
與
講
習
之

意
已
槩
見
於
平
昔
及
登
籍
天
府
觀
上
國
之
光
實
衆
歆
□

其
榮
之
時
豈
可
於
道
里
之
費
而
使
家
自
為
偹
乎
此
今
□

義
舉
所
由
興
也
義
舉
之
約
以
千
人
為
率
每
人
日
出
一
□

約
三
嵗
得
錢
一
千
有
竒
壬
子
科
紹
興
士
子
大
比
郡
以
十

二
日
揭
榜
吾
邑
題
名
者
十
人
皆
以
義
舉
月
既
建
亥
十
□

五
日
序
鄉
飲
于
學
邑
宰
趙
公
丞
姚
公
尉
梁
公
及
鄉
□
□

焉
義
舉
之
領
䄂
者
咸
在
集
錢
得
四
十
四
萬
八
千
有
□
□

而
送
之
于
斯
時
也
縣
官
之
勸
駕
既
勤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振
禮
文
可
觀
古
者
賔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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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九

舉
里
選
三
代
所
尚
縣
次
□
食
両
漢
僅
見
自
科
舉
法
行
是

意
㣲
矣
膺
薦
之
士
觀
光
上
國
道
里
逺
者
以
数
千
計
褁
糧

資
□
□
則
未
免
資
人
介
則
必
至
鬻
産
因
仍
積
年
無
有
寛

其
憂
者
於
是
令
道
州
司
法
嚴
公
萬
全
鄉
先
生
周
公
英
彦

合
謀
其
男
琰
有
德
偕
鄉
貢
進
士
陳
忱
三
人
總
其
事
率
鄉

里
同
志
為
義
舉
計
日
集
錢
積
之
三
嵗
以
侑
其
行
士
得
不

困
成
行
之
先
鄉
老
飲
餞
於
學
是
日
壬
子
良
月
望
日
也
請

于
邑
侯
趙
公
師
奭
公
欣
然
主
盟
復
行
古
禮
且
曰
歌
鹿
鳴

之
詩
序
燕
賢
之
儀
公
家
常
制
未
足
為
盛
觀
公
等
崇
鄉
里

之
義
行
鄉
飲
之
禮
舉
百
年
之
矌
典
新
一
時
之
美
化
真
盛

事
也
當
捐
公
帑
百
千
以
助
斯
舉
士
益
感
公
厚
意
謂
三
代

両
漢
遺
風
今
日
見
之
越
明
年
譚
一
飛
實
中
乙
科
調
章
貢

戸
椽
陳
嗣
宗
次
之
調
𢖍
州
茶
陵
簿
皆
由
此
其
𨕖
雖
未
應

龍
洲
之
䜟
而
來
者
為
可
知
况
義
舉
自
吾
邑
始
今
天
下
聞

者
□
欲
效
之
夫
豈
無
益
凡
預
是
舉
者
僉
曰
盍
識
之
以
詔

後
來
云

宏

治

志

魁
旗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劉
　
崧

□
旗
非
古
也
士
試
藝
而
獲
售
焉
好
事
者
設
之
以
旌
其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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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十

□
□
名
魁
者
□
□
□
文
□
□
首
也
北
斗
前
四
星
為
魁
□

士
以
文
膺
首
𨕖
者
因
謂
之
魁
獲
售
非
魁
也
而
亦
云
者
好

事
者
侈
而
謂
之
也
其
織
無
定
文
大
小
長
短
無
定
制
而
其

色
必
用
正
黄
非
自
重
也
重
其
將
登
名
于
天
子
天
子
受
而

拜
焉
者
也
西
昌
由
趙
宋
來
科
目
得
人
為
盛
黄
元
科
興
而

中
廢
繼
而
復
興
而
世
變
作
矣
自
延
祐
甲
寅
故
翰
林
待
制

楊
公
景
行
貢
登
甲
第
丁
巳
陳
陽
鳯
繼
之
至
治
癸
亥
蕭
雲

龍
白
雲
瑞
楊
升
雲
又
繼
之
大
歴
己
巳
曾
貫
繼
之
迄
至
順

壬
申
曾
貫
再
貢
一
十
九
年
之
間
登
名
者
六
人
焉
至
順
乙

亥
科
廢
至
正
辛
巳
復
興
而
小
更
其
制
歴
三
科
為
庚
寅
而

楊
植
始
中
副
榜
癸
巳
蕭
諶
繼
之
丙
申
楚
與
歐
陽
銘
始
獲

正
薦
葢
科
復
又
十
六
年
矣
先
時
捷
于
報
者
率
周
黄
紙
為

小
旗
倩
人
書
魁
字
走
至
其
門
綴
葺
㓕
裂
旋
壊
于
風
雨
聞

昔
陳
陽
鳯
得
觧
時
獨
𣗳
陳
氏
世
科
旗
于
庭
下
葢
其
家
故

物
也
當
科
復
之
六
年
里
人
龍
煥
重
章
嘗
慨
然
嘆
曰
吾
州

素
稱
多
士
科
復
久
矣
乃
未
有
裒
然
舉
首
者
何
也
有
則
我

□
裂
魁
旗
以
榮
侈
之
衆
曰
士
氣
萎
薾
甚
矣
不
可
無
作
□

之
者
□
力
成
之
君
即
市
帛
命
工
東
製
□
廬
陵
掄
魁
堂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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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十
一

□
刻
大
□
□
為
故
宋
状
元
文
信
國
公
□
書
□
□
□
□
□

歸
乃
□
□
□
為
丈
二
尺
者
十
二
幅
攅
貫
為
身
中
□
青
□

為
魁
字
上
規
紅
帛
為
星
文
其
首
别
用
通
帛
二
幅
為
□
□

二
丈
有
咫
牙
鬛
掺
然
其
首
幅
之
上
端
列
為
紐
繫
二
寸
有

四
乃
外
為
長
竿
䋲
繫
竿
首
而
引
䋲
循
属
于
紐
間
以
注
于

旒
之
末
使
牽
制
之
總
用
帛
若
干
匹
以
丈
計
之
若
干
用
工

凡
若
千
日
旗
成
藏
于
龍
氏
越
四
年
始
得
楊
植
衆
欣
然
□

旗
周
行
市
中
時
監
州
逹
理
馬
識
禮
政
尚
嚴
肅
不
以
辭
色

假
士
民
聞
鼓
吹
喧
甚
召
入
奬
勞
之
見
魁
旗
侈
張
而
聚
觀

者
衆
因
戒
曰
此
學
校
盛
事
盍
𣗳
之
𣠄
星
門
外
張
三
日
而

歛
之
毋
䙝
易
也
自
是
旗
蔵
于
學
宮
壬
辰
㓂
亂
有
欲
𥝠
没

之
者
既
獲
免
乃
復
以
歸
龍
氏
癸
巳
得
蕭
諶
諶
以
客
外
不

及
設
至
是
余
二
人
者
𥨸
忝
乃
九
月
十
三
日
也
復
出
諸
龍

氏
而
張
設
之
時
歐
陽
銘
畱
龍
興
未
歸
衆
舉
旗
及
門
賀
其

母
而
退
然
後
過
余
株
林
士
友
來
會
者
五
十
三
人
鳴
鼓
角

執
觴
豆
及
舉
旗
曵
旓
而
從
者
又
五
十
六
人
由
州
學
出
南

門
聨
舟
渡
江
長
洲
大
風
飄
楊
媕
婀
兩
㟁
聚
觀
者
以
千
萬

計
時
江
西
叅
政
全
公
縂
兵
自
贑
下
駐
快
閣
與
使
客
將
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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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十
二

臨
觀
而
嗟
異
之
江
南
父
老
言
自
為
兒
時
聞
長
者
言
張
□

元
時
有
魁
旗
渡
江
來
今
乃
復
見
也
旗
至
留
余
門
者
七
日

鄉
人
喜
助
之
至
先
立
髙
柱
于
隴
上
乃
以
長
索
維
旗
竿
斜

置
柱
尾
東
西
俯
仰
隨
風
而
旋
人
望
而
偉
之
時
周
本
性
自

吉
水
來
報
捷
自
擕
魁
字
小
旗
併
𣗳
其
傍
周
云
此
大
旗
余

吉
水
所
未
有
也
已
乃
復
歸
龍
氏
他
日
有
欲
序
書
延
祐
以

來
登
貢
姓
名
其
上
而
未
果
也
戊
戌
龍
興
䧟
又
明
年
安
成

兵
入
邑
魁
旗
乃
亡
于
盗
嗟
夫
千
旟
在
郊
見
賢
禮
盛
宅
里

之
表
風
聲
𣗳
焉
而
况
科
第
之
儀
文
所
存
太
平
之
盛
觀
所

係
其
作
興
鼓
舞
之
機
深
矣
宜
士
君
子
有
所
不
廢
也
抑
士

之
所
以
自
表
異
於
天
下
固
有
大
忠
大
節
如
徃
時
書
魁
字

于
廬
陵
齋
壁
者
世
或
未
之
思
也
于
旗
之
有
無
乎
何
居
而

旗
之
始
作
則
不
可
以
不
書
書
之
異
其
事
也
亦
以
彰
龍
□

之
好
德
也
旗
亡
而
後
書
者
懼
其
終
逸
也
亦
使
後
之
作
□

有
所
興
感
于
斯
文
也

宏

治

志

鄉
飲
酒
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劉
敏
求

□
□
□
□
太
子
盛
禮
也
□
經
考
之
其
制
出
自
□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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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十
三

□
□
不
伸
之
氣
□
故
可
哉
□
之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□
□
于
黨
正
其
相
賔
也
比
閭
黨
正
至
于
五
州
□
□
□
□

獻
酬
交
錯
止
于
三
爵
賔
主
象
天
地
𠊨
介
象
隂
陽
三
賔
□

三
光
葢
有
神
而
化
之
之
術
寓
焉
觀
揖
譲
周
旋
不
出
□
□

堦
尊
爼
之
間
而
使
上
恬
下
熈
兵
寢
刑
措
躋
斯
民
于
仁
壽

之
域
其
效
豈
曰
小
𥙷
之
哉
自
周
而
降
由
漢
歴
唐
寥
寥
千

百
餘
載
舉
而
行
之
不
過
漢
之
水
平
晋
之
泰
始
唐
之
貞
觀

三
数
君
而
已
用
其
禮
力
賛
而
上
者
不
過
伏
湛
李
栖
𥲟
裴

耀
卿
三
数
□
而
已
噫
□
□
之
難
行
于
世
者
如
此
肆
我
主

上
運
際
中
興
治
思
徃
古
慨
然
有
恢
復
之
志
紹
興
十
有
三

載
嵗
在
癸
亥
四
月
朔
頒
鄉
飲
禮
於
郡
縣
葢
欲
明
人
倫
序

長
㓜
息
争
闘
之
原
弭
暴
亂
之
禍
誠
可
謂
知
本
矣
吉
之
泰

和
舉
行
為
獨
後
者
政
以
邑
之
東
南
接
境
䖍
贑
㓂
之
出
入

殆
無
虛
月
蒞
政
者
廹
于
督
捕
鄉
飲
有
未
暇
也
越
丁
夘
五

月
二
十
八
日
右
奉
議
郎
新
知
建
康
府
溧
陽
縣
事
馮
公
廸

德
沿
檄
來
攝
縣
事
未
踰
月
在
境
之
㓂
皆
就
擒
矣
公
語
縣

寮
曰
賊
既
掃
蕩
禮
可
講
乎
群
寮
賛
之
又
一
月
鄉
飲
之
禮

□
是
□
□
□
□
出
于
閒
□
禮
物
辨
于
咄
嗟
七
月
十
有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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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十
四

□
公
主
其
禮
右
文
林
郎
縣
主
管
學
事
坑
□
□
□
□
□
中

為
𠊨
文
林
郎
前
南
安
軍
大
庾
縣
令
蕭
嘉
彦
為
□
右
□
功

郎
前
武
岡
州
武
岡
縣
主
簿
劉
申
為
介
右
承
務
郎
致
仕
嚴

執
中
前
差
權
䖍
州
䖍
化
縣
尉
嚴
震
前
差
權
䖍
州
龍
南
縣

康
禮
為
三
賔
會
邑
之
進
士
僅
三
百
人
釋
菜
于
先
聖
先
師

黎
明
徙
幕
次
于
寛
閒
之
地
肅
賔
于
門
序
賔
于
階
献
酧
于

度
修
爵
于
堂
其
禮
簡
而
不
煩
其
容
緩
而
不
廹
酒
三
行
司

正
康
利
賔
揚
觶
而
告
曰
仰
惟
朝
廷
率
由
舊
章
敦
崇
禮
教

舉
行
鄉
飲
非
專
為
飲
食
而
已
凡
我
長
㓜
各
相
勸
勉
□
於

國
孝
于
家
内
睦
于
閨
門
外
比
于
鄉
黨
無
或
愆
于
堕
□
□

所
生
士
皆
受
教
再
拜
而
退
敏
求
抱
病
邱
園
濫
預
□
□
□

告
衆
賔
之
右
自
為
晚
景
復
覩
太
平
氣
象
誠
千
載
□
□
□

孔
子
曰
召
觀
于
鄉
而
知
王
道
之
易
易
也
距
不
信
□
□
之

𦒿
士
喜
而
相
告
曰
獲
受
聖
朝
忠
孝
之
訓
皆
公
舉
□
□
□

也
使
郡
邑
皆
如
我
公
用
心
之
勤
將
見
千
里
同
□
□
□
□

俗
以
六
合
為
家
俾
辮
髪
雕
題
之
陋
感
而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□
民
□
□
□
為
我
記
之
中
元
後
三
日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□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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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十
五

聖
人
之
道
□
□
天
地
千
萬
世
之
日
月
也
六
經
天
地
之
性

情
學
□
小
月
之
次
舍
洪
荒
以
來
生
機
無
一
間
息
覆
載
是

照
臨
是
惟
聖
人
之
道
與
立
聖
人
逺
矣
經
以
載
其
言
學
以

存
其
教
君
子
求
道
於
經
則
必
受
法
於
學
學
校
不
重
矣
乎

洪
惟
天
朝
丕
啟
休
運
列
聖
勵
精
一
意
文
治
如
雲
漢
在
天

昭
囬
終
古
若
兹
誥
以
示
萬
方
萬
方
百
姓
岡
敢
自
暇
逸
夙

夜
靈
承
以
典
于
學
江
西
泰
和
州
隷
吉
安
路
由
邑
陞
州
以

其
庶
也
庶
而
教
士
倍
於
昔
來
食
於
學
者
衆
廪
粟
將
不
繼

時
則
有
若
監
州
鵬
飛
海
公
都
魯
海
牙
知
州
伯
謙
楚
公
恭

皆
素
有
淑
問
仁
守
義
决
志
同
事
治
品
庶
蒙
頼
乃
逰
泮
宮

稽
飬
士
之
實
知
嵗
計
不
獲
於
贏
每
用
慊
然
念
慮
所
孚
若

有
啟
廸
之
者
郡
士
南
岡
李
以
中
義
二
公
之
為
慨
然
以
其

常
稔
之
租
百
六
十
石
有
竒
鄉
具
契
以
奉
士
𩔗
忻
躍
謂
非

上
好
下
甚
疇
克
臻
此
伯
謙
公
深
於
慮
事
獨
曰
好
禮
能
有

其
實
固
可
嘉
而
擅
利
者
無
不
至
今
田
雖
在
公
然
𥝠
於
為

已
者
豈
少
横
民
侵
厥
疆
貪
夫
捍
其
入
奈
何
必
為
之
紀
□

而
後
可
諉
他
人
任
匪
利
汩
則
勢
移
弗
躬
何
由
定
吾
其
徃

哉
時
天
氣
初
肅
霜
露
浹
衣
公
星
駕
就
□
郛
里
耄
□
夾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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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十
六

至
其
地
觀
□
泉
相
土
宜
𤱔
正
畔
嵗
定
賦
昔
之
□
狐
□
□

穴
於
斯
壌
者
望
旌
麾
低
首
屏
氣
以
順
條
教
葢
有
以
潜
□

其
非
僻
之
心
然
也
邁
以
州
之
士
蕭
君
繼
文
建
清
節
書
院

招
予
作
賔
余
至
州
儒
學
正
㳺
君
中
首
以
兹
事
告
且
言
將

刻
諸
石
以
永
其
傳
而
徴
文
於
邁
初
公
之
履
𤱔
㳺
君
實
相

之
剛
折
柔
化
克
佐
其
成
凢
學
之
事
無
不
舉
嗚
乎
自
世
俗

騖
於
異
端
而
金
碧
其
宮
者
釋
老
也
明
倫
之
地
孰
過
而
問

况
捐
租
以
飬
士
如
李
氏
乎
自
為
政
止
於
取
具
而
旦
夕
其

心
者
勢
利
也
育
材
之
所
誰
恤
其
乏
况
率
人
以
豊
學
廪
如

二
守
乎
學
有
詠
歸
堂
嵗
久
滋
敝
二
公
命
㳺
君
經
營
修
理

致
政
承
直
郎
贑
州
路
推
官
陳
公
學
禮
𥁞
捐
其
所
得
學
賔

俸
壹
千
緡
以
助
遂
復
前
觀
於
是
州
之
庠
序
大
興
新
廟
舊

宮
赫
奕
相
望
聳
逺
近
接
絃
誦
薫
然
皆
爭
為
士
予
又
聞
鵬

飛
公
和
至
有
藩
邸
以
其
威
取
州
民
善
壌
𢚩
符
下
州
上
下

風
靡
公
以
義
力
爭
田
得
不
奪
二
公
之
於
士
於
民
肆
殫
厥

心
有
若
是
烈
不
紀
績
於
吾
文
其
何
俟

宏

治

忘

嚴
子
容
　
學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郭
子
章

□
家
設
學
□
以
飬
士
育
才
興
賢
由
來
尚
矣
萬
歴
三
年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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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十
七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也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以
宏
□
□

□
□
□
作
人
㤙
優
且
渥
但
貧
士
之
學
於
其
中
者
□
□
□

□
□
資
中
道
廢
棄
者
所
在
多
有
余
姑
壻
嚴
君
子
容
□
□

傷
之
蠲
租
二
百
餘
石
□
學
嵗
收
子
粒
修
葺
學
宮
又
損
□

田
一
頃
六
十
畝
□
萃
和
書
院
給
課
士
助
貧
儒
綽
有
餘
□

一
時
士
風
蔚
起
人
文
鼎
盛
公
力
也
時
徴
辟
久
廢
制
重
□

目
士
匪
科
第
蔑
由
發
名
成
業
公
困
塲
屋
者
屡
矣
一
旦
□

然
曰
士
能
為
有
用
不
能
為
無
用
然
能
為
大
用
亦
可
為
小

用
以
貲
為
郎
張
釋
之
非
我
師
耶
遂
以
例
貢
輸
貲
任
天
策

衞
經
歴
有
惠
政
民
德
之
上
嘉
其
能
進
階
徴
仕
郎
致
仕
□

乎
自
大
道
衰
而
𥝠
利
盛
分
人
以
財
者
不
少
槩
見
公
頻
折

数
千
金
之
産
以
培
興
育
才
之
地
宜
其
身
食
飬
士
之
報
矣

而
卒
不
得
志
以
殁
天
之
報
施
或
爽
歟
公
字
在
陽
號
碧
泉

塘
州
人
子
宏
命
慷
慨
有
父
風
以
書
來
署
屬
予
記
予
為
紀

其
大
者
如
右
他
如
割
田
□
隍
廟
捐
資
備
荒
賑
俱
畧
而
不

書
云

郭

青

螺

傳

草

泰
和
縣
志
卷
三
十
一

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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