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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冊

卷
一凡

例
圖方

輿
志

上

宜
城
縣
志



 



 

宜
城
縣
志
　

卷
一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重
脩
宜
城
縣
志
序

古
者
輶
軒
之
使
下
採
民
風
邑

志

所

由

備

也

故

省

郡

採

風

必
自
繤
脩
邑
志
始
宜
城
为
古

鄔
名
邑
舊
志
脩
自
康
熙
二
十

二
年
迄
今
百
有
八
十
三
載
經

蠧
蝕
兵
燹
之
餘
久
未
蒐
輯
軼

事
增
多
往
往
殘
闕
不
可
考
邑

前
令
蜀
巴
于
君
東
畨
姑
蘓
沈

君

愛

暄

曾

懼

舊

典

之

漸

湮

也
鋭
意
延
访
邑
紳
倡
議
網
羅

散
佚
續
纂
舊
志
會
當
草
創
未



 

宜
城
縣
志
　

卷
一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就
而
旋
廹
於
量
移
他
邑
之
役

卒
以
議
定
中
止
邑
志
遂
不
果

脩
今

朝
廷
掃
盪
羣
氛

疆

臣

勛

爵

赫

隆

方

率

屏

藩

廉

鎮

外

臺

诸
執
事
彚
纂
椘
北
全
省
通
志

毅
然
以
扬
清
激
濁
为
正
人
心

勵
風
俗
之
大
原
　
郡
守
承
奉

教
條
咸
檄
其
所
屬
縣
令
澂
文

访
献
勒
成
一
邑
志
書
以
宣
令
典

而
宜
城
为
襄
陽
郡
南
下
邑
地



 

宜
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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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
□
繁
劇
吏
治
尤
關
衝
要
則
安

可
不
奉
揚
　
嘉
命
予
以
丙
寅

季
春
權
篆
茲
土
甫
下
車
即
校

童

试

清

積

牘

文

卷

薄

書

叢

集
鞅
掌
而
適
捧
□
修
邑
志
之

檄

因

牧

檢

閲

前

令

議

脩

舊

志
率
多
□
於
年
代
湮
遠
故
老

無
澂
殊
不
勝
望
洋
之
嘩
既
而

访
得
邑
先
紳
貴
廣
文
雲
衢
氏

遺
存
採
访
记
全
□
乘
公
暇
覧

之
喜
其
綜
覈
舊
志
載
至
道
光

二
十
年
止
事
較
详
明
其
洞
悉



 

宜
城
縣
志
　

卷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
長
渠
水
利
源
流
尤
为
瞭
如
指

掌
洵
足
有
裨
邑
志
之
纂
脩
良

多
也
予
何
敢
以
公
冗
谢
爰
集
邑

紳
佥
議
增
脩
又
因
美
錦
学
製

加
以
性
□
識
淺
邑
小
政
繁
不
獲

躬
親
盛
举
迺
以
其
事
寄
之
非

学

博

而

選

邑

紳

之

淹

雅

者

治
館
同
司
考
订
續
加
采
摭
蕪

者
芟
之
闕
者
補
之
悉
核
故
实

隐
寓
激
揚
盖
六
閲
月
而
志
書

於
是
手
始
備
帙
成
將
付
剞
劂

邑
人
士
請
以
予
言
弁
志
首
予
□



 

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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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
方
輿
營
建
之
殽
列
田
賦
規
制

之
详
覈
皆
守
陈
跡
之
常
按

圖
可
考
邑
人
士
□
生
冠
盖
□
里

涵
濡

作
人
之
雅
化
景
仰
先
賢
之
芳
躅
必
將

山
川
滙
靈
人
文
秀
發
与
楚
漢

唐
明
望
邑
同
□

國
書
姑
弗
枚
舉
獨
念
邑
志
之
有

關
風
教
者
首
重
因
革
大
端
移
風

易
俗
之
權
責
專
邑
宰
予
愧
躬

膺
司
牧
凡
屬
獘
所
當
革
豈
敢

憚
勞
以
忘
民
□
至
於
興
復
水



 

宜
城
縣
志
　

卷
一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六

利
經
理
疆
畝
則
又
在
守
土
之
官

揆

时

度

勢

申

谕

因

地

制

宜

之
法
而
次
第
興
行
以
期
於
有

成
也
予
不
敏
弗
克
盡
厥
職
勝
厥

任
使
百
廢
俱
舉
以
償
士
民
顧
愧

滋
大
矣
然
既
深
为
士
民
籌
故
并

序
诸
志
以
待
後
之
令
茲
土
者

旹
同
治
五
年
嵗
在
丙
寅
仲
冬
既
望

署
宜
城
縣
事
程
啟
安
撰



 

宜
城
縣
志
　

卷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原
序

志
與
史
同
皆
不
朽
傳
也
楚
自
熊
繹
開
疆
蓽
路
藍
縷
幅

𢄙
雄
盛
峴
山
之
南
鄢
邑
實
屏
翰
焉
鄢
居
八
省
通
衢
牛

山
峙
其
西
漢
水
瀠
其
東
北
接
鄖
襄
而
南
額
荆
郢
凡
山

川
分
野
土
産
人
物
風
俗
沿
革
無
不
備
載
於
志
列
若
鬚

眉
繡
錯
寰
區
觀
風
問
俗
者
一
披
閱
之
班
班
可
考
然
則

前
人
之
紀
載
詳
矣
典
章
如
在
直
與
河
圖
洛
書
並
傳
非

有
待
於
後
起
者
之
踵
事
也
然
而
時
會
鼎
革
陵
谷
變
遷

其
存
其
廢
有
數
存
焉
非
人
所
敢
知
也
余
自
壬
戌
夏
奉

命
來
宰
鄢
邑
聚
父
老
而
詢
夫
誌
僉
曰
兵
燹
後
難
刼
頻
經
典

章
散
落
文
獻
無
復
有
存
焉
者
余
慨
然
嘆
曰
天
下
事
前

人
缺
略
而
後
人
修
明
者
莫
此
爲
先
竊
有
願
而
未
逮
也

方
今

天
子
車
書
允
奠
版
圖
宏
開
諸

憲
䑓
考
古
聿
新
典
章
廓
舊
廹
欲
搜
訪
古
蹟
之
存
亡
詳

求
人
事
之
興
替
毅
然
續
舊
牒
而
訂
新
編
憲
檄
屢
下
旦

夕
董
成
余
安
得
辭
固
陋
而
憚
修
輯
也
然
修
志
於
明
備

之
日
則
詳
而
不
略
修
志
於
鼎
革
之
後
則
略
而
不
詳
所

慮
無
本
則
無
徴
無
徴
則
弗
信
夫
志
而
無
徴
弗
信
奚
可

傳
哉
今
於
斷
簡
殘
扁
遍
爲
搜
羅
僅
得
遺
志
數
帙
未
獲



 

宜
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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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
原

序
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全
書
參
補
而
纂
輯
之
𡩋
眞
勿
僞
𡩋
質
無
文
𡩋
簡
勿
繁

𡩋
本
色
勿
假
飾
使
上
下
數
百
年
間
鄢
之
人
物
風
土
披

覽
之
如
在
目
中
宋
玉
作
賦
之
才
芳
躅
如
睹
也
叔
度
汪

洋
之
度
懿
範
如
存
也
杜
康
䑓
畔
之
醴
泉
如
飲
醕
醪
也

龎
公
潛
碩
之
逸
德
山
高
水
長
也
於
以
追
踪
曩
哲
昭
示

來
兹
何
嘗
不
存
什
一
於
千
百
中
以
俟
後
之
博
雅
君
子

起
而
修
明
之
此
余
所
以
不
辭
固
陋
𡩋
眞
也
勿
僞
𡩋
質

也
勿
文
𡩋
簡
也
勿
繁
𡩋
本
色
也
勿
假
飾
以
副

上
䑓
徴
志
雅
意
不
敢
委
實
蹟
於
荒
煙
斷
草
中
也
若
夫

聞
見
所
未
逮
典
籍
所
不
存
姑
闕
焉
不
敢
傳
疑
知
我
罪

我
又
何
遑
計
焉

康
熈
二
十
二
年
嵗
在
癸
亥
南
昌
月
之
上
澣
宜
城
縣
知

縣
古
燕
胡
允
慶
瑞
徴
甫
撰



 

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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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

啓
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採
諮
纂
修
縣
志
事
實
原
啓

粤
以
法
著
僕
區
徴
春
秋
於
左
氏
書
名
檮
杌
方
魯
晋
於

子
輿
聽
漁
父
之
歌
聲
離
騷
漫
作
繼
龍
門
之
史
筆
通
志

遹
成
雖
小
略
大
祥
三
楚
不
無
信
史
而
增
新
沿
舊
一
方

各
有
傳
文
若
宜
邑
者
地
處
偏
隅
時
經
兵
燹
典
章
莫
據

蒐
輯
罔
聞
相
傳
雖
有
陳
編
惜
多
糢
糊
難
辨
可
考
豈
無

野
史
未
免
簡
略
弗
詳
方
今
率
土
同
文
徴
獻
章
於
郡
國

本
縣
倡
捐
重
訂
期
採
訪
於
芻
蕘
文
無
逞
乎
豔
葩
事
惟

期
其
詳
愼
爰
咨
爰
度
勿
黨
勿
誣
懿
夫
鄀
邔
名
區
肇
開

秦
漢
上
洪
古
治
啓
自
魏
元
星
分
翼
宿
十
度
之
偏
壤
接

漳
棗
五
邑
之
界
羣
山
羅
列
聳
雞
鳳
於
東
南
二
水
分
流

環
漢
夷
於
左
右
地
當
孔
道
水
陸
交
衝
勢
若
長
城
軍
民

雜
處
去
江
陵
而
遷
鄢
郢
楚
昭
王
曾
此
建
都
改
驛
道
而

徙
城
垣
于
節
度
於
今
爲
烈
黄
童
白
叟
丁
男
則
富
庻
蜂

屯
華
蓋
朱
軒
甲
第
則
聯
翩
鵲
起
家
安
儒
素
久
稱
樂
善

之
鄕
習
尚
女
工
更
結
永
豐
之
社
鍾
赤
山
之
靈
秀
代
有

名
賢
雖
黑
子
之
微
區
史
多
哲
士
是
以
上
知
天
命
共
仰

屈
廬
能
作
訓
詞
咸
推
射
父
曲
彌
高
而
和
彌
寡
宋
玉
之

宏
論
堪
埀
內
其
禄
而
外
其
身
莊
善
之
忠
言
足
録
向
朗

則
竹
林
俱
美
而
皓
首
校
書
馬
良
則
華
蕚
聯
輝
而
白
眉



 

宜
城
縣
志
　

卷
　

于

啓
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稱
嚴
青
鎻
侍
臣
擢
秋
典
而
聽
聰
棘
木
秩
宗
世
命
任
夏

官
而
蔭
指
槐
階
副
榷
酤
之
司
課
籌
東
楚
膺
撫
綏
之
寄

惠
及
西
羗
歩
日
影
於
八
磚
清
平
獨
賦
膺
雷
封
於
百
里

先
後
爭
榮
品
詣
主
璋
丰
姿
龍
鳳
洵
哉
人
文
之
藪
允
矣

史
册
之
光
乃
若
行
𧨏
可
風
彛
倫
足
禆
表
丹
心
於
亘
古

忠
傳
絶
命
之
辭
奉
白
髪
之
高
堂
孝
獲
靈
芝
之
應
節
則

悲
深
寡
鵠
甘
閉
戸
以
辟
纑
義
則
曲
罷
求
凰
祇
繙
經
而

茹
素
觸
石
而
山
開
數
丈
烈
感
大
神
撫
孤
而
痛
失
雙
明

報
徴
科
第
交
深
縞
紵
效
管
鮑
而
分
金
𧨏
切
壎
篪
走
貢

章
而
代
戍
饑
阨
必
賑
慨
指
子
敬
之
囷
窮
賤
堪
哀
義
焚

孟
嘗
之
劵
疇
執
干
戈
以
衛
社
稷
孰
以
匹
夫
而
化
鄕
鄰

苟
其
品
詣
之
可
嘉
均
宜
訪
求
之
勿
憚
至
於
詞
章
壽
世

藝
業
名
家
或
理
通
洪
範
而
語
無
艱
深
或
賦
託
高
唐
而

言
歸
諷
諭
或
人
欽
雛
鳳
文
有
魯
殿
靈
光
或
自
謝
眞
龍

編
有
酉
陽
雜
俎
或
清
妍
成
韻
著
楊
柳
之
宫
詞
或
蒼
秀

搆
思
傳
栢
梁
之
古
體
或
字
工
草
聖
或
畫
倣
雲
林
或
技

擅
華
陀
或
術
高
管
輅
或
精
筮
短
龜
長
之
妙
或
識
虎
頭

燕
頷
之
竒
或
繙
貝
而
透
禪
宗
或
吞
丹
而
通
玄
妙
倘
其

高
曾
榘
矱
厥
有
淵
源
雖
在
父
老
傳
聞
亦
堪
流
播
他
如

隱
逸
棲
遲
之
地
閭
閻
傳
述
之
詞
紫
蓋
黃
鶯
誰
躡
謝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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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　

于

啓
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
之
屐
赤
湖
清
水
孰
泛
蘇
子
之
舟
煙
雲
繚
繞
木
香
村
之

别
業
誰
開
冠
蓋
連
延
泰
山
廟
之
石
銘
堪
讀
懷
湻
于
於

善
謔
驛
前
信
臣
安
在
弔
子
胥
於
虛
糧
塜
畔
故
壘
猶
存

千
頃
長
陂
汪
度
空
懷
故
塜
一
坏
荒
土
糟
邱
徒
剩
荒
䑓

數
七
十
二
塜
於
漢
代
野
火
螢
燐
拜
二
十
八
廟
於
元
朝

頺
垣
鴛
瓦
冽
傳
酒
井
其
水
猶
香
温
有
湯
泉
雖
冬
可
浴

衆
魚
占
夢
六
櫓
置
縮
項
之
鯿
浮
蟻
興
懷
九
醖
擬
富
春

之
釀
倘
山
川
留
覽
曾
經
文
人
物
産
懋
遷
饒
多
清
賞
能

不
與
雲
夢
瀟
湘
而
並
重
羽
毛
齒
革
而
俱
詳
也
哉
本
縣

籍
隷
西
巴
派
分
東
海
乏
三
蘇
之
問
學
未
遂
鴻
騫
綿
駟

馬
之
家
聲
僅
登
鶚
薦
荷

龍
章
於

楓
陛
揚
激
是
司
任
繭
障
於
棠
封
勸
懲
攸
頼
曩
者
北
臨
㵐
水

兹
復
西
代
鄢
城
錢
穀
兵
刑
政
事
惟
資
文
學
獻
章
服
物

考
訂
足
禆
謀
猷
詳
繹
古
編
思
備
風
謡
之
採
輯
成
完
帙

莫
遺
月
旦
之
評
和
親
安
平
康
樂
彚
爲
一
書
德
行
孝
友

文
章
紀
諸
三
管
觀
文
成
化
無
殊
月
吉
象
魏
之
懸
援
古

證
今
何
妨
風
土
人
情
之
訊
事
關
採
録
開
列
必
詳
爰
具

咨
陳
蒐
羅
罔
憚
設
局
當
梅
花
開
候
告
成
擬
杏
子
熟
時

爰
集
衆
以
重
編
幸
分
門
而
來
告
營
山
于
鼎
培



 

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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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
鄢

都

採

訪

記

序

　
一

鄢
都
採
訪
記
序

嘗
考
修
舉
志
乘
嵗
不
過
三
紀
誠
慮
夫
厯
年

太
遠
則
蒐
輯
之
力
勞
而
遺
佚
之
數
多
宜
城

古
鄢
都
接
壤
荆
郢
襟
帶
漢
蠻
爲
襄
南
重
鎮

文
獻
夥
頤
掌
故
應
無
慮
放
失
丁
明
季
兵
燹

罹
狂
冦
一
十
三
隊
甲
去
乙
來
冊
宬
文
案
炬

焉
一
空
古
志
遂
爾
蔑
如
矣

國
初
燕
北
胡
明
府
瑞
徵
公
來
令
茲
土
奉
上
檄

收
殘
拾
爐
百
有
二
十
日
纂
成
縣
志
一
書
括

以
八
志
曰
方
輿
曰
建
置
曰
食
貨
曰
官
職
曰

選
舉
曰
人
物
曰
災
祥
曰
藝
文
部
麗
散
目
七

十
餘
意
皆
仿
效
史
例
而
為
之
往
復
披
閲
其

考
信
之
慎
垂
戒
之
殷
允
足
為
奕
世
津
梁
而

體
叚
疎
畧
時
相
牴
牾
不
無
遺
憾
焉
夫
以
彈

丸
之
地
印
合
國
款
繁
簡
有
無
之
數
相
去
何

啻
天
淵
比
而
同
之
故
有
綱
不
能
攝
目
目
不



 

宜
城
縣
志
　

卷
一

鄢

都

採

訪

記

序

　
二

必
附
綱
摭
本
無
以
牽
湊
沒
應
有
而
忽
忘
者

然
時
際

國
家
定
鼎
四
十
年
版
圖
宏
開
餘
孽
未
靖
勦
辦

滇
藩
逆
黨
軍
務
倥
偬
而
方
面
制
撫
汲
汲
於

車
書
之
奠
刻
期
董
成
以
徵
治
譜
於
斯
時
也

載
籍
莫
校
遺
老
無
傳
假
令
胡
君
當
日
稍
得

從
容
餘
閒
寛
之
以
嵗
月
博
明
備
之
典
章
搜

庋
藏
於
巖
穴
裒
故
訂
新
用
以
彌
縫
其
罅
漏

洗
伐
夫
謾
讕
酌
史
志
之
宜
以
正
體
例
毋
泥

古
也
亦
毋
戾
今
書
雖
草
創
而
式
成
莫
刊
吾

知
繼
起
而
珥
筆
者
且
奉
為
指
南
而
莫
之
或

違
奚
慮
人
心
之
未
厭
耶
今
之
去
胡
百
有
四

十
餘
年
矣
修
舉
之
數
凡
幾
更
間
有
經
前
令

之
採
訪
節
次
抄
錄
志
尾
者
一
見
於
雍
正
年

之
修
道
志
再
見
於
乾
隆
年
之
修
府
志
又
其

近
復
見
於
嘉
慶
九
年
之
修
省
志
存
什
一
於



 

宜
城
縣
志
　

卷
一

鄢

都

採

訪

記

序

　
三

千
百
邑
事
跡
不
盡
無
稽
獨
怪
非
此
都
完
帙

徒
拾
唾
餘
於
他
籍
傳
聞
不
真
者
有
之
語
焉

不
詳
者
有
之
綜
覈
今
昔
制
令
之
興
革
締
造

之
修
廢
𨻳
沔
村
汛
之
變
遷
懿
德
貞
型
之
幽

隱
以
及
縣
志
類
例
指
歸
所
不
備
孰
任
稗
官

孰
司
拾
遺
均
待
網
羅
而
釐
定
焉
較
胡
之
日

不
更
雞
乎
邇
來
宰
吾
宜
者
或
公
冗
未
暇
或

議
定
終
止
將
因
仍
闕
畧
而
靡
有
窮
期
余
心

焉
傷
之
不
量
衰
老
謬
以
醯
雞
之
學
尺
蠖
之

步
耳
治
者
有
日
目
騐
者
有
日
簡
筆
策
編
嵗

十
二
稔
而
稿
六
七
易
彚
鄢
都
採
訪
記
二
十

四
條
竊
比
於
蟻
知
雨
而
馬
識
途
非
敢
質
諸

當
事
聊
以
備
家
塾
觀
覽
云
爾
爰
述
顛
末
為

之
序

道
光
二
十
年
嵗
在
庚
子
孟
陬
月
雲
衢
魯
桂

元
題
於
秋
曉
堂
之
修
樂
齋
舍



 

宜
城
縣
志
　

卷
一

跋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
邑
先
紳
魯
雲
衢
先
生
鄢
都
採
訪
記
跋

文
之
有
功
於
世
教
者
　
國
史
省
志
而
外
莫
如
邑
志
一

書
而
邑
志
之
蒐
輯
則
首
在
採
訪
之
周
詳
自
來
著
述
名

家
大
抵
皆
草
茅
瓌
瑋
雄
竒
博
辯
之
才
不
獲
以
其
文
章

報
　
國
又
懼
文
采
無
以
自
表
於
後
世
廼
退
而
講
求
一

邑
之
典
故
以
備
省
郡
採
風
之
遺
故
特
筆
之
於
書
埀
諸

不
朽
而
其
才
徃
徃
不
可
多
得
今
幸
於
鄢
城
前
哲

魯
雲
衢
先
生
得
之
先
生
性
敦
仁
孝
重
亷
節
急
公
義
峻

丰
裁
而
姿
尤
英
異
生
平
博
洽
羣
書
雅
好
遊
覽
山
水
茹

古
涵
今
以
施
爲
藻
蔚
聞
其
叙
年
譜
脩
宗
牒
明
古
禮
皆

井
然
有
條
文
可
傳
世
而
所
著
鄢
都
採
訪
記
全
卷
撰
述

舊
聞
而
網
羅
散
佚
則
尤
有
功
世
教
之
文
也

國

城

秉
鐸

蒞
鄢
時
甫
下
車
問
俗
而
　
先
生
之
次
孫
邑
茂
才
魯
君

省
三
參
軍
執
是
編
來
黌
舍
謁
予
陳
覽
因
得
𢌞
環
展
誦

詳
悉
　
先
生
素
所
紀
載
覼
縷
如
數
家
珍
穆
然
爲
之
追

慕
者
久
之
嗟
乎
　
先
生
以
名
區
之
鴻
文
鉅
手
倘
得
遭

遇
盛
時
身
躋
通
顯
叨
入

本
朝
掌
故
之
府
而
修
明

國
史
薈
萃
名
言
上
追
漢
唐
以
來
馬
班
房
虞
温
國
紫
陽
諸

作
者
豈
不
斌
斌
乎
當
代
人
文
之
蔚
宗
哉
而
乃
不
遇
以



 

宜
城
縣
志
　

卷
一

跋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
明
經
老
其
材
僅
借
鄢
陵
睹
記
之
綜
覈
猥
欲
仰
首
伸
眉

盡
吐
其
胸
中
鬱
悒
之
竒
氣
以
善
假
之
鳴
而
奈
何
蹉
跎

至
於
暮
年
終
以
廣
文
一
官
自
屈
焉
耳
以
此
嘆
　
先
生

之
不
得
志
於
時
也
亦
良
可
惜
矣
然
而
予
究
不
爲
　
先

生
惜
也
古
鄢
舊
志
當
代
遠
年
湮
屢
遭
兵
燹
之
餘
寖
就

磨
滅
苟
非
一
二
鴻
儒
洽
聞
殫
見
藏
之
名
山
厥
後
雖
有

好
古
之
英
欲
問
其
事
而
遺
老
盡
矣
　
先
生
逢
此
一
線

延
續
之
秋
毅
然
奮
起
以
拾
遺
補
闕
爲
己
任
迄
今
百
有

數
十
年
而
釐
訂
舊
抄
猶
班
班
可
考
不
至
苦
於
無
徴
者

皆
　
先
生
採
訪
之
功
也
何
其
幸
歟
方
際
省
郡
纂
修
舊

志
輶
軒
之
使
下
採
幽
遐
今
其
孫
曾
多
列
膠
庠
猶
能
世

守
　
先
生
手
澤
什
襲
珍
藏
用
資
當
路
之
搜
求
將
思
梓

而
永
存
以
繼
　
先
生
之
志
而
數
典
不
忘
其
祖
予
固
以

卜
　
先
生
之
後
必
克
昌
也
况
聞
　
先
生
之
風
而
感
奮

者
胥
得
接
踵
勤
加
博
采
以
俟
操
筆
纂
修
之
士
編
入
邑

乘
續
成
典
章
當
益
闡
發
潛
德
之
幽
光
而
宏
昭
來
許
之

考
据
則
不
獨
爲
　
先
生
一
家
幸
而
又
可
爲
　
先
生
一

邑
幸
也
爰
列
其
實
録
於
篇
末
亦
聊
以
表
秉
鐸
茲
土
者

追
慕
之
忱
云
爾

道
光
戊
子
科
舉
人
六
品
銜
司
宜
城
縣
教
諭
周
國
城
謹
跋



 

宜
城
縣
志
　

卷
一

姓

氏
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宜
城
縣
志
重
脩
姓
氏

主
脩

署

宜

城

縣

知

縣
　
　
程
啟
安

協
脩

六

品

銜

宜

城

縣

教

諭
　
　
周
國
城

宜

城

縣

訓

導

保

用

知

縣
　
　
易
學
趙

經
理

宜

城

縣

典

史

保

用

主

簿
　
　
巢
曰
煥

五

品

藍

翎

宜

汛

外

委
　
　
李
萬
富

纂
輯

拔
　
貢
　
生
　
候
　
選
　
教
　
諭
　
　
張
炳
鐘

歲
　
貢
　
生
　
候
　
選
　
訓
　
導
　
　
姚
國
搢

恩

貢

生

大

冶

縣

教

諭
　
　
魏
崇
本

六

品

軍

功

生

員
　
　
魯
裔
曾

校
閲

生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　
　
魯
鍾
寅

廪
　
　
　
膳
　
　
　
生
　
　
　
員
　
　
姚
德
華

分
校

廩
　
　
　
膳
　
　
　
生
　
　
　
員
　
　
楊
肇
端

廩
　
　
　
膳
　
　
　
生
　
　
　
員
　
　
魯
鍾
炳



 

宜
城
縣
志
　

卷
一

姓

氏
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生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　
　
王
建
中

採
訪

六

品

軍

功

生

員
　
　
望
登
瀛

嵗
　
貢
　
生
　
候
　
選
　
訓
　
導
　
　
張
達
化

廪

膳

生

員
　
　
周
仁
熈

廪

膳

生

員
　
　
賈
永
洛

廪

膳

生

員
　
　
魏
秉
鈞

生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　
　
曾
師
孔

廪

膳

生

員
　
　
李
庚
吉

生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　
　
李
作
寅

生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　
　
楊
洪
吉

生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　
　
沈
來
雝

監
梓

從
　
　
　
　
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品
　
　
童
楚
元



 

宜
城
縣
志
　

卷
一

總

目
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宜
城
縣
志
總
目

凡
例

輿
圖

方
輿
志
卷
之
一

星
野

占

候

附

疆
域

形

勝

附

沿
革
　
　
　
山
川

井

泉

附

古
蹟

宅

墓

附

津
梁
　
　
　
風
俗

建
置
志
卷
之
二

城
池

隄

防

附

坊

表

附

壇
廟
　
　
　
公
署

公

所

附

驛
舖

塘
汛
　
　
　
里
屯

村

鎭

附

堡
寨

食
貨
志
卷
之
三

戸
口
　
　
　
田
畝
　
　
　
賦
役

舊

役

附

軍
糧

物
産

學
校
志
卷
之
四

黌
序
　
　
　
書
院

學

田

附

考
棚
　
　
　
義
學

賔

興

附

秩
官
志
卷
之
五

封
爵
　
　
　
文
職
　
　
　
武
職
　
　
　
宦
蹟

選
舉
志
卷
之
六

辟
薦
　
　
　
進
士
　
　
　
舉
人
　
　
　
貢
生

例

貢

附

軍
功
　
　
　
銓
選
　
　
　
封
蔭

附

耆
舊
志
卷
之
七



 

宜
城
縣
志
　

卷
一

總

目
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列
傳
　
　
　
政
蹟
　
　
　
儒
行
　
　
　
忠
孝

節
義
　
　
　
耆
壽

附

　
　
寓
賢

附

列
女
志
卷
之
八

藝
文
志
卷
之
九

書
目
　
　
　
文
　
　
　
　
古
體
詩
　
　
今
體
詩

雜
類
志
卷
之
十

祥
異
　
　
　
兵
事
　
　
　
摭
聞



 

宜
城
縣
志
　

卷
一

凡

例
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凡
例

一
作
志
先
正
體
例
分
類
太
簡
則
畧
太
繁
則
𤨏
舊
志
八
類

隷
學
校
於
建
置
似
䙝
特
標
而
出
之
尊
鉅
典
也
又
别
列

女
於
人
物
志
中
共
爲
十
類
餘
多
仍
其
舊
而
以
細
目
分

隷
其
下
庻
乎
若
網
在
綱
有
條
不
紊
惟
人
物
改
稱
耆
舊

亦
以
耆
舊
傳
中
實
載
邑
諸
先
賢
非
冐
美
稱
也
而
兵
祥

之
餘
掇
軼
事
補
之
以
全
志
體
云

一
作
史
惟
地
理
志
最
難
宜
自
夏
置
邔
國
以
來
至
春
秋
時

建
邑
已
極
叢
雜
迨
後
名
有
互
易
地
亦
屢
遷
降
及
有
晋

僑
置
郡
縣
益
紛
紜
難
稽
舊
志
沿
革
舛
誤
殊
多
兹
據
各

史
備
載
於
表
及
古
蹟
一
條
並
詳
加
辨
正
俾
展
卷
了
然

雖
未
必
窮
源
而
竟
委
亦
不
啻
畫
地
以
成
圖

一
荆
關
山
水
獨
出
冠
時
者
以
冩
照
逼
眞
也
舊
志
於
山
川

僅
著
其
名
寥
寥
數
語
幾
等
蟻
封
牛
涔
矣
夫
石
梁
玉
屏

挺
秀
西
東
漢
水
蠻
河
瀠
洄
左
右
一
邑
之
名
勝
而
可
約

畧
置
之
歟
採
訪
記
於
此
條
疏
剔
明
晰
煞
費
苦
心
惟
木

渠
一
水
因
陵
谷
變
遷
間
有
釐
正
之
處
餘
悉
錄
其
舊
文

一
堡
寨
爲
捍
患
要
區
舊
志
未
載
今
據
縣
勘
繪
圖
詳
明
其

地
之
要
害
制
之
髙
深
并
附
管
見
於
後
固
不
必
盡
合
鴻

裁
亦
庻
幾
有
備
無
患



 

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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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　

卷
一

凡

例
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一
賦
役
爲
國
計
民
生
攸
關
纎
毫
不
容
稍
忽
茲
據
賦
役
全

書
並
參
以
檔
册
親
用
勾
股
法
敬
謹
剖
晰
雖
貽
譏
算
博

士
亦
所
不
辭

一
學
校
爲
祀
事
重
典
人
材
從
出
故
逐
條
詳
臚
以
昭
美
備

至
四
祠
祗
録
名
宦
鄕
賢
芳
名
而
不
及
忠
孝
節
烈
者
盖

鄕
邑
之
匹
夫
匹
婦
雖
大
節
無
虧
要
難
上
配
前
賢
且
舊

置
二
祠
本
在
訓
導
署
旁
並
未
附
於
　
黌
序
非
敢
妄
憑

臆
見
也

一
邑
選
舉
盛
於
漢
唐
至
明
益
隆
　
國
朝
亦
多
列
巍
科
者

近
日
人
材
蔚
起
一
切
文
武
職
官
以
及
其
祖
父
　
封
贈

皆
附
於
後
其
有
未
經
報
局
者
無
從
查
覈
應
俟
另
續

一
舜
陛
官
人
備
詳
九
德
孔
門
埀
教
亦
列
四
科
人
材
分
類

尚
矣
邑
鄕
先
賢
載
在
國
史
者
自
有
列
傳
可
徴
餘
則
本

其
行
詣
各
以
類
附
但
循
名
核
實
總
在
事
久
論
定
之
後

現
在
者
概
不
遽
録

一
貞
姫
烈
媛
實
鍾
兩
間
正
氣
已
　
旌
者
檔
册
自
有
足
據

待
　
旌
而
身
故
者
悉
從
採
訪
記
録
之
現
在
所
臚
列
皆

係
各
處
採
訪
及
附
近
紳
耆
舉
報
學
師
具
有
甘
結
照
單

録
入
並
未
稍
參
私
見

釋
老
方
技
舊
志
空
列
其
目
兹
遵
陸
清
獻
靈
壽
志
除
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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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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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
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
二
氏
以
杜
惑
世
誣
民
之
漸
至
方
伎
雖
小
道
亦
有
可
觀

但
舊
志
旣
未
臚
其
人
此
亦
無
容
贅
入

一
援
引
諸
書
間
有
櫽
栝
萬
無
竄
易
故
必
標
明
書
目
以
示

有
所
原
本
惟
沿
革
下
礙
難
小
注
然
亦
悉
有
根
據
並
無

讕
語
致
同
杜
默
伎
倆

一
舊
志
簡
陋
殊
甚
近
事
特
取
其
信
而
有
徵
故
時
亦
存
二

三
策
至
義
意
有
未
協
處
必
僭
爲
删
潤
或
免
依
樣
葫
蘆

之
誚

一
向
秀
盜
註
貽
譏
千
古
直
掠
人
美
通
人
不
爲
茲
於
引
用

採
訪
記
處
悉
爲
注
明
以
存
廬
山
眞
面
目

一
新
唐
書
事
增
於
前
文
省
於
舊
論
者
謂
其
失
正
在
此
今

博
採
旁
搜
有
詳
無
畧
迂
拘
淺
陋
知
所
不
免
又
尅
日
蕆

事
甫
一
脫
藳
卽
付
剞
劂
其
間
參
差
未
檢
亥
豕
相
沿
亦

恐
多
有
博
雅
君
子
匡
其
不
逮
則
𦍒
甚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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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
方

輿

上

　
　
　
　
一

宜
城
縣
志
卷
之
一

方
輿
志

星

野

　

疆

域

　

沿

革

　

山

川

聖
朝
幅
員
式
廓
亥
歩
非
能
周
也
渺
茲
微
區
不
啻
納
芥
子

於
須
彌
奚
足
述
顧
不
曰
撮
土
固
莫
非
地
乎
矧
宜
本

楚
故
都
星
分
翼
軫
水
繞
漢
蠻
郡
縣
之
所
僑
置
冠
蓋

之
所
駢
臻
實
扼
荆
襄
要
會
焉
今
雖
遺
蹟
多
湮
而
風

土
人
情
尙
敦
古
處
則
嶽
峙
淵
渟
凝
積
固
有
獨
厚
者

爰
彚
輯
之
用
昭
周
禮
職
方
之
遺

星
野

天
有
列
宿
地
有
州
域
二
十
八
舍
主
十
二
州
翼
軫
荆
州

史記

天

官

書

南
陽
入
翼
六
度
南
郡
入
翼
十
度

晋

書

天

文

志

古
荆
楚
鄀
羅
權
巴
夔
與
南
方
蠻
貊
之
國
翼
與
咮
張
同
象

當
南
河
之
北

唐

書

天

文

志

張
十
六
度
至
軫
九
度
鶉
尾
之
次
也
湖
廣
襄
陽
府
軫
分
野

明

史

天

文

志按
胡
公
瑞
徴
縣
志
襄
陽
郡
屬
禹
貢
荆
豫
二
域
天
文

翼
軫
分
野
南
陽
入
翼
六
度
今
光
均
穀
棗
爲
古
南
陽

地
襄
陽
宜
城
南
漳
爲
古
南
郡
地
宜
城
屬
翼
分
爲
多

陳
愚
谷
徴
修
襄
陽
府
志
啟
襄
陽
府
屬
列
宿
分
野
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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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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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
輿

志

　
　
　
　
二

州
光
化
入
張
餘
並
入
翼
合
考
胡
氏
陳
氏
二
說
則
宜

城
入
翼
蓋
亦
根
據
漢
晋
以
來
史
志
而
言
之
耳

採

訪

記

占
候

附

翼
二
十
二
星
形
如
鳥
翼
爲
朱
鳥
之
翼
南
方
火
宿
也
主
太

微
三
公
化
導
文
籍

石

氏

星

經

翼
爲
羽
翮
主
遠
客
正
義
翼
爲
天
之
樂
府
又
主
夷
狄
亦
主

遠
客

史

記

天

官

書

翼
亦
主
俳
優
狄
鞮
戲
娛
之
事

天

文

大

成

星

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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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
方

輿

上

　
　
　
　
三

疆
域

形

勝

附

宜
城
距
襄
陽
府
東
南
九
十
里

舊

縣

志

及

道

府

志

皆

作

一

百

二

十

里

係

指

前

明

潼

口

站

驛

路

言

今

據

新

驛

路

改

正

東
西
南
北
廣
袤
皆
一
百
二
十
里
東
渡

漢
江
經
官
莊
集
田
鎭
司
汛
至
上
馬
石
八
十
里

府

志

誤

爲

九

十

里

交
棗
陽
界
南
經
郭
海
營
鎭
至
八
角
廟
九
十
里
交
鍾

祥
縣
界
西
經
朱
家
嘴
集
至
界
牌
頭
四
十
里
交
南
漳
縣

界
舊

縣

志

道

志

皆

作

五

十

里

係

措

武

安

堰

木

隷

南

漳

言

兹

據

今

疆

界

改

正

北
經
明
正
店

集
至
小
河
口
三
十
里
交
襄
陽
縣
界

舊

縣

志

作

五

十

里

道

志

作

六

十

里

係

指

潼

口

站

驛

路

言

兹

據

今

疆

界

改

正

東
南
經
流
水
溝
集
至
龍
山
九
十
里

交
鍾
祥
棗
陽
二
縣
界
西
南
經
新
店
舖
至
八
里
舖
五
十

里
交
鍾
祥
荆
門
南
漳
三
縣
界
西
北
至
古
羊
岡
四
十
里

交
襄
陽
南
漳
二
縣
界
東
北
至
黄
龍
壋
七
十
里
交
棗
陽

襄
陽
二
縣
界
自
縣
治
至
省
陸
路
六
百
八
十
四
里
水
路

一
千
零
八
十
七
里

舊

縣

志

作

一

千

五

百

二

十

里

係

指

昔

時

漢

水

經

流

宜

城

紆

廻

三

日

始

出

彊

界

言

兹

據

今

水

程

改

正

至
京
陸
路
二
千
五
百
一
十
里

形
勝

黌
序
𠋣
毓
秀
之
山
雙
池
湧
跳
珠
之
水

舊

通

志

子
西
改
紀
之
都
秦
豐
𥩈
據
之
地
岡
號
石
羊
巖
傳
卧
虎
距

郊
郢

安

陸

府

古

郊

郢

上
流
形
勝
足
恃

道

志

據
襄
郢
之
間
兩
耳
扼
其
東
石
梁
環
其
西
其
中
土
田
平
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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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爲
古
英
雄
攻
守
之
地

府

志

宜
據
襄
郢
之
間
兩
耳

一

名

兩

乳

東
峙
石
梁
西
拱
北
連
鹿
峴
南

接
安
荆
漢
水
環
其
東
蠻
水
繞
其
西
亦
形
勝
地
也

舊

縣

志

八
省
通
衢
五
邑
要
道
大
峰
屏
嶂
東
北
土
嶺
扼
設
西
南
兩

乳
捍
東
道
之
險
石
梁
橫
西
界
之
衝
長
渠
膏
壤
六
千
頃

𨻳
沔
交
環
若
天
塹
水
陸
要
害
之
區
揆
文
奮
武
之
地

採訪

記

勝
景
凡
八

東
郊
柳
色
在
東
關
隄
郭
外

西
刹
鐘
聲
在
西
街
報
恩
寺
今
鐘
已
裂

蘇
湖
漁
唱
在
縣
南
七
里
地
名
蘇
家
站

北
隴
農
歌
在
北
門
外
紫
蓋
山
岡

雲
水
秋
澄
在
城
隄
外
新
河
東
北
五
里

龍
潭
春
漲
在
縣
西
二
十
五
里
鷂
子
山
西
南

紫
蓋
晴
霞
在
紫
蓋
山
西
城
𨂍
其
上

赤
山
旭
日
在
縣
東
南
五
十
里
地
名
紅
山
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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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沿
革
表

附

辨

朝

州

郡

縣

夏

豫
州

通

典

南

漳

一

縣

則

荆

州

之

域

餘

並

荆

河

州

之

域

邔
國

詳

見

古

蹟

及

封

爵

下

周

沿

羅
國

詳

見

古

蹟

及

封

爵

下

鄀
國

詳

見

古

蹟

及

封

爵

下

春秋

楚

鄢
國

詳

見

古

蹟

及

封

爵

下

鄢
都

昭

王

十

二

年

遷

郢

於

鄀

爲

鄢

郢

亦

曰

鄢

都

别

置

鄢

鄀

爲

邑

鄢
邑

鄀
邑

邔
邑

秦

分

天

下

爲

三

十

六

郡

南
郡

史

記

昭

襄

王

二

十

九

年

大

良

造

鄢
詳

古

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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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白

起

攻

楚

取

郢

爲

南

郡

邔
詳

古

蹟

鄀
詳

古

蹟

西漢

荆
州
刺
史
部

武帝

元

封

六

年

置

十

三

部

刺

史

南
郡

十

八

城

江

陵

臨

沮

夷

陵

華

容

當

陽

宜

城

郢

邔

中

廬

枝

江

襄

陽

編

秭

歸

夷

道

州

陵

若

巫

高

成

宜
城

故

鄢

惠

帝

更

名

邔若

東漢

沿

南
郡

十

七

城

江

陵

巫

秭

歸

中

廬

編

當

陽

華

容

襄

陽

邔

宜

城

鄀

臨

沮

枝

江

夷

道

夷

陵

州

陵

佷

山

襄
陽
郡

建

安

十

三

年

魏

武

得

荆

州

分

南

郡

編

縣

以

北

置

治

宜

城

後

徙

治

宜
城

邔鄀
即

若

永

𥘉

元

年

復

宜
城

邔
俱

隷

襄

陽

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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輿

志

　
　
　
　
七

於

襄

陽

縣

鄀
隷

南

郡

魏

荆
州

南

北

雙

立

魏

荆

州

治

宛

吳

荆

州

治

江

陵

襄
陽
南
部
都
尉

景

初

元

年

分

襄

陽

之

臨

沮

宜

城

旌

陽

邔

置

義
陽
郡

景

初

元

年

分

鄀

葉

縣

屬

宜
城

邔鄀

晋

荆
州

襄
陽
郡

統

縣

八

宜

城

中

廬

臨

沮

邔

宜
城

襄

陽

山

都

鄧

城

鄾

南
郡

統

縣

十

一

江

陵

編

當

陽

華

容

鄀

枝

江

旌

陽

州

陵

監

利

松

滋

石

首

邔鄀

雍
州

東

晋

孝

武

始

於

襄

陽

僑

立

雍

州

並

立

僑

郡

縣

武
𡩋
郡

安

帝

隆

安

五

年

桓

元

以

處

沮

漳

降

蠻

立

領

縣

二

樂

鄕

長

林

樂
鄕

長
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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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宋

雍
州

元

嘉

二

十

六

年

分

荆

州

之

襄

陽

南

陽

新

野

順

陽

隋

五

郡

爲

雍

州

大

明

中

又

分

實

土

郡

縣

以

爲

僑

郡

縣

華
山
郡

大

明

元

年

立

今

治

大

隄

領

縣

三

華

山

藍

田

上

黃
襄
陽
郡

領

縣

三

襄

陽

中

廬

邔

馮
翊
郡

元

嘉

六

年

立

治

大

隄

今

治

鄀

領

縣

三

疑

鄀

高

陸

華
山

大

明

元

年

改

宜

城

曰

華

山

邔鄀

南
天
水
郡

晋

太

元

中

僑

立

元

嘉

六

年

移

治

巖

州

領

縣

四

華

陰

西

略

陽

河

陽

略
陽

齊

沿

華
山
郡

藍

田

華

山

上

黃

華
山

襄
陽
郡

襄

陽

中

廬

邔

建

昌

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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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馮
翊
郡

鄀

蓮

勺

高

陸

南
天
水
郡

略

陽

華

陰

西

縣

鄀略
陽

梁

沿

華
山
郡

沿

襄
陽
郡

沿

馮
翊
郡

沿

華
山

率
道

改

邔

縣

置

鄀

德
廣
郡

廢

南

天

水

郡

置

秦
南
郡

析

華

山

縣

置

武

泉

縣

立

郡

新
野
郡

析

德

廣

郡

置

略
陽

武
泉

西
魏

北
周

襄
州
總
管
府

梁大

同

元

年

岳

陽

王

詧

督

雍

州

襄
州
襄
陽
郡

宜
城
郡

魏

改

華

山

郡

置

北

周

省

入

率
道

漢
南

魏

改

華

山

爲

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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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侯

景

之

難

詧

自

稱

帝

而

附

於

西

魏

魏

平

江

陵

以

江

陵

與

詧

襄

陽

乃

入

於

魏

改

曰

襄

州

北

周

置

總

管

府

武

泉

馮
翊
郡

北

周

革

德
廣
郡

沿

南

隷

宜

城

郡

北

周

廢

武

建

郡

及

惠

懷

石

梁

鄢

四

縣

入

隷

襄

陽

郡

鄀
北

周

革

上
洪

魏

改

略

陽

曰

上

秦
南
郡

北

周

革

威
𡩋
郡

魏

改

新

野

曰

威

𡩋

北

周

革

洪武
泉

北

周

革

隋

荆
州

襄
陽
郡

統

縣

十

一

襄

陽

安

養

穀

城

上

洪

率

道

漢

南

陰

城

義

清

南

漳

常

平

漢
南

率
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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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
鄀
德
廣
郡

開

皇

初

革

上
洪

唐

山
南
東
道

文

德

九

年

賜

山

南

東

道

爲

忠

義

軍

襄
州
襄
陽
府

縣

七

襄

陽

鄧

城

穀

城

義

清

南

漳

樂

鄕

宜

城

漢
南

貞

觀

八

年

省

入

宜

城

縣

宜
城

本

率

道

天

寳

七

載

更

名

上
洪

貞

觀

元

年

革

五代

宜
城

周

顯

德

二

年

省

樂

鄕

入

宜

城

宋

京
西
南
路

南

渡

後

置

襄
州

宣

和

元

年

陞

州

爲

府

領

縣

六

襄

宜
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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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
京

西

安

撫

京

湖

制

置

司

陽

鄧

城

穀

城

中

廬

南

漳

宜

城

元

河
南
行
中
書
省

襄
陽
路

領

州

二

均

房

縣

六

襄

陽

宜

城

南

漳

穀

城

光

化

棗

陽

宜
城

明

湖
廣
布
政
司

襄
陽

領

州

一

縣

六

襄

陽

宜

城

南

漳

棗

陽

穀

城

光

化

均

州

宜
城

國
　
朝

湖
北
省

襄
陽
府

沿

宜
城

宜
城
禹
貢
豫
州
之
域
夏
爲
邔
國
周
爲
羅
鄀
鄢
地
後
併
於

楚
秦
置
鄢
邔
鄀
縣
漢
惠
帝
改
鄢
曰
宜
城
隷
南
郡
東
漢

因
之
建
安
中
置
襄
陽
郡
初
治
宜
城
後
乃
徙
治
襄
陽
宜

城
邔
俱
屬
焉
鄀
則
仍
隷
南
郡
宋
初
乃
隷
襄
陽
郡
改
宜

城
曰
華
山
立
華
山
郡
治
大
隄
又
立
馮
翊
郡
治
鄀
梁
置

率
道
而
邔
縣
廢
西
魏
改
華
山
郡
曰
宜
城
縣
曰
漢
南
北

周
廢
馮
翊
郡
及
鄀
省
宜
城
入
武
泉
武
泉
者
梁
折
華
山

置
因
以
立
秦
南
郡
者
也
後
郡
廢
武
泉
亦
廢
故
至
隋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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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十
二

舊
縣
之
名
俱
没
而
梁
置
之
新
野
郡
西
魏
改
曰
威
寗
者

亦
廢
惟
存
率
道
漢
南
上
洪
上
洪
者
宋
僑
立
南
天
水
郡

領
略
陽
縣
梁
廢
南
天
水
立
德
廣
郡
仍
領
略
陽
西
魏
改

縣
曰
上
洪
隋
開
皇
初
郡
廢
上
洪
與
漢
南
率
道
俱
隷
襄

陽
郡
唐
貞
觀
元
年
省
上
洪
八
年
省
漢
南
入
率
道
天
寳

七
載
更
率
道
爲
宜
城
於
是
始
復
漢
縣
舊
名
而
合
於
一

隷
襄
州
襄
陽
郡
宋
元
不
改

國
朝
因
之省

志
謂
楚
邔
邑
秦
置
邔
縣
漢
因
之
屬
南
郡
府
志
謂

楚
以
鄀
爲
都
謂
之
鄢
都
秦
滅
楚
以
爲
縣
屬
南
郡
漢

初
其
地
分
爲
三
縣
曰
鄢
曰
鄀
曰
邔
皆
屬
南
郡
今
按

前
漢
書
地
理
志
南
郡
十
八
城
宜
城
邔
鄀
並
列
宜
城

曰
古
鄢
是
漢
初
三
縣
皆
秦
舊
也
何
得
專
以
一
縣
屬

之
秦
而
謂
三
者
爲
漢
分
哉

東
晋
立
武
𡩋
郡
領
樂
鄕
長
林
二
縣
府
志
謂
俱
在
縣

境
今
考
長
林
亦
曰
常
林
古
樂
府
有
常
林
歡
以
縣
立

名
所
詠
多
宜
城
事
其
在
縣
境
無
疑
括
地
志
謂
故
鄀

城
在
樂
鄕
縣
東
北
三
十
三
里
楚
昭
王
所
徙
在
故
鄀

城
東
五
里
元
和
志
謂
春
秋
鄀
國
城
在
樂
鄕
縣
北
三

十
七
里
以
里
計
之
今
縣
南
境
固
多
樂
鄕
地
矣
第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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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
縣
自
東
晋
僑
立
宋
沿
不
廢
及
考
齊
書
地
理
志
則
郡

固
在
而
屬
縣
已
非
梁
又
置
旌
陽
縣
後
改
名
惠
懷
西

魏
又
改
曰
武
山
置
鄀
州
隋
開
皇
七
年
郡
廢
大
業
初

州
廢
又
廢
武
山
入
樂
鄕
隷
竟
陵
郡
省
長
林
入
長
𡩋

後
又
改
長
𡩋
曰
長
林
今
爲
荆
門
州
唐
初
於
樂
鄕
置

鄀
州
貞
觀
八
年
州
廢
縣
隷
襄
陽
郡
五
代
周
省
入
宜

城
宋
割
屬
荆
門
軍
是
二
縣
自
齊
梁
以
後
遷
改
不
常

固
非
昔
日
舊
境
不
得
强
入
邑
志
沿
革
故
祇
即
初
立

時
著
之
表
宋
以
後
皆
從
闕
如

舊
志
云
宋
改
宜
城
曰
華
山
府
志
謂
其
無
所
本
今
考

宋
書
地
理
志
襄
陽
公
相
下
永
𥘉
郡
國
何
志
並
有
宜

城
鄀
上
黃
縣
徐
志
無
大
明
元
年
立
華
山
郡
華
山
縣

與
郡
俱
立
上
黃
自
襄
陽
割
度
尋
厥
原
委
當
是
華
山

未
立
郡
之
先
縣
仍
名
宜
城
隷
襄
陽
郡
迨
華
山
郡
既

立
縣
乃
隨
郡
改
名
特
史
有
闕
文
耳
况
明
史
稾
地
理

志
曰
漢
宜
城
劉
宋
改
華
山
縣
何
云
無
所
本
耶

梁
書
不
志
地
理
文
獻
通
考
謂
州
郡
多
沿
舊
名
然
其

改
易
者
時
時
見
於
他
說
特
爲
參
酌
而
著
之
篇

西
魏
北
周
本
應
分
列
然
襄
陽
之
入
西
魏
實
在
恭
帝

元
年
惟
時
政
在
宇
文
越
二
年
而
國
祚
已
移
故
從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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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
志
併
而
爲
一

道
志
謂
率
道
無
始
邔
鄀
無
終
今
考
率
道
爲
梁
置
隋

書
鑿
鑿
可
據
自
率
道
置
後
邔
即
不
見
於
史
則
率
道

當
爲
邔
改
無
疑
若
馮
翊
郡
鄀
縣
省
志
直
云
北
周
廢

而
隋
書
地
理
志
襄
陽
郡
屬
猶
有
鄀
或
即
西
魏
所
置

之
鄀
州
廢
而
爲
縣
耳
至
唐
武
德
四
年
以
樂
鄕
及
襄

州
之
率
道
上
洪
置
鄀
州
貞
觀
八
年
州
廢
故
唐
書
地

理
志
州
縣
遂
無
鄀
名
則
鄀
本
至
唐
而
始
廢
第
隋
以

後
之
鄀
難
必
其
爲
縣
地
故
從
省
志
爲
北
周
革

隋
書
地
理
志
云
北
周
廢
武
建
郡
及
惠
懷
石
梁
歸
仁

鄢
四
縣
入
漢
南
按
惠
懷
西
魏
已
改
爲
武
山
何
至
北

周
仍
稱
惠
懷
而
武
建
及
石
梁
歸
仁
鄢
四
郡
縣
亦
不

詳
置
於
何
時
故
府
志
謂
皆
史
之
闕
誤
或
謂
今
縣
西

有
石
梁
山
縣
以
山
得
名
亦
臆
揣
之
辭
難
以
徴
信
而

鄢
自
改
宜
城
後
諸
史
不
見
舊
名
舊
志
乃
謂
鄢
至
是

而
始
没
不
其
固
哉
歐
陽
文
忠
公
曰
疑
以
傳
疑
則
信

者
信
矣
𥩈
師
此
意
不
敢
厚
誣
人
人

道
志
謂
縣
地
一
隅
當
日
何
以
僑
立
郡
縣
如
彼
夥
頤

今
按
東
晋
以
前
宜
城
邔
鄀
並
見
於
史
宜
城
西
有
今

南
漳
地
丁
蘭
傳
稱
僑
寓
宜
城
今
故
居
之
改
爲
刻
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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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
觀
者
皆
在
南
漳
境
其
明
徴
矣
鄀
縣
南
有
荆
門
州
地

故
鄀
縣
亦
入
州
志
沿
革
而
故
城
實
在
宜
城
境
內
詳

古
蹟
是
今
荆
門
之
北
境
多
漢
時
鄀
縣
之
南
境
矣
邔

北
有
襄
陽
縣
地
舊
志
疆
域
或
言
北
五
十
里
或
言
北

六
十
里
是
潼
口
驛
諸
地
之
割
屬
襄
陽
固
未
久
也
總

之
地
當
犬
牙
一
彼
一
此
盈
縮
固
有
不
常
烏
可
以
膠

柱
之
見
致
疑
芥
子
乾
坤
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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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六

山
川

井

塘

附

紫
蓋
山
西
城
𨂍
其
上
舊
有
紫
陽
觀
今
圮
由
峴
山
下
岡
巒

起
伏
迤
𨓦
西
南
結
大
阜
於
朝
陽
觀
山
形
亭
亭
如
蓋
其

色
紫
赤
故
名
今
書
院
取
名
紫
峰
以
此

毓
秀
山
在
縣
署
文
廟
後
諸
志
皆
曰
一
邑
秀
氣
所
鍾
𠋣
城

東
北
隅
有
䑓
曰
毓
秀
䑓
亦
以
此
山
得
名
今
按
非
有
山

勢
特
土
聚
成
阜
高
不
踰
丈
今
脩
考
棚
建
至
公
堂
其
上

而
山
形
益
不
可
考
矣

王
家
嶺
距
城
東
北
里
許
在
漢
水
西
新
河
岸
東
按
此
並
無

峻
嶺
乃
平
原
地
勢
稍
高
者

赤
湖
岡
在
縣
南
五
十
里
下
臨
赤
湖
爲
昔
日
長
渠
水
委

古
羊
岡
一
名
古
杞
岡
蓋
邔
訛
爲
杞
在
縣
西
北
四
十
里
因

古
有
石
羊
故
名
道
志
云
狀
如
羊
蹲
有
觸
藩
之
勢

卧
虎
崖
在
縣
北
十
二
里
或
云
十
八
里
舊
志
云
昔
有
人
化

虎
於
此
偃
卧
經
時
故
名
府
志
云
崖
狀
猙
獰
如
猛
虎
俯

視
漢
江
宋
咸
湻
間
范
文
虎
以
舟
師
援
襄
陽
元
將
阿
朮

劉
整
拒
戰
於
此
師
不
得
逹

五
車
山
在
縣
治
漢
水
東
北
距
城
二
十
五
里
相
傳
唐
龎
藴

避
世
學
道
舁
金
五
車
𣓪
此
於
是
山
里
渡
口
皆
因
之
曰

五
車
山
五
車
里
五
車
渡
南
𪋤
爲
上
滴
水
崖
昔
日
漢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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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
經
此
舟
行
徃
來
縴
痕
石
跡
猶
存
西
南
出
泉
停
池
曰
老

虎
冲
四
圍
山
水
衝
激
勢
猛
如
虎
山
北
舊
有
伍
子
胥
廟

今
廢

北
三
里
有
玉
屏
山
形
如
屏
障
色
潔
白
俗
以
姓
著
更
名

施
家
山
北
𪋤
有
二
石
一
名
鰱
一
名
蝎
皆
象
形
名
之
南

崖
有
洞
俗
呼
恨
虎
崖
相
傳
有
惡
鳥
集
此
能
與
虎
搏
遂

以
名
崖

玉
屏
山
東
微
北
有
麒
麟
山
今
曰
劉
家
大
山
與
玉
屏
山

東
西
對
峙
中
峽
有
峰
矗
起
里
人
相
其
形
命
曰
香
鑪
嘉

慶
初
里
士
毛
端
較
撰
重
脩
雞
鳴
山
頂
廟
碑
記
麒
麟
左

峙
玉
屏
右
遮
中
竦
香
罏
一
峰
寫
肖
逼
眞

雞
鳴
山
在
麒
麟
山
西
北
里
許
距
縣
東
北
二
十
五
里
俗
傳

眞
武
遊
此
時
値
雞
鳴
故
名
其
實
山
形
中
巒
𦊅
起
如
引

吭
雊
頸
兩
旁
峛
崺
張
拱
如
舒
翼
宛
有
山
雞
飛
鳴
之
勢

故
昔
亦
名
鳯
凰
山
爲
縣
東
北
路
諸
山
出
口
處

偏
頭
山
在
雞
鳴
山
東
二
里
巓
頂
偏
懸
東
南
故
名
俗
傳
眞

武
至
其
頂
山
頭
遂
偏
蓋
妄
也
頂
壘
石
砦
爲
嘉
慶
元
年

居
民
避
教
匪
難
處
東
三
里
有
鳯
凰
石
高
六
尺
許
兀
立

岡
嘴
雞
頭
蛇
頸
東
南
微
缺
傳
爲
棗
陽
人
毁
也
石
前
出

泉
西
南
注
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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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八

鳯
凰
石
泉
南
七
里
有
杏
兒
山
山
出
小
銀
杏

杏
兒
山
南
三
里
有
扁
山
一
名
石
龍
山
南
北
岫
腰
石
皆

盤
曲
如
龍
西
北
面
有
石
如
署
扁
故
兩
名
之
西
𪋤
有
仙

人
坑
坑
上
有
石
傳
爲
眞
武
濯
足
處
存
馬
蹄
坐
卧
遺
趾

長
山
在
城
東
北
四
十
五
里
去
杏
兒
山
東
北
三
里
山
脊
自

北
而
南
綿
亘
十
餘
里
尾
𡐦
兩
乳
山
岫
腰
有
穴
曰
仙
人

洞
深
無
底
俗
言
長
山
十
里
空

雞
鳴
山
正
北
十
五
里
有
鯉
魚
三
山
皆
北
首
而
南
尾
面

向
排
山

排
山
在
城
東
北
五
十
里
去
鯉
魚
三
山
正
北
五
里
山
東
嘴

形
如
卧
牛
里
人
以
嘴
名
山
與
縣
屬
東
南
卧
牛
山
複
號

其
實
一
山
二
名
也
山
北
屬
襄
陽
界

排
山
東
南
爲
豺
狗
埡
埡
西
北
里
許
有
虎
山
虎
洞

小
紅
山
在
城
東
北
七
十
里
豺
狗
埡
西
三
里

舒
家
洞
在
小
紅
山
東
南
八
里
洞
口
高
廣
丈
餘
內
濶
二
畝

許
南
𪋤
有
二
泉
原
名
二
泉
山

鐵
砧
山
頂
上
多
石
如
鐵
砧
故
名
亦
名
鐵
冠
山
一
名
萬
丈

坡
言
其
高
且
平
也
在
舒
家
洞
東
南
六
里
西
南
五
里
爲

天
生
堰

坡
東
四
里
有
梭
子
山
南
𪋤
有
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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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九

梭
子
山
北
二
里
有
過
風
埡
東
西
兩
峰
聳
峙
凌
霄
惟
中

埡
削
弱
透
風
故
名

大
峰
頂
在
城
東
北
九
十
里
過
風
埡
東
六
里
一
名
戴
谷
頂

縣
屬
山
惟
此
爲
大
其
頂
又
戴
南
北
谷
也
山
南
半
坡
相

隔
二
里
許
有
兩
池
上
爲
黃
龍
池
土
色
微
黃
水
從
山
出

大
旱
不
竭
寺
僧
取
汲
下
爲
黑
龍
池
土
色
黑
潢
汚
特
甚

上
爲
雲
霄
觀
山
北
屬
襄
陽

谷
南
𪋤
接
壤
有
大
洞
坡
洞
口
向
東
曰
朝
陽
洞
內
濶
四

五
畝
後
側
有
石
柱
撑
之
洞
頂
石
紋
如
雲
煙
洞
下
出
泉

曰
珍
珠
泉

谷
東
南
半
里
有
㧞
刀
嶺
嶺
脊
峭
薄
似
刀
嶺
後
岡
曰
截

斷
岡
傳
爲
望
氣
者
所
制

嶺
東
隔
溪
四
里
有
獅
子
口
山
又
東
七
里
許
有
丁
家
寨

山
山
有
石
寨
爲
避
教
匪
焚
刼
處
隔
溪
西
南
爲
雲
䑓
寺

寺
門
外
石
皷
叩
之
有
聲
西
南
𪋤
有
泉

大
峰
頂
東
有
十
八
盤
山
山
路
盤
曲
又
東
有
天
坑
埡
地

名
邊
界
　
山
北
屬
棗
陽

天
坑
埡
接
壤
有
轎
頂
山
岫
腰
矗
起
方
石
頂
形
圓
銳
土

人
因
名

轎
頂
山
隔
溪
對
峙
有
筆
架
山
形
似
筆
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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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
曹
家
山
俗
名
曹
家
梁
子
在
大
峰
頂
東
五
里
去
縣
城
一
百

里
山
北
屬
棗
陽

丁
家
寨
山
東
南
十
里
有
象
鼻
山
山
梁
埀
溪
如
象
鼻
下

汲
山
下
出
泉
停
池
一
名
象
鼻
溝

又
東
南
三
里
有
馬
鞍
山
頂
脊
低
凹
似
馬
鞍

兩
乳
山
一
名
兩
耳
山
兩
山
對
峙
形
似
乳
亦
類
耳
也
舊
縣

府
志
誤
分
爲
二
在
縣
東
三
十
五
里
東
𪋤
有
虎
洞
曾
藏

虎
西
南
𪋤
湧
雙
池
泉
流
樓
子
汊
注
漢
東
山
頂
有
龍
潭

古
寺
西
山
頂
壘
石
爲
寨
居
民
避
教
匪
難
處
爲
縣
正
東

路
諸
山
出
口

東
南
三
里
有
光
頭
山
山
半
有
黑
虎
廟

光
頭
山
過
峽
正
西
三
里
有
撮
箕
山
溪
北
突
立
白
石
塔

普
净
寺
遺
址
也
俗
呼
净
頭
寺

撮
箕
山
東
南
五
里
有
獅
顧
山

光
頭
山
東
南
五
里
有
尖
山
峰
頂
峻
峭
山
東
爲
盧
家
畈

有
墓
或
曰
盧
狀
元
名
肯
堂
寄
籍
江
南
擢
進
士
第
省
里

卒
葬
此
乾
隆
時
後
裔
曾
來
祭
墓
考
陸
肯
堂
康
熈
二
十

四
年
乙
丑
狀
元
非
盧
姓

尖
山
北
三
里
有
琵
琶
山
坡
埂
絡
繹

□
東
北
十
五
里
有
觀
音
崖
崖
洞
濶
丈
許
深
可
數
尺
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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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一

傳
觀
音
化
身
駐
此
冲
東
爲
開
元
觀
傳
爲
唐
明
皇
時
建

鐵
砧
山
東
北
五
里
有
郭
家
寨
山
上
有
石
砦
嘉
慶
初
曾

避
匪
亂

砦
東
北
十
里
有
鐵
洞
山
曾
出
銀
礦

馬
頭
山
形
似
馬
首
在
縣
城
東
南
三
十
五
里
爲
縣
東
南
路

諸
山
出
口

黃
鶯
山
在
馬
頭
山
東
南
十
里
一
名
黃
牛
山
邐
迤
斜
長
八

九
里
近
視
如
鶯
逺
望
似
牛
土
色
黃
鄕
人
因
兩
名
之
其

實
一
也
析
爲
二
非

山
東
南
連
屬
有
麒
麟
寨
山
上
有
石
砦

東
北
五
里
有
潛
家
觀
山

喜
山
在
黃
鶯
山
東
北
十
里
河
北
集
爲
姚
板
店
有
喜
山
寺

香
爐
山
在
喜
山
東
北
六
里
山
體
卑
小
孤
峰
特
起
頂
形
似

爐
故
名
土
人
於
上
鑿
石
爐
傳
爲
眞
武
焚
香
處
然
否
未

可
知
也

山
之
東
有
天
龍
山
在
縣
東
北
四
十
里
上
有
天
龍
坑

劉
家
寨
山
在
香
爐
山
東
四
里
山
體
崇
嶐
背
腹
陡
峭
升
陟

絶
跡
頂
平
正
而
紆
𢌞
容
衆
數
百
千
舊
列
石
壘
爲
明
季

避
兵
處
嘉
慶
初
居
民
藉
禦
匪
㓂
全
活
甚
衆
今
益
完
固

寨
東
北
三
里
有
田
家
崖
崖
東
二
里
許
爲
田
鎭
司
汛
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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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二

負
岡
陵
面
帶
南
泉
河
西
南
拱
列
崇
山
泉
源
旁
見
羅
出

中
涵
平
畈
沃
畝
倍
千
汛
北
數
十
武
周
環
以
水
中
築
土

堡
方
廣
容
二
三
百
人
即
昔
田
氏
水
寨
汛
東
十
里
有
上

馬
石
爲
棗
宜
分
界
處

汛
東
南
里
許
有
蠟
燭
山
兩
山
對
峙
如
燭
檠
並
類
兩
乳

土
人
亦
有
兩
乳
之
號
巓
巒
卑
下
不
逹
逺
觀

蠟
燭
西
山
澗
南
有
大
泉
坡
坡
陰
湧
泉
停
池
方
員
丈
許

澄
鮮
淵
寂
寒
沁
心
脾

蠟
燭
東
山
東
北
三
里
有
黑
山
坡
土
色
黑
北
𪋤
出
二
泉

一
名
官
泉
一
名
私
泉
水
皆
北
流
與
南
泉
會

南
泉
山
在
縣
東
九
十
里
山
東
爲
棗
陽
界
山
南
出
泉
味
清

冽
滙
流
曰
南
泉
河
山
以
泉
名
泉
擅
河
號
語
具
南
泉
河

山
西
南
有
一
關
帝
洗
馬
池
上
有
　
關
帝
走
馬
坡

卧
牛
山
在
縣
東
南
七
十
里
形
似
卧
牛
土
人
云
山
陽
再
成

有
石
像
牛
精
靈
曾
化
牛
身
竊
食
禾
稼
被
捕
傷
𦜮
遂
卧

不
起
因
名
卧
牛
齊
諧
誌
怪
之
說
也
舊
縣
志
云
有
石
如

卧
牛
狀
今
漸
震
入
土
中
語
亦
無
稽
今
徴
之
元
姚
楚
山

詩
山
蓋
以
形
名
矣
詩
見
藝
文
志
山
脊
有
元
眞
觀

鳯
山
一
名
芙
蓉
山
在
縣
東
南
五
十
里
山
勢
翩
躚
紆
曲
南

向
團
山
土
色
赤
黃
宛
肖
鸑
鷟
飛
翔
落
霞
返
照
朱
紫
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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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三

輝
又
如
芙
蓉
初
綻
燦
爛
巖
阿
故
兩
名
之
東
南
四
里
有

青
石
嶺
嶺
多
青
石

團
山
在
青
石
嶺
東
南
五
里
山
體
獨
起
團
巒
故
名

龍
山
在
縣
東
南
九
十
里
去
團
山
東
南
十
里
山
南
爲
鍾
祥

界
東
爲
棗
陽
界

窄
山
在
縣
東
南
八
十
里
山
脊
促
狹
西
南
小
山
半
有
湯
泉

三
處
居
人
以
一
作
井
分
二
爲
池
間
以
石
垣
其
泉
極
温

隆
冬
可
浴
堪
療
疥
癬
今
隷
鍾
祥

山
西
二
十
里
有
下
龍
山
舊
縣
志
作
隆
山
山
外
曲
有
市

俗
名
流
水
溝

又
西
北
九
里
有
汊
庫
山
其
西
練
港

赤
山
在
縣
東
南
五
十
里
山
頭
突
起
漢
心
爲
縣
漢
水
扼
要

處
土
石
皆
赤
俗
名
紅
山
頭
半
崖
有
仙
人
洞
濶
丈
許
曾

有
仙
人
居
此
滴
水
崖
下
相
傳
爲
姜
太
公
釣
魚
潭
跡
尙

存西
北
六
里
有
望
湖
山
又
西
北
十
二
里
有
𢌞
龍
觀
山
又

西
北
三
里
有
貛
子
洞
山
洞
昔
出
貛
貉
山
內
曲
建
新
市

名
埡
口

目
下
龍
山
至
貛
洞
五
處
俱
臨
漢
水

鳯
凰
山
在
城
南
偏
西
四
十
五
里
舊
站
園
西
雞
頭
蛇
頸
兩



 

宜
城
縣
志
　

卷
一

方

輿

志
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四

翅
舒
張
有
飛
翔
千
仞
之
勢
西
爲
毛
狗
岡
岡
南
有
毛
狗

洞
西
北
爲
焦
子
嶺
南
爲
黑
凹
山

鳯
凰
山
東
新
店
南
岸
驛
路
西
有
筆
架
山
與
東
北
轎
頂

山
對
峙
者
同
名

覆
船
山
有
二
形
似
船
仆
上
覆
船
山
在
縣
南
四
十
里
孔
家

灣
西
北
北
𪋤
有
馬
良
塜
下
覆
船
山
在
牛
心
砦
南
又
南

爲
鷹
子
嘴
又
南
爲
紗
帽
山
交
鍾
祥
縣
界

焦
子
嶺
西
有
土
地
嶺
在
縣
西
南
五
十
里
爲
鍾
宜
分
界

處上
覆
船
山
西
北
三
里
有
南
鷂
子
山
石
形
似
鷂
與
近
青

牛
山
者
同
名

南
鷂
子
山
西
北
有
鯉
魚
鑽
天
山
狀
形
似
也

分
水
嶺
在
縣
西
南
六
十
里
土
地
嶺
西
荆
門
宜
城
分
界
處

八
萬
山
在
土
地
嶺
東
北
五
里
陡
峻
巉
叢
迤
𨓦
起
伏
頂
壘

石
砦
相
傳
明
末
避
亂
砦
中
者
全
活
八
萬
餘
人
故
名
北

有
跑
馬
嶺

夫
子
埡
在
縣
西
南
四
十
里
兩
峰
高
聳
中
埡
庳
下
路
逹
平

原
中
爲
胡
耳
冲
爲
縣
南
諸
山
出
口
相
傳
夫
子
遊
此
故

名
詳
古
蹟
西
北
有
火
石
山

鷂
子
山
在
牛
心
山
過
峽
東
南
里
許
上
有
天
坑
深
不
可
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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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五

宋
元
軍
戰
牛
心
山
多
坑
此
半
崖
有
兩
風
洞
風
自
洞
出

冷
然
善
也
土
人
云
山
瘞
古
礟
一
尊
無
心
常
現
南
𪋤
有

泉
曰
龍
潭

牛
心
山
一
名
青
牛
山
岫
腰
有
青
石
像
牛
在
縣
西
三
十
里

山
頂
建
眞
武
廟
多
靈
異
爲
縣
西
諸
山
出
口
牛
心
山
南

山
壘
石
砦
形
類
腰
盆
亦
居
民
避
亂
之
處

女
冠
山
在
縣
西
二
十
五
里
牛
心
山
北
山
頂
形
似
女
冠
晚

嵐
橫
翠
如
凝
黛
東
𪋤
有
女
冠
娘
娘
廟
舊
志
訛
冠
爲
觀

女
冠
山
西
北
進
口
有
虎
頭
山

虎
頭
山
西
南
有
龜
山
西
五
里
爲
上
口
泉
又
西
爲
宜
南

橋
山
溪
自
北
流
南
俗
呼
腰
斷
溝

又
西
爲
北
界
山
宜
南
分
界
處

天
池
山
山
頂
有
池
出
泉
近
就
堙
在
縣
西
二
十
八
里
上
有

石
砦
爲
明
末
避
兵
處
土
人
云
山
上
有
無
影
劒
徃
徃
而

見
今
俗
目
以
族
曰
楊
家
大
山

天
池
山
西
南
有
西
界
山

萊
公
山
在
縣
西
二
十
五
里
女
冠
山
北
山
産
仙
韭
莖
葉
俱

似
家
韭
而
味
殊
勝
又
産
仙
桃
形
大
如
鈕
味
甘
美
宿
根

無
再
實
移
塒
不
滋
生
山
南
有
石
人
凹
西
有
雞
籠
石
昔

嘗
棲
宿
山
雉
山
壘
砦
嘉
慶
初
鄕
人
避
教
匪
亂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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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六

石
梁
山
在
縣
西
三
十
里
萊
公
山
西
南
雍
州
記
形
似
橋
梁

故
名
北
崖
有
虎
洞
濶
八
尺
許
深
丈
許
內
通
小
洞
深
莫

測
舊
有
龎
德
公
祠
久
廢
岫
腰
有
黑
龍
大
王
廟
禱
雨
靈

應
隋
書
地
理
志
漢
南
縣
有
石
梁
山
即
此
又
云
後
周
時

廢
武
建
郡
及
石
梁
縣
舊
志
謂
縣
以
是
山
得
名
亦
臆
揣

之
辭
詳
辨
沿
革
下

小
尖
山
在
石
梁
山
西
北
頂
石
嵯
岈
如
鳯
如
麟
俗
名
冲
天

鳯
亦
名
寳
蓋
山

蚌
山
在
縣
西
三
十
五
里
小
尖
山
西
北
峛
崺
伏
瘯
形
如
蚌

也
山
頭
聚
村
名
申
家
嘴
嘴
西
南
屬
南
漳

漢
水
由
襄
陽
鹿
門
灘
下
東
南
流
竹
篙
望
西
折
小
河
口
入

縣
境
西
岡
有
城
曰
烏
耳
水
經
注
邔
縣
東
北
沔
水
左
有

騎
城
疑
即
此
城
詳
古
蹟
小
河
者
潼
口
河
也
水
𤼵
源
七

里
山
東
流
會
伏
龍
洞
水
又
東
過
丁
蘭
橋
至
艾
家
莊
南

繞
卸
甲
山
下
抵
潼
口
東
南
入
漢
府
志
謂
即
古
中
廬
之

維
水
口
水
源
出
房
縣
維
山
水
經
作
淮
山
者
是
也
南
下

爲
大
橋
灣
有
水
口
注
漢
源
自
西
北
來
甚
逺
地
形
與
水

經
疎
水
出
口
甚
符
又
南
爲
上
峰
寺
爲
小
營
爲
羅
家
河

有
支
流
由
此
東
行
又
南
爲
礶
子
灘
宋
咸
湻
五
年
范
文

虎
以
舟
師
二
十
艘
援
夏
貴
戰
敗
以
輕
舟
遁
即
此
灘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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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七

卧
虎
崖
下
乾
隆
間
淤
成
巨
洲
一
窪
細
流
盡
洲
嘴
乃
逹

於
漢
今
則
潰
爲
巨
浸
直
抵
迎
水
洲
矣
其
由
羅
家
河
東

行
者
上
流
猶
昔
日
故
道
過
漣
泗
洪
灘
則
不
循
故
道
折

而
西
至
南
營
里
過
燕
家
營
出
龍
家
溝
口
至
迎
水
洲
合

流
南
下
爲
寳
潼
河
對
岸
爲
萬
楊
洲
舊
名
中
洲
即
水
經

𥠖
邱
城
下
繕
洲
秦
豐
更
名
秦
洲
者
是
也
康
熈
中
邑
令

胡
允
慶
植
柳
萬
株
民
因
呼
胡
公
柳
嘉
慶
間
署
令
方
策

改
爲
補
楊
洲
又
南
爲
團
灘
腦
元
阿
朮
與
范
文
虎
戰
於

湍
灘
即
此
南
爲
黄
家
溝
口
木
渠
水
新
河
水
合
流
來
注

迤
東
爲
古
梅
園
俗
名
木
瓜
園
即
古
木
里
溝
北
流
注
漢

出
口
又
東
逕
茅
草
洲
果
河
口
又
東
爲
郭
海
營
東
抵
乾

河
口
漢
故
道
也
古
長
渠
之
東
渠
注
此
官
莊
渡
舊
名
望

江
集
東
有
古
漢
道
今
漢
走
集
西
厯
蔡
家
河
東
過
樓
子

汊
清
水
港
兩
乳
山
泉
水
流
注
之
又
東
陰
港
南
泉
河
會

珍
珠
泉
流
注
之
舊
縣
志
湍
灘
下
有
赤
灘
謂
宋
京
湖
都

統
張
世
傑
救
襄
陽
遇
元
兵
戰
敗
於
此
今
已
徙
去
又
東

爲
赤
山
爲
練
港
卧
牛
山
泉
水
由
龍
尾
山
來
注
有
白
魚

灘
豈
即
赤
灘
改
地
而
易
名
歟
又
東
爲
下
龍
山
市
名
流

水
溝
南
下
木
香
港
唐
叚
成
式
别
業
在
焉
今
名
關
家
營

豹
子
崖
泉
水
由
下
竇
燕
注
漢
會
此
港
南
屬
鍾
祥
對
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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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八

爲
劉
尙
集
移
來
左
旗
套
水
塘
爲
郭
海
營
東
南
路
而
今

漢
洪
之
西
岸
也
集
南
五
里
曰
倒
口
爲
蠻
河
滙
漢
處
舊

志
有
倒
上
洪
灘
云
船
至
此
必
倒
轉
一
灣
方
可
上
遇
蠻

河
水
漲
則
逆
流
去
交
叉
灘
七
里
灘
在
破
河
腦
左
水
經

作
交
了
灘
今
則
名
俱
不
著
故
老
云
倒
上
洪
今
改
作
劉

尚
集
自
流
水
溝
至
倒
口
水
中
淤
洲
曰
安
家
洲
族
姓
不

一
鍾
宜
雜
處
洲
西
南
抵
乾
河
口
口
西
葛
藤
灣
東
南
爲

龍
王
洲
䕶
駕
洲
今
俱
半
爲
水
嚙
竟
口
最
逺
者
則
樊
村

洲
也
俗
言
四
十
五
里
樊
村
洲
其
倒
口
南
岸
爲
石
羊
灘

而
漢
水
出
宜
城
境
矣

漢
水
自
古
遷
徙
靡
定
酈
道
元
水
經
注
已
不
盡
合
禹

蹟
乾
隆
二
十
五
年
陳
守
修
府
志
所
撰
漢
水
經
流
考

與
水
經
互
異
者
亦
將
幾
半
今
又
多
厯
年
所
豈
復
曩

日
舊
觀
然
光
均
而
上
兩
岸
夾
山
無
甚
改
移
穀
襄
一

帶
雖
或
不
無
變
遷
而
間
夾
山
阜
中
峙
城
鎭
大
段
不

致
紛
更
惟
宜
屬
地
方
東
西
山
崖
懸
隔
沿
濵
多
平
原

曠
野
而
東
洋
之
古
城
隄
與
縣
垣
之
䕶
城
隄
濶
别
不

扼
漢
衝
泛
漲
崩
淤
不
數
年
而
蒼
桑
易
處
質
之
載
籍

稽
之
故
老
大
約
昔
日
洪
傍
城
東
雞
鳴
山
下
諸
濵
河

處
縴
痕
猶
存
下
荆
南
道
志
所
云
宜
城
隄
故
道
繞
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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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九

凰
山
而
下
距
城
二
十
餘
里
者
是
也
明
嘉
靖
四
十
五

年
九
月
一
夕
改
移
鴇
潼
河

國
朝
雍
正
二
年
洪
又
移
行
萬
楊
洲
東
而
鴇
潼
河
淤
成

熟
地
數
千
畝
與
萬
楊
洲
合
而
爲
一
而
洲
東
之
洪
竟

抵
官
莊
其
由
羅
家
河
東
行
者
過
漣
泗
洪
厯
五
車
渡

楚
王
城
抵
韓
公
渡
而
分
東
西
流
東
者
則
抵
官
莊
渡

西
者
則
繞
淤
洲
嘴
而
與
細
流
合
淤
洲
者
乾
隆
間
於

卧
虎
崖
下
礶
子
灘
淤
成
巨
洲
一
窪
細
流
竟
洲
嘴
乃

逹
於
漢
嘉
慶
初
漢
水
數
漲
遂
徑
由
巴
家
洲
循
卧
虎

崖
直
流
迎
水
洲
復
鴇
潼
河
故
道
而
漣
泗
諸
洪
皆
成

沙
岸
萬
楊
洲
之
外
洪
亦
淤
咸
豐
間
又
冲
破
羅
家
河

舊
口
初
則
水
漲
時
僅
通
小
艇
今
則
激
成
巨
洪
南
營

故
市
皆
没
於
水
即
鴇
潼
河
亦
非
昔
日
村
落
而
茅
草

洲
昔
被
水
蝕
移
於
三
汊
港
者
又
淤
出
沙
洲
距
市
數

里
矣
其
下
之
䕶
駕
洲
等
處
皆
漸
蝕
漸
逺
幾
歸
故
道

高
岸
爲
谷
深
谷
爲
陵
即
此
上
下
數
百
年
間
而
遷
徙

不
常
已
幾
於
莫
可
考
詰
等
而
上
之
宜
乎
濟
水
已
涸

而
九
河
之
故
道
不
免
聚
訟
紛
紛
也

蠻
水
入
縣
境
去
城
西
四
十
里
地
名
申
家
嘴
初
名
鄢
水
宜

城
在
古
名
鄢
取
此
水
也
後
以
水
出
戎
夷
之
地
更
名
夷



 

宜
城
縣
志
　

卷
一

方

輿

志

　
　
　
　
三
十

水
古
沮
漳
地
於
楚
爲
戎
夷
晋
避
桓
温
父
彛
嫌
名
改
曰

蠻
水
至
今
因
之
源
出
保
康
南
漳
交
界
之
司
空
山
古
名

康
狼
山
與
荆
山
相
隣
水
分
二
道
其
一
入
南
漳
納
西
北

郭
洪
白
溶
白
駱
諸
河
曁
魚
泉
黃
龍
各
洞
泉
而
經
南
漳

城
之
西
南
曰
縣
河
又
東
南
流
納
青
泥
灣
閘
口
之
瀟
溪

河
至
武
安
鎭
西
謝
家
䑓
下
之
張
家
營
會
清
凉
河
八
都

河
源

出

三

峽

洞

東

流

至

牛

頭

山

下

李

家

營

入

蠻

河

二
水
又
東
南
流
洪
山
寺
納

栢
家
河
水
土
人
云
古
沶
水
會
鄢
水
於
此
北
流
神
龍
寺

又
東
過
蚌
山
頭
入
宜
城
縣
境
即
蠻
水
也
自
蚌
山
頭
東

南
過
故
縣
城
今
名
北
湖
岡
北
流
朱
家
嘴
南
下
石
灰
窰

廖
家
河
縣
西
龍
潭
泉
水
經
含
珠
寺
而
流
注
焉
又
東
南

經
雷
家
河
孔
家
灣
南
漳
縣
黑
河
源
出
菓
盒
坪
之
朝
陽

洞
厯
荆
門
交
界
之
安
家
集
至
此
而
來
會
焉
東
逕
新
店

舖
鍾
祥
古
佛
寺
青
龍
山
泉
水
厯
縣
屬
金
家
灣
會
黑
凹

山
泉
水
過
鳯
凰
山
東
北
流
象
鼻
嘴
注
之
又
東
過
破
河

腦
流
任
家
河
謝
家
河
出
倒
口
一
名
雙
河
口
注
漢

按
水
經
沔
水
又
南
逕
宜
城
縣
東
夷
水
出
自
房
陵
東

南
流
注
之
注
夷
水
蠻
水
也
桓
温
父
名
彛
改
曰
蠻
水

夷
水
導
源
中
廬
縣
界
康
狼
山
山
與
荆
山
隣
其
水
東

南
流
厯
宜
城
西
謂
之
夷
溪
又
東
南
逕
羅
川
城
又
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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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一

之
鄢
水
春
秋
所
謂
楚
人
伐
羅
渡
鄢
者
也
又
東
南
與

零
水
合
即
沶
水
也
與
夷
水
亂
流
東
出
謂
之
沶
水
逕

蠻
城
城
南
春
秋
若
敖
自
羅
敗
退
及
鄢
亂
次
以
濟
沶

水
是
也
夷
水
又
東
注
於
沔
昔
白
起
攻
楚
引
西
山
谷

水
即
是
水
也
括
地
志
鄢
水
源
出
襄
州
義
清
縣
西
界

託
伏
山
寰
宇
記
蠻
水
西
至
義
清
縣
界
東
南
流
入
宜

城
縣
逕
縣
西
去
縣
三
十
里
有
白
公
灘
南
雍
州
記
云

秦
將
白
起
伐
楚
之
日
渉
此
水
而
渡
因
號
白
公
灘
有

三
磧
亦
名
三
洲
赤
石
湍
詳
考
衆
說
水
經
注
謂
東
南

流
與
零
水
合
即
今
之
流
洪
山
寺
納
栢
家
河
者
是
寰

宇
記
謂
東
南
流
入
宜
城
即
今
之
自
蚌
山
頭
過
故
縣

城
者
是
餘
俱
相
符
因
詳
録
於
此
以
資
考
證

新
河
者
漢
江
老
洪
新
開
之
汊
河
也
在
城
東
䕶
城
隄
外
北

自
卧
虎
崖
分
支
西
南
流
太
平
岡
東
繞
使
風
港
今
名
叚

家
河
南
下
龍
潭
港
路
西
建
有
表
墓
碑
明
令
朱
崇
學
爲

齊
辯
士
湻
于
髠
立
髠
墓
在
侯
塘
營
此
則
遥
表
官
道
者

又
南
爲
紫
陽
港
港
在
紫
蓋
山
陽
也
至
樂
善
橋
磨
珠
湖

導
西
岡
水
流
注
之
由
是
而
下
䕶
城
石
隄
所
自
起
隄
岸

甃
鎭
水
石
龍
首
二
故
名
龍
頭
傍
河
植
柳
入
春
金
碧
輝

映
蒼
黛
凝
眸
縣
志
八
景
所
稱
東
郊
柳
色
是
俟
過
彭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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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二

三
道
石
橋
東
爲
馬
家
巷
耆
舊
云
蜀
漢
馬
良
故
里
也
南

厯
屈
家
溝
軛
頭
灣
西
折
蠟
樹
園
木
里
溝
水
由
豬
蘭
橋

來
會
焉
過
蘇
湖
橋
爲
蘇
家
站
站
西
半
里
有
打
皷
䑓
其

北
爲
團
岡
舊
名
圓
倉
秦
白
起
㧞
鄢
操
軍
於
此
䑓
東
有

走
馬
隄
傳
即
白
起
走
馬
處
志
載
邑
境
走
馬
隄
三
此
其

一
也
元
宋
以
前
置
驛
站
明
改
爲
牧
馬
厰

國
朝
邑
令
郭
維
垣
編
入
民
賦
又
南
過
孝
友
舖
東
流
梅
家
灣

注
黃
家
溝
口
抵
牛
家
埠
北
復
歸
於
漢

新
河
在
縣
境
出
漢
入
漢
上
下
厯
三
十
餘
里
中
流
當

城
三
面
附
近
隄
郭
爲
縣
關
津
衝
要
雖
原
派
之
太
平

岡
東
曾
經
淤
積
土
阜
今
漢
洪
遷
徙
無
常
卧
虎
崖
嘴

水
嚙
過
半
將
來
通
塞
正
未
可
知
縣
志
載
此
河
經
流

零
星
脫
落
等
之
蹄
涔
行
潦
未
免
漏
忽
今
特
履
訪
故

址
詳
其
記
止
表
而
出
之
以
便
稽
考
焉

踈
水
舊
在
縣
北
出
南
漳
縣
北
東
流
至
縣
界
入
漢
一
名
襄

水
一
名
涑
水
水
經
注
沔
水
又
南
與
踈
水
合
水
出
中
廬

縣
西
南
東
流
至
邔
縣
北
界
東
入
沔
謂
涑
口
也

按
後
漢
書
郡
國
志
注
引
荆
州
記
踈
水
作
陵
水
元
和

志
襄
水
出
南
漳
縣
北
一
百
一
十
里
白
石
山
寰
宇
記

今
土
人
呼
爲
涑
水
上
流
亦
呼
爲
襄
府
志
謂
漢
志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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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三

之
陵
水
文
獻
通
考
宜
城
之
涑
水
皆
即
踈
水
傳
冩
筆

訛
甚
是
獨
駁
襄
水
一
名
涑
水
者
爲
非
是
曾
未
思
宜

城
襄
水
出
南
漳
北
白
石
山
襄
陽
襄
水
即
府
城
西
五

里
檀
溪
南
支
注
白
馬
陂
者
固
兩
不
相
蒙
也
今
縣
境

北
界
涑
水
名
隱
惟
大
橋
灣
有
溝
口
東
流
注
漢
土
人

云
水
源
自
西
北
甚
逺
夏
時
雨
集
澮
盈
水
不
斷
流
其

地
適
當
古
中
廬
東
南
與
舊
說
地
形
符
或
即
踈
水
出

口
歟

採

訪

記

沶
水
一
名
零
水
一
名
淇
水
在
縣
西
源
出
房
縣
南
東
流
保

康
縣

縣

南

有

廢

沶

鄕

縣

又
東
逕
南
漳
縣
又
東
逹
縣
界
入
於
鄢

水
水
經
注
沵
水
上
通
梁
州
没
陽
縣
之
黙
城
山
其
水
東

逕
新
城
郡

即

今

房

縣

之
沵
鄕
縣

即

今

保

康

縣

縣
分
房
陵
立
謂
之

沵
水
又
東
厯
軨
鄕

廢

址

在

今

南

漳

東

南

五

十

里

謂
之
零
水
晋
武
帝

平
吳
割
臨
汜
之
北
鄕
中
廬
之
南
鄕
立
上
黃
縣
治
軨
鄕

沵
水
又
東
厯
宜
城
西
山
謂
之
沵
溪
東
流
合
於
夷
水
謂

之
沵
口
也
與
夷
水
亂
流
東
出
謂
之
淇
水
逕
蠻
城
南
城

在
宜
城
南
三
十
里
明
史
稿
地
理
志
宜
城
縣
有
沶
水
自

漢
中
流
入
境
合
於
蠻
水
謂
之
沶
口
明
史
地
理
志
同
沵

鄕
或
作
沶
鄕
沵
水
或
作
汴
水
皆
傳
冩
訛
耳
湖
北
通
志

淇
作
沶
又
云
沶
亦
作
祁
字
書
沵
音
麗
沶
音
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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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四

長
渠
導
自
蠻
河
初
起
縣
西
六
十
里
之
武
安
鎭
訖
縣
南
十

五
里
之
故
襄
城
從
縣
西
北
繞
西
南
號
百
里
長
渠
一
名

白
起
渠
水
經
注
云
夷
水
舊
竭
去
城
百
里
許
水
從
城
西

灌
城
東
注
爲
淵
今
熨
斗
陂
是
也
後
人
因
其
渠
流
以
給

陂
田
城
西
陂
謂
之
新
陂
覆
地
數
十
頃
西
北
又
爲
土
門

陂
從
平
路
渠
以
北
木
蘭
橋
以
南
西
極
土
門
山
東
跨
大

道
水
流
周
通
自
新
陂
東
入
城
逕
漢
南
陽
太
守
秦
頡
墓

北
又
逕
金
城
前
又
東
出
城
東
注
𦤀
池
又
入
朱
湖
陂
亦

下
灌
諸
田
又
入
木
里
溝
又
白
起
渠
溉
三
千
頃
膏
良
肥

美
更
爲
沃
壤
元
和
志
云
長
渠
在
義
清
縣
東
南
二
十
六

里
派
引
蠻
水
昔
秦
將
白
起
攻
楚
引
西
山
谷
水
兩
道
爭

灌
鄢
城
一
道
使
沔
北
入
一
道
使
沔
東
入
遂
㧞
之
今
考

渠
形
故
址
西
由
方
家
堰
之
張
家
營
厯
太
山
廟
黃
家
䑓

雞
公
壋
馬
家
營
界
牌
頭
方
家
岡
諸
村
以
北
陂
坂
東
接

縣
屬
楊
家
河
西
折
黃
家
林
過
王
旗
營
陳
家
營
北
循
侯

塘
營
西
南
經
姚
家
湖
東
吳
家
灣
四
由
三
里
廟
東
至
拖

鍬
溝
即
當
日
秦
師
掘
渠
拖
鍬
處
又
厯
艾
𥠖
兩
姓
岡
吳

家
店
經
魏
家
岡
楊
家
岡
胡
家
岡
皆
踞
高
阜
至
棗
林
乃

逕
故
襄
城
東
南
之
湯
家
岡
寮
河
園
劉
家
營
少
北
由
何

家
莊
流
蕭
家
大
嶺
北
與
木
里
溝
口
合
而
注
於
漢
其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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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五

一
支
由
𦤀
湖
過
三
眼
橋
逕
長
湖
南
循
赤
湖
岡
東
逕
郭

海
營
西
北
曲
而
入
於
漢
謂
之
東
渠
號
爲
天
下
膏
腴
曹

魏
時
夷
王
梅
敷
聚
民
萬
餘
家
據
食
其
地
謂
之
柤
中
吳

朱
然
兩
提
兵
爭
其
地
不
得
唐
大
厯
四
年
節
度
使
梁
崇

義
修
之
宋
仁
宗
至
和
二
年
縣
令
孫
𣱵
又
重
理
其
堙
塞

而
復
渠
舊
曾
南
豐
著
爲
令
而
爲
之
記
宋
李
后
糚
奩
田

租
入
在
是
自
是
而
後
宋
都
統
率
公
荆
湖
制
置
使
李
曾

伯
總
領
蔡
勘
更
番
濬
治
迨
縣
令
陳
表
臣
增
起
水
門
四

十
六
通
舊
陂
六
十
有
九
民
享
其
利
者
益
溥
元
至
元
十

六
年
屯
田
官
劉
漢
英
洎
其
屬
丁
思
明
等
復
建
議
改
營

其
時
租
入
較
倍
大
德
六
年
中
政
院
同
僉
李
英
領
內
金

修
築
武
安
靈
溪
二
堰
襄
陽
路
教
授
何
文
淵
作
記
詳
見

藝
文
志
渠
蓋
厯
千
七
百
數
十
餘
載
而
屢
興
不
廢
惟
有

明
逮
今
乆
隳
未
葺

國
朝
嘉
慶
十
二
年
宜
南
兩
縣
士
民
合
呈
請
修
督
憲
汪
志
伊

檄
觀
察
王
正
常
詣
勘
估
築
方
擬
畚
鍤
從
事
武
鎭
人
懼

其
利
民
妨
啇
也
因
而
中
止
及
咸
豐
十
年
宜
南
士
民
復

合
詞
請
修
現
在
頻
年
疏
鑿
因
工
程
浩
繁
尚
未
告
成
事

焉
木
里
溝
一
名
木
渠
始
開
於
楚
漢
南
郡
太
守
王
寵
又
鑿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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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六

宋
治
平
中
縣
令
朱
紘
再
鑿
之
鄭
獬
有
記
今
考
溝
源
出

故
中
廬
縣
之
清
凉
堰
由
今
襄
南
交
界
之
丁
吳
集
厯
縣

屬
草
塲
七
里
溝
長
工
堰
壬
子
陂
西
流
胡
家
坡
梁
家
壋

東
注
大
溝
橋
由
是
而
東
南
會
西
壇
港
港
在
縣
西
一
里

社
稷
壇
之
南
故
名
又
東
過
龍
門
橋
鯉
魚
橋
又
南
逕
猪

蘭
橋
自
是
東
南
流
至
臘
樹
園
會
新
河
水
南
過
蘇
湖
橋

東
抵
黃
家
溝
口
與
漢
合
一
由
蘇
湖
橋
經
打
皷
䑓
至
火

神
廟
有
碾
石
橋
溝
形
微
狹
至
團
倉
陂
溝
形
始
濶
循
湯

家
灣
訖
木
瓜
園
入
漢

諸
舊
志
皆
以
此
爲
西
潭
溝
或
曰
西
壇
港
而
謂
木
里

溝
在
縣
東
一
名
木
渠
引
水
經
注
云
楚
時
於
宜
城
穿

渠
上
口
去
城
三
里
漢
南
郡
太
守
王
寵
又
鑿
之
引
蠻

水
灌
田
謂
之
木
里
溝
逕
宜
城
東
而
東
北
入
於
沔
謂

之
水
口
也
又
云
𦤀
池
灌
田
陂
水
散
流
又
入
朱
湖
陂

朱
湖
陂
亦
下
灌
諸
田
餘
水
又
下
入
木
里
溝
溉
田
七

千
頃
謹
按
鄭
獬
木
渠
記
謂
出
於
中
廬
之
西
山
擁
𨻳

水
走
東
南
四
十
五
里
逕
宜
城
之
東
北
而
入
於
沔
後

漢
王
寵
守
南
郡
復
鑿
水
與
之
合
於
是
溉
田
六
千
頃

何
文
淵
云
靈
溪
首
受
清
凉
河
水
下
通
於
木
渠
蔡
勘

云
是
渠
也
延
袤
三
百
里
今
水
之
𤼵
源
清
凉
堰
厯
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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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七

吳
集
迤
𨓦
至
於
蘇
湖
橋
分
爲
二
派
一
抵
黃
家
溝
口

入
漢
一
由
木
瓜
園
入
漢
者
與
諸
說
源
委
適
符
其
爲

木
里
溝
無
疑
而
舊
志
所
以
致
誤
者
蓋
自
蘇
湖
橋
而

分
至
打
皷
䑓
僅
通
細
流
木
瓜
園
之
水
口
又
淪
於
漢

則
既
疑
是
溝
之
不
能
至
木
瓜
園
而
於
當
日
王
寵
鑿

水
與
之
合
者
求
其
說
而
不
得
遂
以
長
渠
入
漢
之
北

支
當
之
抑
思
此
入
漢
者
有
三
百
餘
里
乎
能
溉
田
六

千
頃
乎
此
固
不
擊
而
自
破
矣
父
老
傳
聞
猶
有
能
言

其
故
者
因
旁
採
而
核
正
之

東
渠
在
今
縣
東
南
四
十
里
古
長
渠
入
漢
水
口
水
分
二
道

一
循
蕭
家
大
嶺
北
出
木
瓜
園
今
淪
於
漢
一
南
循
赤
湖

岡
東
逕
郭
海
營
出
漢
之
故
道
乾
河
口
所
謂
東
渠
者
也

今
非
漢
漲
水
即
枯
涸

附
考

宋
高
宗
紹
興
二
十
二
年
督
視
湖
北
京
西
軍
馬
汪
澈
言

荆
湖
兩
軍
屯
守
襄
漢
糧
餉
浩
瀚
襄
陽
古
有
二
渠
長
渠

溉
田
七
千
頃
木
渠
溉
田
三
千
頃
兵
後
堙
廢
今
先
築
堰

開
渠
募
邊
民
或
兵
之
老
弱
耕
之
其
耕
牛
耒
耜
種
糧
令

湖
北
京
西
轉
運
司
措
置
既
省
餽
運
又
可
安
集
流
亡
從

之
自
是
嵗
可
登
穀
七
十
餘
萬
斛
民
償
種
私
其
餘
官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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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八

錢
市
之
公
私
兩
濟

宋
史
河
渠
志
湻
熈
八
年
襄
陽
府
守
臣
郭
杲
言
本
府
有

長
渠
在
中
廬
縣
界
擁
漹
水
東
流
四
十
里
入
宜
城
縣
後

漢
南
郡
太
守
王
𠖥
嘗
鑿
之
以
引
蠻
水
謂
之
木
里
溝
可

溉
田
六
千
餘
頃
嵗
久
寖
湮
乞
行
修
治
十
年
詔
疏
木
渠

以
渠
旁
地
爲
屯
田
尋
詔
民
間
侵
耕
者
就
給
之
毋
復
取

二
渠
者
吾
宜
水
利
之
大
者
也
自
白
起
王
𠖥
相
繼
疏

鑿
灌
溉
益
廣
嗣
是
唐
宋
及
元
疏
瀹
不
廢
民
食
其
利

誠
溥
矣
哉
降
至
有
明
日
就
湮
塞
今
則
遺
蹟
猶
是
也

求
所
謂
當
日
灌
溉
之
利
蕩
然
無
存
蓋
時
勢
之
推
移

數
百
年
於
兹
矣
乃
以
大
利
之
浸
廢
致
嘆
興
利
之
無

人
夫
自
勝
朝
至
今
其
間
豈
乏
忠
信
之
長
慈
惠
之
師

慨
然
以
修
復
秦
漢
遺
蹟
爲
任
者
而
或
憚
於
工
力
之

浩
繁
因
而
畏
難
中
止
者
有
之
或
艱
於
度
支
之
絀
乏

因
而
扼
腕
太
息
者
有
之
豈
知
事
無
難
易
顧
志
願
何

如
耳
公
之
愚
也
竟
能
移
山
鳥
之
拙
也
亦
堪
塡
海
矧

以
今
日
之
人
情
語
及
疏
渠
靡
不
踴
躍
思
奮
誠
得
端

方
亷
明
之
士
羣
相
督
率
則
有
治
法
復
有
治
人
將
見

荷
鍤
争
趨
工
力
無
煩
於
勢
廹
裹
糧
從
事
度
支
無
用

乎
帑
藏
其
力
易
集
其
益
無
方
誠
所
謂
因
民
之
利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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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九

利
之
也
斯
時
而
有
孫
永
李
英
其
人
者
民
日
望
之
矣

楊
柳
湖
在
縣
東
二
里
今
城
東
無
楊
柳
湖
有
蓼
子
湖

泰
山
湖
在
南
泰
山
廟
東
內
外
兩
隄
間
北
接
東
城
濠

蘇
湖
城
南
七
里
宋
元
時
驛
站
縣
境
八
景
蘇
湖
漁
唱
居
一

𦤀
湖
在
故
襄
城
東
水
經
注
白
起
攻
楚
引
西
山
谷
水
灌
城

水
潰
城
東
北
百
姓
隨
水
流
死
於
城
東
者
數
十
萬
城
東

皆
𦤀
因
名
𦤀
池
韓
愈
驛
記
云
有
蛟
害
人
漁
者
避
之

撈
屍
湖
縣
南
二
十
五
里
白
起
灌
鄢
溺
死
者
於
此
撈
屍

石
子
湖
縣
南
四
十
里
有
深
潭
舊
志
破
河
腦
注
楚
乎
王
葬

是
湖
而
作
虛
塜
南
岸
辨
詳
古
蹟

糠
皮
湖
故
襄
城
西
七
里
相
傳
白
起
决
鄢
水
灌
楚
以
糠
皮

覆
湖
面
楚
人
多
誤
溺
故
名
其
東
南
有
赤
湖
長
湖

按
糠
皮
覆
湖
計
等
兒
戲
斷
難
欺
人
况
湖
僅
去
城
七

里
楚
人
所
習
經
豈
有
不
知
而
誤
蹈
者
此
語
無
稽

鐡
甲
湖
縣
西
北
十
里
相
傳
闖
賊
亂
後
有
鐡
甲
浮
水
面

天
鵝
湖
在
侯
塘
營
縣
西
十
五
里
昔
有
天
鵝
集
此

磨
珠
湖
縣
北
二
里
紫
陽
觀
東
北
有
龍
磨
珠
於
此

拖
鍬
溝
縣
西
七
里
即
秦
白
起
灌
鄢
掘
渠
拖
鍬
處

蓮
花
池
一
在
城
內
西
南
一
在
泰
山
湖
北
府
志
云
深
廣
數

十
丈
夏
月
凭
欄
敷
紅
凝
碧
香
風
襲
人
今
皆
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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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
龍
池
在
縣
南
十
五
里
故
襄
城
內
府
志
謂
即
韓
昌
𥠖
驛
記

曰
起
堰
今
有
龍
池
寺
昔
有
上
寺
中
寺
久
廢
此
特
下
寺

耳
月
牙
池
狀
𩔖
新
月
在
古
羊
岡
地
舊
志
韓
昌
𥠖
撰
有
碑
記

毁
於
賊
尚
存
昌
黎
詩
見
藝
文
志

金
沙
泉
舊
志
在
城
東
二
里
其
水
造
酒
甘
美
世
謂
之
竹
葉

春
又
名
宜
城
春
近
井
泉
已
堙
舊
傳
今
雲
水
洲
村
中
井

即
金
沙
泉
也
水
造
酒
亦
美
謂
之
雲
酒

南
泉
河
源
出
棗
陽
瀴
源
山
曰
瀴
水
逹
縣
東
界
泉
泓
濶
大

出
口
曰
南
泉
畈
灌
田
千
餘
畝
流
西
北
轉
西
南
厯
縣
境

七
十
餘
里
爲
東
北
諸
泉
會
歸
宗
流
故
即
泉
名
得
擅
河

號
自
是
西
北
流
上
馬
石
北
會
象
鼻
山
汧
泉
由
蕭
旗
營

來
注
西
南
流
黑
山
陂
官
私
二
泉
水
注
之
又
西
流
田
家

崖
大
泉
陂
泉
水
南
來
注
之
雲
䑓
寺
泉
水
由
大
沙
橋
北

來
注
之
過
蘇
家
崖
劉
家
寨
及
棗
陽
轄
地
金
家
山
嘴
西

逕
喜
山
又
西
北
流
兩
河
口
會
珍
珠
泉
水
西
流
迎
水
寺

寺
門
迎
向
兩
水
又
西
南
繞
菖
蒲
寺
沿
寺
西
南
泉
𤼵
數

十
處
水
易
涸
竭
無
灌
溉
資
俗
謡
云
七
十
二
部
泉
不
救

半
畝
田
咎
其
昧
因
地
利
也
過
狗
耳
灘
張
家
河
南
下
馬

蹄
畈
桃
灣
毛
竹
圍
孔
家
畈
至
陰
港
𢌞
龍
觀
而
注
之
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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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一

按
南
泉
河
里
人
指
自
棗
陽
大
洪
山
來
考
大
洪
山
在

棗
陽
東
南
今
隨
州
西
南
一
百
二
十
里
山
出
溳
水
支

水
均
水
石
水
俱
於
州
境
東
北
合
流
而
東
南
流
入
應

山
安
陸
雲
夢
應
城
諸
縣
至
漢
川
而
入
於
漢
不
注
宜

城
惟
棗
陽
西
南
七
十
里
有
瀴
源
山
出
瀴
水
西
流
入

漢
此
外
更
無
別
水
西
流
棗
境
又
不
界
漢
濵
蓋
誤
指

瀴
源
山
爲
大
洪
山
也

象
鼻
山
汧
泉
泉
潛
出
停
成
汚
池
曰
汧
在
田
鎭
北
偏
西
十

八
里
東
南
流
馬
鞍
山
過
蕭
旗
營
至
上
馬
石
與
南
泉
河

會
雲
䑓
寺
汧
泉
出
丁
寨
山
西
南
𪋤
南
流
楊
家
棚
過
唐
家
冲

沙
河
冲
樓
子
灣
郭
家
坁
至
大
沙
橋
又
東
南
而
與
南
泉

會
珍
珠
泉
源
出
大
洞
陂
南
里
許
泉
𤼵
數
處
或
仄
出
或
湧
出

水
汛
如
珠
南
流
仙
人
　
　
本
碎
石
堆
積
泉
水
冲
激
溜

成
天
然
石
塘
宛
如
仙
助
南
過
秦
家
樓
兩
樓
高
聳
石
砦

鐵
門
四
圍
女
墻
礟
眼
傳
爲
明
未
避
兵
處
後
値
教
匪
滋

擾
居
民
資
以
禦
㓂
又
西
南
流
陳
家
灣
溝
西
突
起
四
塜

呼
爲
古
墳
岡
碑
碣
殘
滅
姓
氏
莫
考
逕
陳
家
䑓
西
南
流

兩
河
口
與
南
泉
河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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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二

老
泉
仄
出
筆
架
山
西
𪋤
停
水
成
池
方
圍
丈
許
南
流
陳
茂

冲
楊
家
臺
五
桐
廟
南
與
珍
珠
泉
水
會

二
泉
出
二
泉
山
南
𪋤
泉
池
圓
徑
六
七
尺
南
流
舒
家
灣
夏

家
河
上
麻
王
旗
上
盧
家
畈
繞
牌
樓
岡
東
至
下
麻
王
旗

過
狗
耳
灘
流
菖
蒲
寺
西
北
與
南
泉
河
會

梭
子
山
南
𪋤
瀐
泉
泉
一
見
一
否
曰
瀐
流
西
南
里
許
曰
陡

厓
槐
木
溝
泉
水
自
西
北
來
注
南
厯
張
范
苖
家
三
灣
過

開
元
觀
逕
鄭
栢
二
姓
灣
南
抵
陳
家
臺
與
珍
珠
泉
水
會

小
洪
山
南
𪋤
泉
源
南
流
張
家
碾
子
玉
皇
閣
張
家
灣
又
南

過
鳯
凰
臺
嚴
家
河
折
而
東
逕
尖
山
北
又
東
南
繞
邱
家

店
歸
南
泉
河
入
漢

豹
子
厓
泉
出
卧
牛
山
西
南
𪋤
泉
𤼵
處
曰
麻
雀
河
分
水
嶺

北
支
七
里
冲
水
自
東
北
流
來
注
之
南
流
徐
家
腦
瓦
子

堰
又
西
南
過
芙
蓉
山
又
東
南
流
毛
耳
溝
西
爲
青
石
嶺

又
南
過
孫
家
灣
上
竇
燕
又
西
南
流
中
竇
燕
東
北
有
坡

曰
雷
神
觀
西
南
爲
周
家
坡
又
南
厯
下
竇
燕
抵
關
家
營

注
木
香
港
入
漢

𩀱
池
泉
出
兩
乳
山
西
南
𪋤
泉
停
二
池
西
北
流
過
石
龍
石

門
下
小
泉
冲
滙
沿
溝
湧
泉
出
山
口
流
馮
家
營
龍
家
巷

清
水
港
南
樓
子
汊
注
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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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三

兩
乳
山
峽
有
石
門
石
壁
旁
列
中
通
一
路
向
東
三
里
許

爲
龍
溝
溝
底
怪
石
綿
延
宛
若
㳺
龍
蜿
蜒
于
中
濶
約
五

寸
長
約
四
丈
自
質
而
紅
章
鱗
甲
森
然
一
一
可
數
或
隱

或
見
因
石
之
髙
低
以
爲
龍
之
起
伏
盡
處
𦊅
有
大
石
昂

起
方
圓
丈
餘
耳
目
口
鼻
鬚
眉
畢
具
雖
繪
晝
之
工
不
能

過
焉

龍
潭
寺
泉
源
出
佛
殿
後
在
扁
山
西
南
六
里
昔
由
西
南
流

厯
官
庄
西
南
會
兩
乳
山
泉
水
注
樓
子
汊
入
漢
今
經
王

旗
營
走
安
家
腦
遂
與
扁
山
北
泉
西
流
毛
家
嘴
者
俱
於

此
截
流
由
官
庄
北
即
達
於
漢
不
復
出
樓
子
汊
矣

虎
沖
泉
出
五
車
山
西
𪋤
南
流
烏
江
湖
東
折
左
家
灣
入
漢

南
北
泉
源
出
鯉
魚
山
西
北
流
朱
家
港
西
過
鉄
練
橋
入
漢

咸
豐
九
年
文
生
毛
豹
文
自
鄧
家
灣
開
渠
溉
田
千
餘
畝

此
水
初
𣓪
於
無
用
自
渠
開
而
大
資
灌
溉
然
則
利
固

由
人
興
與
宜
之
水
利
其
有
待
而
興
者
跂
予
望
之
矣

潑
陂
泉
昔
有
潑
陂
舖
西
北
流
毛
家
港
西
過
張
家
橋
入
漢

大
泉
源
出
鐡
官
寨
山
東
厓
丅
泉
發
處
曰
大
泉
畈
分
水
嶺

東
支
泉
水
由
宋
家
溝
西
北
流
來
注
杜
家
園
沖
水
由
東

流
來
注
走
香
河
園
郭
家
灣
東
南
過
響
河
又
西
南
逕
黎

家
觀
樂
化
潭
又
南
會
鍾
祥
轄
地
湯
泉
出
姚
家
河
入
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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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四

上
口
泉
源
出
天
池
山
東
汪
石
灰
窰
南
入
蠻
河

龍
潭
泉
源
出
鷂
子
山
淸
漪
不
竭
東
注
蠻
河
縣
八
景
之
一

䨇
目
泉
東
北
流
黃
土
山
會
老
鸛
冲
泉
又
東
注
蠻
河

黑
河
口
泉
源
出
朝
陽
洞
東
南
歴
安
家
集
至
孔
市
注
蠻
河

黑
凹
山
泉
上
接
鍾
祥
靑
龍
山
泉
東
北
流
象
鼻
嘴
注
蠻
河

井
塘

附

縣
門
井
在
縣
署
甬
墻
西
　
杜
康
井
即
杜
康
造
酒
泉
今
湮

甘
泉
井
在
西
街
石
盤
四
眼
亦
名
四
眼
井
味
甘
美
相
傳
井

泉
通
蜀
昔
有
汲
者
得
魚
一
尾
繫
有
蜀
地
放
生
牌

千
佛
井
在
報
恩
寺
今
名
西
刹
古
井
　
南
堰
井
在
報
恩
寺

東
南
　
銅
盤
井
在
文
昌
樓
西
北
舊
傳
井
底
墁
有
銅
盤

昭
王
井
一
名
韓
公
井
在
故
襄
城
內
傳
言
汲
者
死
人
不
敢

俯
視
唐
襄
州
刺
史
韓
朝
宗
移
書
諭
神
自
是
飮
者
無
恙

七
星
井
七
井
排
列
如
北
斗
在
棗
林
七
星
路
南

扳
倒
井
在
縣
東
北
朱
家
港
相
傳
漢
光
武
經
此
人
馬
俱
渴

争
扳
井
飮
之
　
闗
王
井
在
縣
東
六
十
里

八
角
井
在
石
梁
山
龍
王
廟
前
詳
壇
廟

道
志
云
縣
之
陂
塘
可
紀
以
備
蓄
洩
者
六
十
有
二
區
東
南

北
陽
社
塘
堰
十
一
咸
甯
社
塘
堰
九
東
永
豐
社
塘
堰
八

泊
洲
社
塘
堰
十
四
嗜
義
社
塘
堰
五
南
羊
古
社
塘
堰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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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五

古
羊
社
塘
堰
九

按
縣
志
所
載
陂
堰
質
之
道
志
六
十
二
區
已
不
甚
脗

合
厯
今
𡸁
百
有
餘
年
尤
多
廢
墾
成
田
殊
難
覈
其
故

處
謹
據
名
存
未
墜
地
有
可
稽
及
近
來
改
築
堪
備
蓄

洩
者
採
而
列
之

曲
尺
堰
在
城
西
七
里
廟
　
丁
家
壋
在
城
西
南
六
里
有
褲

襠
堰
　
凉
亭
堰
在
七
里
廟
西
北
　
八
畝
堰
在
凉
亭
堰

花
廟
西
□
桑
樹
堰
一
名
荷
花
堰
一
名
鈀
頭
堰
在
七
里

廟
東
北
廣
長
五
六
畝

梁
家
壋
在
桑
樹
堰
西
北
五
里
董
家
大
堰
在
侯
塘
營
南

北
壋
在
侯
塘
營
董
家
大
堰
南
廣
長
三
十
畝

汊
湖
壋
在
北
壋
東
南
黄
憲
塜
西
南
大
與
北
壋
埓

杜
平
寺
塘
在
城
西
二
十
五
里

楂
角
堰
在
紫
陽
觀
西
北
　
長
壋
堰
在
楸
樹
林
南

李
家
大
堰
廣
長
十
畝
姚
家
大
堰
方
廣
十
畝
在
李
堰
西
南

李
堰
北
一
里
有
髙
堰
大
僅
及
畝
貯
水
經
久
足
資
灌
漑

高
堰
東
北
半
里
有
五
臺
堰
廣
長
四
畝
餘
西
南
一
里
有

鈀
頭
堰
又
有
破
堰
在
牛
路
東
北
廣
圍
四
畝
許
並
隷
鐡

甲
湖

膳
馬
堰
即
昔
洗
馬
堰
在
胡
家
坡
北
　
蹇
陂
在
縣
西
北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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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六

十
里
　
包
子
堰
在
壬
子
陂
西
南
　
壬
子
陂
在
縣
西
北

十
五
里
屈
家
塘
在
縣
北
屈
家
營
今
有
大
堰
數
口
大
五

六
畝
及
十
餘
畝
不
等

長
壋
即
昔
金
陂
在
城
西
南
十
里
　
西
官
堰
在
城
西
十
二

里
廣
員
三
十
畝
　
南
官
堰
在
城
西
南
十
二
里
廣
員
十

數
畝
　
孟
家
堰
在
艾
家
岡
東
南
十
字
冲
西
廣
長
可
十

畝
　
潼
口
堰
在
辛
張
營
方
圓
二
十
畝
又
有
倒
灌
堰

磚
窰
陂
胡
羊
陂
俱
在
常
家
營
北
東
有
蓮
花
陂
　
新
陂

在
故
襄
城
西
南
　
赤
岡
陂
在
城
西
南
二
十
里
　
康
陂

在
城
西
二
十
五
里
　
魚
陂
在
城
西
三
十
五
里

蜈
蚣
塘
柳
葉
陂
青
龍
塘
楊
柳
塘
俱
在
古
羊
岡
　
古
羊
陂

在
古
羊
岡
南
　
賢
陂
塘
在
故
縣
城
北
有
上
下
賢
陂

蓮
花
堰
在
豬
蘭
橋
西
南
廣
圍
五
六
畝
雷
家
大
堰
在
蓮
花

堰
西
北
廣
圍
十
七
八
畝
東
南
有
堰
亦
名
褲
襠

破
堰
在
團
岡
南
　
葫
蘆
堰
在
熊
家
岡

開
元
塘
在
開
元
觀
東
北

天
生
堰
在
縣
東
北
五
十
里
三
面
傍
山
聊
假
堤
埓
即
成
大

陂
宛
如
天
生
廣
員
二
十
餘
畝

珍
珠
塘
在
縣
東
北
七
十
里

臥
牛
山
塘
在
縣
東
南
臥
牛
山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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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七

獅
顧
庵
塘
在
縣
東
南
五
十
里

泉
水
堰
在
故
縣
城
西
方
員
五
六
畝

周
家
大
堰
在
泉
水
堰
西
北
方
圓
二
十
餘
畝

石
塘
在
胡
耳
冲
水
出
雙
目
泉

羅
旗
堰
在
黃
泥
堰
西

黃
泥
堰
在
鳯
凰
山
右
翅
內
舊
站
園
西
方
廣
十
七
八
畝

志
乘
載
山
川
名
象
源
流
徃
徃
零
星
數
語
意
取
簡
嚴

該
括
卒
之
掛
漏
影
响
辭
不
達
意
致
使
高
山
巨
川
等

之
土
阜
蹄
涔
甚
或
方
向
錯
亂
位
次
倒
置
雖
生
於
斯

長
於
斯
而
展
卷
茫
然
率
苦
巢
樓
而
莫
辨
其
林
夫
史

例
志
體
尙
簡
而
事
不
能
達
倣
古
而
制
不
符
今
𤥨
句

而
辭
晦
其
意
考
核
疎
謬
事
不
實
錄
皆
譏
辭
取
達
意

而
止
豈
徒
以
少
爲
貴
乎
兹
記
慮
飲
水
忘
源
𡩋
詳
勿

畧
山
必
肖
形
紀
勝
水
則
窮
源
竟
委
俾
巨
細
崇
卑
咸

開
生
面
披
册
如
指
諸
掌
書
地
可
以
成
圖
故
不
憚
語

之
繁
詞
之
複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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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宜
城
縣
志
卷
之
一
下

方
輿
志

古

蹟

　

津

梁

　

風

俗

古
蹟

宅

墓

附

羅
川
城
在
縣
西
南
古
羅
國

省

志

伐
絞
之
役
楚
師
分
渉
於

彭
羅
人
欲
伐
之

左

傳

羅
在
宜
城
縣
西
山
中
杜
注
東
水

厯
宜
城
西
上
又
東
南
逕
羅
川
城
城
故
羅
國
也

水

經

注

按
諸
書
所
稱
羅
在
今
縣
西
境
無
疑
舊
志
謂
在
縣
東

北
二
十
五
里
者
誤

故
襄
城
在
縣
南
十
五
里
省
志
楚
故
城
今
謂
之
故
牆
即
鄢

也
故
城
今
爲
牆
者
由
梁
太
祖
父
烈
祖
名
誠
當
時
避
之

故
至
今
猶
然

元

豐

類

稿

謹
按
故
牆
即
故
城
也
後
世
語

音
轉
變
訛
牆
爲
襄
因
復
加
以
城
字
厯
來
志
家
未
有
得

其
解
者
頼
有
元
豐
類
稿
及
漢
隷
字
源
爲
可
據
耳

省

志

按
解
者
謂
楚
頃
襄
王
時
秦
將
白
起
決
鄢
水
灌
楚
都

拔
之
以
爲
鄢
縣
漢
初
因
之
惠
帝
改
鄢
爲
宜
城
徙
治

今
之
故
宜
城
後
復
遷
此
魏
武
置
襄
陽
郡
初
以
宜
城

爲
治
所
後
移
郡
治
於
襄
陽
因
以
故
襄
目
之
其
說
似

矣
然
秦
之
鄢
縣
漢
初
因
之
惠
帝
西
徙
後
復
遷
置
者

寔
在
今
縣
南
九
里
之
宜
城
故
城
不
在
此
土
襄
陽
郡

烏
得
治
此
府
志
特
臆
說
耳
互
詳
於
城
池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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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又
按
路
史
熊
繹
初
封
丹
陽
今
秭
歸
武
徙
枝
江
亦
曰

丹
陽
楚
文
都
南
郢
即
江
陵
又
謂
故
郢
昭
王
避
吳
遷

都
今
宜
城
爲
北
郢
惠
王
遷
鄢
在
宜
城
曾
氏
謂
屈
瑕

亂
鄢
以
濟
者
鄀
鄢
非
久
都
故
惠
王
末
墨
翟
重
繭
趨

郢
宣
王
時
王
宫
遇
盗
郢
軍
見
黜
懷
王
入
秦
齊
使
郢

中
立
王
皆
昭
惠
以
後
事
然
則
謂
頃
襄
大
去
後
人
以

此
爲
襄
王
故
城
謂
之
故
襄
城
者
亦
未
之
深
考
也

鄀
縣
故
城
在
縣
南
春
秋
鄀
國
楚
滅
以
爲
邑
昭
王
徙
都
於

此
秦
置
縣
漢
及
晋
屬
南
郡
宋
齊
屬
馮
翊
郡
後
周
廢

省

志

南
郡
若
注
楚
昭
王
自
郢
徙
此
師
古
曰
春
秋
傳
作
鄀

漢

書

地

理

志

沔
水
又
經
鄀
縣
故
城
南
鄀
縣
南
臨
沔
津

津
南
有
石
山
山
上
有
烽
火
臺
臺
北
有
大
城
城
即
楚
昭

王
爲
吳
所
廹
絶
郢
徙
都
之
所

水

經

注

春
秋
鄀
國
城
在

樂
鄉
縣
北
三
十
七
里

元

和

志

按
鄀
旣
爲
楚
昭
王
徙
都
之
所
而
故
襄
城
內
王
宫
殿

城
形
趾
猶
在
其
爲
一
地
無
疑
惟
括
地
志
云
故
鄀
城

在
樂
鄉
縣
東
北
三
十
三
里
楚
昭
王
所
徙
在
故
襄
城

東
五
里
後
來
諸
志
遂
因
此
析
而
爲
二
抑
思
考
据
地

理
必
其
近
而
可
信
者
班
書
以
漢
人
志
秦
周
事
自
較

後
人
爲
確
況
故
襄
城
形
勢
雄
勝
垣
墉
巋
然
至
今
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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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在
碎
瓦
陊
磚
縱
横
布
野
而
城
西
五
里
一
望
蕩
夷
夫

楚
昭
至
今
二
千
餘
年
秦
置
鄀
縣
北
周
始
廢
豈
有
遠

者
未
盡
邱
墟
而
近
者
反
爲
灌
莽
耶
況
昭
王
遷
鄀
雖

非
久
都
然
旣
去
之
後
先
王
之
宗
廟
固
在
也
當
日
必

建
爲
都
邑
秦
旣
得
楚
之
都
豈
有
不
邑
於
此
而
別
營

於
其
西
之
五
里
者
此
情
事
之
必
不
然
者
也
省
志
旣

謂
鄀
縣
爲
昭
王
所
徙
而
又
載
括
地
志
之
說
不
幾
自

相
矛
盾
乎
茲
分
列
二
城
仍
其
舊
例
而
詳
辨
之
以
諗

實
事
求
是
者

宜
城
故
城
在
今
縣
南
九
里
本
古
鄢
國
秦
置
鄢
縣
漢
改
名

宜
城
而
治
西
徙
後
復
遷
此
宋
大
明
元
年
改
宜
城
曰
華

山
移
治
大
隄
　
南
郡
宜
城
故
鄢
惠
帝
三
年
改
名

漢

書

地

里

志

宜
城
縣
故
城
在
今
襄
州
率
道
院
南
其
地
出
美

酒
後

漢

書

注

故
宜
城
在
縣
南
九
里

元

和

志

今
宜
城
縣

南
有
宜
城
故
城
即
古
鄢
國
也

春

秋

傳

說

彚

纂

宜
城
遷

縣
在
古
郾
子
國

括

地

志

府
志
因
萬
厯
志
誤
云
即
楚
鄀
縣
遂
謂
鄢
鄀
漢
分
兩

縣
不
得
以
一
城
當
之
即
地
出
美
酒
亦
謂
未
確
乃
以

秦
之
鄢
縣
漢
改
爲
宜
城
者
爲
今
之
故
襄
城
抑
思
彼

爲
鄀
國
昭
王
都
之
始
改
爲
鄢
郢
此
乃
古
鄢
國
耳
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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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城
故
城
在
古
鄢
國
非
古
鄀
國
也
況
括
地
志
謂
遷
縣

在
鄢
子
國
而
楚
封
郾
子
於
鄢
史
有
明
文
則
是
城
之

爲
古
鄢
無
疑
何
至
因
萬
厯
志
之
誤
而
一
槪
抹
殺
乎

若
舊
縣
志
謂
即
今
治
則
竟
忘
𨚫
貞
元
遷
縣
一
節
矣

故
宜
城
在
縣
西
三
十
里
地
名
北
湖
罔
城
址
尚
存
背
負
小

尖
山
面
帶
蠻
河
即
漢
改
鄢
爲
宜
城
所
遷
之
舊
治
也
故

宜
城
有
舊
縣
廟
俗
呼
爲
杞
縣
廟

省

志

此
城
西
去
三
里

即
今
南
漳
縣
界
然
漢
宜
城
西
界
尙
遠
故
丁
蘭
傳
稱
僑

寓
宜
城
而
孝
子
故
蹟
俱
在
南
漳
其
明
徵
矣

府

志

府
志
及
舊
志
以
唐
蕭
頴
士
登
故
宜
城
賦
載
此
下
今

按
賦
序
云
遜
地
襄
陽
陪
幕
府
源
公
赴
江
陵
作
不
知

何
縁
迂
道
至
此
及
考
賦
中
所
言
厯
隤
墉
而
訊
諸
乃

楚
鄢
之
遺
城
則
似
今
縣
南
九
里
之
宜
城
故
城
者
蓋

彼
實
爲
往
來
必
經
而
亦
有
故
宜
城
之
稱
如
元
和
志

所
云
是
也

邔
縣
故
城
在
縣
東
北
本
楚
邑
秦
置
縣
漢
屬
南
郡
晋
宋
齊

屬
襄
陽
郡
梁
改
置
率
道
縣
而
此
城
廢
省
志
邔
侯
國
有

黎
邱
城

後

漢

書

郡

國

志

沔
水
南
過
邔
縣
東
北
縣
故
楚

邑
也
秦
以
爲
縣

水

經

注

縣
本
漢
邔
縣
地
也
城
東
臨
漢

江
古
語
曰
邔
無
東
言
其
東
逼
漢
江
其
地
短
促

元

和
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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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禹
貢
錐
指
云
三
洲
口
在
襄
陽
縣
地
古
邔
縣
之
北
府

志
因
此
謂
古
邔
縣
在
漢
水
之
東
接
襄
陽
南
界
不
知

元
和
志
明
言
城
東
臨
漢
江
則
所
謂
三
洲
口
在
縣
北

者
或
指
當
時
縣
境
而
言
觀
後
漢
書
言
邔
有
黎
邱
城

是
漢
東
原
有
邔
屬
地
而
府
志
又
因
水
經
注
有
黎
邱

城
在
觀
城
西
二
里
之
語
遂
謂
觀
城
即
邔
縣
皆
影
響

之
談
耳

率
道
故
城
在
縣
北
梁
置
唐
天
寳
初
改
爲
宜
城
縣
貞
元
中

移
治

省

志

襄
陽
郡
率
道
梁
置

隋

書

地

理

志

省
志
又
引
縣
志
東
洋
古
城
注
於
此
下
蓋
既
以
漢
南

爲
今
縣
治
故
以
東
洋
之
古
城
當
率
道
也
率
道
既
以

爲
在
漢
東
故
府
志
以
邔
縣
亦
在
漢
東
此
皆
相
沿
而

誤
耳

漢
南
城
在
東
洋
有
古
隄
又
有
古
城
宋
武
帝
築
宜
城
大
隄

移
華
山
郡
及
華
山
縣
治
焉

方

輿

紀

要

華
山
太
守
胡
人

流
寓
孝
武
大
明
元
年
立
今
治
大
隄
領
縣
三
華
山
令
與

郡
俱
立

宋

書

州

郡

志

西
魏
改
縣
爲
漢
南
屬
宜
城
郡
後

周
省
宜
城
郡
入
武
泉

隋

書

地

理

志

武
德
四
年
襄
州
領

漢
南
縣
貞
觀
八
年
省
漢
南
入
率
道

舊

唐

書

地

理

志

古

城
隄
舊
志
云
縣
北
三
十
里
地
名
東
洋
古
城
蹟
存
縣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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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云
在
羊
𧙖
汊
東
北
考
漢
水
入
宜
城
即
南
逕
羊
𧙖
汊
則

縣
東
北
固
有
一
古
城
築
此
隄
衛
之
耳
然
東
洋
之
名
無

考
豈
晋
宋
時
僑
置
郡
縣
城
之
别
名
歟

府

志

此
城
府
志
不
載
而
古
城
隄
下
云
云
意
即
指
此
故
併

於
一
省
志
以
爲
在
今
縣
治
而
引
寰
宇
記
云
大
隄
城

今
宜
城
縣
相
傳
呼
爲
大
隄
城
迄
今
不
改
抑
思
華
山

之
治
大
隄
史
有
明
文
今
東
洋
之
大
隄
地
有
實
證
何

不
思
而
傳
訛
至
此
耶

上
洪
故
城
在
縣
東
南
北
朝
宋
置
天
水
郡
畧
陽
縣
西
魏
改

曰
上
洪
唐
省

省

志

宋
元
嘉
中
平
楊
難
當
度
父
明
與
千

餘
家
隨
居
襄
陽
乃
立
天
水
郡
畧
陽
縣
以
居
之

南

史

焦

度

傳

南
天
水
太
守
徐
志
本
西
戎
流
寓
今
治
巖
州
領
縣

四
華
陰
令
西
縣
令
畧
陽
侯
相
河
陽
令

宋

書

州

郡

志

襄

陽
郡
上
洪
宋
僑
立
畧
陽
縣
梁
又
立
德
廣
郡
西
魏
改
曰

上
洪
開
皇
初
郡
廢
又
梁
置
新
野
郡
西
魏
改
曰
威
𡩋
後

周
廢

隋

書

地

理

志

武
德
四
年
鄀
州
領
上
洪
縣
貞
觀
元

年
省

舊

唐

書

地

理

志

秦
南
廢
郡
在
縣
北

省

志

梁
置
秦
南
郡
後
周
廢

隋

書

地

理

志

按
其
地
當
在
黎
邱
城
下
秦
洲
之
南
故
名

一

統

志

省
志
又
載
有
馮
翊
廢
郡
武
建
廢
郡
惠
懷
廢
縣
今
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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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馮
翊
治
鄀
廢
郡
即
鄀
縣
故
城
不
應
重
出
隋
書
言
後

周
廢
武
建
郡
及
惠
懷
石
梁
歸
仁
鄢
等
四
縣
入
漢
南

武
建
並
不
詳
其
所
始
何
出
名
其
故
墟
若
惠
懷
則
本

梁
置
之
旌
陽
西
魏
又
改
爲
武
山
隋
大
業
初
廢
入
樂

鄕
夫
西
魏
已
改
武
山
而
北
周
猶
曰
惠
懷
惠
懷
已
入

漢
南
而
武
山
又
入
樂
鄉
是
皆
彼
此
互
異
不
可
强
解

之
處
附
録
於
此
以
俟
考

黎
邱
城
在
縣
東
卽
今
楚
王
城
　
邔
侯
國
有
黎
邱
城

後

漢

書

郡

國

志

秦
豐
自
號
楚
黎
王
注
黎
邱
故
城
在
襄
州
率

道
縣
北

後

漢

書

光

武

帝

紀

沔
水
東
南
逕
黎
邱
故
城
西

其
城
下
對
繕
洲
秦
豐
居
之
故
更
名
秦
洲
城
在
觀
城
西

二
里
建
武
四
年
朱
祐
自
觀
城
禽
豐
於
黎
邱
是
也

水

經

注

秦
豐
黎
邱
鄉
人
黎
邱
楚
地
故
稱
楚
黎
王

襄

陽

記

按
楚
王
城
舊
縣
志
及
府
志
皆
云
白
起
灌
鄢
楚
王
因

城
於
此
今
考
史
記
楚
世
家
秦
白
起
㧞
我
郢
襄
王
兵

散
遂
不
復
戰
東
北
保
於
陳
城
則
襄
王
當
日
未
嘗
城

此
惟
更
始
時
邔
縣
人
秦
豐
據
黎
邱
城
以
叛
自
號
楚

黎
王
水
經
注
云
其
城
下
對
繕
洲
豐
改
秦
洲
今
其
洲

更
名
中
洲
又
改
爲
萬
楊
洲
其
地
實
在
楚
王
城
南
與

水
經
注
黎
邱
城
地
形
適
符
然
則
楚
王
城
即
黎
邱
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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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無
疑
其
名
楚
王
者
或
當
世
之
人
稱
謂
秦
豐
後
人
相

沿
誤
指
爲
楚
襄
王
耳
因
折
衷
而
歸
於
一

採

訪

記

又
按
楚
王
城
道
志
謂
在
縣
東
北
三
十
里
蓋
以
故
襄

城
故
鄢
縣
訛
爲
今
縣
治
故
記
里
獨
殊
至
舊
府
志
誤

引
括
地
志
之
注
故
鄀
城
者
以
注
此
城
遂
以
故
襄
城

之
昭
王
廟
楚
王
宮
並
在
是
城
以
致
道
志
疑
即
昭
王

徙
都
於
鄀
之
城
省
志
亦
踵
此
謬
實
皆
未
細
繹
括
地

志
之
注
府
志
駁
之
是
也
第
以
觀
城
謂
即
邔
縣
亦
屬

未
考
耳

採

訪

記

烏
耳
城
縣
北
四
十
里
地
名
圓
通
寺

府

志

按
此
城
𡬶
繹
諸
志
乘
當
即
梁
置
率
道
唐
天
寳
元
年

改
復
宜
城
之
故
城
不
知
何
縁
目
爲
烏
耳
姑
仍
之
或

曰
烏
耳
馬
名
水
經
注
云
沔
水
又
南
過
邔
縣
東
北
沔

水
之
左
有
騎
城
周
廽
二
里
餘
髙
一
丈
六
尺
即
騎
𠅘

也
殆
即
烏
耳
城
亦
無
明
又
可
稽

採

訪

記

蠻
城
在
縣
南

省

志

淇
水
逕
蠻
城
城
在
縣
南
三
十
里

水

經

注

觀
林
城
在
縣
南
五
十
五
里
地
名
王
城
港
址
猶
存

省

志

王

城
港
亦
名
皇
膳
港
明
世
宗
狩
承
天
進
膳
於
此
至
今
溽

暑
無
蚊

參

舊

志

採

訪
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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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按
城
距
縣
實
七
十
五
里
省
志
未
實
若
進
膳
之
說
意

當
日
翠
華
所
幸
理
亦
有
之
故
老
傳
聞
豈
盡
無
徵
府

志
必
一
概
斥
之
亦
刻
矣

杜
康
臺
在
縣
治
東
五
十
歩
俗
傳
杜
康
造
酒
於
此

省

志

有

井
曰
杜
康
井
在
臺
下
昔
康
造
酒
於
此
相
傳
井
有
酒
味

香
人
莫
敢
聞
今
亦
湮
人
或
於
臺
下
掘
得
土
瓶
塼
埴
古

樸
非
近
代
物
以
之
貯
墨
養
花
不
易
乾
缷
明
正
德
間
邑

令
朱
崇
學
建
𠅘
臺
上
邑
令
張
相
又
圍
以
石
欄
顔
其
額

曰
杏
花
樓
狀
元
亭
先
是
童
謡
曰
杜
康
臺
缷
狀
元
生
因

以
名
亭
萬
厯
三
十
年
邑
令
胡
明
佐
更
廣
規
制
左
右
設

門
旁
翼
以
厨
時
會
飲
遊
憇
其
上
以
行
樂
著
有
碑
記
崇

禎
未
屢
罹
兵
燹
亭
樓
俱
燬
乾
隆
間
止
存
三
石
柱
今
柱

亦
就
澌
滅
惟
餘
荒
臺
然
登
眺
四
望
仍
佳
境
也
前
人
稱

康
臺
夜
月
爲
縣
勝
景
洵
非
虛
謬

參

府

縣

志

及

採

訪

記

郾
子
臺
在
西
門
內
舊
志
不
載
而
臺
址
尙
存
按
括
地
志
雖

有
古
郾
子
國
之
文
然
郾
國
在
河
南
郾
城
縣
則
此
臺
亦

後
人
附
會
所
稱
也

府

志

按
正
字
通
郾
字
註
郾
音
堰
即

古
郾
子
國
故
地
今
爲
開
封
府
許
州
郾
城
縣
郾
城
爲
故

地
則
有
遷
封
明
甚
考
縣
志
封
贈
條
下
首
載
楚
封
郾
子

於
鄢
城
池
條
下
載
故
宜
城
改
遷
郾
子
國
括
地
志
亦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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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宜
城
遷
縣
在
古
郾
子
國
合
諸
說
以
觀
宜
城
之
有
郾
臺

古
蹟
不
爲
無
據
府
志
未
爲
確
論
也
遺
址
在
西
門
內
城

隍
廟
後
舊
有
小
佛
塔
識
其
處
雕
製
甚
古
嘉
慶
間
邑
人

惑
形
家
言
夜
半
毁
之
今
形
與
紫
葢
山
岡
混
而
爲
一
無

復
所
謂
臺
矣

採

訪

記

釣
魚
潭
在
縣
東
南
五
十
里
赤
山
滴
水
厓
下
今
名
紅
山
頭

相
傳
姜
太
公
釣
魚
於
此
燈
烟
之
跡
尙
存

參

舊

志

及

採

訪

記

楚
王
宮
在
故
襄
城
內
　
楚
昭
王
廟
後
小
城
葢
王
居
也
其

內
處
偏
髙
廣
圓
方
八
九
十
畝
號
殿
城
當
是
王
朝
内
之

所
也
多
甎
可
爲
書
硯

韓

愈

宜

城

驛

記

此
宮
省
志
不
載
而
載
韓
愈
記
語
於
楚
王
城
下
轉
謂

縣
志
謂
楚
王
城
在
縣
東
者
誤
而
引
一
統
志
以
實
之

其
實
今
縣
東
有
楚
王
城
至
今
土
人
猶
未
改
稱
謂
省

志
特
信
耳
而
駁
之
耳

浣
沙
嘴
在
縣
東
南
六
十
里
里
人
云
在
今
流
水
溝
南
名
已

無
考
春
秋
時
伍
員
亡
命
遇
浣
沙
女
子
胥
戒
勿
洩
女
即

抱
石
投
江
於
此
後
人
名
爲
浣
沙
嘴

舊

志

夫
子
埡
縣
西
南
四
十
里
覆
船
山
南
相
傳
孔
子
曾
遊
此
故

名
或
即
陳
蔡
既
阨
書
社
不
封
時
歟

府

志

按
楚
昭
王
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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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
師
迎
孔
子
至
楚
而
楚
都
在
鄢
則
夫
子
轍
迹
之
至
鄢
審

矣
舊

志

善
謔
驛
在
宜
城
縣
北
即
湻
于
髠
放
鷹
處

輿

地

紀

勝

齊
王

使
湻
于
髠
獻
鵠
於
楚
出
邑
門
道
飛
其
鵠
徒
揭
空
籠
造

詐
成
辭
徃
見
楚
王
曰
齊
王
使
臣
來
獻
鵠
過
於
水
上
不

忍
鵠
之
渴
出
而
飲
之
去
我
飛
亡
吾
欲
刺
腹
絞
頸
而
死

恐
人
之
議
吾
王
以
鳥
獸
之
故
令
士
自
傷
殺
也
鵠
毛
物

多
相
類
者
吾
欲
買
而
代
之
是
不
信
而
欺
吾
王
也
欲
赴

佗
國
奔
亡
痛
吾
兩
主
使
不
通
故
來
服
過
叩
頭
受
罪
大

王
楚
王
曰
善
齊
王
有
信
士
若
此
哉
厚
賜
之
財
倍
鵠
在

也
史

記

滑

稽

列

傳

按
驛
實
在
縣
西
北
十
七
里
今
侯
塘
營
有
髠
墓
在
焉

省
府
志
皆
云
縣
北
誤
援
輿
地
紀
勝
而
言
耳
至
云
放

鷹
亦
與
史
記
小
異

走
馬
隄
有
三

省

志

軼

一
在
故
襄
城
東
抵
果
河
口
楚
人
走

馬
之
地
一
在
蘇
湖
驛
旁
白
起
攻
楚
走
馬
之
地
一
在
縣

北
十
五
里
自
故
宜
城
扺
漢
江
三
十
餘
里
亦
古
走
馬
之

地
道

志

操
軍
場
二
一
在
黃
憲
塜
南
白
起
操
軍
之
地
一
在
縣
東
南

五
十
里
漢
　
關
帝
操
軍
之
地

舊
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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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
打
鼓
臺
在
縣
南
八
里
地
名
圓
倉
今
名
團
岡
狀
地
形
也
秦

白
起
操
軍
處
臺
下
有
走
馬
隄

舊

志

冠
蓋
里
在
縣
北
接
襄
陽
南
界
　
宜
城
縣
有
太
山
山
下
有

廟
漢
末
多
士
其
中
刺
史
二
千
石
卿
長
數
十
人
朱
軒
華

蓋
同
會
廟
下
荆
州
刺
史
行
部
見
之
雅
嘆
其
勝
號
曰
冠

蓋
里
刻
石
銘
之
太
山
以
建
安
三
年
崩
碑
在
𣱵
嘉
中
爲

人
所
毁
今
但
傳
其
餘
文

水

經

注

明
志
入
襄
陽
縣
云
自

峴
山
南
至
宜
城
泰
山
廟
下
百
餘
里
云
云
按
峴
山
南
至

漢
之
故
宜
城
㡬
及
百
里
維
時
冠
蓋
雖
盛
烏
得
連
延
掩

映
如
是
遠
耶
長
安
洛
陽
恐
亦
未
能
至
此
萬
厯
修
志
時

既
不
能
抺
煞
叙
中
宜
城
二
字
妄
增
自
峴
山
南
百
有
餘

里
數
字
不
亦
侈
張
失
實
乎
今
改
人
宜
城
第
當
在
漢
時

故
宜
城
之
泰
山
廟
而
非
今
城
南
之
新
舊
兩
廟
也

府

志

舊
站
園
在
縣
南
四
十
五
里
八
里
岡
西
北
唐
太
傳
于
頔
遷

縣
城
改
驛
道
於
此
跡
尙
存

府

志

廢
宜
城
驛
在
故
襄
城
內
驛
前
有
水
傳
爲
白
起
堰
韓
昌
黎

有
記
見
藝
文

省

志

賁
于
園
在
城
內
西
街
明
侍
郎
王
凝
故
宅
撫
治
王
世
貞
遊

此
有
詩
府
守
汪
道
昆
作
賁
于
堂
記

府

志

宅
墓

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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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
宋
玉
宅
在
縣
南
三
里
宋
玉
墓
南
道
志
省
志
俱
誤
云
三
十

里
　
縣
南
有
宋
玉
宅

水

經

注

按
宋
玉
宅
有
三
此
其
里

居
也
一
在
歸
州
從
屈
原
遊
學
時
所
居
一
在
江
陵
則
服

官
郢
都
時
居
之

一

統

志

按
渚
宮
故
事
庾
信
因
侯
景
之
亂
自
建
康
遁
歸
江
陵

居
宋
玉
故
宅
哀
江
南
賦
所
謂
誅
茅
宋
玉
之
宅
是
也

又
歸
州
東
二
里
相
公
嶺
上
有
宋
玉
宅
郢
州
又
紀
洪

武
中
建
安
陸
州
學
於
蘭
臺
即
宋
玉
宅
舊
址
又
不
但

如
一
統
志
所
言
三
者
已
也
蓋
名
賢
所
至
人
争
豔
之

昔
日
居
停
之
所
後
世
莫
不
以
故
宅
目
之
然
玉
乃
宜

産
宅
又
在
墓
側
自
當
以
在
宜
城
者
爲
確

採

訪

記

王
𨓜
宅
在
縣
西
故
宜
城
西
北
二
百
歩
土
人
呼
爲
王
家
屋

塲
府

志

習
郁
宅
在
縣
東
習
郁
宅
有
二
一
在
襄
陽
縣
南
習
家
池
畔

一
在
宜
城
縣
東

省

志

猪
蘭
橋
北
有
習
郁
宅
宅
畔
有
魚

池
池
不
假
功
自
然
通
洫
長
六
七
十
歩
廣
十
丈
常
出
名

魚
水

經

注

段
成
式
宅
在
縣
南
十
五
里
今
名
叚
家
營
别
業
在
木
香
村

縣
東
南
七
十
五
里
即
今
關
家
營
　
曲
徑
清
溪
蒼
松
翠

煙
雲
繚
繞
焉

道

志

宜
城
山
川
頑
劣
而
多
産
才
士
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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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
玉
王
𨓜
叚
成
式
皆
生
其
地
今
叔
師
故
宅
在
城
南
故
宜

城
西
柯
古
吾
鄉
臨
淄
人
又
云
梁
鄒
人
其
父
文
昌
封
鄒

平
郡
公
今
鄒
平
有
地
曰
叚
橋
傳
爲
文
昌
舊
居
而
宜
城

有
木
香
村
亦
云
叚
氏
故
宅
所
未
詳
也

王

阮

𠅘

蜀

道

驛

程

記

宜
城
縣
有
木
香
村
叚
成
式
别
業
於
此
村
生
異
竹

成
式
圖
送
徐
商

寰

宇

記

舊
志
或
云
縣
南
十
五
里
或
云
縣
東
六
十
里
府
志
謂

故
趾
已
湮
未
詳
所
在
今
按
縣
南
十
五
里
叚
氏
旗
姓

甚
蕃
云
是
柯
古
苖
裔
故
宅
傳
聞
在
彼
寰
宇
記
謂
木

香
村
爲
别
業
則
叚
家
營
爲
故
園
不
爲
無
據
矣

楚
昭
王
墓
在
縣
南
故
襄
城
內
墓
大
逾
畝
許
前
六
十
餘
歩

有
穹
碑
𥤮
立
殘
剥
已
甚
字
跡
篆
體
而
無
一
完
字
可
讀

俗
傳
曾
被
龍
爪
乃
因
剥
蝕
之
形
而
妄
稱
之
然
斷
非
秦

漢
後
物
墓
左
數
十
歩
有
井
至
今
自
爲
昭
王
井

府

志

今

墓
則
猶
是
井
已
無
迹
碑
體
亦
毁
其
半
仆
地
而
没
其
半

土
人
云
爲
雷
擊
飛
去
有
人
曾
於
川
中
見
者
其
說
尤
妄

墓
南
餘
古
楸
三
株
連
抱
参
天
遥
瞻
數
十
里
即
見

採

訪

記

昭
王
墓
湖
北
省
凡
三
見
一
在
襄
陽
一
在
當
陽
一
在

宜
城
襄
陽
之
昭
王
墓
府
志
謂
在
習
池
北
據
南
雍
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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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
記
齊
建
元
中
盗
伐
王
塜
得
玉
器
古
書
竹
簡
疑
爲
周

昭
王
墓
謂
王
粲
登
樓
賦
西
接
昭
邱
即
指
此
當
陽
之

楚
昭
王
墓
通
志
謂
在
當
陽
縣
東
南
五
十
里
引
水
經

注
沮
水
南
經
昭
王
墓
東
對
麥
城
亦
謂
即
登
樓
賦
之

昭
邱
據
李
善
注
所
引
荆
州
圖
記
爲
證
今
按
縣
之
故

襄
城
爲
昭
王
遷
郢
於
鄀
故
地
今
城
址
內
朝
小
城
證

據
確
鑿
其
爲
楚
昭
王
墓
毫
無
疑
義
諸
說
葢
所
傳
聞

異
辭
云

舊
志
首
載
楚
平
王
墓
云
縣
南
四
十
五
里
乃
平
王
虛

墓
墓
前
有
廟
石
人
石
馬
石
羊
俱
存
又
破
河
腦
下
云

平
王
卒
國
人
葬
之
石
子
湖
水
中
而
立
虛
塜
江
南
岸

上
後
伍
員
以
吳
兵
入
楚
遂
破
河
掣
水
取
平
王
尸
鞭

之
故
名
今
考
荆
州
府
志
江
陵
亦
有
平
王
塜
在
斑
竹

岡
按
平
王
時
楚
尚
都
郢
即
今
江
陵
至
昭
王
始
遷
於

鄀
則
平
王
墓
自
當
以
在
江
陵
者
爲
確
故
不
録
而
附

記
於
此

金
汁
塜
楚
浣
沙
女
墓
也
在
縣
南
六
十
里
初
伍
員
出
亡
渡

漢
惟
浣
沙
女
見
之
員
戒
其
勿
洩
員
既
渡
女
乃
抱
石
自

沉
及
員
以
吳
師
入
郢
乃
攜
棺
葬
於
此
以
鐡
汁
貫
於
墓

以
報
不
洩
之
恩
故
名

府
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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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六

按
浣
紗
乃
溧
陽
史
氏
女
孟
郊
調
溧
陽
尉
嘗
徃
來
投

金
瀬
賦
詩
墓
自
以
在
溧
陽
爲
確
兹
訛
紗
爲
沙
紗
可

浣
沙
亦
可
浣
乎
且
以
鐡
汁
灌
墓
尤
爲
不
經
其
爲
附

會
無
疑
或
謂
員
破
楚
後
築
壇
祭
此
理
或
然
歟
辨
詳

浣
沙
女
傳

齊
辨
士
湻
于
髠
墓
在
宜
城
縣
北
善
謔
驛
申

輿

地

紀

勝

明

令
朱
崇
學
立
碑
使
風
港
路
西
並
立
小
碑
於
墓
前
今
小

碑
已
失
塜
上
榛
𣗥
蓬
顆
矣

參

舊

志

及

採

訪

記

按
湻
于
髠
墓
省
志
據
魏
書
地
形
志
謂
墓
在
今
臨
清

州
之
夏
津
縣
者
爲
確
府
志
據
史
記
謂
髠
乃
齊
人
楚

王
旣
禮
而
歸
之
何
爲
復
葬
于
此
駁
舊
志
後
來
仕
楚

之
語
爲
無
據
曾
亦
思
戰
國
卿
士
數
使
諸
侯
朝
秦
暮

楚
青
山
埋
骨
到
處
皆
家
縣
西
故
塜
巍
然
自
唐
以
來

名
賢
題
咏
與
夫
輿
地
紀
勝
之
所
記
府
縣
舊
志
之
所

録
豈
皆
附
會
遷
就
而
苟
爲
雷
同
者
歟

採

訪

記

楚
大
夫
宋
玉
墓
在
縣
南
三
里
宋
玉
宅
後
有
三
塜
並
列
明

嘉
靖
中
建
祠
其
旁

省

志

今
宅
已
廢
墓
大
及
畝
或
合
三

塜
而
併
於
一
耶
明
正
德
中
知
縣
朱
崇
學
立
碑
識
之
嘉

靖
間
都
御
史
路
迎
建
祠
堂
於
墓
前
自
爲
記
勒
於
碑
祠

堂
已
圮
今
尙
書
趙
宏
恩
觀
察
襄
鄖
時
題
詩
勒
石
與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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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
碑
俱
存

府

志

嘉
慶
間
邑
令
方
策
周
繚
以
垣
植
所
宜
木

其
中
兼
置
守
塜
者
𢌿
以
田
立
碑
記
之

採

訪

記

漢
侍
中
王
𨓜
墓
在
鯉
魚
橋
南
侍
中
王
𨓜
碑
在
宜
城
縣
南

三
里

天

下

碑

録

按
此
墓
諸
志
不
載
而
天
下
碑
録
既
云
碑
在
縣
南
三

里
則
墓
爲
不
虛
矣
况
今
俗
諺
猶
曰
鯉
魚
橋
下
王
生

墓
故
援
採
訪
記
補
入

漢
處
士
黃
憲
墓
在
縣
西
北
十
五
里

省

志

在
縣
北
官
路
東

輿

地

紀

勝

明
正
德
間
邑
令
朱
崇
學
立
碑
路
旁
嘉
靖
間

提
學
徐
栻
立
祠
祀
之
自
爲
記
勒
於
碑
萬
厯
間
知
縣
梁

雍
遷
舊
碑
於
迎
恩
舖
仍
立
小
碑
於
墓
前
今
祠
已
久
圮

而
墓
具
存
憲
愼
陽
人
以
訪
友
王
𨓜
至
此
後
葬
焉

府

志

國
朝
邑
令
黃
含
章
置
祭
田
嵗
以
冬
至
日
特
牲
祀
之
因
舊

碑
剝
落
易
以
新
石
今
圮
道
光
七
年
署
令
于
鼎
培
復
勒

石
墓
前

漢
司
徒
黃
尙
墓
在
宜
城
東
　
邔
城
南
有
黃
家
墓
墓
前
有

𩀱
石
闕
雕
製
甚
工
俗
謂
之
黃
公
闕

水

經

注

漢
南
陽
太
守
秦
頡
墓
在
宜
城
縣
南

省

志

新
陂
水
厯
宜
城

大
城
中
逕
漢
南
陽
太
守
秦
頡
墓
北
頡
鄀
人
也
以
江
夏

都
尉
爲
南
陽
太
守
逕
宜
城
中
見
一
宅
東
向
頡
住
車
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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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八

之
曰
此
處
可
作
塜
後
卒
於
南
陽
喪
還
至
昔
住
車
處
車

不
肯
進
故
吏
爲
市
此
宅
葬
之
塜
前
有
二
碑

水

經

注

南

陽
太
守
秦
頡
碑

上

缺

胄
伯
益

下

缺

佐
成
禹
績

下

缺

曰

下

缺

以
下

缺

邦
奕
世
載
德
乃
篤
生
君
禀
堅
和
之
行
秉

賢
明
之

下

缺

施
不
求
報
惠
子

缺

一

字

然
而
質
性
剛
毅

温
㳟
以
將
之
勇

缺

以
守
貞

下

缺

有
全

缺

之
事
三
司
來

上
爲
會
稽
府
丞

下

缺

三
缺
光
和
三
年
拜

下

缺

宣
威
恩

齊
其
敎
不
易
其
俗

下

缺

交
缺

一

字

降
萬
有

缺

人
下

缺

可
下

缺

久
下

缺

之
後

下

缺

作
下

缺

子
道
焉

下

缺

之
方

下

缺

隷
釋
云
歐
陽
趙
皆
云
惟
存
其
額
予
所
得
者
猶
有

九
十
餘
字
內
有
光
和
三
年
字
葢
述
前
事
也
天
下
碑
録

云
有
二
碑
一
在
宜
城
一
在
南
陽
界

漢

隷

字

源

秦
頡
碑

中
有
篆
額
兩
行
其
暈
兩
重
皆
至
額
而
止
不
相
接
文
字

漫
滅
後
有
題
名
數
行

隷

續

孝
亷
宛

缺

二

字

子
仁
孝
亷

安
衆

下

缺

孝
亷
安
衆
劉
略
子
逹
孝
亷
安
衆

缺

四

字

孝

亷
安
衆
張
儉
子
約
孝
亷
章
陵

缺

四

字

孝
亷
新
野
陰
剛

子
直
孝
亷
犫

缺

四

字

孝
亷
順
陽
郭
儀
文
卿
孝
亷
葉
虞

缺

三

字

孝
亷
宛
史
琬
子
俊
孝
亷
章

缺

二

字

能
茂
升
上

計
掾
平
氏
朱
諒
季
平
上
計
掾

缺

二

字

育
子
和
上
計
史

宛
卓
韶

缺

伯
上
計
史
宛

缺

艾
缺

二

字

上
計

下

缺

南
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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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九

太
守
秦
君
碑
其
後
有
孝
廉
十
一
人
計
掾
吏
五
人
題
名

隷

釋

匡
王
塜
在
縣
東
七
里
未
詳
何
代
按
漢
更
始
時
有
王
匡
爲

新
市
帥
更
始
封
爲
定
國
公
進
封
比
陽
王
或
卽
其
墓
府

志

或
曰
卽
明
康
簡
王
墓
俗
傳
去
簡
字
稱
爲
康
王
墓
又

訛
爲
匡
王
墓
今
雲
水
洲
塘
堰
中
髙
塜
是
也
但
無
明
文

可
考
未
審
是
否

採

訪

記

漢
將
軍
向
寵
墓
在
縣
東
北
毛
家
港
一
里
有
石
羊
存

舊

志

按
寵
乃
宜
産
卒
後
歸
葬
故
里
事
無
可
疑
府
志
臆
𠖥

卒
在
蜀
時
襄
郡
已
属
魏
不
得
歸
葬
宜
城
蓋
以
畛
域

私
意
窺
當
時
國
主
器
度
不
思
負
骸
乞
骨
由
於
子
孫

至
情
不
能
自
已
天
下
公
義
非
法
與
地
所
得
而
禁
烏

得
執
一
見
以
尚
論
古
事

採

訪

記

漢
侍
中
馬
良
塜
在
縣
西
南
四
十
里
覆
船
山
北
𪋤
地
名
馬

王
冲
俗
呼
爲
馬
王
塜
則
轉
音
之
誤
今
塜
已
陷
里
人
有

自
中
獲
誌
石
者
其
篆
額
猶
有
馬
字
存
焉

按
良
本
邑
人
史
稱
良
從
先
主
征
吳
彛
陵
遇
害
其
歸

葬
於
宜
亦
死
正
邱
首
之
常
無
足
怪
者
府
志
因
俗
譌

馬
王
塜
謂
良
無
王
稱
疑
非
其
塜
未
免
以
文
害
辭
矣

唐
太
常
少
卿
段
成
式
墓
在
縣
南
士
五
里
段
家
營
其
後
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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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
曾
有
碑
記
今
失

七
十
二
塜
縣
北
至
潼
口
大
塜
七
十
有
二
相
傳
皆
漢
唐
以

來
將
相
名
臣
之
墓

虛
糧
塜
在
縣
南
四
十
里
春
秋
時
吳
楚
交
戰
積
糧
於
此
凡

二
百
餘
座

宋
歐
陽
國
公
墓
在
縣
東
曾
公
冲
有
三
塜
失
其
名

以

上

舊

志

宋
蹇
溫
故
墓
在
樊
村
洲
宰
相
夏
竦
爲
墓
表
明
萬
歴
甲
申

洲
崩
夏
表
出
人
始
知
爲
溫
故
墓

明
𥂁
運
副
使
鍾
亮
墓
在
城
北
紫
葢
山
岡

楊
家
塜
在
縣
西
四
十
里
孫
家
崗
塜
甚
高
未
詳
何
人

明
雲
南
廵
撫
王
凝
墓
在
縣
西
南
二
十
里
葉
家
塝
地
石
人

石
馬
尚
存

明
刑
部
侍
即
胡
價
墓
在
縣
西
南
胡
耳
冲
地

明
東
閣
大
學
士
邱
瑜
墓
在
縣
西
濫
泥
灣
順
治
十
年
長
子

之
敦
始
自
江
南
舁
骸
歸
葬

金
鷄
塜
在
縣
北
七
里
張
家
灣
岡
嶺
上
塜
有
四
大
皆
幾
𤱔

一
偏
東
南
其
三
排
列
西
北
偏
東
南
者
有
墓
門
㣲
露
石

端
府
道
志
載
於
光
化
縣
歐
陽
修
有
詩
宜
境
闕
如
然
則

縣
北
四
塜
故
老
傳
述
皆
孟
浪
歟
即
歐
詩
之
爲
光
爲
宜

亦
無
確
証
因
附
於
後

以

上

採

訪
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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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一

附

歐
陽
修
金
鷄
塜
詩

蠻
荆
鮮
人
秀
厥
美
爲
物
怪
禽
鳥
得
之
多
山
鷄
禀
其
粹

衆
彩
爛
成
文
其
色
不
可
繪
仙
衣
霓
紛
披
女
錦
花
綷
縩

輝
華
日
光
亂
臨
轉
目
晴
憊
高
田
啄
秋
粟
下
洞
飮
寒
瀨

清
唳
式
相
呼
舞
影
還
自
愛
豈
知
文
章
累
遂
使
網
羅
掛

及
禍
誠
有
媒
求
文
反
遭
賣
有
身
乃
吾
患
㫁
尾
亦
前
戒

不
羣
世
所
驚
甚
美
衆
之
害
稻
粱
雖
云
厚
樊
縶
豈
爲
泰

山
林
歸
無
期
羽
翮
日
已
鎩
用
晦
有
前
言
書
之
可
爲
誡

明
邑
令
陳
美
墓
在
城
東
北
隅
鎭
宜
樓
前
去
縣
署
數
武
明

季
闖
賊
陷
城
殉
亂
𣩵
此
乾
隆
十
年
署
令
安
依
仁
立
碑

表
其
墓
道
光
三
年
署
令
張
五
緘
甃
以
甓
並
爲
拓
其
墓

基
至
今
春
秋
二
仲
祭
文
廟
畢
邑
典
史
以
特
牲
祭
之

明
浙
江
義
烏
金
烈
女
碑
在
湍
灘
腦
泰
昌
元
年
女
隨
父
由

陝
西
苑
馬
寺
主
簿
回
籍
舟
泊
湍
灘
腦
遇
賊
慮
汚
投
淵

自
盡
郡
守
李
爲
京
奉
文
於
其
處
立
烈
女
死
節
碑
以
表

之
歲
久
剝
落
里
人
賈
楚
選
等
易
新
石
鐫
原
文
於
上

按
此
女
非
宜
土
著
舊
附
列
女
傳
殊
自
亂
其
例
然
其

烈
嚴
夏
日
節
茂
秋
霜
實
無
容
湮
没
故
詳
錄
於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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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二

津
梁

小
河
口
官
渡
縣
北
三
十
里
東
渡
漢
江
北
渡
潼
口
站
河
通

襄
陽
府
驛
路

小
營
渡
縣
北
二
十
五
里

臥
虎
崖
渡
縣
北
十
二
里

老
埠
口
渡
縣
北
七
里

雲
水
洲
渡
縣
北
五
里

縣
園
洲
渡
縣
東
三
里

寳
潼
河
渡
縣
東
七
里

牛
家
埠
口
渡
縣
東
南
十
八
里

茅
草
洲
渡
縣
東
南
三
十
里

余
家
腦
渡
縣
東
南
五
十
里
今
坍
水
中
淤
洲
曰
羅
家
洲

龍
旺
洲
官
渡
縣
南
五
十
里
今
移
南
下
數
里
油
坊
灣

亁
河
口
官
渡
縣
南
五
十
五
里
漢
洪
故
道
今
淤
岸
西
爲
郭

家
崗
仙
家
莊
岸
東
即
昔
柳
林
套
今
已
蹟
没
土
人
稱
爲

安
家
洲
洲
外
亁
河
出
口
即
昔
左
旗
套
水
塘
今
亦
被
水

嚙
劉
家
集
官
渡
縣
南
六
十
五
里
東
渡
淤
洲
爲
楊
家
洲
劉
家

洲
昔
漢
洪
走
洲
營
中
今
已
淤
合

倒
口
官
渡
在
劉
家
集
南
五
里
爲
蠻
河
滙
漢
處
南
渡
蠻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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卄
二

東
渡
漢
江
南
岸
爲
石
羊
灘
接
連
鍾
祥
芝
蔴
灘
漢
水
於

此
分
東
西
洪
西
洪
東
南
淤
爲
樊
村
洲
嘴
東
洪
東
岸
即

木
香
港
皇
饍
港
等
處
港
南
屬
鍾
祥

以
上
漢
水
西
岸
津
渡
十
四
處

羊
祜
汊
渡
縣
東
北
三
十
里

下
峯
寺
渡
縣
東
北
二
十
里
即
𦍑
家
灣
水
塘

五
車
渡
縣
北
十
五
里
今
渡
徙
南
營
里
今
淤

韓
公
渡
縣
東
十
里
昔
韓
文
公
曾
渡
此

官
莊
官
渡
縣
東
十
五
里
即
昔
望
江
集

樓
子
汊
渡
一
名
清
水
港
渡
縣
東
南
二
十
里

隂
港
渡
縣
東
南
三
十
里

練
江
渡
縣
東
南
五
十
里
今
細
流
無
渡

流
水
溝
渡
縣
東
南
六
十
里

皇
饍
港
官
渡
亦
名
木
香
港
渡
縣
東
南
八
十
里

以
上
漢
水
東
岸
津
渡
十
處

破
河
腦
渡
縣
南
四
十
五
里
北
三
里
爲
石
子
湖

蠻
河
官
渡
縣
西
南
四
十
里
新
店
舖
南
爲
通
荆
門
州
雲
貴

驛
路以

上
蠻
水
北
岸
津
渡
二
處

孔
家
灣
渡
縣
西
南
四
十
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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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四

龔
家
河
渡
縣
西
南
二
十
五
里

張
家
河
渡
縣
西
南
二
十
里

雷
家
河
渡
縣
西
南
十
五
里

廖
家
河
渡
縣
西
南
二
十
五
里

以
上
蠻
水
北
岸
津
渡
二
處

石
灰
窰
渡
縣
西
二
十
里
在
蠻
水
東

朱
家
嘴
渡
縣
西
北
三
十
里
在
蠻
水
北

以
上
蠻
水
東
北
兩
岸
津
渡
二
處

按
道
府
縣
志
均
載
縣
屬
有
東
灣
渡
道
志
註
在
縣
東

三
十
里
縣
志
註
在
縣
東
南
三
十
里
通
石
灰
窰
今
履

訪
縣
屬
津
渡
無
此
地
名
故
不
録

採

訪

記

善
善
橋
舊
名
林
濟
橋
在
大
東
門
外
橫
𨂍
市
中
明
令
張
鳴

岡
改
建
　
國
朝
邑
人
周
之
祥
重
葺
掘
出
舊
碑
遺
有
林

濟
橋
名
目
嵗
久
頺
壞
監
生
熊
宗
漢
徹
底
重
修
徃
來
稱

便
感
者
贈
稱
今
名

按
林
濟
橋
省
志
作
利
濟
橋
據
縣
志
註
林
濟
橋
在
東

門
外
利
濟
橋
在
東
關
外
語
甚
明
晰
省
志
誤

小
東
門
石
橋
舊
名
大
通
橋
明
令
朱
崇
學
原
建
後
令
雷
嘉

祥
重
修
嵗
久
傾
圮
道
光
八
年
冬
邑
令
于
鼎
培
改
建
易

甎
以
石
自
是
水
漲
不
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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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五

彭
氏
三
道
橋
中
橋
舊
名
利
濟
橋
明
令
雷
嘉
祥
修
年
久
橋

圮
耆
民
彭
佐
捐
新
在
東
闗
外
北
橋
在
䕶
國
寺
東
耆
民

彭
倬
捐
修
南
橋
在
操
軍
塲
隄
口
東
亦
彭
佐
捐
修

東
樂
善
橋
在
龍
頭
隄
外
通
城
市
官
道
據
府
志
即
昔
上
甎

橋
例
職
熊
星
㶿
易
石
拓
基
建
新

通
津
橋
地
名
楊
林
冲
城
北
十
里
在
王
家
岡
坡
下
通
明
正

店
路

明
正
店
宜
橋
去
城
北
十
五
里
通
小
河
口
驛
路

𣱵
濟
橋
地
名
大
橋
灣
城
北
二
十
七
里
通
小
河
口
襄
陽
驛

路
普
濟
橋
在
操
軍
塲
隄
南
據
府
志
即
昔
下
甎
橋
通
新
河
水

注
屈
家
溝

雙
石
橋
在
屈
家
溝
通
新
河
水
注
軛
頭
灣

利
官
橋
　
名
雙
合
橋
在
官
田
距
城
南
五
里
通
南
灙
腰
溝

水
漢
走
南
河
驛
路

官
田
小
橋
城
東
南
五
里
通
腰
溝
水
走
五
家
子
新
營
等
處

梅
家
灣
大
橋
城
南
二
十
里
通
西
壇
港
新
河
合
流
走
三
汊

港
郭
海
營
塘
汛

黃
家
溝
口
大
橋
城
東
南
十
八
里
通
新
河
木
里
溝
合
流
注

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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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六

鯉
魚
橋
城
西
南
二
里
舊
係
里
民
髙
縉
建
明
泰
昌
元
年
□

令
邱
程
雲
重
修
曾
立
通
濟
十
省
碑
今
失
通
木
里
溝
水

鄥
家
橋
在
髙
觀
舖
北
去
城
七
里
許
府
志
註
縣
南
七
里
有

酆
家
橋
無
鄔
家
橋
殆
今
昔
改
建
異
稱

龍
門
橋
縣
西
南
二
里
舊
名
王
家
橋
明
都
御
史
王
凝
建
乾

隆
二
十
五
年
縣
令
髙
遴
重
修
改
今
名
通
木
里
溝
水

述
志
橋
在
丁
家
壋
邑
捐
職
熊
星
㶿
捐
修
通
木
里
溝
水

中
和
橋
俗
名
雙
碑
橋
在
桑
樹
堰
南
邑
監
生
張
煥
斗
等
捐

修
通
木
里
溝
水

繼
志
橋
在
石
香
鑪
邑
監
生
熊
星
輝
捐
職
熊
星
㶿
等
捐
修

杜
平
寺
大
石
橋
縣
西
二
十
五
里
走
朱
家
嘴
界
牌
頭
路

三
汊
港
橋
在
石
灰
窰
北

牛
路
口
橋
本
名
積
善
橋
在
梁
家
壋
北
縣
北
十
五
里

衆
濟
橋
在
胡
家
坡
冲
下
縣
西
北
十
三
里

歐
家
坡
上
下
橋
縣
北
十
五
里

北
普
濟
橋
在
壬
子
陂

新
石
龍
橋
在
屈
家
營
縣
北
十
八
里

長
工
堰
橋
城
北
十
八
里
傭
人
沈
林
數
年
積
資
盡
以
捐
建

𩀱
龍
橋
在
劉
家
冲
縣
北
二
十
里

占
旗
營
橋
縣
北
二
十
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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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七

三
汊
港
木
橋
城
東
南
三
十
里
走
郭
海
營
塘
汛

郭
海
營
官
橋
城
東
南
四
十
里
通
倒
口
驛
路

百
姓
營
木
大
橋
城
南
四
十
五
里
旁
通
姚
家
岡
古
樓
岡
赤

湖
岡
等
處

劉
家
集
甎
橋
城
南
六
十
五
里
走
鍾
祥
豐
樂
河
驛
路

南
上
門
橋
城
南
二
里
走
蘇
家
站
路

蘇
湖
橋
城
南
七
里
通
新
河
木
里
溝
會
漢

鄭
家
橋
今
名
劉
家
橋
在
故
襄
城
北
通
拖
鍬
溝
水

栢
家
橋
在
故
襄
城
南
走
破
河
腦

湯
家
橋
在
故
襄
城
東

三
眼
橋
在
故
襄
城
東
南
均
通
長
渠
水

豬
蘭
橋
城
南
五
里
通
木
里
溝
會
新
河
水
經
注
曰
沔
水
又

東
逕
豬
蘭
橋
橋
本
名
荻
蘭
橋
橋
之
左
右
豐
蒿
荻
劉
季

和
於
橋
東
大
養
豬
襄
陽
太
守
曰
此
中
豬
屎
臭
可
易
名

豬
蘭
橋
百
姓
遂
以
爲
名
矣
舊
志
訛
作
朱
南
乾
隆
間
里

民
重
修
又
别
作
朱
蘭

按
宜
邑
橋
梁
惟
豬
蘭
見
於
載
籍
亦
惟
豬
蘭
最
古
自

舊
志
訛
作
朱
南
省
志
遂
沿
其
誤
析
豬
蘭
與
朱
南
爲

二
以
名
朱
南
者
爲
在
縣
南
五
里
以
名
豬
蘭
者
爲
在

縣
東
北
殆
因
水
經
注
之
文
而
臆
揣
之
殊
失
實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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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八

丁
家
冲
橋
縣
西
北
二
十
五
里
以
上
均
通
木
里
溝
水

衆
議
橋
城
北
七
里
通
四
口
埡
磨
珠
湖
水

北
樂
善
橋
縣
西
北
十
里
通
鐵
甲
湖
水
口
西
南
有
五
臺
堰

張
家
橋
縣
東
北
二
十
里
通
毛
家
港
水

白
家
橋
縣
東
北
二
十
里
通
虎
泉
冲
水

秦
家
橋
縣
東
北
十
里
白
家
橋
西
通
虎
泉
冲
水

廣
益
橋
任
官
莊
東
八
里
李
家
冲

清
水
港
橋
在
縣
東
二
十
里

普
濟
橋
在
姚
板
店
走
田
鎭
司
路

大
板
橋
即
姚
板
橋
在
姚
板
店
西
走
縣
城
官
道

大
沙
橋
在
田
鎭
司
西
走
𣕤
陽
路

流
水
溝
南
橋
在
縣
東
南
六
十
里
通
鍾
祥
路

流
水
溝
北
橋
在
縣
東
南
六
十
三
里
耆
民
許
元
度
從
九
許

必
榮
捐
修

關
家
營
官
橋
在
縣
東
南
八
十
里
通
鍾
祥
豐
樂
河
驛
路

宜
南
橋
在
縣
西
三
十
里
上
口
泉
西
走
南
漳
縣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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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風
俗

民
尚
質
俗
多
樸

方

輿

要

覧

耕
氓
好
楚
歌
居
室
多
編
竹
以
代
陶
瓦

明

一

統

志

宜
城
土
瘠
民
貧
務
本
業
憚
遠
商
少
積
聚
勤
儉
惇
龎
最
爲

近
古
士
尙
氣
節
勵
亷
恥

舊

縣

志

宜
城
居
襄
郢
間
介
南
北
之
中
山
無
險
峻
水
乏
灘
𤂺
土
田

岡
陵
原
隰
參
半
稻
梁
麥
粟
黍
菽
麻
皆
具
故
人
多
負
果

敢
之
氣
而
知
涵
容
秉
柔
順
之
姿
而
懷
直
勁
士
尙
狷
介

農
習
纎
嗇
貧
民
不
恥
佃
傭
遊
民
多
好
博
戲
惟
司
牧
者

轉
移
之
以
導
於
中
和
而
已

採

訪

記

昏
禮
倣
古
六
禮
名
稱
微
異
議
婚
必
憑
媒
妁
議
定
男
家
用

金
裝
啟
書
乾
造
於
左
以
釵
釧
弄
玩
壓
庚
女
家
書
坤
造

於
右
以
文
具
弄
玩
酬
之
謂
之
換
庚
其
古
禮
之
納
采
間

名
歟
將
婚
男
家
擇
吉
報
期
具
豕
酒
果
盒
衣
裳
送
女
家

女
家
以
妝
奩
酬
之
謂
之
過
禮
其
古
禮
之
請
期
納
幣
歟

昏
之
前
夕
男
家
具
盛
饌
父
醮
子
於
堂
中
以
未
冠
童
男

陪
皆
盛
服
𠫊
燕
賔
客
謂
之
煖
男
酒
女
家
則
母
醮
女
延

知
禮
女
賔
爲
女
梳
笄
餘
儀
如
男
家
謂
之
梳
頭
酒
其
古

禮
之
冠
笄
歟
屆
期
壻
必
自
徃
求
婚
是
親
迎
也
視
他
處

婦
車
至
門
壻
揖
以
入
者
尤
爲
合
禮
輿
前
設
高
照
提
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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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明
昏
以
爲
期
也
鳴
鑼
聲
礟
旂
蓋
皷
樂
前
導
襲
古
禮
之

攝
盛
也
擕
家
雁
拜
見
是
奠
雁
也
具
啟
徧
告
女
之
親
族

謂
之
團
書
明
昏
以
正
也
婦
至
壻
寢
堂
燃
花
燭
交
拜
御

扶
入
室
飲
交
杯
果
茶
以
代
酒
脯
取
合
卺
同
牢
義
也
明

日
婦
贄
棗
栗
見
舅
姑
母
家
饋
以
饌
曰
圓
飯
婦
饋
舅
姑

之
𧨏
也
壻
家
饗
饋
饌
者
並
饗
新
婦
舅
饗
婦
之
禮
也
既

婚
三
日
或
九
日
夫
婦
囘
母
家
拜
謝
曰
囘
門
彌
月
母
家

迎
歸
一
月
曰
住
對
月
悉
與
古
禮
可
通
第
或
嫁
娶
不
俟

釋
服
廟
見
不
俟
成
婦
又
或
壻
入
贅
而
承
祀
亂
宗
婦
童

養
而
六
禮
不
備
固
習
俗
之
非
亦
有
由
貧
窶
所
致
者

喪
禮
初
終
袒
服
易
素
被
髪
徒
跣
沐
浴
飯
含
襲
歛
哭
踊
書

夜
無
時
既
蓋
棺
帷
堂
寢
坐
草
薦
昕
晡
供
脯
醢
蔬
䔩
湯

飯
計
告
親
友
弔
賻
皆
有
奉
體
魄
事
精
神
之
遺
意
至
葬

髹
棺
設
銘
旌
製
木
主
具
明
器
營
兆
開
壙
遷
柩
辭
祖
遣

棺
𤼵
引
下
肂
封
墓
皆
於
古
制
不
悖
惟
服
不
成
於
親
喪

之
四
日
非
士
喪
禮
三
日
成
服
之
禮
行
三
獻
侑
食
於
朝

夕
奠
喪
在
𣩵
奠
而
不
祭
三
獻
侑
食
祭
禮
也
且
三
虞
卒

哭
祔
祭
諸
禮
皆
闕
如
禮
既
廢
哀
何
有
乎
若
禫
祭
除
服

必
俟
三
週
雖
亦
喪
過
乎
禮
猶
不
失
爲
仁
厚
之
風
至
惑

於
陰
陽
拘
忌
之
說
多
有
旬
日
速
葬
其
親
者
謂
之
乘
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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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葬
夫
喪
事
先
遠
日
朝
死
夕
忘
之
謂
何
是
誠
仁
人
孝
子

所
不
忍
爲
者
他
若
有
力
之
家
儉
於
附
身
附
棺
而
侈
於

齋
醮
佛
事
則
尤
厚
薄
之
失
宜
者
也
此
皆
秉
禮
之
士
所

當
講
明
而
釐
正
之

祭
禮
小
祥
大
祥
禫
祭
具
牲
醴
粢
盛
祭
於
主
焚
楮
帛
於
外

明
器
略
如
送
葬
具
有
力
之
家
則
延
贊
禮
備
物
以
祭
行

三
獻
侑
食
畢
乃
釋
服
時
祭
則
以
正
月
元
旦
五
月
端
午

八
月
中
秋
嵗
終
除
日
祭
品
隨
時
不
一
清
明
則
有
墓
祭

凡
宗
親
之
墓
皆
至
子
姓
咸
在
具
時
羞
焚
𥿄
錢
剪
楮
爲

幡
揷
墓
前
中
元
薦
新
稻
特
祀
祖
先
既
夕
以
堊
圈
地
焚

楮
鏹
於
中
以
爲
化
送
冥
貲
也
統
計
期
年
之
中
凡
遇
良

辰
輙
深
春
霜
秋
露
之
思
頗
合
事
亡
如
存
之
義
惟
鄕
俗

有
外
神
與
祖
先
並
列
者
率
奉
天
地
司
命
觀
音
財
神
關

帝
諸
神
居
寢
堂
之
中
祖
先
次
列
兩
旁
於
禮
未
安
而
簪

纓
巨
族
構
建
宗
祠
奉
祀
者
亦
鮮
何
以
聯
宗
支
序
昭
穆

以
敦
孝
友
睦
婣
之
風
乎
故
欲
厚
風
俗
必
自
敬
宗
收
族

始
以

上

禮

俗

正
月
　
元
旦
夙
興
設
酒
饌
作
供
焚
香
祀
神
祗
祖
先
輟
市

三
日
卑
幼
序
拜
尊
長
男
子
盛
服
詣
戚
友
互
賀
謂
賀
嵗

以
餕
餘
宴
賔
謂
春
酒
立
春
先
一
日
邑
官
寮
迎
春
東
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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騶
從
皷
樂
士
民
集
通
衢
遊
觀
立
春
日
樂
戸
送
小
春
牛

農
人
以
其
色
占
水
旱
豐
歉
元
夕
街
市
懸
華
燈
人
家
食

粉
圓
迎
紫
姑
神
以
卜
嵗
有
龍
燈
儺
賽
諸
戲
簫
皷
歌
謡

之
聲
喧
闐
徹
旦
沿
街
爆
竹
不
絶

二
月
　
長
吏
躬
耕
耤
田
勸
農
社
日
鄕
人
祀
土
神
祈
年
具

雞
豚
會
隣
里
祭
畢
設
燕
序
齒
列
坐
至
桑
柘
影
斜
家
家

扶
醉
猶
有
雍
睦
遺
風

三
月
　
上
巳
踏
青
文
人
擕
酒
聽
鸝
郊
外
兒
童
競
放
𥿄
鳶

清
明
比
戸
揷
柳
簷
端
各
擕
男
女
展
墓

四
月
　
八
日
各
寺
爲
浴
佛
會
是
月
農
家
新
嘗
麥
始
布
穀

田
歌
盈
隴
畔

五
月
　
端
陽
日
以
菖
蒲
艾
虎
懸
門
飲
雄
黃
酒
灑
房
室
並

以
雄
黃
㸃
小
兒
頰
閨
中
製
五
色
䋐
符
爲
兒
女
佩
用
榴

花
艾
葉
簪
髻
䧟
角
黍
轉
相
餽
遺
有
龍
舟
競
渡
之
戲

六
月
　
六
日
人
家
曬
衣
服
於
中
庭
士
人
亦
於
是
日
曝
書

以
避
蠧
濕

七
月
　
七
夕
閨
閣
守
夜
看
彩
雲
設
瓜
果
祀
牛
女
以
乞
巧

中
元
日
寺
觀
爲
孟
蘭
會
放
河
燈
人
家
祭
先
薦
以
新
穀

八
月
　
社
日
鄕
人
爲
報
賽
會
祀
神
如
春
社
中
秋
夜
設
瓜

果
餅
餌
祀
月
兒
女
羅
拜
燕
飲
以
觀
月
華
遺
戚
友
瓜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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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袚
無
子

九
月
　
九
日
登
高
佩
茱
萸
囊
飲
菊
花
酒
士
人
選
勝
嘯
詠

爲
樂

十
月
　
立
冬
樹
麥
始
畢
農
工
寢
息
咸
納
稼
築
塘

十
一
月
　
冬
至
女
紅
𣸸
線
比
戸
紡
織
機
聲
軋
軋
有
一
月

得
四
十
五
日
之
風
士
人
置
賞
雪
宴

十
二
月
　
八
日
人
家
以
雜
糧
粉
餌
調
粥
謂
臘
八
粥
中
旬

親
友
互
以
物
相
餽
遺
幾
半
月
謂
送
年
節
小
除
日
有
送

竈
禮
陳
飴
餹
芻
豆
祀
司
命
除
夕
有
迎
竈
禮
供
設
加
隆

是
日
換
桃
符
懸
春
聯
門
掛
柏
枝
具
殽
䔩
家
宴
謂
之
團

年
及
夕
區
陬
湢
厠
竈
陘
皆
設
燈
謂
之
照
虛
耗
家
衆
以

次
拜
賀
曰
辭
年
相
聚
鳴
鉦
鐃
皷
吹
爆
竹
聲
逹
旦
曰
閙

年
徹
夜
不
寐
曰
守
嵗

以

上

時

令

按
宜
地
瘠
民
貧
素
鮮
葢
藏
中
人
之
家
終
嵗
勤
動
僅

足
自
給
即
有
號
爲
萬
金
之
産
者
亦
虛
多
實
少
幸
俗

崇
儉
樸
偶
有
歉
嵗
尙
免
流
離
士
人
則
寒
畯
居
多
大

半
純
謹
自
守
鄕
民
犬
牙
交
錯
之
區
鞭
長
莫
及
不
無

獷
悍
恣
睢
之
習
餘
則
男
耕
女
織
各
務
本
業
頗
敦
古

處
惟
俗
好
滛
祀
見
木
石
稍
異
輙
驚
相
祈
禱
上
元
等

日
婦
女
連
羣
結
隊
詣
廟
焚
香
是
謂
陋
習
而
典
禮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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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亦
有
未
盡
合
宜
之
處
有
維
持
風
化
之
責
者
裁
成

輔
相
崇
正
抑
邪
庻
幾
遂
生
復
性
於
以
臻
熈
皥
之
治

無
難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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