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緒
占
百

本
會
出
版
刊
物
，
原
芬
甲
己
丙
三
鐘
，
均
居
府
不
定
期
刊
。
甲
種
敘
述
會
務
進
行
抉
吭
，
已
禮
記
載
公
營
經
濟
建
設
車
可

業
，
丙
種
刊
登
民
營
經
濟
建
設
事
業
，
蛇
三
種
刊
物
，
俱
己
陸
總
邱
行
。
現
本
會
收
集
布
開
國
民
經
濟
、
身
設
之
專
薯
，
及

特
殊
調
委
報

ι一
口
婆
搓
，
乃
擬
選
擇
發
表
，
定
名
為
了
種
叢
刊
。

查
研
先
發
及
全
國
農
工
副
心
情
況
及
地
-
7特
殊
，
產
品
3
弱
，
本
會
工
作
目
的
之
一

o
南
京
鍛
銷
，
係
一
種
特
殊
產
品
，
在
南

京
申
工
商
業
中

F
向
占
重
要
地
位
，
祇
因
年
來
校
業
目
趨
衰
落
，
影
響
地
方
生
計
至
深
且
鉅

o
末
會
看
見
及
此
，
乃
派
員

實
地
考
察
。
本
篇
情
載
，
係
一
初
步
調
查
報
告
，
籍
以
咯
窺
核
業
現
在
實
況
，
及
其
去
，
來
之
農
誓
言
深
圳
咐
，
關
心
此
問
題
之

告
界
人
士

3
多
f
J
J
注
意
，
吋
失
誤
補
救
之
道

y
級
錦
前
途
，
實
利
賴
焉
。編

者

汁
六
年
五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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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京
紋
錦
業
調
各
一
報
告

南
京
鍛
錦
棠
，
包
合
鞭
，
雲
錦

F
諱
斂
，
璋
絨

y
及
建
絞
等
業

F
陶
、
占
本
市
工
商
業
重
要
地
位

F
故
新
業
之
鐵
妾
，

影
響
社
會

3
至
深
且
鉅

O
過
去
最
繁
榮
時
期

7
每
年
營
業
，
恆
達
數
千
萬
元
，
金
市
人
民
直
接
間
接
藉
此
謀
生
者

F
示
下

十
萬
人
。
民
國
以
來
，
逐
漸
衰
落

3
近
來
目
益
加
甚
，
接
將
過
斗

-
A最
成
時
期
與
生
歲
二
十
五
年

M
W之
情
形

F
刻
去
比
較
於

次
﹒

南
京
級
婦
業
斗
昔
比
較
表

j

一
于
何
一
商
號
或
一
一
一
一

了
一
一
機
數
一
人
工
一
出
價
值
一
備
考

刀
一
E
;

一
機
戶
數
一
一
一
一

一
一
一
是
一
人
一
元
一
此
三
千
萬
數
目
係
以
每
機
一

一
清
道
成
牟
一
一
、

1
一
一
一
一

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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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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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京
般
錦
業
調
查
報
告

由
上
可
，
如
南
京
鍛
錦
業
近
來
衰
落
之
一
斑

y
其
中
尤
以
素
古
重
要
地
位
之
鍛
業
為
尤
甚

F
雲
銷
業
情
形
侖
可

F
璋
絨

建
絨
業
次
之

o
南
京
絞
心
的
內
業
原
為
家
庭
式
手
工
業
，
其
工
藝
枝
街
，
僅
骨
肉
師
徒
間
可
以
祕
傳
。
當
繁
榮
時
期
，
男
織
女

絡
，
老
幼
相
助

3
閑
室
之
內
，
融
融
相
安
;
近
因
營
業
蕭
條
，
商
號
機
戶
，
相
繼
虧
折
停
業

7
織
機
減
少
，
機
工
失
業

p

家
庭
生
計
遂
受
倍
迫

3
不
獨
具
，
布
悠
，
久
歷
史
之
地
方
特
殊
手
工
業
日
趨
衰
落

F
且
影
響
社
會
民
生

3
實
非
淺
鮮

F
故
有
謀
攻

進

F
台
屬
切
耍
。
因
之
，
本
會
乃
汲
夏
道
湘
民
實
地
考
察
，
金
將
調
查
所
符
芬
錄
於
后

••

甲
、
被
業

考
南
方
貢
絞

y
興
於
遜
清
雍
正
末
年
，
因
嘗
以
其
進
貢
內
府
，
故
名
貢
紋
。
乾
嘉
之
間

F
南
京
製
救
者

F
臼
益
加
血
來

，
當
時
出
口
悴
，
質
較
耐
用
，
色
浮
光
潤

F
並
有
閃
花
摹
木
等
製
口
阱
，
為
蘇
杭
累
品
化
等
梭
所
不
及
。
造
成
之
間
，
銷
運
日
廣

?
是
為
南
京
鍛
業
最
戲
時
代

o
惟
當
時
除
貢
絞
外

F
尚
布
率
調
宮
鋼
諸
製
口
阱
，
示
過
時
至
今
日
，
該
項
出
口
開
均
已
完
金
始
心

跡
。
織
造
貢
州
仇
者
泰
半
散
居
四
鄰

3
尤
以
中
山
內
外
之
孝
陵
街
，
及
中
華
內
外
之
抹
陵
關
祿
口
陶
兵
橫
溪
橋
等
處
為
最
多

。
洪
楊
兵
起

y
南
京
適
當
其
街
，
因
之
機
戶
停
織
，
機
工
四
散
，
州
以
業
頓
形
蕭
條
。
同
治
初
年
，
重
整
旗
鼓

p
惟
織
造
者

則
由
四
鄰
遷
至
城
南
之
東
西
兩
隅
，
制
受
泰
西
仇
恨
東
洋
絞
競
爭
之
影
響

F
稍
為
中
落
。
民
國
成
立

y
服
色
俞
玄
，
鍛
業
帥

玖
天
者
吽
此
為
元
青

F
銷
路
頗
涯
。
當
時
並
宿
將
織
手
工
傳
習
所
之
設
立
，
刻
用
機
械
﹒
攻
交
織
法

3
終
因
經
費
困
難
，
及
指

導
一
小
得
其
人

F
未
有
若
何
效
果
。
近
來
絲
織
品

p
目
新
丹
真

F
毛
織
品
叉
風
靡
一
時
，
此
項
基
守
成
按
之
貢
鍛

y
台
隨
時

代
之
變
遷
而
衰
落
。
接
將
最
近
考
察
所
得
關
於
織
法
機
械
成
本
等
情
形

p
4分
迷
於
后
••



一
、
織
進

南
京
鞭
子
，
完
全
以
真
絲
為
原
抖
，
絲
運
到
後
，
師
由
女
工
或
童
工
加
以
整
理
，
由
搖
工
搖
之
成
束
，
發

交
染
工
染
色
。
染
色
後
發
給
女
工
絡
之
，
絡
緯
絲
時

y
則
有
清
水
絲
粉
絲
兩
種
，
粉
絲
每
目
可
終
十
餘
一
間

J
清
水

絲
每
目
僅
可
終
七
入
一
兩
.
，
終
經
絲
時
，
則
一
兀
色
-
者
日
可
終
十
兩
至
十
三
兩F
雜
色
者
﹒
減
半
。
經
絲
格
拉
呀
?
帥
繞
於
六

頭
，
新
舊
並
繫
，
如
新
置
之
機

y
無
舊
頭
可
接
，
則
必
先
撈
範
于

y
然
後

角
形
竹
製
小
鑫
土
，
以
為
土
機
排
經
之
用
。
牽
經
者
每
牽
一
機
經
商

y
少
則
五
疋

y
多
則
十
疋
，
牽
暴
的
土
機
接

從
交
竹
中
縷
分
之
，
俗
稱
「
通
交
」

F
卸
理
經
面
是
也
。
從
事
「
過
交
」
工

作
者

y
帶
搖
緯
絲

3
換
吉
之

F
師
將
染
好
之
緯
絲

F
繞
於
小
管
土

p
以
備

約
入
梭
中

F
然
後
足
踏
竹
桿

F
由
範
于
將
經
絲
閉
口
，
以
機
技
通
過
織
成

。
織
工
每
日
工
作
能
力

F
寬
者
四
尺
左
右

F
狹
者
六
七
尺
。
織
成
之
後

F

侖
須
趕
過
烘
刮
等
整
理
工
作
。
被
﹒
子
寬
者

y
由
二
尺
二
寸
至
三
尺
三
寸
本

等
，
故
頭
行
由
入
千
至
二
萬
二
千
本
等
，
每
疋
長
四
丈
二
尺
至
五
丈
。
現

在
織
者
以
二
尺
六
寸
寬
，
一
萬
三
千
頭
行

F
長
五
丈
之
貧
弱
最
多
。
鍛
疋

土
所
織
牌
號

y
與
商
標
性
質
相
同
，
此
種
牌
號

F
代
表
貨
物
品
質

y
與
營

業
有
相
當
關
係

o

級于織造園

丁
種
議
刊
第
一
珊

織
級
機
械

y
均
為
足
踏
手
織
木
機

3
與
普
通
簡
單
舊
式
織
布
機

F
夫
致
相
同
，
惟
範
于
有
十
六
個

y
入
上

二
、
織
機



南
京
紋
錦
業
調
查
報
骨

間

人
下

y
足
踏
竹
梓
八
個
。
民
國
初
年
路
有
提
倡
吱
用
錢
機
之
議

y
終
因
提
倡
指
導
，
一
系
符
其
法
，
而
未
能
見
諸
實

泊
。

三
?
戚
本

鞭
子
成
本
可

4分
為
原
料
工
委
兩
部
。

南
京
織
般
原
料

F
均
為
主
斜
，
惟
經
絲
係
如
絲
，
為
，
臼
江
游
之
海
寧
杭
縣
湖
州
夫
湖
等
處
，
諱
絲
係
肥
絲
，

講
台
本
市
附
近
，
及
江
蘇
安
徵
等
處
。
現
在
每
百
兩
細
絲
價
值
四
十
元
左
右
，
肥
絲
三
十
五
元
左
右
。
經
整
理
後

，
估
計
消
耗
，
最
小
命
須
打
九
五
折

y
最
夫
須
打
七
五
折
。
每
疋
長
五
丈

-
7寬
二
尺
六
寸
之
仇
恨
，
其
總
重
量
為
七

十
五
兩
(
清
平
〉
?
內
染
諱
絲
重
四
十
七
八
雨
，
經
絲
二
十
七
八
雨
，
實
際
沖
重
僅
五
十
五
六
悶
。
依
般
房
式
營
業

組
織
計
算
，
原
料
、
戶
口
棍
子
成
本
百
分
之
六
十
'
的
一
萬
三
千
頭
行

y
寬
三
尺
六
寸
長
五
丈
之
紋
，
每
疋
原
科
成
本

約
為
二
十
一
元
左
右
。

工
資
最
夫
者

F
為
製
織
工
妾
，
染
色
等
較
少
。
工
資
中
芬
絡
工
織
工
及
其
他
附
工
等

F
格
控
工
委
每
天
絡
十

餘
兩
者
四
角
，
總
縛
工
委
無
論
清
水
絲
粉
絲
，
均
每
天
四
角

y
織
工
每
天
四
角
至
六
七
角
，
「

J迫
交
」
等
副
工
每
日

三
角
，
伙
食
均
由
機
戶
供
給

9
仗
，
投
房
式
營
業
組
織
計
算
，
工
資
古
板
子
成
本
百

4分
之
四
十

7
帥
一
萬
三
千
頭
行

7
寬
二
尺
六
寸
長
五
丈
之
鍛

F
」
峰
、
疋
工
資
約
十
四
元
左
右
;
寬
校
長
短
，
照
此
增
減

c

總
之
現
在
寬
二
尺
六
寸
長
五
丈
之
帆

m
y
成
本
每
疋
約
三
十
五
元
左
右
;
最
賞
者
，
每
尺
達
一
兌
五
六
角
。

四
、
用
途

商
家
級
于
之
用
途

F
末
以
衣
科
為
六
宗

3
現
在
大
都
用
為
帽
子
鞋
子
及
衣
服
波
條
之
用
。



五
、
鋪
路

道
主
以
北
平
東
三
省
為
最
婆
，
魯
豫
晉
兩
湖
南
廣
漠
蜀
次
之
，
歐
西
又
次
之

o
現
在
東
三
省
銷
路
，
錢
等

於
零

F
其
他
各
脅
，
惟
雪
南
貴
州
等
內
地
省
勞
銷
售
較
多
外
，
餘
均
銷
路
自
形
減
少
。

六
、
經
營

南
京
投
業
絕
非
工
廠
怪
，
質

7
完
全
係
家
庭
手
工
業
方
式
。
關
於
織
進
方
面
，
有
接
房
機
戶
之
少

-
9時
成
房
將

經
緯
原
料
絲
交
給
機
戶
，
指
定
品
樣
使
其
織
造

F
而
給
以
相
當
工
贅
，
給
織
者
之
工
贅
，
則
由
機
戶
負
責
，
織
成

後
漿
房
收
同
販
賣
。
凡
棧
戶
台
備
機
具

y
用
人
絲
經

F
住
人
房
屋

y
從
事
織
造
者

F
俗
稱
「
燒
乾
鍋
」
o
主
〈
會
備
機

具
，
織
人
家
牌
子
者
，
俗
稱
「
銀
挂
」

0
至
於
台
備
機
具

ω村
經
織
製
寺
，
俗
帶
「
小
聞
機
」
。
現
在
全
布
鍛
業
僅
五
十

餘
家
，
機
數
七
官
張
左
右
，
內
小
聞
機
，
戶
佔
半
數
，
作
成
房
佔
二
十
餘
家
。
意
吉
銷
質
方
面
，
除
以
板
子
生
產
者
直

接
售
於
購
買
者
為
原
則
外
，
在
市
宙
土
侖
布
代
客
買
賣
者
，
稱
為
「
經
紀
」
。
在
京
代
外
埠
購
辦
們
貨
者
，
謂
之
「
代

誰
」
。
在
外
埠
設
莊
售
貨
者
，
謂
之
「
芬
莊
」
。
現
在
鍛
業
因
衰
落
關
係

9
.煜
紀
人
絕
跡
之
，
代
莊
」
「
升
挂
」7
亦
家

廈
一
無
錢
，
售
貨
夫
都
籍
函
信
郵
遞
方
法
，
以
安
簡
捷

0
至
山
一
百
般
業
金
融
之
過
轉
，
則
於
蜻
絲
時
期
F
其
安
本
充
足

者
，
皆
由
錢
莊
流
通
，
小
者
或
由
絲
行
流
通
。

七
、
.
公
共
團
體

M叭
叭
業
公
共
團
體
，
在
邊
清
光
給
十
二
，
卒
，
於
中
華
門
外
雨
花
台
之
雲
錦
殿

y
會
設
雲
機
公
所
，
鴉
向

業
整
頓
行
規
集
議
之
所
。
光
宮
一
年
間
，
設
公
所
於
城
內
三
坊
巷
，
取
其
地
點
適
中

7
便
於
集
會
。
現
在
護
照
同
業

公
會
法
，
吱
設
南
京
市
總
業
同
業
公
會

7
會
址
仍
在
三
坊
巷
級
業
公
所
當
址
。
負
責
人
員
，
主
席
為
張
成
之
，
常

務
為
陶
學
樹
、
李
耀
南
，
航
行
委
員
為
李
仲
懷
、
賈
擇
之
、
虛
做
章
、
地
欣
伯
、
李
詔
伯
、
、
李
柳
唐
等
六
人

p
黃

丁
種
叢
刊
第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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甫
一
民
鍛
錦
業
調
查
報
告

月
、
軒
為
顧
問
。
設
將
最
近
營
業
之
鍛
號
刻
表
於
后

••

南
京
絞
業
一
覽
表

張[主 1llE 鍛
晉|茂|給 1 大 i 廣 l

豐 l 些|昌 j 在 i 血號

一一| 一=一
魏 l 號

買于

樸

記

慶

主

榮

|揚(史 i 蕭

l 子(鴻|益

)記 1 泰)源

李董張買于王蕭史楊

子用1月成~W:
.ll:l9l;撲叔耀學子

主房巨軒之西安街如瀛和

高 l 地

同

姻!每
"可主基

五夫
夫

小
王

積磊

脂
目
H
J

目
y
l

盤四
叫
叫

EPI

府

是長
I=l

府功

-1.0

'‘

數
一
工

一
五0
月
吹
一

一
六
O

J

O
五
。

一
三
O

五

O
二
。五

三
OO

人

四
五
0
人

五

O
O

二
O
O

一
五
。

一
六
O

一
六
O

.J

O
一
五

五
六O



主 福中 變張 張 陶 蘇 主 成 徐 兢 侖

慶 興 琳 1月 裕 端 白白 振 泰 恆

豐 記源 記和 森 白白 祥 記 記 記 白白 間E空

主 李 張 李 張 5美 陶 蘇 主 李 徐 姚 侖

伯 經 萬 少 戶M主 餘 學 文 才 .望可去4 玉 耀 一

校 -戶~ 之 台發 興 樹 賢 之 身~lt 書 南 杭

一 一 一一 一 一

(每 鴿 可I旬全-

一

斗/、• 謝 花 鈞 J/\- 謝 如 老

鑰

其 子
同 度 4年 露 魚 角 4年 府 費心 府

兩

巷
橋 祠 同 l口掩 井 祠

卷(竺
橋

o四 I~六
四

人
- 四 一 一 - -

一

O O O Z‘呵i O O 五 O O 五 O

一
- 一 一 一 一一 一

O - 五 O 一 五 一 四 一 -f、a
一 一 一

O O O O O 五 O O O O O 五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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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，
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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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京
給
錦
棠
調
查
報
告

佩
鼎
廿
一
周
子
給
-
j
i
i
l
-
-
i
J
I
l
l

「
劃
J
(
和

L
i
r
i
-
-

營
一
四

O

一
-
-
o
一

一
吳
忱
泰
一
吳
煥
庭
一
小
王
府
巷
一
一
。
一
一
一

-
o

一

一
朱
金
和
一
朱
鴻
昕
一
門
東
老
虎
頭
一
五
一
一
五
一

「
和
反
仿

-
F
少
山

j
f
l

苑
一
一
一
。
一
六

O
f

f
-
-
-
I
j

一
閃
而
|
卅
一
三
。
一

-
o
o
-


以
;
一
份
實

1
1一
戶
呵
呵
!
一
一

-
o
-
1

一

一
心
情
同
一
呵
呵ι
7
1
門
同
一l
i
-
-
-
-
l
-
J
j」

李
萬
泰
一
李
德
山
一
邊
營
一
入
一
二
囚
一

李
ι

士
李
劃
州

J
i
l
-
-
J
I
-
-
J

一

張
恆
興
一
張
子
純
一
高
尚
且
一
五
。
一
一
五

0

」

寸

l
i
-
-
-
-
I
l
l
i
-
-
1
|
|
|

什

i
l
-
-
-
-
l
i
-
-
-
-
-
-
-
1
i
l
l
-
-
-
-
1
1
1
1
i
!
i
l

↓

1
1
-
-
-
-
-
-
l
i
l
l
-
-
-
-
-

→

一
王
振
昌
一
王
振
昌
一
四
莖
堂
一
一
九

0

一

成
錦
源
一
滅
錦
源

-
f
i
f
-
-
l
u
h
-

O二
O

兒

O
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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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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膺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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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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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
堆
一

…
一
小
井
卷
一
六

二
淘
家
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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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三
四
莖
堂
一

叫
一
如
意

:
汗
珠
一

一
貓
，
魚
一

子|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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祠
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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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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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東
純
錦
業
調
瓷
報
告

O

李 張 戴!李!越
榮 象 榮 漢 直

興 夫
記

.

l 磨| 一
主起 主 馬邊

所 府 乃

巷 巷 營

一

一

間
詰
‘
上
表
織
蝦
機
數
，
雖
有
一
千
叫
百
三
十
張
，

m
二
十
五
年
俗
，
賢
隙
聞
工
機
數
，
僅
為
七
百
張
。

乙
、
雲
錦
業

江
寧
織
錦
之
藝

y
由
來
已
久
，
宋
時
朝
廷
，
每
周
坎
，
裝
飾
宮
殿

3
後
人
稱
為
宋
錦
?
為
綿
城
之
間
琨
古
者
。
當
時
除
主

帝
以
外

3
無
故
用
者
。
造
後
歷
代
帝
王
喜
用
以
做
袍

7
始
有
龍
袍
之
製
。
滿
清
時
代

P
江
南
錦
絞

3
乃
貢
品
中
之
最
珍
貴

者

y
故
設
有
專
司

y
監
察
督
製
。
其
中
最
有
價
值
之
粒
花
織
品
，
於
康
熙
年
聞
出
口
問
最
多

y
任
何
花
卉
禽
獸
繪
譜

F
均
能

如
樣
製
織
。
至
乾
隆
峙
，
用
途
益
康

y
凡
皇
族
親
王

F
、
亦
漸
有
用
以
為
衣
者
，
並
采
為
答
謝
越
南
朝
鮮
等
小
國
進
貢
之
需

。
此
外
駐
坐
南
京
之
戶
口
里
開
六
買
，
運
往
蒙
古
西
藏
等
處
轉
售
者
亦
復
?
小
少
，
均
為
雲
錦
業
最
品
時
期
。
辛
亥
草
命
F
滿
清

推
倒

P
此
類
製
品
，
銷
路
隨
以
衰
落
。
惟
現
在
蒙
古
西
藏
一
帶
講
用
如
昔

-
P且
經
營
是
業
者
顯
如
接
受
時
代
潮
流
，
攻
製

特
墊
琴
條
檯
錦
手
夾
峙
的
包
等
口
神
州
扒
廣
銷
售

F
加
之
國
內
女
子
亦
布
用
為
衣
料
及
其
他
猩
猩
裝
飾
用
品
者
，
教
銷
路
命
辨
不



惡
。
是
以
雲
錦
業
現
在
雖
較
過
去
為
衰
落

3
然
在
南
京
全
都
絲
織
業
中
，
仍
能
、
差
強
人
意
。
茲
將
考
察
所
得
關
於
織
造
機

小
管
上
，
以
備
裝
入
機

錦

械
成
本
用
途
等

y
民7
.迷
於
后
••

一
、
織
造

織
錦
方
法

F
關
於
絲
之
前
軍
理
染
色
格
絲
發
理
上
機
搖
緯
等
工
作
，
與
織
般
清

z
夫
致
相
同
。
惟
欲
織
何
種

花
樣

y
須
先
將
預
挑
之
花
本
，
(
此
種
花
，
本
係
由
專
門
工
人
用
縱
橫
線
經
編
成
者
)
，
與
經
絲
接
連
，
以
便
將
經
給

挺
起
閉
口

3
然
後
織
工
將
各
色
蠶
絲
或
人
造
絲
及
金
銀
線
按
照
規
定
地
位
投
入
，
織
成
花
卉
鳥
歌
之
形
，
故
每
棧

一
張
y
織
造
時
最
少
須
織
工
找
花
二
人
，
同
時
工
作
。
織
工
專
司
配
用
各
色

A
m昔

絲
絨
或
金
銀
線
之
類
以
織
遣
，
投
花
工
人

y
則
坐
於
機
土

y
依
接
連
之
花
本

線
將
經
絲
間
跳
提
起
，
以
供
司
織
者
之
穿
梭

o
叉
，
布
搖
控
者
，
將
緯
絲
繞

A
R

梭
，
朱
理
經
面

F
如
遇

織

斷
頭
或
交
叉
之
絲

7
須

造

隨
時
銜
接
理
順
、

y
以
利

圖

織
造
。
此
外
尚
有
附
屬

工
人

3
.如
繪
固
譜
者

y

〈二〉

挑
花
木
者
，
染
造
各
色

丁
種
叢
刊
第
一
珊



南
交
給
錦
業
品
瓷
報
告

絲
絨
者
，
製
造
真
假
金
錢
線
者
，
製
遺
線
範
子
者
，
製
造
機
械
者
種
種
，
總
計
各
種
工
作
工
人
本
下
十
七
入
鐘
之

多

現
在
織
品
，
有
疋
頭
件
頭
之
余
，
均
寬
二
尺
二
寸
左
右
;
(
頭
行
由
七
千
至
一
萬
三
千
)
惟
疋
頭
長
四
丈
左
右

9
件
頭
有
一
丈
八
尺
男
袍
與
九
尺
五
寸
女
袍
之
分
。
織
品
仗
銷
路
而
兵
，
鉤
西
裁
者
最
好

y
銷
業
古
者
次
之

y
均

為
真
絲
織
品

-
P輸
出
歐
美
及
國
內
女
子
用
作
袍
料
與
裝
符
口
仰
者
，
則
均
以
蠶
絲
為
經
，
人
造
終
為
緯
之
織
品
。
至

於
織
工
之
能
，
方
F
則
夫
概
視
所
織
之
錦
之
好
壞
為
標
準

9
其
最
好
之
織
錦

y
每
人
每
目
僅
織
數
寸
至
尺
餘

2
次
之

約
織
五
六
尺
。

三
、
…
織
機

雪
錦
織
機
?
全
都
為
木
機
，
與
靜
、
機
夫
致
相
同

3
惟
雲
錦
織
機
上
有
枝
花
部
份

3
級
機
無
之

o
再
被
機
之

經
僅
一
個

y
而
雪
錦
為
二
重
，
與
織
津
絨
者
相
同
，
不
過
津
絨
在
下
，
雲
錦
在
土
之
靶
子
十
個
。

三
、
成
本

雪
錦
成
本

F
J分
原
料
與
工
委
兩
種
，
依
台
機
台
織
組
織
戶
一
一
口
之F原
科
L由
百
4分
之
七
十
五
，
工
委
等
主
百
分

之
二
十
五
。
又
成
本
依
貨
品
之
好
壤
，
而
有
高
低
之
分

F
例
如
織
寬
二
尺
餘
長
九
尺
五
寸
之
女
棉
料
，
約
需
蠶
絲

及
人
造
絲
十
兩

F
債
三
一
兀
餘
，
連
工
委
等
(
二
元
餘
)
計
算
在
內
，
每
件
共
計
六
元
左
右
。
至
於
真
絲
織
品
，
最
貧

者
每
尺
約
三
一
兀
7
最
次
者
一
一
兀
左
右
。

四
、
用
途

現
在
雪
錄
用
途
，
以
衣
料
為
六
宗
，
椅
墊
琴
條
檯
錦
錢
包
及
其
他
裝
飾
品
次
之
。
例
如
銷
業
古
者
?
均
用

玖
為
袍
料
.
，
紛
西
藏
者
除
用
為
衣
料
外
，
亦
為
神
像
之
裴
篩
品
;
其
他
各
管
為
女
咐
他
料
;
輸
出
歐
美
者
概
為
裝
飾



品
之
用
。

豆
、
銷
路

現
在
一
銷
路
，
玖
西
藏
業
古
希
夫
宗

F
輸
出
及
其
他
各
有
次
之
。

六
、
越
營

雲
錦
業
之
經
營

9
4分
合
織
台
售

F
與
代
人
織
進
兩
搓
，
均
為
眾
庭
手
工
藝

3
無
工
廠
組
織
。
間
，
布
設
立
建

號
發
住
口
者
F
然
夫
都

M
W用
信
函
郵
送
方
吟
出
售
。

二
十
五
年
修
之
交
易
數
為
三
十
萬
元
，
內
百
裁
、
占
三

4分
之
一

3
費
，
古
色
三

4分
之
一
，
輸
出
及
其
他
各
舍
台
三

4分
之
一
。
此
柯
西
藏
者
每
疋
最
貴
官
餘
元
，
次
者
六
七
十
元
，
最
次
二
十
三
元
。
締
業
古
者
每
疋
最
貴
四
五
十
一
兀

F

最
次
十
五
元
左
右
。

七
、
公
州
立
八
團
體

雪
錦
業
民
公
共
團
體
早
有
組
織
，
現
在
攻
拉
神
情
-
T錦
業
同
業
公
會
，
會
址
在
城
北

F
負
責
人
員
主
席
為
主

潤
之

7
常
務
為
張
守
誼
、
-
煉
恭
生
，
教
行
委
員
為
陳
紹
潭
、
張
業
發
、
祈
繼
先
、
刊
或
明
榮
、
主
南
銀
、
世
時
源
、

孫
傳
﹒
布
、
葉
寶
春
、
來
湧
源
、
林
子
餘
。
按
將
考
察
所
得
最
近
營
業
之
商
號
機
戶
，
開
刻
於
后
。

南
京
雪
錦
業
商
號
機
戶
表

生

號

主

三午1
果 l 府!
蒂|路!
一，可

:I~I
號!址

榜|炳亨默號
1% 1記德!

琦|漆i 主

三 1 五 i 陸 1 地
福|家;

積 I ;巷 1
首 I

l 址

號

一
地
址
一

祁
德
泰
一
華
傍
路
四
十
七
號
一

戴
永
豐
一
夫
平
苑
二
號
一

了
種
叢
刊
第
一
珊

施
春
記

主
榮
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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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條營房問苑家 街鳳 苑 街街 橋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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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永
泰
一
來
鳳
街
一
一

-
0號

ι宋
慶
興
雙
塘
七
號
仇
榮
泰
杏
花
村
號

i
r
-
-

劃
和
i
τ
;
-
F
E
y
-
F
J
-
F

六
七
和

叫
門
固
和
科

t
r
L
l
i
t叫
]
中
-
叩
開
川
崎

i
一

陰
冷
阿
海
民
陳
μ
清
世
清
戶

i
t

障
正
咕
咕
(
|
十
一

帶
復
泰
一
漠
中
路
一
三
八
號
一
葉
錦
昌
一
杏
花
村
三
-
一
號
一
劉
一
稿
炎
一
中
營
二

0
號
一

寸

|
|
|
|
l
i
t
-
-
-
-
L
I
-
-
l
i
l
-
-
1
l
l
l
l
J
I
-
-
-
-
-
-
T
i
l
-
-
-
-
-
H
I
-
-
i
l
l
-
-
1
I
l
l
i
-
-
-
1
1
1

劃
|
|
-
J
1
|
|

寸

|
|
|
|
i
l
-
-
-
-
I
l
l
i
-
-
i
l
i
t
-

康
長
泰
一
集
慶
路
二
O
八
號
一
余
啟
﹒
一
本
一
井
家
苑
九
號

-
1世
口
幹
臣
一
旦
川
答
卷
六
號
→

叫
劃

l
司
和
劃

-
-
E

司
劃
制

(
2

利
可
?
刷
刷

l

一

刮
到
訕
劃
引
吭

l
J
叫
劃
合
法

!
i
一
司
和
|
副
劃
訓
和

1

一

凶
，
兩
恥
卜
「

i
E
r
j
入
號
i
中
門

R
E

門
一

路
天
興
一
石
鼓
路
一
五
九
號
一
許
春
華
一
普
拉
橋
九
號
一
主
永
順
一
，
太
平
問
三
號
一

叫
劃
聶
引
己
糾

j
U
J
U劃
引
叫
司

-
i

三
號

J

r
他
胡
也
川
叫

-
w湘
風
問
中
川
兩
刷
刷
「
和
劃
叫

i
一

局
裕
閉
目
一
明
冷
門
九
號
李
瑞
森
-
h
J
I
j
j阱
沈
源
與
-
i
z
-
-一
號
一

丁
種
叢
刊
第
一
五

加



南
京
鍛
錦
棠
調
查
報
告

一
銅
坊
苑
四
四
號
一
間
卅
一
兀
大
一
一
蕭
正
榮
一
扎
棺
寺
七
號

一
鐵
管
三
二
號
一
丁
一
員
一
石
鼓
路
四
六
號
一
村
天
興
一
吞
2

叫
一
號

注
E
L
i
-
-
t
l

「
f
;

一
一
配
和

-
L
劃

J
i
-
-
和

l
l

谷
榮
興
一
韓
家
卷
一
一
一
一
號
一
丁
回
答
田
一
柏
家
苑
五
號
一
歌
泰
和
一
夫
干
苑
一
一
一
一
號

陳
生
記-
K清
河
門
」
k
i恆
心
而
且
必
號
(
-
7
2
-
i
-
i

同
河
山
海
股
清
」
情
內
兩
冷
門
口
哼
一
叫

i
h
仔
尸

劉
波
波
一
將
軍
卷
一
號
一
來
湧
泉
一
石
鼓
路
一
九
一
號
一
錦
捏
一
，
六
千
橋
八
號

J
旁
一
水
源
一
柏
:
一
一
一
號

f
t
-
i
f
F
i
-
-
一
號
(
1至
于
」-
1
:四
l
l
i
l

-
陣
怔
冷
冷

l

一
許
春
佳
咕
咕
巴
山
一
五
咕
咕
」
慨

:
1
j
l

賈
義
如
仙
一
帶
坊
巷
三0號
一
豆
沫
昇
一
十
間
房
一
一
我
一
卓

-
X與
一
和
平
門
外
小
市
街
二

一
一
一

-
J

一
五
號

周
殿
春
一
觀
音
門
拔
一
吳
壽
全
一
倉
鬥
口
一
五
號
一
楊
寶
，
長
一
中
山
內
外
鍾
靈
街
二

一
一
一
一
封

-
0

號

山
型
和
恥
￡
「
刷
刷

i
u
也
叩
門
也
叫
一

I
I
I
-
門

除
紹
記
一
一
胡
壽
記
一
張
右
菜
園
一
號
一
周
鶴
哄
一
中
山
路
一
入
一
號

季
學
知

挨
一
兀
發

吉
兆
營
三
八
號

立
府
坊
十
四
號



柳|楊

永 i 春

泰 | 古巴

俞
源
鑫

主
柯
清

注|泰 i 陳(龔

炳|永|必!德

記哇!富(春

海
士
雲

|畢(如陳|委

主l 盃 lFl 主
主
馬
營
二
、
七
號

皆

K內
向
l
v
M
叮
d

dzdyumv
鳳
遊
寺

了
種
叢
刊
第
一
珊

主
義
坤

烏
忠
禮

紅
廟
四
四
號

條
營
外
口
一
二
號

鳳
遊
寺
入
號

條
營
外
口
一
五
號

相|四和|井|虎

府|號平|來 i 路
營 l 門|苑 l 關!

三|外!三 I-I
號|合101 一

板|唬|唬

#( I

門
東
罵
駕
橋
一
三
號

并
家
苑
十
號

慈
悲
社

·tt



甫
東
鍛
錦
欒
調
瓷
報
告

徐
文
錢

丹
鳳
街
一
六
四
號

湧
源
祥

三
峽
井
五
四
號

楊
義
大

豆
腐
坊
三
一
號

丙
、
-
津
鍛
業

吳|袁 1 美
恆|定|靜

源|興 1 記

凡

司---一-一-，-戶--

杏

花

才f

al
一I_!一

吳
慶
源

相
府

營

號

朱
永
興

漢
西
門
棋
盤
城
四
號

杏
花
村

小
良
巷
=
二
八
號

南
京
織
進
璋
綴
，
始
於
清
初
，
間
，
由
蘇
州
傳
入
，
光
宮
一
年
間
，
均
業
夫
鼠
，
近
來
表
微
不
堪
，
織
戶
僅
四
家
，
織
機

僅
入
淚
。
考
其
失
敗
原
因
，
殆
為
出
品
本
金
時
﹒
侖
，
及
織
法
故
步
台
對
?
小
諜
攻
進
所
致
。
潰
級
為
枷
忱
地
絨
花
之
織
品
，
織

機
與
雲
錦
六
致
相
同

y
惟
二
重
經
收
料
，
x
v用
圓
形
太
濃
繞
之

y
而
用
婆
數
緯
管
，
製
接
介
乎
諱
絨
與
雲
錦
之
間
，
絨
花
用

足
長
三
丈
。

刀
割
開

o
原
料
每
尺
約
需
如
絲
及
肥
絲
各
一
一
悶
。
每
疋
寬
一
尺
入
寸
，
長
由
三
四
尺
至
四
丈
，
視
乎
需
要
而
定

F
巷
道
每

號
製
凳
樣

F
價
值
極
昂

3
每
本
最
少
四
十
元
，
最
多
，
布
至
七
十
元
者
。
十
入
年
妙
之
生
產
數
量
約
為
二
官
疋
左
右
，

刻
表
於
后

••

總
值
約
七
千
餘
元
，
現
在
恐
更
系
及
此
數
。
璋
鍛
之
銷
路
以
廣
東
為
最
多

F
均
用
以
製
造
鞋
苗
。
諸
將
最
近
營
業
機
戶
，



魏
松
茂

萬!號

夫
j頓 南

京
津
絞
業
一
覽
表

主

一一一

址

可
也

‘
.
吋
J

機

明
瓦
廊

洪
武
街

丁
a
種
議
刊
第
一
，
珊

工

入

璋

號

址

lt~

機

主

夏
秀
記

A
u豐
富
巷

陳
德
榜

洪
或
街

九

工

人|入|人
人



南
京
鍛
錦
樂
調
蛋
報
告

丁
、
津
絨
業

O

〈一〉圖進撥絨璋

南
京
之
璋
誡

F
係
於
前
清
道
成
年
間
，
由
福
建
傳
入
，
遇
生
帶
魚
天
鵝
絨

F
後
攻
為
璋
絨

o
最
底
時
期
，
有
織
機
入

官
張

3
週
牟
工
作
，
以
應
內
處
及
答
貢
之
需
要
。
民
國
六
七
年
間

F
會
徑
李
壽
丞
提
倡
，
將
厚
攻
薄
，
花
樣
翻
新
，
然
未

有
誰
何
效
果
。
現
在
機
戶
僅
存
四
十
家

3
織
機
八
十
三
張
，
工
作
人
員
約
三
百
人
。
在
昔
津
紋
﹒
有
純
絲
織
與
棉
絲
交
織
兩

其
織
造
機
械
成
本
等
芬
、
迷
於
后

••

種

F
出
品
有
三
丈
五
尺
長
之
疋
頭
與
件
頭
之
券
，
現
均
為
純
絲
件
頭
織
品
，
疋
頭
甚
少
，
生
歲
生
產
額
僅
四
百
件
。
金
將

織
、Ih
立足五

璋
絞
之
織
造
方
法
，
關
於
繫
絲
染
色
絡
絲
整
經
土
機

搖
緯
等
工
作

p
與
俄
鍛
者
無
異
。
惟
經
絲
用
二
看
了
上
學
下

她
，
織
時
每
投
三
梭
，
而
以
鐵
絲
一
杖
，
橫
貫
其
中
，
織
成

三
重
織
物
，
成
件
落
機

F
乃
依
指
定
花
樣

F
局
都
彤
為
絨
地

9
加
州
扒
整
理
後

y
始
將
鐵
絲
抽
出
。
所
製
璋
紋

F
普
通
多
為

黑
色
，
故
經
絲
夫
都
用
黑
色
絲
牽
好

F
者
須
其
他
顏
色
則
隨

需
要
而
攻
用
他
色
。

至
於
工
作
能
力
，
則
六
概
視
彤
識
之
難
易
而
別
，
並
回
過
每
機
每
日
能
織
一
尺
至
三
尺
。
彤
工
每
目
每
人
就



彤
一
三
尺
至
入
尺
。
織
工
與
彤
工
，
因
屬
券
業
。
師
牽
工
旗
、
絡
工
亦
復
分

主
。

三
、
機
模

織
津
絨
之
機
械
，
與
級
機
相
同
，
惟
繞
輕
絲
者
，
椅
上
下
三
重

F

範
子
入
個
，
四
土
四
下

3
足
蹈
竹
桿
五
個
。

瑋
絨
成
本
，
亦
可

4升
為
原
料
與
工
委
兩
種

o
﹒
潭
被
每
尺
總
重
三
一
間

主
、
成
本

如
章
，
約

A
口
原
重
量
官
司
分
之
六
十
F
惟
﹒
經
絲
則
因
所
周
染
料
一
小
同
3
雖
經

了
內
經
絲
諱
絲
各
一
兩

F
現
約
值
一
元
左
右

3
其
中
緯
絲
經
染
色
後
芬
量

染
色
，

4分
量
?
小
夫
加
重
。
至
於
織
彤
工
贅
，
則
織
工
每
尺
工
委
三
角
，
彤

主
每
尺
一
角
至
三
角
，
伙
食
均
由
機
戶
供
給
。
染
色
每
尺
約
入
芬
，
總
計

四
、
用
途每

尺
津
絨
成
末
，
仗
，
有
機
台
織
經
營

-
7式
去
一
口
之
，
約
為
一
元
六
七
角
。

笠
、
銷
路

過〈二)圓

璋
紋
用
途
以
馬
掛
坎
肩
帽
鞋
椅
墊
等
類
泊
湖
夫
宗
，
特
種
織
物
如
對
子
中
堂
及
其
他
裝
飾
品
，
為
數
有
俠
。

璋
絨
銷
路
，
末
以
東
三
舍
北
平
為
夫
宗
，
多
用
以
為
烏
掛
坎
肩
女
鍵
。
現
因
東
三
舍
進
口
稅

F
增
至
值
百

‘
六
、
經
營

斜
，
兩
湖
購
為
帽
料
。
輸
銷
外
洋
車
咽
，
為
數
有
阪
。

拾
四
十
五

y
每
尺
抽
稅
一
元
左
右
，
負
扭
過
重
，
銷
路
乃
夫
滅
。
廣
東
購
用
津
絨
為
衣
料
及
鞋
料
，
土
海
購
作
社

了
禮
讓
刊
第
一
加

南
京
津
絨
棠
，
夫
都
禱
告
機
台
織
，
官
售
之
家
庭
式
工
業
組
織

F
無
援
房
機
戶
之
別
，
又
無
專
門
商
號
為
之


-
一
一



南
軍
級
錦
樂
調
查
報
告

宣
傳
發
售

o
並
回
過
販
賣
，
均
賴
函
信
郵
送
方
法
，
郵
費
每
尺

A
口
一
角
左
右
。

璋
絨
業
與
建
我
業
共
同
組
織
絨
業
同
業
公
會

y
會
址
在
明
瓦
廊
，
負
責
人
員
，
主
席
為
朱
正
元
，
常

七
、
公
共
團
體

最
近
津
絨
業
機
戶
，
刻
表
於
后

••

務
委
員
為
主
錫
壽
、
用
廣
鈺

3
栽
行
委
員
鴻
章
布
澄
、
呂
國
棋
、
呂
國
宮
、
丁
長
松
、

i陳
維
新
、
翁
甫
庭
。
諸
將

南
京
津
絨
業
概
況
表

址

數

機

數

一
址
機
一
人
一
號
主
一
一
一
人

:
一
:
一
川
入
一

J
i
-
-
j
J
E
-
-

一
門

一
夫
衣
同
子
一
.
一
一
一
一
一

主
士
進
一

3
3
4

一
一
一
四
一
夏
秀
功
一
龔
家
橋
一
一
一
四

一
一
-
一
一
一
一
-

E
L
F
j
J

斗
叫
一
訊
和
|
已
叫
什
|
叫
一
肌

到
生

L
i
l
-
-

一
四
三
令

-
L
i
-
-
l
i
u

一

:
-
K

兩
i
r
k
-
K

呵
呵
」
閃
閃
」
一

-
f
j
「
」
一
四

!
-
t
i一
句
石

一
夫
豐
富
巷
一
六
一
三
一
杜
長
海
，
一
切
瓦
廊
一

1
也
、
→
J

工

1
也
Y

吋
L
J

號

主

戴
長
林

陳
金
鐘

四

工

七
四四四



主
泳
金
一
雙
石
鼓
一
一
一
四
一
周
廣
鈺
一
三
茅
宮
一
一

;
給

-
i
巷
一
四
一

-
J
r
t
i
E

家
巷
一
|
一

封
閉
刮
到
」

1
「
叫
刊
和
創
見
到
門
寸
「

嚴
家
;
一
出
中
U
U
J

仆
出
}
向
山
明
U
仆
「

創
立
一
崔
入
巷
一
一
一
|
|
一
七
一
鄭
廣
興
一
慈
悲
(
一
=
-
一

-
o

划

;
-
E

」
引
丌
叫

-
i
L
i
J
l

「
-
1
|叫

山
中
〕
山
中J

口
仆
L
J
u
f巴
心
叫
U
U

口

余
正
森
一
曹
都
悲
一
一
一
四
一
﹒
宋
建
寅
一
船
板
巷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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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荒
鍛
錦
欒
調
查
報
告

戊
、
建
絨
業

三
凶

南
京
建
紋

F
係
於
前
清
道
咸
年
間
，
由
福
建
傳
入

y
當
時
帝
為
純
經
絨

F
後
攻
為
建
紋
。
現
在
共
布
機
戶
九
十
入
家

建

9
織
機
二
百
零
七
張

p
工
人
七
入
百
人
了
內
中
棉
絲
交
織
機
戶
有
六
十
餘
家

F
餘
均
為
純
絲
織
戶
。
按
調
查
結
果

F
二
十

五
年

M
W共
﹒
出
八
百
疋
y
(
因
營
業
本
扳

F
平
均
每
機
年
僅
織
造
建
絨
二
三
疋

p

其
餘
時
間
均
在
停
止
工
作
中
)
茲
將
其
織
造
機
械
成
本
等

2
分
迷
於
后

••

一
、
織
造

-
建
獄
之
織
法
，
與
津
絨
大
同

d
其

3
經
絲
布
二
重

y
土
緊
下
他

'
識
時
每
設
四
役
，
山
坡
以
，
竹
絲F
使
成
二
重
織
物

y
而
後
全
部
用
刀
割

斷
成
絨

y
此
與
津
絨
都
份
剖
開
布
兵
。
建
侃
侃
普
通
覓
一
尺
入
寸

F
經
絲

七
千
二
百
頭
行
，
長
約
二
丈
左
右

F
分
純
絲
織
品
與
海
珊
絨
兩
種
，
純

絲
織
品
，
經
綽
全
用
蠶
絲

3
海
珊
絨
係
人
造
絲
蠶
絲
棉
紗
三
者
混
織
而

成

3
的
﹒
表
面
為
人
造
絲

F
中
屆
均
為
棉
紗
y
底
品
均
為
蠶
絲
0
至
」
一
巨
織
工
能

方

y
每
機
每
日
能
織
二
尺
，
割
斷
由
織
工
為
之
。
每
年
每
機
能
織
二
十

元
至
二
十
五
疋

o

二
、
織
機

建
絨
織
機
與
織
璋
絨
丰
啊
，
完
全
相
同
。

誠織進圖



一
、
成
本

民
?
原
料
與
工
資
二
狸
。
純
絲
建
紋
，
每
尺
重
二
兩
至
二
兩
六
錢
，
內
中
經
絲
台
百
分
之
四
十
，
緯
絲
占
百

4分
之
六
十

o
海
珊
絨
原
料
每
尺
人
造
絲
一
一
間
，
棉
紗
入
錢

y
贊
絲
二
錢
。
無
論
純
絲
建
誠
與
海
珊
挾
，
每
天
織
製

尺
約
一
元
。

工
資
均
為
四
角
。
估
計
純
絲
建
絨
每
尺
成
本
約
二
元
，
每
疋
約
四
十
元
;
海
珊
絨
每
疋
約
十
四
元
左
右
，
好
看
每

四
、
用
途

五
、
銷
路

六
、
經
營

建
紋
用
途

7
現
在
以
帽
子
占
百
分
之
九
十
五
，
其
餘
為
鞋
子
及
衣
料
。

現
在
各
舍
，
均
布
銷
售
。

話
相
信
函
郵
遞
。
按
將
現
在
營
業
之
建
絨
號
機
戶

F
列
車
私
於
后

.
題
紋
之
經
營
，
均
〕
祿
，
台
機
，
曾
織
台
售
之
家
庭
式
工
業F
無
婊
房
機
戶
之
勞

y
又
無
商
店
宣
傳
，
發
售
完
全

南
京
建
紋
業
概
況
表

一
←
斗
惋
惜
」
呵
!
耐
心
呵
!
一

一
張
一
四
人
-
f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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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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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二
張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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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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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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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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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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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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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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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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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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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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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市
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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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
A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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汗
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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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發

季
康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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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海

謝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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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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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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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織
物
?
小
合
時
侖
。

坎
上
所
述

P
為
南
京
鍛
錦
業
之
現
狀
，
較
之
過
去

F
衰
落
殊
莓
，
考
其
失
敗
原
因
，
約
看
下
途
數
端
。

粗成
與未

發大
造商

。。

四
、
經
營

X
v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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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京
鍛
錦
業
調
蛋
報
告

O

土
迷
四
端
之
中
，
以
第
一
端
為
最
關
重
要
，
按
將
各
項
詳
細
情
形
，
申
途
於
后

o

三
)
織
品
本

A
口
時
尚

京段

南
京
鍛
子
，
台
清
雍
正
﹒
迄
今
，
始
終
沿
用
類
似
平
織
之
方
法
織
造
，
絲
毫
本
變
，
故
所
織
成
品
，
硬
而
且

脆
，
若
現
在
時
侖
衣
料

F
則
均
軟
而
且
簿
，
其
結
果
遂
致
南
京
梭
于
除
雲
南
貴
州
等
內
地
命
有
用
為
衣
料
者
外

'
普
通
祇
能
作
帽
鞋
及
滾
條
之
用
，
叉
，
何
怪
銷
路
一
落
千
丈
。

L
雲
錦

雪
錦
係
用
洩
花
粒
花
方
法
，
以
蠶
絲
人
造
絲
金
錢
線
交
織
而
成
，
有
花
卉
草
木
禽
獸
等
花
紋
。
過
金
玉

官
貴
族
用
為
袍
料
，
朝
廷
用
為
答
謝
小
國
進
貫
之
禮
物
。
現
在
除
西
藏
業
古
及
內
地
女
子
侖
有
用
以
作
為
袍
叫
什

外
，
普
通
均
用
為
特
塾
琴
條
檯
錦
等
裝
飾
品
。
所
周
圍
棠
，
極
少
唆
莫

y
織
造
夫
都
沿
用

4
年
老
吟
，
故
其
織

品
本
能
完
全
適
合
時
代
需
要
。
苟
能
接
受
潮
流

F
設
技
吹
進
，
雪
錦
前
途
台
屬
有
望
。

q
h津
鍛

津
般
為
般
地
紋
花
純
粹
蠶
絲
織
品
，
用
嘍
錦
洩
花
方
按

3
織
成
花
樣

y
再
用
刀
雕
成
紋
花
。
過
去
男
椅

女
複

F
爭
相
購
用
，
會
風
行
一
時

o
惜
其
圖
案
?
小
隨
時
代
攻
進
，
其
織
品
亦
厚
而
且
笨
，
完
全

X
V
A口
時
﹒
街F
需

要
乃
滅
。

A
h津
絨

璋
絨
為
一
種
純
粹
絲
織
品
，
本
用
洩
花
織
造
方
法
專
賴
手
織
後
用
刀
按
圖
案
雖
成
花
紋
。
過
妄
為
內
血
肉

及
答
謝
貢
品
之
用
，
頗
極
一
時
之
前
訓
。
近
因
其
織
造
方
法
，
及
所
彤
花
役
，
本
能
隨
時
吹
進

y
故
其
織
品
除
庚

東
土
海
兩
湖
等
處

3
侖
有
少
數
人
用
為
馬
掛
坎
眉
帽
鞋
之
斜
外

3
催
問
布
局
以
作
，
中
堂
對
聯
等
裝
餘
品
者

F
共



需
要
禾
場
殷

F
可
想
而
知
。

5
建
紋

建
絨
俗
名
絲
紋
，
織
造
方
法
完
全
與
津
絨
相
同

F
叫
川
兵
者
津
誡
係
按
圖
案
彤
刻
成
絨

F
建
絨
則
全
部
用

刀
砌
開
成
絨

0
.建
絨
看
純
絲
織
品
與
棉
絲
交
織
兩
種

o
機
棉
絲
交
織
品

3
可
以
抵
制
日
本
進
口
之
海
瑚
絨
外
，

，
若
純
將
建
絨

3
則
因
製
造
土
墨
守
成
法
，
未
加
坡
莫

F
遂
敦
遇
、
f
f
A
嘗
用
以
為
衣
料
者
現
僅
作
為
帽
鞋
之
用

矣
。

亡
。
成
本
太
高
、

南
京
絲
織
棠
，
無
論
織
造
絞
子
或
雲
錦
津
絞
璋
絨
建
紋
，
均
不
如
剝
用
科
學

y
吱
良
機
械

F
增
這

工
作
效
能
，
減
少
製
造
成
本
，
以
期
價
廉
而
物
美

-
F故
其
銷
路
遂
致
日
趨
衰
落
。
識
分
迷
於
後
。

L
原
料

南
京
鍛
子
雲
錦
浮
被
璋
絨
建
紋
等
所
用
，
蠶
絲

F
均
係
土
絲
，
其
中
緯
絲
所
用
之
粗
絲
，
係
躊
省
南
京
附

近
及
蘇
曉
兩
省
，
經
絲
所
用
細
絲

y
則
係
睛
，
省
江
湖
之
海
筒
、
湖
州
、
杭
州
、
夫
湖
等
處
，
然
均
粗
細
本
句
斷

頭
?
小
接
F
增
耗
折
頭
恆
在
入
五
折
左
右

3
多
至
七
五
折

F
少
則
九
五
折
;
如
之
近
來
﹒
攻
良
種
繭
，
質
莫
償
費

3

廠
絲
產
量
增
加
，
土
種
之
飼
育
乃
減
少
，
土
絲
缺
貨
則
價
漲

F
最
近
每
百
兩
細
土
絲
恆
，
在
四
十
元
左
右
，
泥
土

絲
在
三
十
五
元
左
右
，
希
特
行
沿
用
土
絲
原
料
，
成
本
台
然
增
加
，
無
疑
。

司f
h織
機

南
京
鞭
子
津
紋
及
建
紋
均
用
多
牟
相
沿
之
手
織
機
織
製

F
津
鍛
雪
錦
則
均
周
老
式
手
織
洩
花
機
織
製

3

故
其
工
作
能
力
，
異
常
低
下
。
雲
錦
每
日
每
機
僅
能
織
數
寸
至
尺
餘
，
津
紋
峙
超
級
均
二
尺
左
右
，
鍛
于
四
尺
土

下
。
械
工
出
品
微
少
成
本
因
亦
增
加
。
她
外
如
霎
錦
璋
鍛
油
叫
花

3
不
用
花
板
織
製
?
而
用
挑
花
綠
與
經
絲
聯
接
，

丁
種
議
刊
第
一
珊



南
荒
鍛
錦
棠
調
瓷
報
告

一.....
--<

藉
人
工
之
，
刃

p
閉
口
後
，
投
梭
織
製

F
在
此
情
形
之
下
人
工
嘗
須
增
加
一
倍
，
是
均
足
以
提
高
成
本
，
減
少
，
銷

路
。
茍
能
製
造
板
子
璋
絨
建
絨
等
攻
用
手
拉
機
或
電
機
製
造
，
雲
錦
璋
鍛
攻
用
手
拉
提
花
機
或
提
花
電
機
製
造

9
則
工
作
能
力
可
以
增
進

y
成
品
亦
可
吹
一
叉
，
售
價
統
可
提
高

2
成
本
又
可
減
輕

3

一
舉
兩
得
，
別
莫
大
禱
。

呵
，
心
人
工

南
萃
的
的
織
棠
，
無
論
染
色
絡
絲
搖
緯
整
徑
織
造
整
理
等
等
，
均
全
部
﹒
用
人
工
之
禪
機
械
之
力
者
甚
少
，

尤
其
以
雪
錦
津
絞
璋
絨
等
之
製
造

F
其
更
需
要
精
妙
之
手
工
藝
處
希
特
婆
。
當
此
首
都
生
活
費
日
商
之
際
?
工

安
無
法
減
輕
，
而
成
本
遂
亦
一
小
能
低
落
。

由
土
三
者
顧
之
，
南
京
鍛
錦
業
之
本
景
氣
?
成
本
，
太
高
，
實
亦
其
中
，
原
因
之
一
。
據
最
近
調
查
，
普
通
投
子
每

疋
成
本
須
合
三
十
五
元
左
右
，
(
二
尺
六
寸
寬
五
丈
長
之
貨
)
賞
者
每
尺
遠
了
兀
五
六
角
;
嬰
錦
純
絲
織
品
，
賞

者
每
尺
三
元

7
次
去
，
一
元
左
右
;
人
造
絲
交
織
者
，
女
袍
科
每
件
六
元
左
右

-
P瑋
絨
每
尺
六
七
角

-
P建
絨
真
絲

(
三
)
粗
製
濫
造

者
每
尺
二
元

7
棉
絲
交
織
者
每
尺
七
角
乃
至
一
元
。

南
京
鞭
錦
業
?
無
論
何
種
織
品
，
均
于
小
知
，
應
用
科
學
攻
良
織
造
機
械

p
玖
正
當
途
徑
，
求
織
品
之

適
用
，
與
夫
原
料
人
工
之
筍
省

F
籍
使
成
本
城
門
，
絲
路
推
廣
。
每
多
於
營
業
稍
見
活
動
時
，
師
偷
工
減
料
，
粗

製
濫
造

7
遂
致
織
品
信
用
于
小
立

7
銷
路
減
少
。
例
如
過
委
會

τ
錦
之
輸
出
，
及
素
枷
慨
之
內
銷

y
均
因
品
質

X
v齊
，
六

(
四
)
經
營
本
善

受
打
擊
，
良
可
做
也
。南

京
紋
錦
業
之
﹒
怨
營
，
完
全
為
家
庭
手
工
制
，
統
無
工
廠
設
備
，
不
能
大
量
製
造

F
又
少
商
號
經



營
，
缺
乏
推
銷
聯
絡
。
現
在
除
終
業
雪
錦
業
巴
布
股
房
及
機
戶
之
別
外
，
其
餘
均
禱
告
料
台
機
台
織
合
售
之
案
處

式
組
織

F
故
其
海
買
原
料
，
出
賣
成
口
阱
，
在
此
贅
，
方
薄
弱
宋
庭
組
織
方
式
之
下
，
經
營
巷
感
困
難
。
若
官
宣
傳
推

庚
，
則
更
無
瑕
顧
及
。
似
此
情
形
，
欲
社
、
與
江
辦
工
廠
出
品
競
爭
，
會
屬
匪
易
。

庚
、
吹
進
管
見

南
京
總
錦
業
之
失
敗
原
因
，
夫
致
巴
如
前
途
，
等
諜
挽
救
之
榮

F
會
為
切
耍
。
當
金
國
際
商
場
競
爭
激
烈
之
教

p

無
論
經
營
何
種
生
產
出
品
，
非
分
求
物
美
價
廉
，
于
小
足
玖
謀
生
存
，
而
期
進
展
。
故
南
京
被
錦
織
品
之
吹
進
，
第
一
必

須
設
法
使
其
出
口
問
攻
吏
，
玖
期
適
合
現
代
中
外
人
士
之
需
要

F
同
時
並
須
設
法
使
其
成
宋
輕
娥
，
俾
售
價
低
廉

F
銷
路

因
之
得
以
推
廣
。
吱
避
之
目
標
統
定
，
則
其
實
施
辦
法

F
台
可
就
織
品
機
械
原
料
及
經
營
土

4分
頭
著
手
攻
吏
。
該
略
吉

乏
如
下

••L
織
品
攻
夏

南
京
責
殺
，
現
在
用
途
雖
狹
，
然
西
服
之
衷
于
及
其
他
種
種
應
用
或
鍛
之
物
品
甚
鋒
，
應
設
發
將
實
鍛
吱
織

薄
而
且
軟
之
款
提
等
織
品
，
展
可
盤
和
玖
抵
制
拍
來
織
品
之
侵
入
。

雲
錦
除
仍
熾
製
銷
售
業
藏
之
織
品
外
，
更
應
叫
們
用
原
布
巧
妙
工
藝

F
設
往
將
圖
案
隨
時
更
新
，
將
織
法
唆
曹
氏
(

以
期
適
合
中
外
人
士
之
需
要
而
謀
增
加
輸
出
，
擴
張
銷
路
。

了
種
叢
刊
第
一
珊

---



南
東
鍛
錦
樂
調
查
報
會

問

津
鍛
應
設
法
攻
莫
織
進
園
棠
，
織
成
薄
而
且
較
之
織
品
，
.
如
市
土
流
行
之
剪
紋
，
以
抵
制
輸
入
品
。

津
絨
應
利
用
原
，
看
巧
妙
工
藝
，
而
將
圖
案
隨
時
更
新
，
更
考
究
其
織
進
方
法
，
使
出
品
本
權
為
現
時
代
之
衣

絲
帽
鞋
之
用
，
更
可
為
裝
篩
品
。

﹒
建
絨
會
吱
用
人
遺
絲
棉
紗
交
織
以
，
奈
，
進
口
之
日
本
海
珊
絨
受
其
抵
制
者
本
少
，
更
應
設
法
求
逸
，
以
使
海

λ
管
製
作
冬
季
外
，
否
原
料
之
用
。

句
“
織
機
攻
良

製
造
鞭
子
津
絨
建
紋
，
最
好
攻
用
普
通
電
機
，
或
手
拉
織
機
。
製
造
零
錦
津
紋
，
吱
局
提
我
電
機
或
手
拉
提

#
化
織
機
3
以
期
生
產
能
步
增
進
，
成
品
優
良
，
售
價
既
可
提
高
，
成
本
又
可
減
低
。

可
恥
原
料現

在
土
絲
因
生
產
量
減
少
，
價
格
遂
昂

3
且
消
耗
折
頭
恆
在
入
五
折
左
右
，
一
小
知
攻
用
下
級
廠
絲

F
?小
偉
躇

齡
化
金
無
p
成
本
﹒
可
期
低
減

F
且
織
品
均
勻

p
無
粗
細
織
斑
之
缺
點
，
成
品
優
吏
，
售
價
可
以
提
高
。

.
如
詞
因
主
孫
用
鮮
繭
樣
摸
，
絲
膠
溶
解
甚
少
，
廠
絲
用
乾
繭
經
熟
揚
黨
汽
一
一
冉
處
理
，
絲
膠
溶
解
接
~
多
，
致

織
終
用
廠
絲
時
，
不
及
土
絲
適
用
，
則
為
彌
補
救
濟
計
，
亦
未
始
于
小
可
使
廠
絲
設
沾
吱
支
線
製

9
以
期
保
存
多
妻

“
赫
膠
F
i俾
適
合
特
別
用
途
。

A
h經
營



購
進
原
科
製
造
織
品

F
切
?
小
可
輕
路
粗
製
濫
造
，
投
入
會
授
之
弊
。
尤
其
販
賣
鐘
營
，
務
守
信
用

p
"引
湖
事

業
發
揚
永
失
。

以
土
種
種
吹
進
辦
法
立
右
任
南
京
現
有
鍛
錦
業
商
號
機
戶
，
單
獨
進
行
，
恕
不
能
生
若
何
效
果
，
當
擬
兩
種
辦
法
於

使
••

第

由
鞭
子
雲
錦
津
絨
建
絨
等
各
棠
，
.
各
組
織
產
銷
合
作
社
F
本
互
助
合
作
精
神
及
芳
法
，
玖
期
進
行
攻
哀
，
同

時
政
府
予
以
指
導
協
助
。

第

羽
用
尿
布
鍛
錦
業
之
手
工
藝

p
另
設
一
中
心
組
織
，
加
以
維
繫

-
P純
種
中
心
組
織
，
由
官
商
合
辦

F
或
由
、
商

人
集
安
設
立

F
其
工
作
文
配
如
次
••

L
中
心
組
織
之
工
作

••

人
購
買
原
斜
。

B
.用
科
學
方
法
染
色
整
理
。

c
.機
械
圖
案
色
彩
等
之
設
計
及
實
施
。

n
μ指
導
機
戶
，
吱
英
機
件
織
進
步
訣
。

且
作
共
同
之
整
遲
販
賣
及
宣
傳
。

么
機
戶
之
工
作

••

了
種
叢
刊
第
一
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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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h
R

b
組
織
，
洪
叫
閃
發
護
販
賣
，
前

南
海
緻
錦
喝
咖
調
張
報
告

-
1
γ
品
，
缺
精
良
主
商
業
搬
進
，
織
成
殺
女
護
中
~

h

口
口
如
皇
之
代
偎F
S機
戶
擔
任
之
。

#
哨
喇
喇
湖
泊

藏
州
州
州
州
心
心

信
州
州
州
州
的
W

者
叫
州
州
的

圈
馴
州
州
位

海
州
州
州
州
刮

上
州
州
州
州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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