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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四
郡
觀
風
之
使
所
在
聲
聞

雅
之
老
到
今
遺
詠
其
年
春
秋
五
十
有
一
終
於
豫
州
葬
於
舊
域

夫
人
太
原
王
氏
祔
焉
禮
也
議
者
以
公
不
避
强
禦
有
昭
子
之
政

事
不
爲
皎
厲
有
康
子
之
隱
德
虛
已
尙
賢
有
文
侯
之
樂
善
重
諾

分
急
有
信
陵
之
高
義
人
鮮
有
一
况
兼
四
乎
公
賦
入
封
君
妹
歸

帝
子
車
馬
無
戚
里
之
盛
衣
服
有
儒
者
之
節
儉
而
得
禮
富
而
無

驕
此
蓋
奉
先
之
素
履
也
公
善
於
草
隸
妙
絶
時
人
以
筆
意
傳
次

子
華
及
甥
河
東
薛
稷
世
稱
前
有
虞
褚
後
有
薛
魏
此
又
貽
訓
之

餘
美
也
嗟
夫
公
學
埒
向
歆
操
齊
固
燮
若
天
假
三
壽
朝
登
六
事

則
鄭
之
桓
武
可
尋
漢
之
韋
平
一
揆
而
年
近
知
命
位
止
方
州
落

鵬
翼
於
半
霄
負
天
之
力
莫
展
頓
龍
媒
於
局
路
追
風
之
勢
斯
畢

九
原
不
作
誰
將
與
歸
二
子
獻
華
追
完
先
德
俾
余
作
頌
以
慰
罔

極
銘
曰
昂
昂
豫
州
毓
粹
含
道
欽
若
古
訓
思
文
烈
考
於
穆
烈
考

維
國
之
師
公
承
丕
搆
思
皇
纘
之
發
軫
臺
閣
風
流
榮
問
建
麾
千

里
澤
霶
四
郡
位
未
充
德
命
不
遂
才
彼
蒼
孤
善
謂
之
何
哉
子
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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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復
邱
封
永
久
穆
如
淸
風
振
芳
厥
後

功
倉
戸
尉
廳
壁
記

杜

牧

縣
之
所
重
其
舉
秀
貢
賢
也
今
日
自
外
諸
侯
之
儒
者
曠
不
能
得

一
人
況
尉
乎
次
乃
戸
稅
而
已
史
記
河
渠
書
曰
自
澂
引
洛
水
至

商
顏
下

井
深
者
至
四
十
餘
丈
卽
此
地
也
徵
者
俗
訛
爲
澄
耳

其
地
西
北
山
環
之
縣
境
籠
其
趾
沙
石
相
礴
嵗
雨
如
注
地
皆
淫

灩
不
測
徵
之
士
適
潤
苗
則
大
獲
天
或
旬
而
不
雨
民
則
蒿
然
四

望
失
矣
是
以
年
多
薄
稔
復
絶
絲
麻
藍
果
之
饒
固
無
豪
族
富
室

大
抵
民
戸
高
下
相
差
埓
然
嵗
入
官
賦
未
嘗
期
表
鞭
一
人
因
徵

其
由
來
耆
老
咸
曰
西
四
十
里
卽
畿
郊
也
至
如
禁
司
東
西
軍
禽

坊
龍
廏
彩
工
梓
匠
善
聲
巧
手
之
徒
第
番
上
下
戸
互
來
進
取
挾

公
爲
首
緣
以
一
括
十
民
之
晨
炊
夜
春
嵗
時
不
敢
嘗
悉
以
仰
奉

父
伏
子
走
尙
不
能
當
其
意
往
往
擊
辱
而
去
長
吏
固
不
敢
援
復

況
其
養
秩
安
祿
者
耶
加
以
御
女
官
多
盤
穴
其
間
遞
相
占
附
比

急

如
手
足
自
丞
相
御
史
咸
不
能
與
之
角
逐
縣
令
固
無
有
爲

也
非
豪
吏
眞
工
聯
紐
相
姻
戚
者
率
解
去
是
以
縣
賦
益
逋
徵
民

幸
脫
此
苦
者
蓋
以
西
有
通
澗
巨
壑
义
牙
交
吞
小
山
峭
徑
馳
鞭

馬
張
機

者
不
便
於
此
是
以
絶
跡
不
到
兼
之
士
田
枯
鹵
樹
植

不
茂
無
秀
潤
氣

咸
惡
之
而
不
家
焉
民
所
以
安
和
輸
賦
者
殆

由
此
倘
使
徵
亦
中
其
苦
則
墟
矣
尙
安
比
之
於
他
邑
乎
嗟
乎
國

家
設
法
禁
百
官
持
而
行
之
有
尺
寸
害
民
者
率
有
尺
寸
之
刑
今

此
咸
墮
地
不
起
反
使
民
以
山
之
澗
壑
自
爲
坊
限
可
不
悲
哉
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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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民
恃
險
而
不
恃
法
則
劃
土
者
宜
乎
牆
山
壍
河
而
自
守
矣
燕
趙

之
盜
何
可
多
怪
乎
書
其
西
壁
俟
傳
言
者
覽
焉

魏
文
貞
公
笏
銘
幷

序

孫

樵

大
中
六
年
詔
出
文
貞
公
笏
歸
其
孫
丞
相
謩
孫
樵
請
銘
其
笏
曰

靈
豸
薦
角
比
干
獻
骨
合
以
憤
烈
在
公
爲
笏
怒
虎
可
唾
笏
不
可

挫
太
華
可
裂
笏
不
可
折
柱
天
不
仄
指
日
不
蝕
標
儀
條
臆
起
梗

聞
直
噫
諫
舌
切
切
上
磨
帝
缺
不
逆
不
怫
笏
則
公
笏
緊
拱
在
列

諍
舌
不
發
膠
榮
顧
餗
下
偷
上
愎
非
公
之
節
孰
爲
公
笏

宋

寺
頭
鎭
創
修
東
嶽
廟
碑

若
夫
生
長
收
藏
所
以
用
天
之
道
聰
明
正
直
必
曰
依
人
而
行
然

則
暴
露
藨
蔉
之
下
蓋
其
勤
則
至
矣
淫
札
瘥
癘
之
作
尙
可
得
而

食
諸
故
豹
獺
不
忘
於
潔
恭

鵲
或
知
其
畏
避
况
圜
首
方
趾
士

居
火
食
者
而
能
不
知
天
乎
由
是
而
言
之
則
耕
田
鑿
井
忘
帝
力

者
豈
足
道
哉
豚
蹏
壺
漿
禱
天
時
者
又
何
鄙
也
仁
聖
帝
者
鄕
人

以
邊
兵
汔
息
歲
事
小
成
父
子
兄
弟
得
相
與
環
首
而
食
其
力
所

以
答
不
言
之
德
邀
無
妄
之
福
之
所
建
也
粤
若
大
河
右
轉
函
關

北
走
漢
內
史
之
謡
俗
秦
大
荔
之
封
域
龍
興
虎
視
自
當
表
以
華

終
土
厚
水
深
不
獨
流
其
汾
澮
其
形
勝
也
半
秦
川
之
百
二
其
廣

衍
也
吞
楚
夢
之
八
九
實
惟
通
邑
曾
是
奥
區
殖
物
惟
錯
居
人
衆

夥
揮
汗
如
雨
而
東
作
戒
期
舉
袂
成
帷
而
日
中
爲
市
豈
止
宛
邱

擊
鼓
但
縱
狂
遊
叢
臺
袨
服
空
傳
豪
奢
而
已
茲
廟
之
始
也
一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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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風
聞
衆
心
城
固
於
是
因
讓
田
得
善
地
庶
力
悅
豫
羣
邨
用
牡
肯

堂
肯
構
靡
丹
靡
漆
四
榮
廠
朗
以
宮
環
列
眞
陰
森
而
星
拱
巖
巖

然
阻
絶
澗
而
岑
寂
肅
肅
然
依
解
原
而
洞
深
爾
乃
穀
旣
登
年
吿

有
班
白
之
老
挈
提
而
至
錡
釜
有
踐
蘋
蘩
在
差
無
飾
詞
無
矯
舉

惟
穰
是
報
惟
甯
是
祈
天
而
弗
福
神
則
無
欺
率
是
道
也
與
夫
禮

大
樂
節
之
煩
數
百
三
非
鬼
之
諂
黷
固
不
倫
矣
廟
旣
成
縣
大
夫

以
予
號
文
章
進
取
悉
狀
庶
民
經
始
勿
亟
之
蹟
求
爲
記
述
且
南

門
非
命
不
載
春
秋
之
文
荆
楚
舊
風
甯
忘
歲
時
之
記
摛
之
文
爲

揭
之
石
刻
吾
與
㸃
也
人
何
閒
然
尙
覬
邑
中
遺
老
職
北
時
於
漢

儀
鄕
校
羣
儒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時
崇
甯
二
年
歲
次
癸
未
三
月
二

十
五
日

金

縣
尉
趙
公
德
政
碑

■
■
■
■
■

昔
漢
制
長
安
城
中
置
四
部
尉
掌
捕
盜
賊
至
隋
唐
郡
縣
各
置
尉

一
員
俾
分
判
民
務
則
尉
職
之
設
也
其
從
來
遠
矣
我
國
家
城
邑

星
分
碁
布
雖
極
要
荒
之
民
必
使
一
視
同
仁
則
其
爲
縣
邑
親
民

之
職
者
不
獨
責
成
於
長
貳
惟
尉
亦
然
然
其
閒
尉
之
稱
職
揚
名

者
何
其
鮮
也
豈
其
皆
長
貳
之
能
而
不
顯
尉
之
能
耶
若
然
則
譽

著
於
南
昌
威
宣
於
北
部
惠
歸
於
武
陟
文
絶
於
鄠
縣
僕
射
以
言

大
見
警
長
史
以
子
孫
相
託
古
史
豈
溢
美
乎
蓋
一
有
治
效
之
及

民
者
皆
可
紀
也
竊
惟
漢
唐
之
有
天
下
年
世
不
得
不
謂
之
遠
城

邑
不
得
不
謂
之
廣
而
尉
之
見
稱
於
當
時
垂
名
於
後
世
者
僅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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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人
亦
不
過
有
一
能
耳
古
謂
才
難
不
其
然
乎
若
乃
有
古
人
之

遺
風
得
今
人
之
全
美
則
我
昭
信
趙
公
之
於
澄
邑
也
公
諱
規
字

君
模
中
都
安
次
人
也
其
先
累
葉
積
德
皆
稱
賢
明
語
其
品
秩
則

兼
萬
石
之
崇
較
其
門
閥
則
冠
五
侯
之
甲
慶
遺
後
裔
繼
出
偉
人

公
少
好
學
問
博
通
經
史
工
草
隸
善
詞
章
精
神
明
秀
風
度
凝
遠

不
茹
不
吐
遠
邁
於
前
人
可
畏
可
愛
克
紹
於
先
烈
其
特
立
英
果

之
氣
蓋
出
天
資
遠
大
自
期
志
爲
時
用
旣
冠
以
蔭
補
內
祇
出
職

於
前
年
冬
奉
命
來
尉
是
縣
視
事
之
日
首
引
滯
訟
聽
詞
察
色
悉

得
其
情
約
一
時
頃
決
遣
殆
盡
人
服
其
精
敏
乘
閒
則
出
阡
陌
召

耆
老
而
吿
之
日
吾
民
之
本
莫
大
於
農
要
農
之
務
唯
勤
是
先
闢

土
擊
壤
寒
耕
暑
耘
勉
勉
力
田
然
後
囷
庾
實
而
衣
食
足
古
人
謂

勤
則
敏
益
一
鍾
不
勤
損
亦
如
之
天
之
報
施
滅
裂
因
人
以
爲
限

假
令
量
入
以
爲
出
又
有
嫁
娶
賓
客
病
疾
死
葬
人
所
不
免
者
用

度
又
不
貲
奈
何
耽
酒
縱
飮
博
弈
自
供
一
日
之
歡
共
貽
數
口
之

憂
惰
農
已
甚
難
逭
典
刑
皆
謝
日
仁
人
之
言
其
利
溥
哉
敢
不
拜

賜
比
來
雨
暘
不
時
饑
饉
薦
臻
家
無
儋
石
之
儲
人
起
流
離
之
歎

公
乃
集
士
民
款
諭
之
日
天
災
流
行
觸
地
則
皆
然
苟
去
此
而
取

彼
跋
涉
險
阻
慘
悽
籓
籬
之
下
祇
自
苦
耳
何
補
於
事
竊
嘗
計
之

富
家
多
殘
剝
聚
斂
以
興
怨
貧
民
日
削
月
朘
多
不
粒
食
興
怨
則

招
憂
不
粒
食
則
羣
起
而
自
救
盜
賊
之
生
發
於
肘
腋
可
不
畏
耶

且
天
道
惡
盈
而
好
謙
人
知
損
有
餘
而
補
不
足
時
乃
天
道
當
其

物
成
收
斂
執
券
契
以
責
其
所
有
如
探
囊
中
物
是
謂
以
新
易
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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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舉
倍
稱
之
息
得
斂
散
之
權
成
相
養
之
道
也
計
無
便
於
此
者

有
司
將
不
疲
而
力
役
矣
不
怖
而
徵
呼
矣
不
督
而
逋
懸
宿
負
矣

人
知
復
有
生
意
皆
羅
拜
日
生
我
者
父
母
也
今
䝉
一
言
活
我
於

漂
泊
垂
亡
之
中
猶
父
母
也
忍
棄
樂
土
而
逃
父
母
乎
將
何
所
向

而
入
矣
其
爲
工
匠
當
應
遠
役
有
不
能
自
給
者
則
出
已
財
以
津

遣
有
嫠
婦
者
始
從
衆
轉
徙
流
寓
他
鄕
寂
無
音
問
者
已
四
星
紀

及
歸
省
其
塋
墓
但
見
平
田
曠
野
不
復
壠
樹
則
告
於
有
司
有
司

殊
不
加
恤
雖
遣
官
屢
詣
其
所
終
不
得
實
其
婦
孤
貧
恨
無
以
雪

天
而
已
抱
屈
累
年
幸
公
淸
直
明
敏
婦
復
伸
訴
公
覽
之
得
其

狀
下
令
期
於
所
爭
地
引
數
騎
直
抵
其
處
其
老
婦
亦
迷
亡
其

邱
塚
之
所
在
公
乃
取
山
川
之
形
狀
以
其
可
葬
地
命
烝
徒
運
畚

鍤
出
土
壤
約
一
丈
二
尺
廣
狹
倍
之
因
得
其
宅
兆
田
主
叩
頭
伏

罪
流
血
公
命
博
邱
塚
植
樹
林
用
以
垣
牆
而
貸
遣
之
橫
山
賊
有

號
渠
魁
者
久
爲
人
患
公
日
賊
寇
爲
人
之
患
不
爲
不
大
良
善
遭

寇
之
侵
不
爲
不
苦
當
力
掃
除
以
安
良
民
於
是
分
布
弓
兵
潛
匿

於
林
谷
間
出
不
意
抵
其
巢
穴
一
舉
生
擒
之
長
徽
係
頸
凱
還
以

獻
俘
自
是
黨
與
散
去
境
內
晏
然
餘
丁
羨
卒
覬
覦
牒
牘
以
于
使

令
者
皆
叱
逐
而
弗
用
潛
奸
隱
慝
浮
沈
遠
近
以
肆
毒
螫
者
皆
發

摘
而
無
餘
豪
宗
俠
族
之
家
畏
威
而
莫
敢
犯
舞
文
弄
法
之
吏
率

皆
不
能
欺
爲
之
屏
息
以
至
公
府
不
時
之
速
務
非
理
强
明
之
譴

問
人
皆
戰
汗
不
知
所
措
公
獨
從
容
以
辯
以
別
卒
歸
諸
正
非
胸

中
有
養
至
大
至
剛
者
孰
能
如
此
哉
公
面
目
嚴
冷
未
嘗
以
色
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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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望
之
儼
然
若
神
明
然
言
語
落
落
皆
可
法
則
尤
便
騎
射
武
力

絶
人
人
信
其
明
禮
樂
而
敦
詩
書
比
之
卻
縠
者
可
用
之
將
帥
非

虛
語
也
凡
聽
訟
必
盡
兩
辭
徐
以
理
察
之
如
得
其
情
悉
坐
以
本

法
人
無
怨
言
奸
民
猾
吏
皆
斂
手
避
之
事
或
不
得
已
誤
觸
憲
網

者
往
往
矜
閔
責
以
改
行
自
新
以
故
威
而
不
虐
每
歲
冬
月
軍
人

以
戎
馬
牧
於
郊
遇
有
羸
困
而
死
者
則
强
抑
地
分
以
均
陪
民
恆

患
之
官
司
坐
視
而
不
敢
道
至
公
卽
不
然
乃
慨
然
曰
不
惟
侵
掠

我
元
元
兼
今
歲
冬
旱
宿
麥
半
死
若
縱
令
牧
放
則
甚
傷
農
計
農

計
旣
失
則
國
計
何
自
而
出
乎
因
下
令
嚴
行
禁
約
仍
移
文
寨
之

主
者
其
寨
主
雖
粗
暴
武
人
聞
風
而
服
公
之
剛
正
乃
戒
其
軍
日

眞
賢
尉
也
不
可
犯
之
自
是
牧
馬
不
敢
侵
境
民
絶
其
害
父
老
拳

拳
稱
頌
德
美
奔
告
於
下
走
云
勸
課
農
桑
使
敏
於
樹
藝
安
集
疲

氓
使
免
於
流
亡
明
足
以
察
奸
慝
義
足
以
恤
貧
乏
威
足
以
慴
强

梁
勇
足
以
破
梟
賊
禁
斷
浮
丁
之
目
削
除
逐
波
之
名
杜
塞
請
託

之
門
阻
絶
㚥
邪
之
路
行
一
尉
而
衆
善
萃
於
躬
於
是
萬
口
一
辭

而
告
之
曰
吾
儕
小
人
雖
口
頌
而
心
記
恐
不
足
以
傳
子
孫
况
恝

然
乎
願
立
祠
塑
像
紀
功
金
石
以
傳
不
朽
公
旣
聞
正
色
讓
之
日

念
愚
才
識
淺
薄
爲
一
尉
職
况
遇
連
年
旱
暵
民
幾
失
業
蓋
治
有

所
失
其
過
非
鮮
安
敢
將
此
政
治
以
傳
永
久
乎
誠
非
表
善
實
爲

長
惡
卽
榜
禁
罷
去
其
縣
境
之
民
輳
集
歡
呼
禁
愈
嚴
而
莫
之
止
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有
美
而
不
知
不
智
也
知

而
不
傳
不
仁
也
仁
智
周
公
未
之
盡
也
况
僕
翦
翦
者
何
足
以
■



ZhongYi

澄
城
縣
志

卷
二
十
二
藝
文
一

九

■
則
春
秋
聖
人
之
旨
也
裦
貶
在
焉
竊
嘗
觀
其
瀾
味
其
餘

■
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以
詩
大
定
十
一
年
二
月
二

十
八
日
記
其
詩
日
南
山
信
美
兮
叢
瑾
瑜
藜
藿
■
■
兮
■
游
且

爲
國
得
士
兮
百
無
虞
威
行
草
木
兮
肅
方
隅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
■
■
■
■
■
兮
望
天
都
先
聲
入
境
兮
■
心
我
徒
雄
資
燭
物
兮

結
襜
褕
歡
呼
溢
路
兮
歌
■
■
■
■
遠
涉
兮
晨
達
晡
喚
起
老
農

兮
溺
與
沮
墾
闢
烟
■
兮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兮
■
■
■

婦

屢
訴
兮
久
鬱
紆
明
明
分
斷
兮
窮
根
株
幾
年

忿
兮
一
旦
攄
冥

冥
腐
■
兮
■
■
■
生
死
骨
肉
兮
飮
德

出
嗟
逋
寇
兮
誠
魁
渠

■
■
■
■
兮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兮
不
遑
居
風
威
迅
激
兮
達
■

廬
赤
手
擊
搏
兮
■
於
菟
軒
然
一
笑
兮
捽
以
俘
■
■
■
■
兮
如

隸
奴
老
■
■
■
■
兮
敢
詐
狙
浮
丁
遠
■
兮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俗
兮
易
成
于
磨
礱
■
■
兮
著
芳
譽
安
■
■

■
■
■
雲
衢
語
黃
寵
錫
兮
■
■
■
垂
千
百
祀
兮
永
不
枯
■
■

按
石
志
此
碑
初
于
岱
嶽
廟
中
得
碑
首
隨
復
搜
抉
于
草
莽
瓦

礫
閒
得
四
段
合
而
摸
錄
殊
多
缺
字
故
失
姓
氏

主
簿
李
公
去
思
碑

韓

城

王
山
甫

昔
漢
東
西
兩
京
垂
四
百
年
守
令
號
爲
循
吏
者
不
爲
不
多
然
其

卓
然
著
見
於
後
世
者
惟
龔
黃
卓
魯
數
人
斯
蓋
被
天
子
命
典
城

牧
民
禁
奸
舉
善
興
學
勸
農
而
一
出
於
已
故
能
成
名
然
而
由
縣

佐
得
聲
者
止
一
仇
香
豈
非
權
在
已
者
易
爲
功
事
因
人
者
難
爲

力
哉
否
則
何
其
得
聲
之
難
也
如
此
自
魏
晉
而
降
逮
及
本
朝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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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
城
縣
志

卷
二
十
二
藝
文
一

十

能
度
越
仇
香
者
卽
吾
奉
訓
李
公
其
人
也
公
諱
完
字
道
全
朔
州

馬
邑
人
也
性
識
穎
悟
日
記
千
言
甫
八
歲
中
神
童
科
總
角
隸
進

士
旣
冠
調
石
州
司
侯
正
直
剛
毅
不
畏
强
禦
石
守
王
夢
徵
每
憚

伏
焉
後
授
澄
城
主
簿
下
車
之
後
振
舉
頽
風
革
易
前
弊
先
是
縣

民
豪
族
大
姓
通
行
賄
賂
趨
媚
縣
僚
貧
民
無
所
控
訴
公
諭
之
以

仁
明
敎
之
以
正
理
使
人
革
心
不
敢
欺
誑
雖
被
刑
眚
莫
不
服
其

辜
由
是
上
恬
下
熙
財
用
殷
富
乃
興
建
學
校
崇
尙
儒
雅
時
縣
學

獨
一
宣
聖
殿
公
增
大
其
規
廟
廡
堂
齋
煥
然
一
新
平
居
撫
民
以

恩
使
民
以
信
德
政
薰
濃
散
爲
和
氣
之
浹
洽
自
是
風
淳
俗
厚
政

簡
訟
稀
日
與
士
大
夫
飮
酒
賦
詩
以
萬
戸
之
繁
劇
治
之
猶
一
家

然
大
定
癸
卯
春
朝
廷
遣
使
察
丞
簿
中
有
政
迹
者
擢
縣
令
公
奉

勅
改
授
忻
州
定
襄
令
旣
去
闔
縣
士
民
劉
玠
等
各
出
家
貲
立
祠

南
門
之
外
樹
碑
紀
實
以
示
去
思
之
意
命
僕
爲
文
因
採
民
聲
以

歌
之
歌
曰
彼
美
古
徴
兮
丹
延
之
■
井
邑
萬
戸
兮
勤
於
務
農
時

有
强
暴
兮
恃
財
之
豐
趨
媚
官
僚
兮
賄
賂
通
■
■
■
■
■
兮
■

■
■
■
幸
遭
我
公
兮
儒
者
之
宗
來
佐
是
邑
兮
協
民
于
中
抑
强

扶
弱
兮
請
謁
不
通
化
惡
爲
善
兮
人
皆
檢
躬
星
士
訪
問
兮
誰
或

蔽
䝉
歌
詠
德
政
兮
萬
口
一
同
茂
實
英
聲
兮
達
於
天
聰
璽
書
嘉

勉
兮
百
里
是
封
舍
我
云
邁
兮
指
河
之
東
民
懷
去
思
兮
將
安
用

情
伐
石
紀
德
兮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■
兮
血
食
無
窮
乃
心
景
仰

兮
不
渝
始
終
大
定
二
十
三
年
閏
十
一
月
晦
日
立
石

重
修
岱
嶽
廟
記

宗
有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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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
城
縣
志

卷
二
十
二
藝
文
一

十
一

粤
若
太
極
分
而
爲
兩
儀
兩
儀
立
而
生
六
子
本
乎
天
者
親
上
日

月
星
辰
麗
焉
本
乎
地
者
親
下
山
川
河
岳
奠
焉
其
類
旣
分
各
從

祀
典
於
是
咸
在
夫
東
者
造
化
之
所
起
而
嶽
者
神
靈
之
所
宅
主

乎
震
位
爲
五
方
象
帝
之
先
號
日
岱
宗
乃
萬
物
更
代
之
處
距
兗

地
之
雄
勝
亘
魯
邦
之
所
詹
太
皥
領
其
權
句
芒
司
其
令
厥
德
配

地
於
時
爲
春
巡
狩
者
止
焉
而
考
功
德
志
道
者
登
焉
而
小
天
下

爰
有
洞
天
周
回
三
千
餘
里
是
謂
三
宮
空
洞
之
區
傳
記
所
載
不

可
誣
也
故
日
月
所
照
霜
露
所
墜
之
域
凡
有
■
■
則
秉
彝
好
德

之
倫
莫
不
崇
飭
廟
像
歲
時
祀
享
■
所
以
戴
天
齊
之
作
■
日
來

之
佑
也
同
州
澄
城
縣
襟
商
顏
帶
漆
沮
控
上
秦
走
蒲
坂
爰
當
要

路
是
爲
劇
邑
於
稽
古
迹
則
有
隋
文
帝
魏

成
之
舊
址
驗
以
澤

民
則
有
鄭
楚
相
呂
大
防
之
遺
愛
沃
野
四
闢
居
民
萬
室
敎

徵
家
給
人
足
祀
廟
之
奉
詎
可
闕
焉
古
徵
之
北
有
岱
嶽
廟
自
戎

馬
生
郊
之
後
曁
震
風
淩
雨
之
餘
歲
月
寖
遠
敝
壞
滋
甚
知
廟
道

士
呂
居
仁
徼
妙
兩
觀
願
言
一
啟
以
謂
人
者
神
之
所
依
神
者
人

之
所
事
若
坐
視
其
敝
而
不
爲
興
起
雖
然
神
罔
時
怨
奈
何
日
鑒

在
茲
况
生
乎
由
是
死
乎
由
是
衆
因
儆
悟
咸
願
悅
隨
翌
旦
遂
與

邑
中
耆
老
度
其
鮮
原
揆
之
以
日
鳩
良
匠
裒
衆
材
闢
洪
基
搆
廣

廈
經
始
勿
亟
迄
用
有
成
于
以
感
崇
朝
遍
雨
之
雲
于
以
肅
在
廟

駿
奔
之
衆
茲
見
門
牆
山
岌
庭
宇
水
潔
畫
棟
虹
橫
瑤
階
肪
截
上

通
雲
漢
碧
差
萬
瓦
之
鱗
前
値
郭
門
淸
蔭
兩
街
之
樾
霞
升
氣
接

河
汾
遠
日
出
冷
連
條
華
高
聿
成
壯
麗
之
觀
是
日
嘉
甯
之
殿
一



ZhongYi

澄
城
縣
志

卷
二
十
二
藝
文
一

十
二

到
則
俯
仰
於
淨
境
之
中
逍
遙
於
塵
網
之
外
香
火
之
緣
自
起
名

利
之
心
遽
盡
又
何
必
大
寓
言
之
叟
謂
可
並
秋
毫
小
遊
說
之
士

謂
不
■
■
■
者
哉
廟
旣
成
弟
子
王
抱
一
以
其
師
營
造
之
勤
求

爲
紀
述
愚
卽
韙
其
森
然
如
絶
澗
之
松
湛
然
如
淸
溪
之
水
誠
羽

士
之
儀
範
爲
敎
門
之
領
袖
卽
此
勝
緣
諒
非
矯
舉
因
毛
元
銳
以

塞
所
請
庶
使
雲
齋
道
侶
神
遊
長
揖
稷

公
鄕
校
羣
儒
景
仰
更

新
韓
吏
部
大
定
二
十
七
年
歲
次
丁
未
惟
一
月
乙
巳
朏
越
四
日

戊
申
鄕
貢
進
士
宗
有
■
記

艾
公
改
修
魏
鄭
公
祠
記

孫

鎭

有
不
世
之
君
必
能
用
不
世
之
臣
用
不
世
之
臣
必
能
建
不
世
之

功
若
鄭
國
文
貞
公
其
可
謂
不
世
之
臣
歟
公
以
不
世
之
臣
而
遇

太
宗
不
世
之
君
眞
千
載
之
嘉
會
也
夫
値
千
載
一
遇
之
世
將
行

千
載
一
隆
之
道
豈
但
期
會
簿
書
聽
獄
訟
而
已
哉
公
亦
自
以
爲

不
世
之
遇
而
能
展
盡
底
藴
無
所
隱
太
宗
和
顏
從
之
如
不
及
是

以
貞
觀
閒
斗
粟
三
錢
外
戸
不
闔
兵
寢
刑
措
庶
幾
唐
虞
之
隆
嘉

謀
規
益
凜
凜
乎
臯
契
夔
稷
伊
望
之
風
也
公
姓
魏
名
徵
字
元
成

本
魏
州
曲
成
人
新
舊
二
史
載
其
致
君
澤
民
行
事
炳
炳
如
丹
固

不
待
吾
言
而
後
見
也
其
祠
舊
在
縣
之
西
門
外
始
惟
繪
像
縣
學

門
廡
東
壁
逮
宋
宣
和
閒
縣
令
張
綱
别
立
祠
堂
塑
爲
貌
像
焉
歲

月
滋
久
堂
宇
頽
圯
神
像
剝
缺
加
之
其
地
荒
僻
殆
不
堪
忠
臣
賢

輔
所
居
吁
可
怪
歎
今
主
上
踐
祚
之
明
年
勅
修
天
下
忠
臣
義
士

廟
宇
有
司
以
公
祠
聞
於
朝
然
久
不
時
報
縣
令
艾
侯
憫
其
荒
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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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
城
縣
志

卷
二
十
二
藝
文
一

十
三

乃
創
卜
地
建
廟
築
垣
於
南
郊
外
三
十
餘
步
輸
已
俸
以
遷
焉
於

是
公
之
孫
與
闔
境
士
民
贊
助
而
成
之
不
勞
民
不
費
財
經
始
於

十
月
斷
手
於
十
二
月
其
堂
三
間
五
架
中
塑
公
像
及
其
孫
謩
秉

笏
侍
立
於
左
東
西
廊
廡
一
十
間
各
二
架
廟
門
一
所
使
歲
時
祠

謁
者
如
事
其
生
公
之
在
唐
先
有
賜
莊
在
縣
北
日
修
善
村
其
子

孫
家
焉
因
命
鎭
曰
良
輔
驛
曰
賢
相
皆
以
公
故
也
公
之
家
世
䝉

給
復
下
逮
五
季
宋
初
亦
然
及
韓
魏
王
琦
西
帥
也
奏
於
朝
官
其

十
五
世
孫
道
嚴
至
大
觀
政
和
閒
賜
銀
六
百
兩
絹
五
十
端
以
彰

賢
臣
之
後
本
朝
定
國
軍
節
度
使
傅
■
申
諸
朝
亦
贈
其
十
七
世

孫
世
祥
嗣
守
其
先
塋
蓋
令
德
之
後
也
因
並
紀
其
實
以
告
其
將

來
不
惟
使
後
之
繼
業
者
不
墜
其
家
聲
抑
將
使
爲
人
臣
者
以
道

事
君
措
天
下
如
貞
觀
之
治
顧
不
偉
歟
侯
字
長
卿
屢
宰
劇
邑
所

在
有
治
聲
澄
人
畏
而
愛
之
其
德
政
茲
不
悉
載
異
時
秩
滿
代
去

縣
人
指
此
祠
爲
甘
棠
之
下
茇
舍
云
承
安
三
祀
冬
十
二
月
晦
日

將
仕
郞
同
州
敎
授
孫
鎭
記

艾
公
遺
愛
碑

孫

鎭

郡
守
縣
令
民
之
師
帥
守
非
人
則
千
里
之
民
受
其
弊
令
非
人
則

百
里
之
民
罹
其
殃
由
斯
言
之
今
之
縣
古
百
里
之
國
今
之
令
古

百
里
國
之
諸
侯
屬
當
是
任
顧
不
重
哉
同
州
澄
城
縣
漢
唐
三
輔

之
屬
邑
土
沃
而
民
殷
事
叢
而
業
鉅
自
嬴
秦
破
滅
六
國
遷
其
豪

傑
以
居
關
中
風
俗
精
悍
自
古
號
爲
難
治
本
朝
以
武
德
定
天
下

遴
揀
其
人
宰
是
邑
者
往
往
皆
碩
德
偉

承
安
二
禩
夏
六
月
前



ZhongYi

澄
城
縣
志

卷
二
十
二
藝
文
一

十
四

縣
令
艾
侯
膺
命
來
涖
是
任
爰
自
下
車
公
勤
於
職
寛
而
能
斷
嚴

而
不
苛
申
明
修
約
撿
束
胥
吏
待
僚
屬
以
禮
馭
下
民
以
信
修
固

城
隍
明
置
里
堠
不
閲
月
治
績
吿
成
於
是
興
滯
舉
廢
修
葺
縣
署

次
第
一
皆
新
之
至
於
佛
刹
道
觀
無
不
增
飭
其
修
學
校
治
齋
舍

擇
里
中
賢
子
弟
敎
育
作
成
之
使
有
規
式
縣
之
西
郛
舊
有
唐
相

魏
鄭
國
文
貞
公
祠
堂
湫
隘
卑
陋
神
像
毁
裂
侯
以
爲
前
代
諫
臣

無
能
出
其
右
者
而
習
弊
乃
如
此
謀
而
擇
諸
爽
塏
得
善
地
於
郭

之
南
因
民
心
所
欲
而
遷
焉
是
年
之
冬
天
子
遣
信
使
大
比
天
下

戸
籍
邑
中
里
胥
迫
於
限
促
其
閒
不
勝
差
■
侯
以
新
舊
籍
參
校

租
稅
丁
黃
一
皆
刪
定
人
服
其
公
平
無
敢
譁
者
自
侯
到
任
之
後

每
風
雨
愆
期
以
香
火
詣
佛
圖
澄
洗
腸
泉
默
爲
民
禱
雖
左
右
莫

知
也
旣
而
三
日
之
內
輒
獲
感
應
是
致
闔
境
之
內
不
旱
暵
者
三

年
而
亦
無
風
雹
之
災
前
主
簿
馬
丙
亨
甫
業
已
受
代
而
遽
吿
逝

遺
孤
女
六
人
皆
長
成
而
未
聘
也
一
孫
雖
甫
及
成
人
而
未
娶
侯

哀
其
孤
貧
皆
爲
擇
良
配
而
婚
之
其
嫠
得
釋
重
累
而
還
於
鄕
里

百
姓
韙
之
以
爲
復
見
古
人
焉
往
來
客
宦
有
貧
乏
不
能
自
振
者

皆
爲
之
賙
濟
其
輕
財
重
義
好
施
以
周
人
之
急
類
如
此
及
其
秩

滿
而
歸
也
民
惜
其
去
遮
馬
首
於
路
而
不
得
行
至
有
涕
之
無
從

者
其
旣
去
也
百
姓
蘇
居
仁
等
思
其
遺
愛
皆
以
爲
古
之
循
吏
有

去
思
者
有
生
爲
立
祠
者
自
今
觀
之
我
侯
何
愧
焉
於
是
共
爲
置

祠
於
文
貞
公
廟
之
東
使
邑
人
春
秋
瞻
拜
而
奉
之
侯
大
興
人
諱

元
老
字
長
卿
家
世
貴
顯
以
父
蔭
入
仕
俾
力
於
酷
征
之
任
積
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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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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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二
十
二
藝
文
一

十
五

今
爲
定
遠
大
將
軍
嗚
呼
侯
之
於
僕
有
三
十
年
之
舊
知
其
爲
人

最
能
得
其
詳
及
子
來
官
馮
翊
嘗
詢
其
政
跡
而
稱
不
容
口
於
是

摭
其
善
狀
喜
而
書
之
於
石
以
吿
來
者
承
安
四
年
十
月
望
日
立

石

師
節
婦
序
傳
贊
明

昌

四

年

宏

詞

科

試

卷

郭

黻

序
日
自
古
婦
人
見
於
旌
表
紀
錄
者
不
必
他
才
能
但
孝
節
貞
烈

而
已
有
一
於
此
足
以
光
華
彤
管
歆
豔
靑
史
若
夫
陶
母
斷
髪
陵

母
伏
劍
指
趙
括
以
全
宗
聞
食
我
而
歎
族
三
遷
示
敎
萬
里
代
征

樛
木
求
賢
螽
斯
不
妒
其
先
幾
之
智
訓
子
之
慈
忠
以
爲
君
賢
而

逮
下
固
非
常
有
至
於
投
水
求
死
惡
賊
斷
手
臨
江
負
石
託
鄰
致

養
一
槪
之
善
實
有
可
嘉
若
蔡
女
文
而
無
節
王
妻
辨
而
非
貞
尙

旦
列
於
漢
傳
標
諸
晉
史
與
今
所
謂
師
氏
者
固
有
閒
矣
謹
錄
之

以
爲
節
婦
傳

傳
日
同
州
澄
城
縣
太
平
鄕
雷
某
妻
者
姓
師
氏
與
夫
同
黨
里
婦

家
世
爲
農
十
八
歲
歸
雷
氏
性
孝
謹
年
二
十
四
夫
蚤
死
事
舅
姑

以
彌
篤
姑
病
且
革
藥
石
不
效
氏
潛
刲
臂
肉
雜
飮
食
以
進
病
良

已
居
久
之
舅
姑
各
壽
終
追
養
不
怠
守
義
謹
禮
不
出
戸
庭
者
二

十
餘
年
矣
夫
之
猶
子
雷
判
利
其
產
密
合
其
兄
師
逵
潛
搆
媒
妁

私
許
本
鄕
楊
珍
欲
奪
而
嫁
之
氏
初
不
知
也
及
期
强
師
氏
行
師

氏
大
驚
愕
誓
死
弗
許
楊
及
其
兄
訟
於
縣
誣
氏
親
受
楊
幣
媒
妁

證
之
師
不
得
明
縣
勒
氏
歸
楊
氏
呼
日
天
乎
不
諒
人
只
乃
赴
庭

井
而
死
聞
者
莫
不
傷
其

而
咎
其
縣
提
刑
司
上
其
事
請
加
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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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二
十
二
藝
文
一

十
六

賞
尙
書
省
具
以
奏
聞
上
命
賜
以
美
名
有
司
議
師
氏
貞
潔
足
以

激
頽
風
端
謹
足
以
爲
婦
則
介
焉
如
石
可
裂
而
不
可
卷
白
焉
如

玉
可
碎
而
不
可
緇
求
之
古
人
未
易
多
得
謹
按
諡
法
能
固
其
所

守
曰
節
請
諡
曰
節
上
可
其
事
仍
命
縣
官
致
祭
焉

史
臣
日
三
代
之
時
敎
化
有
素
自
君
國
之
后
大
夫
之
妻
下
至
江

漢
游
女
皆
能
以
禮
自
防
偕
無
妒
忌
關
睢
之
化
洋
洋
盈
耳
及
王

道
衰
禮
義
壞
末
習
旁
流
於
釋
老
楊
墨
之
邪
說
三
綱
五
常
之
道

百
行
衆
美
之
端
求
之
士
大
夫
尙

不
知
名
節
之
風
替
矣
兩
漢

以
來
匹
夫
匹
婦
倘
有
一
槪
之
行
者
朝
廷
莫
不
遂
嘉
旌
獎
表
以

激
頽
風
勵
衰
俗
然
書
於
史
冊
者
亦
無
幾
才
難
不
其
然
乎
況
婦

女
節
志
有
可
稱
是
以
前
世
尙
之
夫
陰
性
易
流
聖
人
致
親
迎
之

禮
以
防
之
猶
有
自
辱
其
身
者
矧
夫
死
守
義
終
身
不
易
及
被
誣

訴
以
死
自
明
可
不
謂
之
節
乎
士
有
尊
爵
重
祿
以
自
居
一
旦
臨

小
利
害
固
不
待
人
所
賣
輕
其
去
就
其
視
師
氏
爲
何
如
哉

贊
日
伊
雷
之
妻
曰
師
其
氏
守
義
終
養
安
身
一
紀
不
幸
被
誣
明

心
以
死
悠
悠
蒼
天
不
諒
人
只
名
動
朝
廷
恩
光
閭
里
賜
以
美
諡

筆
之
信
史
旣
端
婦
則
亦
吿
君
子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