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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
東
京
考
卷
之
六

嘉
興
石
匏
周
　
城
緝

官
治宣

徽
院

按
宣
徽
院
在
嚴
祇
門
外
尚
食
局
之
東
掌
緫
領
内
諸
司
及

三
班
内
侍
之
籍
郊
祀
朝
會
晏
饗
供
帳
之
儀
一
應
内
外
進

奉
悉
檢
視
其
名
物
其
吏
史
則
有
都
勾
押
官
前
行
後
行
其

給
使
則
有
知
客
押
衙
道
引
行
香
之
屬
舊
制
南
北
宣
徽
使

共
院
異
廳
南
院
使
資
望
比
北
院
使
稍
優
然
事
皆
通
掌
止

用
南
院
印
開
寳
九
年
以
潘
美
依
前
山
南
東
道
節
度
使
充

宣
徽
北
院
使
節
度
領
宣
徽
自
此
始
又
以
樞
密
副
使
楚
昭

輔
權
宣
徽
南
院
使
以
右
衛
大
將
軍
判
三
司
王
仁
贍
權
宣

徽
北
院
使
至
和
元
年
趙
抃
言
近
非
次
除
宣
徽
使
節
度
使

頗
為
煩
数
今
後
文
臣
須
曾
歷
両
府
德
望
為
人
推
服
武
臣

曾
經
邊
鄙
建
立
功
業
者
方
許
除
拜
兼
宣
徽
使
從
之

却
埽
編
　
宣
徽
使
本
唐
宦
者
之
官
故
其
所
掌
皆
瑣
細
之

事
本
朝
更
用
士
人
品
秩
亞
二
府
有
南
北
院
南
院
資
望

比
北
院
稍
優
然
其
職
猶
多
因
唐
之
舊
焉

文
獻
通
考
　
按
樞
密
宣
徽
院
皆
始
於
唐
然
唐
之
職
官
志

及
會
要
略
不
言
建
置
本
末
蓋
因
肅
代
以
後
特
設
此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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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以
處
宦
者
初
亦
無
甚
司
存
職
業
故
史
所
不
載
迨
後

宦
者
之
勢
日
盛
則
此
二
官
日
尊
自
五
代
以
迄
於
宋
皆

以
大
臣
為
之
然
樞
密
既
專
掌
兵
事
繁
任
重
故
其
官
不

可
一
日
廢
而
副
貳
属
官
亦
不
容
不
備
宣
徽
位
尊
而
事

簡
故
常
以
樞
密
院
官
兼
之
或
以
待
勳
舊
大
臣
之
罷
政

者
及
官
制
行
而
事
各
有
所
隷
則
愈
覺
贅
疣
故
遂
罷
廢

云故
事
宣
徽
院
與
參
知
政
事
樞
密
副
使
同
知
樞
密
事
以

先
後
入
叙
位
熈
寧
四
年
詔
位
參
知
政
事
樞
密
副
使
同

知
樞
密
院
下
著
為
令
九
年
詔
今
後
遇
以
職
事
侍
殿
或

中
書
樞
密
院
合
班
問
聖
體
及
非
次
慶
賀
並
特
叙
二
府

班
官
制
行
罷
宣
徽
院
以
職
事
分
隷
省
寺
而
使
號
猶
存

初
王
拱
辰
治
平
中
知
宣
徽
院
神
宗
即
位
拜
太
子
少
保

明
年
檢
校
太
傅
改
宣
徽
北
院
使
尋
遷
南
院
立
班
序
位

視
簽
樞
元
豐
六
年
拱
辰
除
安
武
軍
節
度
使
再
任
自
此

遂
罷
使
名
不
復
除
獨
太
子
少
師
張
方
平
許
依
舊
領
南

院
使
致
仕
哲
宗
即
位
始
遷
太
子
太
保
而
罷
使
名
元
祐

三
年
復
置
南
北
院
使
儀
品
㤙
数
如
舊
制
在
京
人
從
視

簽
樞
六
年
以
馮
京
為
南
院
使
而
張
方
平
亦
復
使
名
中

書
舍
人
韓
川
言
祖
宗
設
此
官
禮
均
二
府
以
待
勳
舊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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嘗
帶
以
致
仕
且
宣
徽
武
官
也
宮
保
文
官
也
不
冝
混
并

不
聴
方
平
亦
固
辭
不
拜
七
年
馮
京
亦
以
使
致
仕
紹
聖

三
年
議
者
言
官
名
雖
復
而
無
所
治
之
事
乃
罷
之

沂
公
筆
録
　
宣
徽
使
舊
亞
樞
使
位
在
樞
密
副
使
同
知
樞

密
院
事
之
上
咸
平
中
周
瑩
拜
宣
徽
使
有
所
畏
避
因
自

陳
願
居
其
下
先
帝
從
之
遂
為
常
制
自
瑩
始
也

甲
申
雜
記
　
張
文
定
前
參
知
政
事
後
為
宣
徽
北
院
使
神

宗
嘗
使
張
承
旨
誠
一
密
問
宋
龍
圖
敏
求
不
知
前
兩
府

有
賜
方
團
笏
頭
帶
例
否
宋
公
報
曰
非
前
宰
相
無
賜
例

及
文
定
改
南
院
使
知
南
京
辭
日
始
被
賜
為
異
㤙
也
後

王
宣
徽
知
西
京
引
例
以
為
言
遂
亦
被
賜
王
宣
徽
實
王

相
禹
玉
座
主
隂
有
力
焉

登
聞
檢
鼓
院

按
登
聞
檢
院
在
左
承
天
門
外
初
仍
唐
制
為
知
匭
使
雍
熈

元
年
改
匭
為
檢
後
改
曰
登
聞
院
又
移
置
鼓
司
於
丹
鳯
門

外
南
街
北
廊
以
逹
下
情
至
道
三
年
命
太
子
中
舍
王
濟
勾

當
鼓
司
用
朝
臣
勾
當
自
此
始
真
宗
景
德
四
年
詔
改
鼓
司

為
登
聞
鼓
院
登
聞
院
為
登
聞
檢
院
命
樞
密
直
學
士
張
詠

判
院
判
院
之
名
始
此
仍
差
内
臣
監
門
不
得
關
預
公
事
隷

諫
議
大
夫
掌
受
文
武
官
及
士
民
章
奏
表
疏
凡
言
朝
政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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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
公
私
利
害
軍
期
機
密
陳
乞
㤙
賞
理
雪
寃
濫
及
竒
方
異

術
皆
受
以
通
逹
凡
進
状
者
並
先
詣
鼓
院
若
為
所
抑
則
詣

檢
院

能
改
齋
漫
録
　
按
資
治
通
鑑
魏
世
祖
懸
登
聞
鼓
以
逹
寃

人
乃
知
登
聞
鼓
其
來
甚
久
第
院
之
始
或
起
於
本
朝
也

雲
谷
雜
録
　
文
昌
雜
録
登
聞
鼓
院
未
知
起
於
何
代
因
讀

唐
會
要
顯
慶
五
年
有
抱
屈
人
賫
鼓
於
朝
堂
訴
遂
令
東

西
都
各
置
登
聞
鼓
自
此
始
予
按
世
説
元
帝
時
張
闔
私

作
都
門
蚤
閉
曉
開
群
小
患
之
詣
州
府
訴
不
得
理
撾
鼓

公
車
上
奏
其
表
又
晋
范
堅
傳
邵
廣
二
子
撾
登
聞
鼓
乞

㤙
又
後
魏
刑
罰
志
世
祖
闕
左
懸
登
聞
鼓
人
窮
寃
則
撾

登
聞
鼓
又
隋
刑
法
志
髙
祖
詔
四
方
詞
訟
有
枉
屈
縣
不

理
者
令
以
次
經
郡
及
州
仍
不
理
乃
詣
闕
申
訴
有
所
謂

愜
聴
撾
登
聞
鼓
是
則
登
聞
鼓
其
來
已
久
非
始
於
唐
也

呂
不
韋
春
秋
堯
置
欲
諫
之
鼓
鬻
子
禹
治
天
下
門
懸
鐘

鼓
鐸
磬
而
置
鞀
為
銘
於
簨
𥵂
曰
教
寡
人
以
獄
詞
者
揮

鞀
二
事
當
為
登
聞
鼓
之
始

文
獻
通
考
　
古
者
朝
有
誹
謗
之
木
敢
諫
之
鼓
所
以
通
治

道
而
來
諫
者
也
本
朝
曰
鼓
司
以
内
臣
掌
之
鼓
在
宣
德

門
南
街
北
廊
景
德
四
年
詔
改
為
登
聞
鼓
院
掌
諸
上
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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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進
之
以
逹
萬
人
之
情
隷
司
諫
正
言
凡
文
武
臣
僚
閤

門
無
例
通
進
文
字
並
先
經
登
聞
鼓
院
進
状
未
經
鼓
院

者
檢
院
不
得
收
接

隆
平
集
　
景
德
中
改
登
聞
院
曰
登
聞
檢
院
鼓
司
曰
登
聞

鼓
院
自
此
匭
函
遂
廢
天
聖
間
復
於
檢
院
為
檢
匣
凡
言

大
事
及
朝
政
得
失
或
訴
寃
未
辨
者
悉
令
檢
匣
以
進
即

言
涉
竒
邪
無
得
通
聞
置
理
檢
使
理
之

伊
川
文
集
　
伊
川
差
判
登
聞
鼓
院
上
言
入
談
道
德
出
領

訴
訟
非
用
人
體
再
辭
不
受

麈
史
　
鄭
毅
夫
嘗
說
藝
祖
朝
聲
鼓
司
求
亡
豬
者
上
手
詔

忠
獻
趙
公
曰
今
日
有
人
聲
鼓
司
來
問
朕
覓
亡
豬
朕
又

何
嘗
見
他
豬
耶
然
與
卿
共
喜
者
知
天
下
無
寃
民

山
堂
肆
考
　
淳
化
中
京
畿
民
牟
暉
聲
登
聞
鼓
訴
家
奴
失

豭
豬
一
詔
令
賜
千
錢
償
其
直
因
謂
宰
相
曰
似
此
細
事

亦
訴
於
朕
大
可
笑
然
推
此
心
以
臨
天
下
可
以
無
寃
民

矣
堯
山
堂
偶
雋
　
李
丞
相
綱
罷
京
師
士
民
伏
闕
撾
鼓
乞
復

用
綱
欽
宗
遣
内
侍
宣
諭
衆
尚
未
退
暨
召
綱
入
仍
令
綱

面
諭
遣
之
乃
退
汪
藻
有
啟
賀
曰
士
訟
公
寃
競
舉
首
而

集
闕
下
帝
從
民
望
令
免
胄
以
見
國
人
蓋
用
故
事
以
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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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事
汪
嘗
舉
以
謂
人
作
四
六
要
當
如
此

待
漏
院

按
待
漏
院
在
左
掖
門
南
百
官
早
朝
聚
集
位
次
之
所
也

朝
野
𩔗
要
　
内
宮
之
前
待
漏
院
所
以
候
宮
開
門
及
閤
子

呼
報
排
班
則
穿
執
而
入
也
又
名
待
班
閤
子

可
談
　
早
朝
辨
色
始
入
前
此
集
禁
門
外
自
宰
執
以
下
皆

用
白
紙
糊
燭
籠
一
枚
長
柄
揭
之
馬
前
書
官
位
於
其
上

欲
識
馬
所
在
也
朝
時
自
四
鼓
舊
城
諸
門
啟
關
放
下
都

下
人
謂
四
更
時
朝
馬
動
朝
士
至
者
以
燭
籠
相
圍
繞
聚

首
謂
之
火
城
宰
執
最
後
至
至
則
火
城
㓕
燭
大
臣
侍
從

官
及
親
王
駙
馬
皆
有
位
次
在
皇
城
外
仗
舍
謂
之
待
漏

院
不
與
庶
官
同
處
火
城
每
位
有
翰
林
司
官
給
酒
果
以

供
朝
臣
酒
絶
佳
果
實
皆
不
可
咀
嚼
欲
其
久
存
先
公
與

蔡
元
度
嘗
以
冬
月
至
待
漏
院
翰
林
卒
前
白
有
羊
肉
酒

探
腰
間
布
囊
取
一
紙
角
視
之
肉
臡
也
問
其
故
云
恐
寒

凍
難
觧
故
懐
之
自
是
止
令
供
清
酒
因
傳
知
諸
同
官
云

談
録
　
徐
左
省
鉉
職
居
近
列
每
覩
待
漏
院
前
燈
火
人
物

賣
肝
夾
粉
粥
來
往
喧
雜
即
皺
眉
惡
之
曰
真
同
塞
下
耳

天
禄
識
餘
　
王
元
之
待
漏
院
記
相
君
至
止
煌
煌
火
城
按

李
肇
國
史
補
正
旦
曉
漏
院
已
前
三
司
使
大
金
吾
皆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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樺
燭
擁
馬
謂
之
火
城

瞻
親
院

按
文
獻
通
考
仁
宗
景
祐
中
詔
度
玉
清
昭
應
宮
舊
地
建
宮

合
宗
室
十
位
聚
居
賜
名
瞻
親
院
於
祖
宗
後
選
一
人
為
宗

正
以
司
訓
導
紏
違
失
凡
宗
族
之
政
令
皆
令
掌
之
奏
事
母

得
專
逹
先
詳
視
可
否
以
聞

初
諸
王
邸
散
居
京
師
過
從
有
禁
非
朝
謁
從
祠
不
得
時

會
見
仁
宗
立
瞻
親
院
以
夀
春
郡
王
允
讓
知
大
宗
正
事

緫
領
輯
睦
甚
有
㤙
意
務
以
身
先
之
教
養
子
孫
崇
向
藝

學
不
率
則
正
其
罪
故
更
相
責
勵
莫
不
勸
服
故
事
内
朝

謁
宗
婦
不
預
因
曰
託
姻
皇
属
而
不
得
一
望
禁
闥
非
所

以
顯
榮
之
也
奏
通
其
籍

官
誥
院

按
祕
笈
新
書
國
初
於
右
掖
門
置
院
四
司
誥
身
案
並
集
於

此
以
備
中
書
除
改
本
司
郎
官
各
主
其
事
淳
化
五
年
始
專

置
官
司
於
省
内
凡
官
誥
各
以
本
司
誥
身
印
印
之
文
臣
用

吏
部
武
臣
用
兵
部
王
公
命
婦
用
司
封
加
勳
用
司
勳
掌
文

武
官
將
校
誥
身
及
封
贈
官
誥
院
提
舉
一
人
以
知
制
誥
充

判
院
一
人
以
帶
職
京
朝
官
充
元
豐
五
年
行
官
制
文
武
誥

身
属
吏
部
蕃
官
誥
属
兵
部
封
贈
及
命
婦
誥
属
司
封
加
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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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
將
校
誥
属
司
勳
官
誥
院
四
部
誥
身
案
及
吏
人
隨
事
隷

本
部
七
年
并
司
封
司
勳
誥
身
案
入
吏
部
預
書
庫
收
掌
崇

寧
四
年
吏
部
專
置
造
官
誥
局
五
年
罷
令
尚
書
右
選
主
管

大
觀
元
年
復
置
尋
改
為
官
誥
院
仍
隷
左
右
司
三
年
復
罷

歸
吏
部
政
和
三
年
六
月
詔
依
舊
置
官
誥
院
差
官
二
員
主

管
少
府
監
鑄
印
記
吏
部
製
造
誥
身
案
記
為
文
中
興
以
來

因
仍
不
改

曬
紱
軒
雜
述
　
唐
宋
拜
官
即
給
告
身
大
約
如
今
之
誥
勅

大
小
皆
然
蓋
先
核
其
可
否
而
後
用
之
既
用
之
即
授
以

階
爵
而
訓
戒
之
誠
重
之
也

審
刑
院

按
文
獻
通
考
淳
化
二
年
八
月
己
卯
始
置
審
刑
院
於
右
掖

門
以
樞
密
直
學
士
李
昌
齡
知
院
事
並
置
詳
議
官
六
員
凡

獄
具
上
奏
先
由
審
刑
院
印
訖
付
大
理
寺
刑
部
斷
覆
以
聞

乃
下
審
刑
詳
議
中
覆
裁
決
訖
付
中
書
當
者
即
下
之
其
未

允
者
宰
相
復
以
聞
始
命
論
決
令
左
右
廵
使
五
日
一
按
視

開
封
府
司
録
司
左
右
軍
廵
及
四
推
司
繫
囚
因
督
促
之
有

寃
滯
者
以
聞

燕
翼
詒
謀
録
　
大
理
寺
奏
案
刑
部
審
覆
奏
而
行
之
太
宗

慮
刑
部
大
理
寺
吏
舞
文
巧
詆
特
置
審
刑
院
於
禁
中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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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昌
齡
為
之
中
覆
下
丞
相
必
又
以
聞
始
論
決
淳
化
二

年
詔
行
之
謹
重
人
命
如
此
自
官
制
改
并
歸
刑
部
不
復

有
中
覆
矣

野
客
叢
談
　
筆
談
云
景
祐
中
審
刑
院
斷
獄
有
使
臣
何
次

公
具
獄
主
判
官
方
進
呈
上
忽
曰
此
人
名
次
公
何
義
主

判
官
不
能
對
是
時
龎
莊
敏
公
為
殿
中
丞
審
刑
院
詳
議

官
從
長
官
上
殿
乃
越
次
對
曰
臣
嘗
讀
前
漢
書
黄
覇
字

次
公
蓋
以
覇
次
王
也
此
人
名
慕
黄
覇
之
為
人
上
頷
之

僕
謂
龎
證
既
迂
其
説
無
義
不
若
曰
臣
讀
漢
書
蓋
寛
饒

字
次
公
魏
丞
相
所
謂
次
公
醒
而
狂
者
是
也
寛
饒
為
人

公
亷
鯁
直
無
所
廻
避
此
人
必
慕
寛
饒
之
為
人
此
說
為

得
且
前
漢
書
所
載
四
次
公
又
有
張
次
公
桓
次
公
者
奚

獨
覇
哉
莊
敏
想
倉
卒
間
偶
記
得
黄
覇
字
次
公
故
以
為

對
耳
僕
考
漢
人
字
次
公
之
意
為
其
兄
弟
間
居
其
次
者

如
云
仲
卿
次
君
耳
龎
謂
覇
次
王
鑿
矣

御
史
䑓

按
御
史
䑓
在
右
掖
門
東
澄
清
街
北
䑓
門
北
向
取
隂
殺
之

義
云

石
林
燕
語
　
京
師
省
寺
皆
南
向
惟
御
史
䑓
北
向
蓋
自
唐

以
來
如
此
說
者
以
為
隋
建
御
史
䑓
取
其
與
尚
書
省
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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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　

道
相
近
故
唐
因
之
或
云
御
史
彈
治
不
法
北
向
取
肅
殺

之
義
未
知
孰
是
然
今
䑓
門
上
獨
設
鴟
吻
亦
非
他
官
局

所
有
也

唐
三
院
御
史
謂
侍
御
史
與
殿
中
侍
御
史
監
察
御
史
也

侍
御
史
所
居
曰
䑓
院
殿
中
曰
殿
院
監
察
曰
察
院
此
其

公
宇
之
號
非
官
稱
也
侍
御
史
自
稱
端
公
知
雜
事
則
稱

雜
端
而
殿
中
監
察
稱
曰
侍
御
近
世
殿
院
察
院
乃
以
名

其
官
蓋
失
之
矣
而
侍
御
史
復
不
稱
䑓
院
止
曰
侍
御
端

公
雜
端
但
私
以
相
號
而
不
見
於
通
稱
各
從
其
所
沿
襲

而
已

歸
田
録
　
御
史
䑓
故
事
三
院
御
史
言
事
必
先
白
中
丞
自

劉
子
儀
為
中
丞
始
牓
䑓
中
今
後
御
史
有
所
言
不
須
先

白
中
丞
至
今
如
此

文
昌
雜
録
　
通
典
梁
御
史
中
丞
給
威
儀
十
人
其
八
人
武

冠
絳
鞲
執
青
儀
囊
題
云
冝
官
告
以
受
辭
訟
一
人
緗
衣

執
鞭
仗
依
行
列
行
七
人
唱
呼
入
殿
引
喤
至
階
一
人
執

青
儀
囊
不
喤
國
朝
故
事
御
史
中
丞
涖
官
呵
引
至
朝
堂

門
両
朱
衣
吏
雙
引
入
朝
堂
至
文
德
殿
門
止
蓋
亦
引
喤

之
比
也

燕
翼
詒
謀
録
□
□
宗
重
䑓
諫
之
選
景
祐
元
年
四
月
癸
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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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詔
御
史
䑓
置
殿
中
侍
御
史
監
察
御
史
裹
行
又
詔
舉
三

丞
以
上
嘗
歷
知
縣
入
除
御
史
裹
行
二
年
除
御
史
又
二

年
除
三
司
開
封
判
官
自
清
要
而
歷
繁
劇
選
任
既
重
一

時
號
稱
得
人

按
宋
初
雖
因
唐
制
然
以
大
夫
為
兼
官
不
治
䑓
事
以
中

丞
為
䑓
長
以
郎
中
員
外
郎
兼
侍
御
史
知
雜
事
以
貳
中

丞
以
太
常
博
士
以
上
為
三
院
未
至
者
則
為
御
史
裹
行

監
察
故
事
内
察
尚
書
六
曹
外
廵
按
郡
縣
久
之
浸
廢
至

真
宗
增
置
言
事
御
史
神
宗
始
歸
大
夫
職
以
侍
御
史
治

雜
事
罷
御
史
裹
行
而
復
六
察
官

按

唐

百

官

志

監

察

御

史

其

一

察

官

人

善

惡

其

二

察

户

口

流

散

賦

役

不

均

其

三

察

農

桑

不

勤

倉

廪

耗

减

其

四

察

奸

猾

盗

賊

不

事

生

業

其

五

察

德

行

孝

弟

茂

才

異

等

藏

器

晦

迹

應

時

用

者

其

六

察

黠

吏

豪

宗

兼

并

縱

暴

貧

弱

寃

苦

不

能

自

申

者

分
守
既
定

乃
相
官
府
蓋
御
史
䑓
建
於
宣
化
坊
舊
闕
大
夫
廳
事
踵

鄴
都
制
度
闢
門
北
鄉
取
隂
殺
之
義
乃
命
置
大
夫
廳
事

闢
門
東
鄉
哲
宗
即
位
以
大
夫
虚
員
姑
省
營
築
闢
門
北

鄉
仍
故
不
改

書
史
　
御
史
䑓
印
左
戾
史
字
倒
屈
入
用
來
少
有
中
丞
得

免
者

東
都
事
略
　
建
隆
初
劉
温
叟
拜
御
史
中
丞
一
日
晚
歸
道

由
闕
前
太
祖
方
御
明
德
楼
温
叟
行
至
楼
側
下
馬
入
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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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
按
故
事
非
肆
大
眚
即
不
御
楼
今
陛
下
無
故
而
御
之
軍

庶
或
聞
則
有
㤙
給
之
望
臣
所
以
不
敢
却
導
從
者
不
欲

驚
彼
耳
目
也
大
祖
遽
還
給
内
帑
三
千
緡
付
縣
官
以
自

罰
廉
吏
傳
　
劉
温
叟
字
永
齡
建
隆
間
拜
御
史
中
丞
憲
府
舊

例
月
賞
公
用
茶
中
丞
受
錢
一
萬
公
用
不
足
則
以
贓
罰

充
温
叟
惡
其
名
不
取
太
宗
在
晋
邸
知
其
清
介
遣
吏
遺

錢
五
百
千
温
叟
受
之
貯
廳
西
舍
中
令
府
吏
封
署
而
去

明
年
重
午
又
送
角
黍
紈
扇
所
遣
吏
即
送
錢
者
視
西
舍

封
識
宛
然
還
以
白
太
宗
太
宗
曰
我
錢
尚
不
用
况
他
人

乎
太
宗
侍
晏
後
苑
因
論
當
世
名
節
士
具
道
温
叟
前
事

太
祖
再
三
賞
歎

寓
簡
　
國
朝
舊
制
御
史
員
闕
則
命
翰
林
學
士
與
中
丞
知

雜
迭
舉
二
人
上
選
用
其
一
治
平
二
年
闕
監
察
殿
中
両

員
舉
者
未
上
内
出
尚
書
郎
范
純
仁
太
常
博
士
呂
大
防

姓
名
用
之
後
皆
以
道
德
功
業
為
賢
宰
相
英
宗
可
謂
知

人
也
哉

三
朝
聖
政
録
　
許
王
為
開
封
尹
被
中
丞
彈
奏
大
宗
正
劾

之
王
奏
曰
臣
為
天
子
兒
今
犯
罪
被
中
丞
推
鞫
上
曰
朝

廷
之
制
孰
敢
違
之
朕
有
過
臣
下
當
亦
紏
摘
汝
為
開
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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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尹
豈
可
不
舉
劾
卒
罰
之

筆
談
　
禁
中
惟
三
官
得
告
宰
相
告
於
中
書
翰
林
學
士
告

於
本
院
御
史
告
於
朝
堂
皆
用
朱
衣
吏
謂
之
三
告
官

麈
史
　
御
史
入
䑓
滿
十
旬
未
抗
章
疏
例
輸
金
以
佐
公
用

謂
之
辱
䑓
錢
神
文
朝
一
御
史
供
職
餘
九
十
日
矣
未
嘗

有
所
論
列
蓋
將
行
罰
焉
忽
一
日
削
稿
拜
囊
封
衆
佇
聴

以
為
所
言
必
甚
大
事
乃
斥
御
庖
造
膳
誤
有
遺
髪
於
其

間
者
詞
云
是
何
穆
若
之
容
忽
覩
鬈
然
之
状
御
史
皆
以

才
舉
所
議
如
此
而
無
責
蓋
朝
廷
務
廣
言
路
耳

予
在
開
封
南
司
會
侍
御
史
初
入
䑓
両
赤
令
皆
赴
公
叅

開
封
縣
仍
呈
汴
州
杖
其
杖
長
三
尺
二
寸
五
分
上
圭
其

半
濶
一
寸
二
分
厚
七
分
下
殺
而
圓
長
一
尺
徑
七
分
於

圓
處
火
印
汴
州
杖
印
四
字
大
約
與
今
之
所
謂
小
杖
者

不
相
遠
凡
決
人
未
嘗
用
常
貯
於
庫
御
史
中
丞
侍
御
史

初
入
䑓
即
呈
之
按
梁
開
平
元
年
以
汴
州
為
開
封
府
此

杖
殆
唐
所
製
也

御
史
俸
薄
故
䑓
中
有
聚
廳
向
火
分
廳
喫
食
之
語
熈
寧

初
程
顥
入
䑓
為
御
史
裹
行
則
反
之
遂
聚
廳
喫
食
分
廳

向
火

洛
人
李
實
景
真
熈
寧
初
入
䑓
為
御
史
久
而
未
有
所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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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時
鄧
綰
文
約
任
南
牀

按

宋

時

侍

御

史

最

為

雄

劇

䑓

中

會

聚

則

於

座

南

設

横

榻

號

曰

南

牀

謂
李
曰
當
亦
有
所
言
否
李
曰
蓋
將
言
耳
然
未
知
何

等
事
鄧
曰
如
某
人
皆
可
言
也
李
乃
曰
顧
欲
言
人
不
善

耶
其
長
厚
如
此

沂
公
筆
録
　
孫
參
政
抃
為
御
史
中
丞
薦
唐
介
與
吴
中
復

為
御
史
或
問
曰
聞
君
未
嘗
與
二
人
相
識
而
遽
薦
之
何

也
孫
答
曰
昔
人
恥
為
呈
身
御
史
今
我
豈
薦
識
面
䑓
官

耶
後
二
人
皆
以
風
力
稱
孫
晚
年
執
政
嘗
歎
曰
吾
何
功

以
輔
政
惟
薦
二
䑓
官
為
無
愧
耳

東
軒
筆
録
　
御
史
䑓
有
閽
吏
隷
䑓
中
四
十
餘
年
聲
喏
時

每
以
所
執
之
梃
騐
中
丞
之
賢
否
賢
則
横
其
梃
否
則
直

其
梃
凡
為
中
丞
者
惟
恐
其
梃
之
直
也
范
諷
為
中
丞
聞

望
甚
峻
一
日
視
其
梃
直
驚
問
曰
爾
梃
忽
直
豈
覩
我
之

失
耶
吏
曰
昨
見
中
丞
召
客
諭
庖
人
造
食
指
揮
者
数
四

復
教
誡
者
数
四
大
凡
役
人
者
當
授
以
法
而
觀
其
成
苟

不
如
法
自
有
常
刑
何
事
喋
喋
之
繁
若
此
使
中
丞
宰
天

下
如
此
不
亦
勞
而
可
厭
乎
某
心
鄙
之
不
自
覺
其
梃
之

直
也
范
大
笑
慚
謝
明
日
視
之
梃
復
横
矣

曾
公
亮
自
嘉
祐
秉
政
至
熈
寧
中
尚
在
中
書
年
雖
髙
而

精
力
不
衰
故
䑓
諫
無
非
之
者
惟
李
復
圭
以
為
不
可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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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詩
曰
老
鳯
池
邊
蹲
不
去
飢
烏
䑓
上
噤
無
聲
公
聞
之
即

求
去

按

宋

時

以

丞

相

為

老

鳯

翰

林

學

士

為

大

鳯

紫

微

舍

人

為

小

鳯

諫
院

有

司

馬

光

題

名

記

按
仁
宗
明
道
元
年
七
月
辛
卯
陳
執
中
為
諫
官
屡
請
置
院

乃
以
門
下
省
為
諫
院
而
别
創
門
下
省
於
右
掖
門
之
西
蓋

朝
臣
皆
有
入
局
之
所
獨
諫
院
無
之
故
也
宋
承
五
代
之
獘

官
失
其
守
官
職
差
遣
纔
以
定
俸
入
而
不
親
職
諫
議
大
夫

司
諫
正
言
皆
須
别
降
勅
許
赴
諫
院
供
職
方
為
諫
官
亦
有

領
他
職
而
不
與
諫
諍
其
由
他
官
領
者
帶
知
諫
院
以
両
省

官
充
掌
供
奉
諫
諍
凡
朝
廷
闕
失
大
則
廷
議
小
則
上
封

洓
水
記
聞
　
慶
暦
初
歐
陽
修
余
靖
王
素
俱
除
諫
官
蔡
襄

以
詩
賀
之
曰
御
筆
親
除
三
諫
官
喧
然
朝
野
競
相
歡
當

年
流
落
丹
心
在
自
古
忠
良
得
路
難
好
竭
謀
猷
禆
帝
右

直
須
風
采
動
朝
端
世
間
萬
事
皆
塵
土
留
取
功
名
久
遠

看
三
人
以
其
詩
薦
於
上
尋
亦
除
諫
官

宋
稗
𩔗
鈔
　
仁
宗
慶
暦
初
急
於
用
賢
當
時
有
聲
望
者
王

兵
部
素
歐
陽
校
理
修
余
校
理
靖
魚
工
部
周
詢
並
除
諫

官
朝
野
相
慶
時
惟
魚
望
不
及
三
人
蔡
襄
時
為
校
勘
以

詩
賀
之
曰
御
筆
親
除
三
諫
官
喧
然
朝
野
競
相
歡
魚
聞

之
乃
曰
予
不
與
士
論
何
顔
復
當
諫
列
遂
乞
辭
職
朝
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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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六

從
之
乃
遷
䑓
御
史
即
除
蔡
知
諫
院
號
稱
得
人
魚
在
䑓

亦
稱
職

墨
客
揮
犀
　
包
拯
自
御
史
直
諫
院
危
言
正
議
傾
動
朝
野

仁
廟
常
温
顔
優
納
近
侍
以
為
難
上
曰
忠
鯁
之
言
固
苦

口
而
逆
耳
蓋
有
所
益
也
設
或
無
益
亦
無
所
害
又
何
必

拒
而
責
之
大
聖
之
度
慈
厚
若
此

名
臣
言
行
録
　
包
孝
肅
公
拯
知
諫
院
数
論
斥
大
臣
權
倖

請
罷
去
内
降
曲
恩
又
列
上
唐
魏
鄭
公
三
疏
請
置
座
右

以
為
龜
鑑

慶
暦
中
增
諫
員
取
敢
言
士
歐
陽
文
忠
公
首
被
選
以
太

常
丞
知
諫
院
賜
五
品
服

韓
魏
公
家
傳
　
公
為
諫
官
三
年
所
存
諫
稿
欲
斂
而
焚
之

效
古
人
慎
密
之
義
然
恐
無
以
見
人
主
從
諫
之
美
集
七

十
餘
章
為
三
卷
曰
諫
垣
存
稿
自
序
於
首
大
略
曰
諫
止

於
理
勝
而
以
至
誠
將
之

職
官
分
紀
　
熈
寧
八
年
同
知
諫
院
范
百
禄
言
今
修
起
居

注
直
舍
人
院
則
綴
小
兩
省
班
同
知
諫
院
則
絀
而
不
與

非
明
職
分
勤
官
守
之
意
詔
令
綴
小
兩
省
班

長
編
　
天
禧
二
年
右
正
言
魯
宗
道
多
所
論
列
上
頗
厭
其

数
宗
道
因
對
自
訟
於
上
前
曰
臣
在
諫
列
言
事
守
臣
職



 

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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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六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七

也
陛
下
以
数
而
忌
之
豈
非
有
納
諫
之
虚
名
俾
臣
負
素

飧
之
辱
乎
臣
切
愧
之
謹
願
罷
去
上
慰
諭
良
久
他
日
念

之
因
題
殿
壁
曰
魯
直

容
齋
隨
筆
　
嘉
祐
元
年
司
馬
公
以
修
起
居
注
同
知
諫
院

上
章
乞
立
宗
室
為
繼
嗣
對
畢
詣
中
書
略
為
宰
相
韓
公

言
其
旨
韓
公
攝
饗
明
堂
殿
中
侍
御
史
陳
洙
監
祭
公
問

洙
聞
諫
院
與
司
馬
舍
人
甚
熟
洙
答
以
頃
年
曾
同
為
直

講
又
問
近
日
曾
聞
其
上
殿
言
何
事
洙
答
以
彼
此
䑓
諫

官
不
相
往
來
不
知
言
何
事
此
一
項
温
公
私
記
之
甚
詳

然
則
國
朝
故
實
䑓
諫
官
元
不
相
見
故
趙
清
獻
公
為
御

史
論
陳
恭
公
而
范
蜀
公
以
諫
官
與
之
爭
元
豐
中
又
不

許
両
省
官
相
往
來
鮮
于
子
駿
乞
罷
此
禁
元
祐
中
諫
官

劉
器
之
梁
况
之
等
論
蔡
新
州
而
御
史
中
丞
以
下
皆
以

無
章
疏
罷
黜
靖
康
時
諫
議
大
夫
馮
澥
論
時
政
失
當
為

侍
御
史
李
光
所
駁
今
両
省
合
為
一
府
居
同
門
出
同
幕

與
故
事
異

任
伯
雨
傳
　
任
伯
雨
字
德
翁
性
剛
鯁
持
論
勁
直
為
諫
官

僅
半
載
所
上
一
百
八
疏
皆
係
天
下
治
體
號
曰
戅
章

藏
書
　
劉
安
世
為
諫
官
累
廷
諍
或
帝
盛
怒
則
執
簡
却
立

俟
怒
稍
觧
復
前
抗
辭
旁
侍
者
建
觀
皆
蓄
縮
悚
汗
目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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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六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八

曰
殿
上
虎

田
錫
天
資
骨
鯁
遷
諫
議
大
夫
上
經
史
中
治
體
之
要
三

十
篇
真
宗
手
詔
褒
奬
每
見
錫
色
必
莊
嚴
嘗
曰
是
朕
之

汲
黯
也

可
如
　
徽
宗
居
端
邸
時
藝
文
之
暇
頗
好
馴
養
禽
獸
以
供

玩
及
即
位
貂
璫
承
奉
羅
致
稍
廣
江
公
望
在
諫
院
聞
之

力
諫
上
悅
即
日
詔
内
籞
盡
縱
之
勿
復
留
惟
一
白
鷴
畜

久
而
馴
不
肯
去
上
以
麈
尾
逐
之
迄
不
離
左
右
乃
刻
公

望
姓
名
於
麈
柄
以
識
其
諫

湧
幢
小
品
　
勒
石
始
於
李
斯
題
名
始
於
漢
文
翁
禮
殿
三

碑
止
題
姓
字
唐
建
中
二
年
京
兆
府
有
同
官
記
碑
則
署

爵
里
官
方
而
司
馬
温
公
諫
院
記
則
用
文
矣

朝
集
院

按
朝
集
院
在
朱
雀
門
外
咸
平
四
年
四
月
創
建
以
待
士
大

夫
之
聴
除
授
者

燕
翼
詒
謀
録
　
真
宗
咸
平
四
年
四
月
癸
丑
詔
以
朝
官
注

擬
於
堂
貧
者
留
滯
逆
旅
無
以
為
資
乃
置
朝
集
院
於
朱

雀
門
外
院
既
成
詔
陞
朝
官
以
上
到
闕
並
館
於
院
中
官

給
公
券
出
入
則
乗
馬
開
封
府
差
兵
士
隨
直
惟
可
至
廟

堂
省
部
銓
曹
官
廳
而
已
雖
欲
出
入
市
廛
不
可
得
也
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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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之
六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九

陞
朝
官
以
上
造
朝
則
先
匿
於
親
戚
故
舊
之
家
俟
所
幹

置
悉
備
方
敢
報
閤
門
放
見
蓋
閤
門
即
日
關
報
朝
集
院

開
封
有
人
馬
即
至
迎
入
院
中
雖
不
可
出
入
而
同
院
中

士
大
夫
日
夕
逰
從
情
如
兄
弟
或
商
確
文
字
或
使
此
詢

問
風
土
或
因
而
結
交
互
相
推
薦
其
况
味
與
栖
栖
逆
旅

者
大
不
侔
矣
景
祐
二
年
十
月
辛
亥
詔
復
增
置
以
士
大

夫
之
來
者
日
多
故
也

湧
幢
小
品
　
漢
時
郡
國
守
相
置
邸
長
安
唐
有
進
奏
院
宋

有
朝
集
院
國
朝
無
之
惟
私
立
會
館
然
止
供
鄉
紳
之
用

其
遷
除
應
朝
者
皆
不
堪
居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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