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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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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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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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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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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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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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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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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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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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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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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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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道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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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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賦
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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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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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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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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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府
治
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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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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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標
旣
與
縣
治
攸
分
若
綜
列
縣
志
之
中
殊
於
體

例
未
協
且
地
輿
城
市
公
廨
亦
應
另
繪
一
圖
軍
興
以
來
由
行
伍
起
家

擢
至
專
閫
大
員
者
亦
不
盡
歸
縣
籍
爰
就
采
訪
所
及
彙
輯
成
編
雖
軼

事
尙
多
未
臻
美
備
而
詳
載
府
縣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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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
可
按
籍
而
求
他
年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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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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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
二
條

春
秋
時
楚
子
滅
巴
巴
子
兄
弟
五
人
流
入
五
溪
各
爲
一
溪
之
長
其
中

有
與
大
江
合
者
有
與
異
者
曰
辰
其
與
大
江
合
者
也
曰
潕
曰
雄
曰
樠

其
不
相
合
者
也
曰
酉
相
合
而
仍
異
者
也
其
相
合
而
仍
異
者
又
有
小

酉
溪
溪
在
酉
口
之
內
自
苗
地
百
里
外
發
源
望
東
而
合
酉
江
樠
溪
自

酉
陽
入
入
於
上
也
酉
溪
自
酉
山
入
於
下
也
潕
水
本
作
無
亦
曰
舞
一

作
潕
又
曰
巫
一
名
而
五
書
出
古
丈
坪
界
乾
州
廳
武
山
山
半
有
石
貌

狗
而
人
立
俗
以
爲
槃
瓠
考
應
邵
書
謂
高
辛
氏
之
犬
名
曰
槃
瓠
妻
帝

之
女
乃
生
六
男
六
女
自
相
夫
婦
是
爲
南
蠻
其
說
誕
甚
案
伯
益
經
云

卞
明
生
白
犬
是
爲
蠻
人
之
祖
卞
明
黃
帝
氏
之
曾
孫
也
白
犬
者
如
後

世
犬
子
豹
奴
　
云
爾
非
眞
犬
也
况
其
說
云
募
有
得
犬
戎
吳
將
軍
首

者
黃
金
千
鎰
邑
萬
家
妻
以
少
女
豈
知
金
古
以
斤
計
秦
始
曰
鎰
三
代

分
土
漢
始
分
人
將
軍
爲
周
末
之
官
吳
姓
至
周
始
有
是
何
足
以
誣
高

辛
氏
哉
按
酉
溪
之
出
於
廳
境
後
已
明
之
潕
江
自
貴
州
鎭
遠
來
謂
之

鎭
陽
江
至
黔
陽
會
於
沅
水
至
瀘
溪
武
水
入
之
所
謂
潕
水
一
名
而
書

五
出
古
丈
坪
界
乾
州
之
武
山
當
卽
指
武
溪
爲
潕
矣
峒
河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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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
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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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源
在
苖
巢
之
中
至
乾
州
城
武
溪
入
之
自
後
稱
此
水
曰
武
溪
是

雜
識
之
言
潕
與
沆
水
之
潕
有
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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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高
辛
氏
之
辨
本
諸
儒
先
以
理

度
之
情
勢
應
如
是
矣

又
按
酉
溪
水
出
廳
境
轎
頂
山
北
過
沙
坪
雄
溪
會
焉
與
雄
溪
自
廣
西

界
合
綏
甯
通
道
諸
水
自
北
注
之
江
在
靖
州
會
同
管
之
洪
江
市
入
沅

者
自
是
兩
溪
五
溪
之
雄
溪
當
是
自
廣
西
界
來
之
雄
溪
矣
但
所
謂
其



 

古
丈
坪
廳
志
　

卷

二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一

不
相
合
於
大
江
者
究
未
知
何
所
指
明
也

顧
祖
禹
讀
史
方
輿
紀
要
辰
州
盧
溪
嘉
慶
年
改
瀘
下
引
山
海
經
言
五

溪
辰
雄
樠
酉
潕
亦
甚
簡
略
袛
一
二
語
是
時
永
順
猶
爲
宣
慰
未
嘗
郡

縣
其
地
故
考
之
亦
疏
爾



 

古丈坪廳圖



 

古
丈
坪
廳
志
　

卷

二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三

古
丈
坪
廳
說

古
丈
坪
廳
以
廳
治
古
仗
坪
得
名
治
本
古
仗
塲
從
丈
省
文
所
屬
又
有

小
古
仗
坪
苖
疆
也
廳
轄
境
遼
遠
山
川
盤
鬱
苖
防
備
覽
稱
廳
治
四
面

高
峯
層
疊
中
開
一
坪
溪
流
環
繞
綠
柳
垂
蔭
雖
萬
山
中
風
景
差
可
人

意
雍
正
七
年
永
順
改
土
歸
流
開
設
府
治
以
此
間
地
連
乾
州
密
邇
苗

巢
防
範
不
可
少
䟽
分
駐
督
捕
同
知
督
永
順
各
屬
捕
務
嘉
慶
紅
苗
之

役
旣
失
旋
復
其
時
督
捕
治
已
畵
今
廳
屬
之
轄
境
與
乾
州
鳳
凰
永
綏

號
苖
疆
四
廳
稱
最
要
地
道
光
二
年
改
建
撫
民
廳
割
永
順
之
羅
依
西

英
功
全
冲
正
四
保
建
治
去
所
屬
永
順
等
處
督
捕
之
任
專
任
地
方
事

明
白
其
自
成
一
㕔
矣

治
城
周
圍
一
里
零
三
分
計
長
二
百
四
十
三
丈
設
三
門
南
曰
迎
薰
西

曰
瑞
金
北
曰
台
平
東
有
礮
樓
一
座
卽
嘉
慶
二
十
四
年
所
建
之
石
堡

也所
屬
今
爲
六
保
曰
內
冲
正
保
外
冲
正
保
內
功
全
保
外
功
全
保
西
英

保
羅
依
保

所
屬
民
村
二
百
二
十
八
寨
苖
村
五
十
八
寨
皆
以
村
稱
寨
非
眞
有
土

石
周
垣
如
堡
寨
之
制
也

六
保
山
多
田
少
刀
耕
火
種
男
女
合
作
全
賴
桐
茶
雜
糧
以
補
不
足
近

始
推
講
利
源
矣
土
地
除
近
四
溪
河
者
有
水
田
其
餘
皆
係
山
地
百
種

皆
宜
丱
產
尤
豐
詳
後
丱
產
植
物
各
記
中
不
贅
及



 

苗疆圖



 

古
丈
坪
廳
志
　

卷

二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五

古
丈
坪
廳
苖
疆
說

古
丈
坪
廳
爲
白
巖
施
溶
田
家
三
洞
長
官
司
故
地
往
時
土
官
各
於
間

地
招
生
苖
開
種
故
近
乾
州
一
帶
苖
寨
碁
布
土
官
威
足
箝
制
遇
有
徵

調
輒
抽
苖
丁
令
土
弁
督
爲
先
驅
無
敢
違
者
其
種
與
在
保
靖
者
俱
屬

黑
苖
服
飾
與
三
㕔
無
甚
區
別
而
風
氣
稍
馴
無
伏
草
攖
人
之
習
今
統

屬
苖
守
備
一
人
管
轄

苖
人
父
子
兄
弟
不
同
居
析
分
寨
落
漸
多
而
尙
依
老
名
爲
五
十
八
寨

籍
之
上
於
有
司
者
如
是
耳

其
山
州川
之
分
圖
未
有
能
晰
繪
者
要
其
大
略
止
此
矣



 

十
六
□

内
外
沖

正
保
圖



 

古
丈
坪
廳
志
　

卷

二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七

冲
正
保
說

冲
正
保
分
內
外
內
卽
本
城
保
東
界
乾
州
瀘
溪
西
界
保
靖
縣
及
廳
之

西
英
保
北
界
羅
依
保
南
界
乾
州
廳
領
寨
　
爛
草
坪
　
鮎
魚
坪
　
鐵

匠
寨
　
狗
咬
坪
　
子
排
　
俄
梨
坪
　
岩
坎
寨
　
大
坪
　
丹
頭
寨

把
夭
寨
　
銅
鼓
坡
　
雷
公
界
　
以
上
十
二
寨
三
面
乾
州
一
面
瀘
溪

歧
出
於
冲
正
保
之
東
如
長
圓
形
繫
於
廳
境
者
不
絕
如
綫
　
𣞺
木
坪

洞
上
　
狗
矢
寨
　
黃
麂
坡
　
阿
瓢
溪
　
濫
泥
田
　
坪
垻
　
天
台
山

溪
口
　
雅
家
　
曹
家
坪
　
土
蠻
坡
　
下
窩
喇
　
上
窩
喇
　
碓
舂
溪

叭
喇
　
杉
木
嶺
　
岩
坳
　
屋
塲
坪
　
老
塘
坊
　
柑
子
坪
　
新
寨

長
潭
　
岩
它
　
大
米
地
　
毛
田
　
洞
上
　
宋
家
若
　
溪
流
墨
　
官

垻
　
塘
上
　
蔡
家
河
　
石
鐵
寨
　
下
達
沙
　
中
西
歧
　
以
上
並
㕔

治
古
仗
坪
凡
四
十
有
六
寨
一
城
共
四
十
七
處
新
寨
岩
㘭
土
蠻
坡
曹

家
坪
曁
古
丈
坪
本
營
凡
爲
營
汛
五

本
城
保
較
爲
殷
繁
羅
衣
溪
窩
拉
溪
縈
帶
境
內
礦
產
有
金
鐵
煤
之
饒

種
植
雜
糧
果
木
之
類
桑
茶
棓
蠟
之
樹
與
水
田
稻
穀
相
輔
而
行
此
保

內
有
兩
洞
上
一
近
功
全
保
在
東
一
近
長
潭
在
西
相
去
約
八
十
里



 

内
外
功

全
保
圖



 

古
丈
坪
廳
志
　

卷

二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九

功
全
保
說

功
全
保
東
界
瀘
溪
縣
西
界
本
廳
羅
依
保
南
界
冲
正
保
北
界
沅
陵
縣

永
順
轄
境
東
西
相
距
七
十
里
南
北
相
距
五
十
五
里
領
寨
　
亮
它
山

棗
溪
　
磨
刀
岩
　
大
雞
坡
　
新
寨
　
叢
樹
溶
　
別
州
　
銀
坪
　
老

寨
匾
桶
溪
　
洞
坪
　
花
岩
　
白
羊
坪
　
天
門
星
　
高
寨
　
萬
貫
塘

筲
箕
田
　
鵲
兒
潭
　
團
堡
　
火
麻
坪
　
穿
㘭
　
茨
秋
坪
　
鸞
溝
溪

床
機
坡
　
干
溪
　
舒
家
寨
　
狗
雞
坪
　
沙
坪
　
熊
溪
　
下
河
蓬

上
河
蓬
　
穿
洞
　
大
級
坪
　
福
興
塲
　
土
溪
　
芭
蕉
溪
　
上
鮎
溪

瓦
屋
冲
　
野
猪
坪
擂
缽
寨
　
竹
坪
　
麻
坪
　
官
坪
　
岩
寨
　
拱
寨

沙
山
衣
坡
　
柘
皮
溪
　
兩
岔
溪
　
長
冲
　
矮
㘭
　
兩
扇
門
　
旦
武

營
　
岩
頭
寨
　
棉
花
寨
　
坪
家
寨
　
豺
狗
寨
　
磨
子
坪
　
雞
婆
寨

白
洋
溪
　
窩
它
田
　
銀
香
坪
　
魯
牙
寨
　
桐
油
坪
　
告
坡
　
梓
木

坪
　
中
溪
　
黃
牛
溪
　
丫
施
溪
　
蒿
根
坪
　
長
沙
洞
　
岩
它
　
高

望
界
　
分
水
界
　
上
洞
溪
　
以
上
計
七
十
六
寨

有
白
洋
溪
卽
酉
溪
自
境
內
發
源
由
西
而
東
過
瀘
溪
出
烏
宿
土
溪
亦

自
西
而
東
與
酉
溪
會
出
烏
宿
轄
境
於
四
保
最
爲
遼
闊
風
氣
以
河
蓬

官
坪
爲
最
悍
近
來
文
化
漸
洽
非
復
舊
觀
土
俗
以
田
爲
富
有
至
千
石

者



 

羅依保圖



 

古
丈
坪
廳
志
　

卷

二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九

羅
依
保
說

羅
依
保
東
界
廳
境
之
功
全
保
西
界
永
順
縣
北
界
酉
水
對
河
爲
永
順

界
南
界
廳
境
之
冲
正
保
轄
境
東
西
相
距
四
十
里
南
北
相
距
四
十
里

領
寨
　
羅
依
溪
　
下
半
溪
　
中
半
溪
　
上
半
溪
　
一
碗
水
　
楊
家

寨
　
靑
崗
坡
　
狗
耳
岩
　
籠
雞
寨
　
竹
坪
　
蔡
家
河
　
上
茅
坡

大
潭
　
龍
家
寨
　
猴
兒
　
且
茶
下
　
貓
兒
潭
　
通
明
山
　
泥
彎
潭

黑
潭
坪
　
黑
潭
坪
汛
　
下
茅
坡
　
龍
潭
坪
　
樹
棲
柯
　
三
道
河

竹
溪
　
文
家
寨
　
馬
路
溪
　
茅
坪
　
焦
溪
　
小
官
坪
　
大
官
坪

叢
樹
坪
　
王
家
堡
　
靑
魚
潭
　
達
視
坡
　
魯
牙
溪
　
阿
漢
溪
　
舒

家
寨
　
黑
臉
岩
　
麻
梨
舖
　
茶
山
　
尙
家
寨
　
張
家
寨
　
︵
半
挿
入

功
全
境
內
︶
　
楓
香
坡
　
龍
家
洞
　
康
家
寨
　
牛
耳
山
　
楓
香
坪

小
茶
坪
　
大
茶
坪
　
人
溪
　
共
計
五
十
二
寨
境
內
羅
江
自
南
而
北

由
内
冲
正
保
界
入
境
出
酉
水
之
口
曰
羅
依
溪
市
水
田
亦
美
種
植
桐

茶
爲
大
宗
商
販
聚
於
溪
口
魚
苗
之
利
亦
爲
四
保
所
獨
擅
川
鹽
由
北

河
入
境
全
廳
口
食
所
資
故
斯
保
爲
廳
轄
交
通
最
便
之
區
有
黑
潭
坪

一
汛



 

西英保圖



 

古
丈
坪
廳
志
　

卷

二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三

西
英
保
說

西
英
保
西
北
作
迤
長
勢
極
北
徧
西
有
一
土
東
南
北
三
面
界
羅
依
保

西
界
永
順
縣
爲
寨
四
曰
　
窩
家
湖
　
石
壁
溪
　
張
家
冲
舒
家
寨
自

此
自
北
斜
迤
西
南
中
斷
約
十
餘
里
爲
永
順
境
復
續
北
界
羅
依
保
東

南
二
面
界
冲
正
保
西
界
永
順
爲
寨
一
曰
　
柏
梓
樟
自
此
由
北
斜
迤

東
南
中
斷
又
爲
保
靖
縣
地
迤
而
南
極
東
豁
然
開
一
大
土
北
爲
冲
正

保
界
南
北
斜
長
八
十
里
有
奇
東
西
延
寬
五
十
里
有
奇
若
專
就
正
方

計
算
東
西
寬
處
四
十
里
南
北
寬
處
四
十
里
有
奇
爲
寨
曰
　
熱
溪

蝦
公
塘
　
毛
坪
　
排
達
牛
　
李
家
寨
　
龍
鼻
嘴
　
潭
溪
　
坎
着

賣
若
　
九
龍
洞
　
響
水
洞
　
梨
木
山
　
尙
家
寨
　
吳
家
寨
　
扒
有

高
梁
洞
　
白
岩
　
天
橋
山
　
共
計
二
十
三
寨
爲
龍
鼻
嘴
汛
一

境
內
蝦
公
塘
爲
羅
江
發
源
之
處
龍
鼻
嘴
乃
屯
苗
汛
防
市
塲
所
集
之

處
最
爲
要
地

環
龍
鼻
嘴
苖
寨
頗
有
富
戶
苖
錦
亦
出
於
此
市
間

以
上
四
保
今
圖
審
定
者
二
百
有
三
寨
就
其
耳
目
熟
習
者
言
之
以
無

一
定
册
籍
也
餘
詳
說
民
村
寨
說
苖
村
內

彭
氏
世
有
永
順
分
所
轄
爲
旂
有
西
字
英
字
功
字
各
旂
西
英
功
全
兩

保
當
因
其
舊
羅
依
自
以
溪
氏
惟
冲
正
未
知
所
以
氏
保
之
故
保
書
原

作
堡
亦
堡
寨
之
意
省
文
作
保
其
分
保
之
界
始
於
何
日
尙
無
從
考
相

傳
在
改
土
歸
流
之
前
云

其
生
業
山
地
桐
茶
爲
多
水
田
較
少



 

古
丈
坪
廳
志
　

卷

二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四

山
水
圖
說
二

山
水
總
說

古
丈
坪
山
脈
以
東
北
之
高
望
界
爲
最
高
以
高
下
論
山
脈
本
廳
地
形

東
北
高
而
西
南
下
由
廳
治
古
仗
坪
東
北
境
至
其
山
頂
由
此
脈
南
下

至
分
水
界
左
分
一
支
東
下
至
蓑
衣
坡
草
塘
而
止
正
脈
復
南
至
大
茶

坪
左
分
一
支
東
下
盡
於
洞
坪
復
南
至
大
栗
子
㘭
右
分
一
支
西
向
古

仗
坪
盡
於
東
梁
山
左
分
一
支
盡
於
瓦
屋
冲
正
脈
南
至
樵
子
莊
左
分

一
支
東
下
盡
於
兩
岔
溪
正
脈
再
南
至
岩
㘭
右
分
一
支
西
北
行
支
脉

復
二
一
盡
於
城
南
一
盡
於
猛
虎
嶺
右
分
一
支
東
南
行
至
雞
㜑
寨
右

分
一
支
南
下
盡
於
丫
角
山
之
轉
頭
山
正
支
至
矮
㘭
右
分
一
支
南
下

盡
於
官
坪
右
又
分
一
支
南
下
盡
於
大
溪
坪
左
分
一
支
東
下
盡
於
雷

鉢
山
土
溪
正
支
復
東
南
行
至
川
坳
右
分
一
支
南
下
盡
於
河
棚
正
支

轉
而
東
北
如
沅
陵
境
正
脉
自
岩
坳
南
下
爲
獅
子
崖
爲
轎
頂
山
由
南

分
一
支
東
南
行
爲
瞎
眼
坡
盡
於
白
洋
溪
由
西
分
一
支
盡
於
長
潭
正

脉
再
南
右
分
一
支
盡
於
排
口
塘
再
南
左
分
一
支
東
南
行
爲
尖
山
至

碓
舂
溪
左
分
一
支
盡
於
葛
藤
寨
正
支
東
行
至
坪
垻
折
而
北
至
銅
鼓

坡
入
瀘
溪
縣
境
正
脉
折
而
西
爲
天
礄
山
再
西
至
熱
達
樹
入
保
靖
縣

境
卽
呂
洞
山
來
脉
也
在
保
靖
縣
西
南
近
今
輿
地
家
繪
沅
酉
問
山
脉

皆
以
呂
洞
山
爲
主
自
南
而
北
古
丈
坪
山
脉
亦
自
呂
洞
迤
邐
而
來
入

西
南
而
出
東
北
然
就
一
廳
而
論
宜
視
地
勢
之
高
下
而
後
有
所
主
腦

脉
絡
易
淸
古
丈
坪
東
北
高
而
西
南
低
以
西
南
爲
主
則
糾
錯
複
雜
無

所
統
緖
不
惟
支
派
難
辨
且
無
措
手
處
故
今
論
山
脉
以
高
望
界
爲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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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五

而
不
主
呂
洞
　
山
脉
之
說
爲
前
儒
所
駁
然
山
河
兩
式
形
勢
高
下
與

來
龍
去
脉
之
見
逈
異
固
言
輿
地
者
所
不
廢
也
再
西
至
狗
腦
山
右
分

一
支
北
行
復
入
廳
西
南
境
盡
於
排
口
塘
北
再
西
至
分
水
㘭
右
分
一

支
入
廳
西
北
境
爲
南
山
爲
通
明
山
盡
於
土
强
坡
此
閤
廳
山
脉
之
大

勢
全
局
也

閤
廳
水
道
源
流
共
爲
四
溪
流
域
地
治
城
爲
羅
衣
溪
流
域
卽
羅
油
溪

見
酈
氏
水
經
注
今
衣
作
依
苗
防
備
覽
作
衣
治
南
爲
阿
拉
溪
流
域
東

南
爲
白
洋
溪
流
域
東
爲
土
溪
流
域
其
餘
小
溪
皆
入
之
諸
水
源
皆
山

溪
漲
落
弗
時
雨
集
則
溝
壑
皆
盈
久
晴
則
涸
可
立
待
惟
羅
衣
溪
稍
大

春
水
發
時
鑿
溶
可
以
行
舟
經
流
百
里
入
於
酉
水
今
議
疏
通
以
便
商

貨
阿
拉
溪
自
坪
垻
以
下
可
以
舟
行
出
峒
河
其
餘
兩
溪
河
雖
難
行
舟

沿
溪
農
田
灌
漑
水
利
所
資
皆
古
丈
坪
之
寳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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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明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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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七

通
明
山
說

通
明
山
在
治
北
二
十
里
羅
依
保
且
茶
哈
山
勢
陡
險
下
臨
深
潭
上
建

有
祖
師
觀
音
等
廟

錄

輯

畧

凡
輯
略
所
載
各
山
水
未
及
圖
者
依
類
分

附
於
各
條
皆
依
原
文
以
存
其
眞

靑
雲
山
城
北
里
許
聳
拔
入
雲
四
時
靑
光
不
斷
上
建
觀
音
菴
文
筆
山

城
南
三
里
許
峯
勢
高
聳
遙
望
如
文
筆
挿
天
外

轎
頂
山
城
南
十
五
里
西
英
保
高
涼
洞
形
如
轎
頂

玉
屏
山
東
梁
山
後
第
二
峯
自
對
面
觀
之
恰
如
屏
狀
城
東
里
許
出
龍

肝
石
可
鑿
爲
硯

畧

叅

時

說

丫
角
山
城
南
三
十
里
苗
地
兩
峯
並
峙
高
聳
入
雲
土
人
相
傳
山
頂
昔

建
有
古
廟
年
久
朽
壞
僅
存
磚
瓦
遺
跡

白
羊
山
城
南
二
十
五
里
小
酉
水
發
源
於
此

又
錄
輯
略
勝
蹟
條
原
文

貓
兒
菴
又
名
通
明
山
在
城
北
二
十
里
羅
依
保
山
勢
聳
拔
古
樹
叢
繞

成
圍
遥
望
狀
如
貓
兒
下
臨
深
潭
碧
綠
澄
淸
古
陽
河
凡
九
渡
惟
此
最

深
行
人
恒
畏
之



 

白巖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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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八

白
巖
說

白
巖
卽
天
橋
山
在
西
英
保
治
城
南
二
十
五
里
上
建
有
祖
師
觀
音
佛

殿
神
最
靈
俗
云
雷
電
呵
護
之

本

輯

畧

又
輯
畧
勝
蹟
一
條

天
橋
山
城
南
二
十
五
里
山
腰
兩
峯
對
峙
橫
石
如
梁
下
臨
百
餘
丈
洞

深
難
測
俯
視
凉
風
襲
人
面
建
佛
殿
其
上
四
壁
懸
白
崖
山
以
名
也
始

無
路
可
通
土
人
於
橋
旁
小
阜
鑿
石
爲
磴
架
木
二
丈
許
爲
橋
梯
階
入

望
爲
進
香
亭
其
石
有
到
懸
如
靴
直
竪
如
筆
如
劍
如
席
帽
者
其
洞
有

水
曰
龍
曰
雷
曰
鳳
凰
窩
者
山
無
名
而
人
爲
之
名
也
每
六
月
朔
各
砦

村
男
女
結
伴
爲
進
香
會
西
英
保
之
勝
槪
也
原
註
節
錄
生
員
危
紹
南

詩
序
而
佚
其
詩

白
巖
之
名
最
古
從
前
白
巖
長
官
司
以
此
名
今
其
地
民
村
亦
氏
白
巖

■
有
題
爲
白
巖
八
景
者
曰
天
橋
暮
鼓
曰
龍
洞
飛
泉
曰
錦
鷄
放
彩

□

有

石

雞

曰
文
筆
參
天
曰
懸
空
拄
笏
曰
石
鼎
生
烟

頗
多
題
詠
之
者

香
爐
巖
亦
名
香
爐
山
城
東
沿
溪
行
五
里
許
平
地
突
起
一
峯
高
可
數

丈
其
頂
上
石
形
如
香
爐
在
本
城
保
水
田
溪



 

二
九

穿　洞　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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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
穿
洞
說

穿
洞
在
外
功
全
保
河
蓬
治
城
南
五
十
里
山
勢
壁
立
中
空
一
洞
溪
水

自
洞
中
橫
流
而
出
石
片
鱗
鱗
纍
疊
如
璧
砌
然
輯
略
文

猛
虎
嶺
城
南
三
里
許
山
勢
雄
猛
如
虎
蹲
立

南
山
㘭
城
西
十
里
坳
勢
蟠
鬱
爲
通
保
靖
縣
大
道

廳
境
萬
山
叢
繞
治
城
畧
平
餘
則
幾
於
寸
地
皆
山
今
創
修
志
書
繪
山

之
圖
三

畧

見

山

岩

梗

槪

以

俟

續

修

志

者

廣

之

穿
洞
遊
記

客
有
遊
於
穿
洞
者
歸
造
於
庭
以
告
曰
穿
洞
乃
天
然
妙
境
蠻
方
之
淸

虛
洞
府
佛
家
之
智
慧
海
淸
凈
世
界
也
請
爲
述
之
穿
洞
在
治
城
之
東

南
居
河
蓬
塲
之
西
北
去
治
城
一
日
程
兩
山
排
闥
勢
如
率
然
□
徐
蜿

蜒
而
下
合
成
靑
玉
案
形
山
下
空
穿
碧
流
湍
湍
自
洞
而
出
深
遠
半
里

餘
高
闊

四五

丈
洞
內
里
許
有
海
螺
石
均
係
沙
石
裏
成
一
石
形
如
海
螺

然
有
石
高
丈
餘
其
頂
寬
平
紋
如
楸
枰
名
棋
盤
岩
又
洞
內
左
山
壁
立

中
有
石
如
象
形
首
口
嘴
鼻
宛
然
名
曰
鐵
欄
關
象
右
山
峯
巒
高
聳
首

尾
儼
然
如
獅
蹲
拜
之
狀
名
曰
靑
獅
朝
天
其
餘
鐘
乳
石
泉
之
景
美
不

暇
接
由
此
而
進
五
里
外
始
有
村
落
往
來
者
別
無
道
路
均
傍
小
溪
由

洞
門
出
入
其
間
泉
甘
土
肥
山
壑
秀
美
不
减
武
陵
之
桃
源
太
行
之
盤

谷
游
跡
所
至
別
有
天
地
客
之
所
述
止
此
余
聞
之
欣
然
欲
遊
之
未
能

也
乃
告
於
客
曰
天
地
厥
開
此
爲
隩
區
山
川
賦
形
各
蘊
奇
靈
穿
洞
之

勝
乃
至
於
此
使
此
間
開
礦
䟽
河
種
植
繁
興
旣
富
且
康
則
斯
洞
豈
惟

道
家
佛
氏
之
勝
境
乃
古
丈
坪
人
優
遊
養
氣
讀
書
求
志
之
勝
境
抑
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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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一

五
洲
選
勝
遊
觀
之
勝
境
也
然
則
吾
人
方
致
力
於
簿
書
程
功
於
敎
養

而
民
胞
物
與
乃
在
此
遊
懷
抱
中
來
其
亦
智
名
勇
功
而
有
春
風
沂
水

之
懷
歟
客
爲
古
丈
坪
陳
季
春
梅
霖
現
以
武
弁
需
次
營
中
能
文
肆
應

者
也
記
之
者
知
撫
民
府
事
直
隷
開
州
董
鴻
勳
湘
䑪
也

時

在

光

緖

丁

未

季

春

中

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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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羅依溪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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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三

羅
衣
溪
說

羅
衣
溪
古
羅
油
溪
衣
今
作
依
有
三
源
南
源
出
白
崖
洞
西
北
流
蝦
蚣

溪
會
焉
︵
今
其
地
名
蝦
蚣
塘
︶
中
源
出
保
靖
縣
六
都
之
狗
腦
山
東
流

出
翁
草
折
而
東
北
入
廳
屬
西
英
保
境
過
茅
坪
入
於
南
源
西
源
出
保

靖
縣
六
都
之
分
水
㘭
卽
廳
西
北
境
山
發
源
處
也
東
流
經
排
若
過
夯

水
入
廳
屬
內
冲
正
保
境
東
過
宋
家
若
達
於
經
流
三
源
旣
合
北
過
熱

溪
梳
頭
溪
會
焉
︵
梳
頭
溪
有
二
源
左
源
出
梳
頭
溪
寨
右
源
喜
寄
會

於
廳
冲
正
保
官
垻
︶

東
流
經
溪
良
墨
洞
上
會
於
經
流
北
出
長
潭
惡
濁
溪
會
焉
︵
溪
源
出
轎

頂
山
︶
又
北
至
新
寨
紅
沙
溪
會
焉
︵
溪
源
出
蔡
家
莊
︶
又
北
至
城
南
水

田
溪
會
焉
︵
源
出
三
十
六
灣
距
城
三
十
里
西
英
保
境
︶
繞
城
過
三
道

河
達
樹
西
科
龍
潭
坪
大
溪
潭
溪
會
焉
再
北
過
黑
潭
坪
官
坪
茅
坪
達

於
羅
依
溪
惹
鼻
溪
會
焉
︵
溪
源
出
西
英
保
︶
出
溪
口
入
北
河
卽
西
水
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六
月
二
十
一
日
履
任
由
羅
依
溪
口
陸
行
三
十
里
至

城
見
河
流
九
曲
農
田
碾
垻
所
資
加
以
疏
溶
可
以
通
貨
行
舟
乃
選
委

親
勘
估
繪
此
圖
卽
其
時
估
繪
并
採
其
二
說
列
入
藝
文
以
程
成
績
而

示
來
茲

錄
輯
略
原
文
山
水
條

古
丈
坪
河
城
南
六
十
里
源
出
保
靖
縣
境
之
狗
腦
山
北
流
三
十
里
經

宋
家
巖
出
長
潭
至
本
城
南
門
外
繞
城
北
曲
折
下
流
三
十
里
至
羅
依

溪
入
大
江
沿
河
亂
石
激
湍
水
勢
汹
湧
奇
險
異
常
秋
冬
水
涸
褰
裳
可

渡
春
夏
水
漲
似
可
通
舟
然
人
畏
其
險
無
有
問
津
者
按
此
卽
指
羅
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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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四

溪
言
文
似
過
簡
存
之
以
毋
忘
始
事
之
功
好
事
者
又
有
羅
江
八
景
載

於
輯
略
勝
蹟
條
今
并
存
曰
羅
江
夜
雨
　
野
徑
歸
樵
　
石
盂
甘
泉

龍
潭
漁
網
　
雙
溪
印
月
　
高
望
積
雪
　
茅
店
雞
聲
　
蕭
寺
煙
鐘
︵︹
原

注
貢
生
唐
明
信
舊
有
詩
今
佚
︶

又
錄
輯
畧
原
文
山
水
條
四
則

蔡
家
河
城
西
三
里
許
源
出
保
靖
縣
米
希
溝
下
流
二
十
餘
里
經
紅
沙

溪
上
流
五
里
許
迂
曲
而
出
至
新
寨
汛
入
古
陽
河
計
程
三
十
里
︵
︹
古
丈

坪
亦
稱
古
陽
︶
按
山
南
水
北
謂
之
陽
廳
治
名
古
陽
未
知
何
時
稱
始
抑

有
他
義
不
可
考
矣

水
田
溪
源
出
城
南
二
十
五
里
梓
木
坪
與
酉
源
自
白
羊
山
南
北
分
流

至
本
城
南
門
外
入
古
陽
河
　
按
以
二
河
皆
於
治
城
外
會
羅
依
溪
河

今
其
地
名
三
道
河
並
經
流
而
三
也

羅
依
溪
城
北
三
十
里
源
出
高
望
山
下
流
經
毛
坪
而
入
古
陽
河
歸
大

江
此
羅
依
溪
之
支
流
全
河
以
此
爲
總
名
後
訛
衣
爲
依
　
以
上
三
則

皆
支
流
之
附
入
羅
江
者
故
錄
於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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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　拉　溪　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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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六

阿
拉
溪
說

阿
拉
溪
發
源
於
扒
有
洞
東
南
流
過
叭
喇
又
南
迤
爲
阿
拉
溪
又
東
南

至
土
蠻
坡
會
於
萬
崖
溪
萬
崖
溪
發
源
於
保
靖
縣
貶
窩
東
南
流
右
受

大
崖
溪
東
過
萬
崕
溪
又
東
入
廳
西
英
保
境
至
已
着
它
龍
鼻
嘴
東
下

潭
溪
東
北
過
坎
着
至
九
龍
洞
東
會
阿
拉
溪
南
下
平
埧
左
受
排
阿
溪

東
至
於
排
苔
又
北
迤
過
把
腰
寨
至
於
丹
靑
又
北
過
銅
鼓
坡
如
瀘
溪

縣
境
是
峒
河
錄
輯
略
原
文

平
埧
河
城
南
五
十
里
源
出
保
靖
縣
之
三
岔
河
經
萬
巖
溪
南
流
至
土

蠻
坡
汛
流
五
里
至
平
埧
可
通
舟
又
流
五
六
十
里
抵
乾
州
潭
溪
入
洞

河
達
瀘
溪
縣
境
程
壹
百
壹
拾
五
里
　
此
卽
指
阿
拉
溪
言
與
今
所
測

定
有
互
相
詳
略
處



 

三
七

白　　洋　　溪　　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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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八

白
洋
溪
說

白
洋
溪
有
二
源
左
源
發
西
英
保
高
涼
洞
轎
頂
山
東
南
流
過
白
洋
山

右
源
會
焉
右
源
發
窩
它
田
南
至
丫
角
山
左
受
雞
㜑
寨
溪
又
南
紆
至

於
葛
籐
寨
碓
舂
溪
會
焉
東
過
官
坪
至
大
溪
坪
穿
洞
溪
會
焉
北
過
河

棚
至
沙
坪
雄
溪
會
焉
又
北
東
出
螃
蠏
坪
入
瀘
溪
縣
境
又
北
入
沅
陵

縣
境
爲
酉
水

錄
輯
略
原
文
山
水
條

河
蓬
河
城
南
四
十
里
源
出
功
全
保
白
洋
山
經
旦
武
汛
南
流
九
十
里

至
瀘
溪
縣
境
水
勢
漸
暢
可
通
舟
內
納
小
溪
水
難
以
備
載
又
東
南
流

五
六
十
里
入
沅
陵
縣
境
與
洞
坪
河
合
流
二
十
里
出
烏
速
口
歸
大
江

爲
酉
溪
按
此
卽
今
永
順
縣
志
與
沅
陵
縣
志
所
載
酉
水
出
冲
正
保
白

羊
山
經
葛
籐
寨
而
入
沅
陵
之
酉
溪
也
按
此
卽
白
洋
溪
惟
功
全
冲
正

本
文
已
自
不
符
今
審
定
左
源
發
西
英
保
轎
頂
山
漸
趨
於
明
確
輿
地

之
學
大
都
如
此
　
亦
係
詳
略
互
見
以
省
文



 

三
九

土　　　溪　　　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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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
土
溪
說

土
溪
有
二
源
右
源
發
於
上
洞
溪
東
北
流
過
磨
子
坪
至
兩
　
溪
會
左

源
發
蒿
根
坪
又
東
北
過
野
猪
坪
至
土
溪
芭
蕉
溪
會
焉
又
北
受
鮎
溪

又
北
至
洞
坪
又
東
北
至
草
塘
受
蓑
衣
坡
溪
入
沅
陵
縣
合
於
酉
水
錄

輯
略
源
文
山
水
條

洞
坪
河
城
東
六
十
里
其
源
有
二
一
出
廳
屬
功
全
保
之
蒿
根
坪
分
水

嶺
經
豺
狗
寨
南
流
出
土
溪
一
出
高
望
山
經
嚴
溪
西
流
至
洞
坪
上
流

里
許
兩
　
溪
合
流
三
十
五
里
入
沅
陵
縣
境
又
與
河
蓬
河
合
流
出
烏

速
口
入
大
江
亦
名
酉
溪
沿
途
亂
石
激
流
礙
難
疏
濬
不
通
舟
楫
︵
按
卽

此
指
土
溪
亦
與
今
說
互
爲
詳
畧
︶

皇
殿
學
宮
廟
祠
圖
說

皇
殿
學
宮
廟
祠
總
說

古
丈
坪
自
建
廳
治
將
二
百
年
矣
尙
未
恭
建

皇
殿
有

文
昌
祠
而
無

孔
子
廟
以
考
試
附
於
永
順
縣
無
學
額
遂
無
學
宮
也

文
昌
亦
出
捐
祀
祭
銀
非
出
經
制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冬
集
紳
民
議
建
學

宮
前
殿
恭
奉

龍
牌
中
爲

大
成
殿
兩
廡
旁
楹
爲

文
昌
祠
橫
舍
即
爲
廳
中
學
堂
廳
於
是
乎
始
有

皇
殿
學
宮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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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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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一

𨵿
帝
廟

城
隍
廟
皆
廳
之
所
舊
有
而
出
於
文
武
官
捐
備
祭
儀
不
出
於
禮
官
其

軍
興
以
來
陣
亡
將
士
之

昭
忠
祠
亦
係
營
中
所
自
祀
春
秋
祀
典
非
地
方
官
主
事
若

鄕
賢
祠

節
孝
祠

名
宦
祠
則
皆
今
因
建

文
廟
而
照
章
附
建
以
感
起
斯
人
者
特
次
恭
繪

皇
殿
學
宮
及
廟
祠
之
應
列
祀
典
者
其
不
列
祀
典
而
爲
民
間
所
私
祀
者

未
及
詳
繪
另
彙
其
說
於
後
光
緖
丁
未
董
鴻
勳
謹
識



 

皇　殿　學　宫　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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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三

皇
殿
學
宮
謹
說

謹
按
圖

皇
殿
闊
三
丈
九
尺
　
殿
下
降
階
高
九
尺
　
丹
墀
闊
三
丈
八
尺
東
西

朝
房
及
更
衣
所
闊
各
一
丈
二
尺
長
一
丈
八
尺

大
成
殿
闊
三
丈
九
尺
長
三
丈
一
尺
　
東
廡
　
西
廡
闊
各
一
丈
二
尺
長

各
四
丈
三
尺
　
丹
墀
闊
三
丈
五
尺
長
一
丈
八
尺

殿
後
卽
爲
中
學
堂
講
堂
闊
三
丈
九
尺
長
二
丈
三
尺
自
頭
門
至
講
堂
占

面
積
六
十
六
方
丈
又
五
十
二
方
尺
堂
東
監
學
住
房
共
闊
四
丈
九
尺

長
二
丈
一
尺
隙
地
闊
二
丈
二
尺
長
二
丈
二
尺
兩
邊
屋
對
待
各
二
間

闊
各
一
丈
八
尺
長
各
二
丈
自
外
至
內
占
面
積
二
十
八
方
丈
又
五
方

尺
爲
自
修
室
三
間
西
偏
爲

文
昌
祠
並
闊
二
丈
九
尺
並
厢
房
官
廳
共
長
五
丈
七
尺
後
爲
圖
書
器

械
等
房
並
隙
地
共
闊
四
丈
二
尺
長
三
丈
七
尺
再
後
爲
寢
室
三
間
共

闊
四
丈
二
尺
長
二
丈
一
尺
自
外
至
內
占
面
積
四
十
方
丈
又
八
十
九

弓
尺
講
堂
後
食
堂
盥
所
操
塲
在
焉
闊
約
十
三
丈
長
二
丈
占
面
積
二

十
六
方
丈
全
圖
共
占
面
積
一
百
六
十
一
方
丈
又
四
十
六
方
尺

皇
淸
龍
興
東
土
撫
有
中
夏
三
百
年
矣

聖聖
垂
統
宜
民
宜
人
道
尊

孔
子
治
術
學
術
於
焉
歸
準
薄
海
之
內
人
儒
冠
而
書
尼
山
君
臣
父
子
兄

弟
夫
婦
朋
友
之
倫
得
以
相
持
不
隳
以
與
民
生
族
姓
共
安
於
大
地
之

內
今



 

古
丈
坪
廳
志
　

卷

二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四

皇
上
卽
位
建
元
戊
戌
庚
子
之
間
異
說
繁
興
昔
人
所
謂
守
之
萬
古
而
不

變
者
經
常
之
道
一
切
放
棄
之
至
訾
謷
及
我

孔
子
夫
太
公
尙
尊
親
而
華
士
逞
詖
辭
孟
子
興
井
田
而
許
行
倡
並
耕
巧

言
亂
德
利
口
破
法
自
古
有
之
而
朿
髮
受
書
乃
心

本
朝
誦
法

孔
子
聽
一
日
之
浮
游
遂
乃
數
典
而
忘
背
本
而
馳
其
無
識
力
學
術
亦
足

見
矣
丙
午
孟
冬
廳
之
紳
士
合
詞
捐
資
請
建

文
廟
旣
得
請
乃
鳩
工
庀
材
經
之
營
之
前
殿
恭
奉

龍
牌
中
爲

大
成
殿
東
西
廡
旁
楹
爲
改
修

文
昌
祠
地
本
祠
宇
基
址
典
祀
有
秩
舉
不
敢
廢
禮
也
後
楹
橫
舍
卽
爲

廳
中
學
堂
以
時
畢
業
觀

國
光
而
應
世
務
如
是
焉
在
古
丈
坪
廳
之
言
學
者
獨
有
以
異
於
世
之
云

云
乃
至
於
此
挽
狂
瀾
於
旣
倒
障
大
江
而
東
之
充
其
所
至
吾
道
之
干

城
而
人
倫
之
模
範
肇
斯
建
造
也
凡
官
師
執
事
樂
助
之
人
與
木
金
土

石
之
工
之
費
皆
詳
書
於
碑
陰
以
詔
我
後
人
蓋
廳
自
唐
虞
屬
荆
州
三

代
當
列
玉
帛
之
會
秦
漢
以
後
猶
是
郡
縣
之
壤
自
五
季
淪
於
土
蠻
覉

縻
州
鬱
閉
千
年
人
文
不
啟

國
朝
雍
正
七
年
永
順
宣
慰
彭
肇
槐
納
土
改
流
廳
以
白
嚴
三
長
官
司
故

壤
駐
永
順
府
同
知
督
捕
已
稱
廳
治
道
光
二
年
准
改
撫
民
始
與
永
順

縣
畵
疆
爲
保
四
爲
民
村
二
百
二
十
有
八
爲
　
苗
村
五
十
有
八
寨
戶

口
之
數
三
萬
有
奇
地
方
圓
折
算
將
五
百
里
東
西
相
距
一
百
三
十
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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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五

南
北
一
百
五
十
里
五
年
議
建
學
校
爲
時
所
尼
遂
附
永
順
縣
考
試
至

是
又
將
百
年
始
有

文
廟
之
建
化
民
成
俗
其
必
由
學

君
師
統
繫
瞻
仰
嚴
肅
今
方
教
育
普
及
民
生
已
及
學
齡
者
皆
必
入
學
古

丈
坪
以
民
數
論
之
應
設
學
甚
多
提
綱
絜
領
在
此
中
學
夫
物
積
久
而

必
昌
才
因
時
而
奮
起
近
代
廳
之
人
時
有
以
功
勳
文
學
顯
者
時
會
所

趨
學
校
乃
興
自
今
以
往
宗
尊

君
國
依
歸

孔
子
本
修
齊
誠
正
以
輔
世
長
民
由
格
物
致
知
以
明
倫
盡
性
孝
弟
忠
信

謹
言
愼
行
所
以
存
吾
性
輿
算
圖
畫
聲
光
電
化
所
以
致
吾
知
體
立
而

用
宏
古
丈
坪
之
士
乃
所
謂
善
學

孔
子
而
爲
識
時
務
之
俊
傑
也
歟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丁
未
仲
春
知
撫
民
府

事
董
鴻
勳
記



 

文　昌　舊　祠　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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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七

文
昌
祠
說

文
昌
上
爲
列
宿
古
雖
少
專
祀
而
文
運
所
𨵿
報
功
宜
先
自
祀
典
所
隆

徧
於
州
郡
守
土
曷
敢
怠
焉
廳
無

文
廟
因
無

文
昌
祠
祭
銀
紳
士
捐
資
所
建
至
於
今
不
廢
基
址
之
闊
因
有

文
廟
之
建
置
其

祠
宇
固
獨
先
焉
因
圖
如
右



 

武　廟　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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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九

武
廟
說

武
廟
秩
祀
最
隆
廳
亦
無
欵
奉
祀
其
工
程
則
廳
之
公
建
祭
則
文
武
官

之
所
捐
備
者
爲
圖
如
右



 

三　王　廟　圖



 

古
丈
坪
廳
志
　

卷

二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一

靖
遠
綏
遠
鎭
遠
三
王
廟
說

靖
遠
綏
遠
鎭
遠
三
王
廟
在
廳
城
北
關
外
人
稱
天
王
廟
苖
俗
最
所
崇

祀
苖
防
備
覽
載
神
蹟
有
數
說
且
其
靈
蹟
著
於
苗
疆
各
廳
縣
各
廳
縣

志
備
載
之
今
祇
詳
　
奏
案
一
則
以
省
文
字
錄
咸
豐
六
年
湖
南
巡
撫

駱
請
　
加
封
王
爵
部
議
節
畧

奏
稱
永
綏
廳
三
侯
廟
神
係
楊
姓
弟
兄
三
人
長
名
瀬
并
武
勇

宋
時
屢
禦
苗
宼
民
立
廟
祀
之
又
永
綏
廳
志
後
漢
時
有
楊
氏
弟
兄
三

人
英
勇
過
人
屢
敗
苖
眾
後
人
立
廟
奉
祀
嘉
慶
二
年

勅
封
宣
威
助
順
靖
遠
侯
鎭
遠
侯
綏
遠
侯
道
光
十
七
年
加
靈
應
二
字
二

十
八
年
加
保
安
二
字
旋
奉

旨
著
晉
封
宣
威
助
順
靈
應
保
安
靖
遠
王
鎭
遠
王
綏
遠
王
欽
此



 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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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　　　隍　　　　廟　　　圖



 

古
丈
坪
廳
志
　

卷

二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三

城
隍
廟
說

城
復
于
隍
見
於
周
易
左
氏
傳
有
救
火
祭
墉
之
文
說
者
謂
城
隍
之
祭

所
由
始
六
朝
北
齊
始
有
城
隍
神
之
文
自
是
城
隍
如
地
方
官
之
因
地

方
而
設
陰
陽
分
司
有
臨
民
之
責

古
丈
坪
廳
城
隍
爲
最
靈
民
服
焉
官
司
之
不
能
丫
者
神
力
資
焉
其
說

詳
後
爲
圖
如
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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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昭　　忠　　祠　　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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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五

昭
忠
祠
說

昭
忠
祠
祀
古
丈
坪
營
之
從
軍
而
沒
於
陳
者
其
詳
具
人
物
列
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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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六

衙
署
倉
庫
圖
說

衙
署
倉
庫
總
說

錄
輯
畧
公
署
條
原
文
三
則

同
知
署
雍
正
十
年
建
照
牆
頭
門
二
間
東
西
書
皂
房
六
間
大
堂
三
間

厢
房
三
間
過
廳
二
間
書
房
三
間
住
房
三
間
厨
房
三
間
下
房
三
間
周

牆
八
十
五
丈
道
光
三
十
年
燬
於
火
署
撫
民
府
秦
廷
𤇍
重
修

監
獄
一
間
原
在
同
知
署
西
今
朽
爛
未
修
有
命
犯
移
寄
永
順
縣
監
軍

裝
庫
額
儲
收
繳
苖
人
鳥
鎗
刀
矛
年
久
朽
壞
皆
成
廢
鐵
錄
輯
畧
倉
儲

條
原
文
一
則

常
平
倉
在
同
知
署
西
倉
厫
六
間
道
光
三
十
年
八
月
民
房
失
火
被
燬

前
同
知
秦
廷
𤇍
修
復
同
治
八
年
同
知
覺
羅
克
從
重
修



 

撫民府署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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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八

古
丈
坪
撫
民
府
署
說

庫

說

附

見

雍
正
十
年
之
修
同
知
爲
張
廷
慶
嘉
慶
二
年
同
知
林
龍
章
以
署
燬
於

苖
捐
貲
重
建
光
緖
二
十
一
年
燬
於
火
同
知
汪
明
善
借
廉
重
修
與
輯

略
原
文
詳
略
互
見
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冬
署
同
知
董
鴻
勳
請
借
屯
倉
食
穀
二
百
石
修
理
衙

署
三
十
三
年
二
月
興
工
𣸸
建
差
廳
庫
房
內
外
整
飭
尙
未
告
竣
自
轅

門
以
次
爲
之
聯
語
亦
可
見
斯
廳
之
大
略
與
守
官
之
所
以
自
盟
者

東
西
轅
門
曰
扼
苗
塞
楚
襟
蜀
引
黔
　
儀
門
曰
鼓
吹
雄
邊
守
冠
裳
會

象
胥
　
頭
門
曰
古
丈
塲
今
樂
土
一
坪
風
景
開
圖
畵
安
撫
使
理
民
官

九
府
英
華
洩
隩
區
　
大
堂
曰
皇
朝
分
郡
陶
唐
繫
州
史
書
黯
澹
四
千

年
文
物
聲
明
自
今
而
盛
百
蠻
鼚
鼓
萬
戶
兕
觥
朝
政
方
追
三
五
代
遵

親
樂
利
與
古
常
新

二
堂
曰
躬
行
未
得
無
情
者
盡
辭
將
思
勉
效
守
官
惟
恃
此
公
生
明
虛

生
白
善
氣
相
迎
設
誠
以
致
違
庶
各
廓
然
毋
我
用
能
使
案
如
水
判
如

山
　
會
客
廳
事
額
曰
便
人
以
開
礦
䟽
河
種
植
興
學
欲
以
便
於
古
之

人
豋
斯
堂
者
幸
告
所
便
於
人
之
事
竊
取
后
稷
之
自
稱
者
以
爲
之
說

廳
署
屢
燬
無
差
房
無
庫
故
添
建
之
以
成
署
制

古
丈
坪
廳
庫
記

古
丈
坪
廳
庫
見
於
奏
案
古
丈
坪
營
兵
餉
應
寄
存
古
丈
坪
同
知
庫
中

以
時
監
放
故
今
古
丈
坪
營
弁
請
餉
必
須
廳
中
出
結
乃
得
請
於
藩
庫

永
順
縣
志
古
丈
坪
廳
輯
畧
言
庫
有
收
繳
苖
民
鎗
械
已
久
朽
廢
今
雖

見
無
然
苖
悍
民
强
器
械
之
繳
歲
有
所
聞
是
二
者
皆
要
政
所
關
古
不



 

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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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九

可
以
無
庫
久
矣
今
因
修
署
乃
爲
庫
二
間
於
大
堂
之
左
謹
其
管
鑰
命

專
司
役
而
後
餉
械
有
所
寄
廳
如
是
始
復
有
庫
光
緖
丁
未
仲
春
董
鴻

勳
記



 

六
十

常平倉　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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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一

常
平
倉
說

常
平
倉
凡
六
厫
曰
豐
字
曰
盈
字
曰
裕
字
曰
充
字
曰
盛
字
一
缺
義
倉

穀
附
存
於
厫

錄
輯
畧
倉
儲
條
原
文

計
倉
儲
穀
一
千
九
百
八
石
六
斗
七
升
除
淸
查
案
內
徐
畢
二
任
虧
短

外
現
實
存
穀
一
千
一
百
四
十
三
石
八
斗

古
丈
坪
廳
萬
石
倉
記

漢
耿
壽
昌
本
周
禮
管
子
之
法
爲
常
平
倉
趙
充
國
本
黃
帝
三
代
井
田

制
兵
之
法
爲
屯
田
積
穀
宋
朱
子
本
鄕
三
物
睦
婣
恤
鄰
之
法
爲
社
倉

社
倉
者
後
世
亦
謂
之
義
倉

國
朝
之
制
常
平
義
倉
通
於
行
省
府
廳
州
縣
然
義
倉
或
有
或
無
常
平

倉
列
於
經
制
名
存
而
實
亡
者
百
十
之
一
二
屯
田
積
穀
則
於
邊
境
苖

彊
偶
有
之
與
明
世
衛
所
棊
布
之
制
異
矣
古
丈
坪
廳
制
未
盡
完
全
一

切
章
程
簡
畧
獨
倉
儲
三
者
皆
備
常
平
倉
在
署
西
偏
爲
厫
五
曰
充
曰

豐
曰
裕
曰
盛
曰
盈
爲
穀
一
千
一
百
四
十
三
石
八
斗
今
如
數
屯
田
積

穀
由
嘉
慶
紅
苗
之
役
前
任
鳳
凰
廳
同
知
傅
壯
肅
公
奉

旨
督
辦
邊
防
仿
貴
州
九
衛
屯
田
之
法
於
苖
平
時
隨
地
安
屯
置
防
爲

勢
分
消
强
之
策
廳
自
雍
正
改
流
至
時
猶
祗
永
順
府
分
防
督
捕
治
以

苖
疆
重
要
故
防
務
特
周
爲
屯
倉
者
三
一
在
龍
鼻
嘴
一
在
曹
家
坪
一

在
城
合
爲
歲
收
穀
四
百
餘
石
城
屯
倉
在
常
平
倉
之
南
爲
厫
二
爲
穀

一
百
一
十
餘
石
以
時
支
放
常
無
餘
積
惟
獨
義
穀
無
倉
寄
於
常
平
倉

厫
爲
穀
三
百
三
十
四
石
又
爲
銀
二
百
八
十
兩
作
價
七
錢
一
石
爲
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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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二

當
四
百
石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春
前
政
臨
川
李
公
翊
熉
請
准
以
義
穀
借

放
生
息
裨
學
堂
經
費
夏
六
月
二
十
有
一
日
鴻
勳
來
撫
是
邦
思
所
以

爲
吾
民
厚
積
儲
並
藉
以
移
苖
疆
重
利
之
風
者
乃
禀
定
章
程
合
存
銀

購
穀
自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爲
始
春
借
秋
還
石
穀
息
三
斗
以
一
斗
裨
學

堂
費
七
升
備
損
耗
三
升
爲
經
理
管
倉
人
役
伙
食
雜
用
其
一
斗
仍
存

倉
遞
年
加
入
本
穀
出
放
十
年
之
後
可
至
穀
二
千
石
二
十
年
後
可
至

五
六
千
石
常
此
生
息
萬
石
固
可
屈
指
待
也
故
爲
之
倉
而
名
之
曰
萬

石
夫
一
年
之
計
在
於
樹
穀
今
謀
積
儲
於
二
十
年
之
後
顆
粒
而
節
嗇

之
毋
乃
非
遠
圖
然
一
年
之
間
歲
時
風
雨
偶
或
不
齊
則
告
糴
之
艱
采

買
之
艱
山
路
背
負
之
艱
灘
河
挽
運
之
艱
千
辛
萬
苦
非
言
能
盡
若
使

萬
石
在
倉
吾
知
廳
境
卽
偶
有
歉
歲
父
子
兄
弟
相
保
無
虞
長
爲

盛
世
休
養
生
息
之
民
矣
人
生
一
日
不
再
食
則
飢
七
日
不
食
則
草
根

樹
皮
不
足
以
存
其
身
雖
百
年
之
違
皆
此
一
日
七
日
所
續
積
儲
之
關

於
民
生
至
矣
哉
伊
尹
書
曰
金
成
湯
池
非
粟
不
守
廳
固
昔
之
戰
地
也

以
地
利
兵
防
言
之
有
備
無
患
是
爲
要
政
漢
人
言
重
農
貴
粟
金
玉
非

寳
飢
餓
迫
身
父
子
夫
婦
不
能
相
顧
今

朝
廷
力
求
富
强
守
土
者
父
母
斯
民
果
於
此
加
之
意
庶
幾
以
一
廳
之

富
積
而
爲

朝
廷
之
富
也
後
之
守
土
者
能
守
成
法
謹
筦
藏
其
爲
功
於
百
姓
也
豈

下
於
推
食
食
之
也
哉
孟
冬
旣
望
知
撫
民
事
董
鴻
勳
記



 

古
丈
坪
廳
志
　

卷

二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六
三

龍
鼻
嘴
行
台
記

龍
鼻
嘴
去
城
五
十
里
又
十
五
里
至
賣
若
塘
與
乾
州
直
隷
廳
之
馬
頸

㘭
接
界
古
丈
坪
廳
所
屬
苖
寨
環
龍
鼻
嘴
而
居
者
大
半
故
言
苖
防
者

龍
鼻
觜
常
爲
重
地
山
環
水
抱
市
塲
交
易
有
石
碉
一
座
甚
雄
壯
較
治

城
地
勢
尤
峻
有
汛
防
把
總
署
有
屯
把
總
署
有
屯
倉
有
苖
守
備
署

巡
憲
行
台
在
焉
歲
以
十
月
巡
苖
疆
由
永
順
至
廳
之
站
塘
口
入
界
五

里
而
至
羅
依
溪
市
陸
行
三
十
五
里
至
廳
城
宿
先
日
自
永
順
府
城
一

日
宿
虎
子
坪
二
日
宿
王
村
司
皆
永
順
縣
境
也
自
王
村
水
路
十
五
里

而
至
廳
境
及
抵
治
城
一
日
已
戒
塗
五
十
里
車
殆
馬
煩
而
止
宿
焉
故

以
廳
署
爲
行
轅
次
日
入
陸
行
五
十
五
里
山
路
崎
嶇
縴
夫
背
輿
而
後

前
過
白
崖
溯
羅
江
上
源
平
地
程
百
里
無
此
艱
阻
五
易
民
苖
之
夫
而

後
至

巡
憲
行
台
倚
於
屯
倉
有
門
有
堂
有
辦
公
之
室
另
爲
蓆
棚
以
爲
庖
厨

雜
役
之
所
光
緖
丙
午
冬
十
月

巡
憲
蓮
花
朱
公
巡
閱
過
境
鴻
勳
隨
侍
至
此
點
屯
苖
弁
兵
閱
屯
倉
民

苖
率
服
團
練
排
隊
以
迎
威
儀
肅
靜
仰

節
鉞
之
嚴
焉
旣
入
夜
鴻
勳
另
寓
於
汛
把
總
署
拾
級
而
上
入
碉
門
署

頗
闊
敞
俯
視
燈
火
百
餘
家
民
苗
耦
俱
無
猜
阿
拉
溪
在
前
水
聲
㶁
㶁

淸
人
心
目
凌
晨
負
弩
奉
送
行
旌
山
色
放
曉
鳥
語
人
息
弓
刀
靜
穆
忘

其
爲
苖
疆
爲
古
用
武
地
矣
望
塵
已
遠
乃
轉
回
署
日
猶
未
入
也
龍
有

煤
鐵
各
礦
方
派
工
委
紳
經
理
如
得
利
剷
平
道
路
以
騾
焉馬
駝
負
至
羅

衣
溪
出
酉
水
不
難
也
龍
之
苖
民
頗
有
富
戶
婦
女
首
飾
重
者
以
銀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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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四

數
斤
亦
有
養
蠶
者
爲
苖
錦
織
成
被
褥
之
具
價
重
者
物
亦
頗
佳
役
旣

竣
乃
爲
之
說
以
誌
鴻
瓜爪
又
有
道
自
保
靖
縣
之
萬
崖
溪
屯
倉
所
在
十

里
而
至
龍
鼻
嘴
逕
過
乾
州
不
由
廳
城
廳
吏
至
行
台
侍

節
此
則
每
歲
巡
閱
常
行
道
今
年
龍
山
有
事

巡
憲
往
彼
勾
當
後
由
永
順
回
行
故
如
此
程
向
亦
偶
有
之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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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五

南
竹
傅
公
祠
記

山
陰
傅
壯
肅
旣
以
鳳
凰
同
知
奉

命
督
辨
邊
防
平
苖
設
屯
興
教
立
養
移
永
綏
於
花
園
列
古
仗
坪
廳
於
苖

要
屯
弁
土
備
徧
於
鳳
乾
永
古
之
間
旣
而
建
巡
節
陳
臬
事
藩
條
權
任

開
府
晉
銜
凡
經
營
苖
疆
之
政
公
猶
睠
睠
不
忘
未
幾
以
勞
勩
卒
於
外

臺
朝
廷
歎
息
未
竟
大
用
紳
民
奔
走
慕
若
慈
父
而
苖
疆
之
民
之
苗
之
土
之

犵
狫
之
客
尤
痛
悼
於
親
建
祠
尸
祝
列
於
太
常
光
緖
三
十
一
年

朝
廷
復
允
疆
臣
之
請

予
謚
壯
肅
䘏
恩
有
加
三
十
二
年
季
夏
下
浣
澶
淵
董
鴻
勳
未
守
是
任
咸

秩
無
文
念
斯
廳
之
在
嘉
慶
朝
猶
是
永
順
府
督
捕
分
防
所
治
而
章
奏

公
牘
直
爲
一
㕔
道
光
初
遂
有
畵
疆
土
改
撫
民
之
事
蓋
自
有
公
而
古

丈
坪
廳
遂
爲
湖
廣
湖
南
之
要
缺
其
人
其
山
川
亦
因
之
並
重
至
於
今

百
年
有
餘
營
汛
碉
卡
屯
田
義
學
皆
見
洪
烈
古
宜
百
世
祀
公
也
乃
求

其
祠
而
不
可
得
旣
祀
於
倉
吏
以
告
曰
苖
疆
各
廳
謂

倉
神
皆
稱
傅
公
祠
余
乃
知
公
之
徧
祀
於
苖
疆
而
苗
疆
之
不
忘
公
也

久
矣
乃
爲
之
位
以
奉
於
龕
竊
以
伸
紳
民
報
德
之
心
與
守
土
景
行
之

願
明
年
三
月
余
旣
徧
種
湖
桑
於
園
於
圃
於
林
以
及
六
堡
又
先
營
各

種
嘉
樹
於
種
植
園
乃
徧
求
苗
廳
境
無
南
竹
有
貴
竹
水
竹
南
竹
之
筍

冬
春
皆
有
其
材
中
樑
棟
之
輔
百
物
之
待
以
爲
囊
橐
者
尤
眾
不
可
不

爲
古
民
開
此
利
源
也
爰
捐
廉
專
勇
求
其
種
於
永
順
縣
屬
之
別
夕
陸

路
百
二
十
里
外
得
竹
十
株
以
種
於
祠
側
平
安
日
報
修
竹
成
林
靑
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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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六

玉
女
如
見
公
之
丰
儀
古
仗
坪
廳
百
年
之
利
亦
自
此
始
矣
夫
苖
疆
南

竹
方
船
而
下
與
木
材
并
爲
民
間
大
宗
財
貨
古
獨
無
此
且
一
切
器
具

待
用
於
鄰
縣
歲
縻
金
錢
將
千
竿
材
之
少
出
於
土
者
尙
難
懸
計
今
若

此
其
收
回
與
增
出
者
可
以
數
卜
耶

傅
公
而
靈
其
亦
祝
此
竹
之
利
吾
古
以
無
窮
而
欣
馨
之
光
緖
丁
未
慕暮

春
之
初
董
鴻
勳
紀
石



 

巡檢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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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八

巡
司
兼
管
獄
務
署
說

錄
輯
略
公
署
條
原
文
一
則

巡
檢
署
在
同
知
署
東
道
光
三
十
年
燬
於
火
咸
豐
八
年
巡
檢
何
珮
捐

廉
重
修
頭
門
皂
房
二
間
大
堂
三
間
二
堂
三
間
厨
房
二
間
住
房
四
間

光
緖
二
十
一
年
燬
於
火
巡
檢
楊
亦
楷
重
建

查
巡
檢
原
係
桑
植
上
下
二
峝
巡
檢
道
光
三
年
奉
准
裁
移
改
爲
古
丈

坪
廳
巡
檢
司
專
管
緝
捕
兼
管
獄
務
改
鑄
印
信
　
部
覆
已
回
至
今
時

閱
八
九
十
年
仍
係
用
木
質
鈐
記
未
知
何
故
　
衙
署
敝
壞
大
堂
傾
圮
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巡
檢
張
正
綱
請
領
本
署
應
食
屯
穀
六
十
石
分
五
年

攤
還
修
理
亦
未
復
舊
惟
苖
疆
要
缺
觀
瞻
所
繫
宜
有
以
新
之
擬
俟
礦

務
有
成
再
爲
設
法
辦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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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九

營
汛
城
堡
圖
說

營
汛
城
堡
總
說

古
丈
坪
營
向
無
營
汛
惟
於
附
近
之
旦
武
營
土
蠻
坡
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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