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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西
華
縣
志
卷
之
三

文
林
郞
知
西
華
縣
□
□

恂
重
修

建
置
志
城

池

公

署

學

校

□

□

□

□

祀

典

古

蹟

里

甲

坊

巷

東

□

□

舖

驛

站

䘏

政

武

備

古
者
侯
國
必
有
所
守
亦
必
有
與
立
守
之
以
高
城
深
隍

而
民
人
社
稷
於
是
乎

其
文
事
武
□
宮
室
市
㕓
儲
㣥

之
足
伍
兩
之
制
祭
祀
之
典
里
甲
之
數
亭
臺
勝
蹟
之
遺

坊
巷
墳
墓
之
舊
莫
不
具
焉
一
邑
之
設
亦
猶
是
也
西
華

久
屬
陳
當
設
邑
時
建
置
略
偹
然
今
昔
或
有
變
易
者
是

以
分
條
列
載
足
資
叅
考
云
志
建
置

城
池

西
華
縣
城
歴
代
建
置
不
一
未
詳
始
於
何
時
舊
志
云
元

末
城
圯
明
成
化
八
年
知
縣
盧

重
造
廼
修
四
門
東
日

長
平
西
曰
淸
水
南
曰
長
樂
北
曰
永
濟
宏
治
十
一
年
知

縣
李
景
再
修
角
樓
窩
舖
垜
墻
疏
通
馬
道
正
德
七
年
流

賊
䧟
城
賊
去
知
縣
王
堯
臣
增
修
高
一
丈
五
尺
隆
慶
二

年
知
縣
張
光
孝
作
磚
城
高
二
丈
五
尺
□
濶
八
尺
濠
濶

七
尺
深
二
丈
萬
歴
二
十
三
年
知
縣
屈
煒
修
甕
城
加
重

門
東
曰
賔
陽
西
曰
阜
成
南
曰
來
□
北
曰
拱
辰

□
□
□
門
城
樓
皆
久
圯
廢
知
縣
朱
培
修
東
西
兩
三
門
惟
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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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樓
未
建
鐫
級
去
康
熙
二
十
八
年
知
縣
李
培
捐
貲
重
建

乾
隆
七
年
雨
水
淋
塌
過
多
知
縣
介
錫
齡
估
報
具
題
仍

候
以
工
代
賑
後
又
雨
水
淋
塌
四
十
三
叚
現
今
估
報
請

修西

漢

始

置

西

華

長

平

二

縣

屬

汝

南

郡

王

莾

更

長

平

爲

長

正

更

西

華

爲

華

望

東

漢

仍

爲

長

平

西

華

二

縣

水

經

云

水

東

過

西

華

縣

北

注

云

有

東

故

言

西

也

又

云

縣

北

有

習

陽

城

水

經

其

南

按

此

則

西

華

故

城

當

背

面

汝

在

習

陽

城

之

南

今

縣

城

在

習

陽

城

東

北

十

里

與

經

所

言

水

過

其

南

者

不

合

自

三

國

五

代

以

至

于

唐

或

省

西

華

入

長

平

或

省

長

平

入

西

華

或

省

西

華

入

宛

邱

或

改

爲

武

城

或

改

爲

箕

城

紛

紛

遷

置

莫

可

考

据

或

云

古

西

華

城

于

南

長

平

城

于

北

此

說

得

之

然

其

地

巳

莫

可

証

矣

按

西

華

縣

名

自

唐

景

雲

元

年

仍

爲

西

華

歴

宋

元

明

迄

今

並

未

改

置

則

此

城

或

始

於

景

雲

以

後

非

古

城

也

邑

人

凌

去

欺

云

西

華

本

箕

子

封

邑

或

曰

箕

子

封

邑

在

山

西

遼

州

漢

廣

輿

記

云

隋

曰

鴻

溝

以

沙

水

本

鴻

氏

溝

而

名

之

非

楚

漢

之

鴻

溝

也

公
署

舊
志
云
縣
治
近
西
門
自
漢
至
今
皆
仍
舊
元
末
兵
燹
明

洪
武
三
年
始
建
正
堂
三
楹
儀
門
三
楹
旌
善

三
楹
申

明

三
楹
東
廊
房
九
間
爲
吏
戸
禮
西
廊
房
九
間
爲
兵

刑
工
架
閣
庫
一
間
承
發
房
一
間
戒
石
亭
一
間
募

三

間
西
獄
房
十
五
間
土
地
祠
三
間
寅
賓
舘
三
間
西
廊
房

十
五
間

國
朝
仍
因
其
舊
雖
經
修
葺
年
久
傾
頺
乾
隆
十
三
年
知
縣
吳

溶
添
設
東
門
房
二
間
又
添
設
西
書
房
二
間
乾
隆
十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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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年
知
縣
宋
恂
重
修
大
門
三
楹
儀
門
三
楹
大
堂
三
楹
□

庫
房
一
間
西
庫
房
四
間
東
西
六
房
十
二
間
二
堂
三
楹

又
添
設
屏
門
一
座
西
門
房
二
間
又
西
書
房
八
間
本

六

間

吳

令

添

設

二

間

東
羣
房
三
間
茶
房
一
間
邑
令
宋
又
修
三
堂
三

楹
西
僉
押
房
三
間
西
齋
本
四
間
又
添
設
二
間
共
六
間

閒
雜
房
六
間
東
厨
三
間
堂
後
正
宅
堂
樓
三
楹
東
西
廂

各
三
間
邑

人

金

曰

柱

云

漢

時

之

西

華

當

在

今

沙

水

北

渚

水

南

去

今

城

或

二

三

十

里

西

華

舊

治

猶

在

迤

南

但

遺

址

失

考

據

此

則

舊

志

所

云

治

近

西

門

自

漢

迄

今

仍

舊

尙

非

的

據

縣

之

建

設

自

漢

迄

唐

變

遷

無

常

縣

治

又

烏

能

仍

舊

此

不

待

辨

而

已

明

矣

典
史
宅
在

縣

治

大

門

內

東

常
社
巡
檢
司
在

縣

西

南

四

十

五

里

今

裁

陰
陽
學
舊

址

爲

人

侵

佔

知

縣

胡

璉

察

立

在

縣

治

東

醫
學
在

縣

治

西

學
校

儒
學
在
縣
東
南
隅
元
末
傾
圯
明
洪
武
三
年
主
簿
李
典

旺
建
立
永
樂
七
年
知
縣
吳
文
都
重
修
正
統
六
年
知
縣

王
在
明
成
化
六
年
知
縣
羅

相
繼
修
葺
十
三
年
知
縣

陳
嘉
謨
改
門
路
增
號
房
置
倉
廪
立
泮
林
坊

治
二
年

知
縣
翁
積
德
改
櫺
星
門
舊
基
爲
㦸
門
移
櫺
星
門
於
今

地
十
一
年
改
射
圃
子
門
東
嘉
靖
十
一
年
知
縣
陳
世
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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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泮
池
建
啟
聖
祠
敬
一
亭
二
十
年
署
縣
事
陳
州
學
正

向
先
啟
重
建
學
門
改
賢
關
爲
儒
林
隆
慶
三
年
知
縣
湯

一
賢
移
明
倫
堂
于

文
廟
西
萬
歴
四
年
諸
生
王
錫
民
陳
策
仍
移
明
倫
堂
于
今

地
萬
歴
二
十
七
年
建
學
坊
于
學
前
之
兩
旁
左
曰
騰
蛟

右
曰
起
鳳
崇
禎
末
年
土

金
高
毁
儒
學

國
朝
順
治
七
年
知
縣
武
超
凡
重
修
康
熙
五
十
四
年
教
諭
王

邠
訓
導
龔
振
英
重
葺
舊
址
歲
有
侵
佔
久
未

正
雍
正

十
年
教
諭
李
南
訓
導
王
士
英
請
於
知
縣
劉
焜
始
正
之

自
忠
義
祠
迤
西
淸
出
基
址
七
弓
二
尺
南
北
廣
狹
凖
此

乾
隆
十
年
知
縣
介
錫
齡
同
教
諭
李
南
訓
導
傅
元
儒
倡

率
紳
士
捐
貲
修
葺
乾
隆
十
八
年
知
縣
宋
恂
設
法
修
補

傾
圯
滲
漏
之
處

聖
域
賢
關
咸
各
煥
然
董
其
事
者
庠
生
鄧
祥
仁
金
軼
群
也

文
廟
大
成
殿
九間

東
廡
九間

西
廡
九間

櫺
星
門
三間

神
庫
三間

土
地

祠
一間

尊
經
閣
三間

敬
一
亭
三間

明
倫
堂
三

間

順

治

七

年

邑

令

武

超

凡

重

建

崇
聖
祠
三間

名
宦
祠
三間

鄉
賢
祠
三

間

舊

在

明

倫

堂

後

乾

隆

八

年

教

諭

李

南

移

建

櫺

□

門

東

西

忠
義
祠
三間

節
孝
祠
三

間

俱

雍

正

六

年

建

教
諭
□

訓
導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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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□
□
□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□
□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十

年

□

□

□

□

華

□

得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靑
雲
樓
義

民

□

唐

建

康
熙
二
十
三
年
頒

御
書
萬
世
師
表
扁
額
恭
懸
大
成
殿

雍
正
三
年
頒

御
書
生
民
未
有
扁
額
恭
懸
大
成
殿

乾
隆
三
年
頒

御
書
與
天
地
參
扁
額
恭
懸
大
成
殿

康
熙
三
十
三
年

御
書
先
師
孔
子
贊
及
四
賢
贊
刋

立
大
成
殿

至
聖
先
師
孔
子
贊
□

序

葢
自
三
才
建
而
天
地
不
居
其
功
一
中
傳
而
聖
人
代
宣
其

藴
有
行
道
之
聖
得
位
以
綏
猷
有
明
道
之
聖
立
言
以
□
憲

此
正
學
所
以
常
明
人
心
所
以
不
冺
也
粤
稽
往
緖
仰
逆
□

堯
舜
禹
湯
文
武
達
而
在
上
兼
君
師
之
寄
行
道
之
聖
人

也
孔
子
不
得
位
窮
而
在
下
秉
刪
述
之
權
明
道
之
聖
人
也

行
道
者
勲
業
炳
於
一
朝
明
道
者
教
思
周
於
百
世
堯
舜
文

武
之
後
不
有
孔
子
則
學
術
紛
淆
仁
義
湮
塞
斯
道
之
失
□

也
久
矣
後
之
人
而
欲
探
二
帝
三
王
之
心
□
以
□
治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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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□
□
之
凖
其
奚
所
取
□
□
然
則
孔
子
爲
萬
古
一
□
□
□

□
朕
巡
省
東
國
謁
祀
□
□
景
企
滋
深
敬
摛
筆
而
爲
□
□

曰淸
濁
有
氣
剛
柔
有
質
聖
入
參
之
人
極
以
立
行
著
習
□
□

道
莫
由
惟
皇
建
極
惟
后
綏
猷
作
君
作
師
垂
統
萬
古
曰
□

堯
舜
禹
湯
文
武
五
百
餘
歲
至
聖
挺
生
聲
金
振
玉
集
厥
□

成
序
書
刪
詩
定
禮
正
樂
旣
窮
象
繫
亦
嚴
筆
削
上
紹
往
□

下
示
來
型
道
不
終
晦
秩
然
六
經
百
家
紛
紜
殊
途
異
趣
日

月
無
踰
羮
墻
可
晤
孔
子
之
道
惟
中
與
庸
此
心
此
理
千
聖

所
同
孔
子
之
德
仁
義
中
正
秉

之
好
根
本
天
性
庶
幾
夙

夜
朂
哉
今
圖
遡
源
洙
泗
景
躅
唐
虞
載
歴
庭
除
式
觀
禮
器

摛
毫
仰
贊
心
焉
遐
企
百
世
而
上
以
聖
爲
歸
百
世
而
下
以

聖
爲
師
非
師
夫
子
惟
師
於
道
統
天
御
世
惟
道
爲
寶
㤗
山

巖
巖
東
海
泱
泱
牆
高
萬
仞
夫
子
之
堂
孰
窺
其
藩
孰
窺
其

徑
道
不
遠
人
克
念
作
聖

顔
子
贊

聖
道
早
聞
天
資
獨
粹
約
禮
博
文
不
遷
不
貳
一
善
服
膺
萬

□
來
萃
能
化
而
齊
其
樂
一
致
禮
樂
四
代
治
法
兼
偹
□
□

□
□
三
位
之
□
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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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洙
泗
之
傳
以
魯
□
之
一
貫
曰
唯
聖
學
在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善
爲
期
格
致
誠
正
均
平
以
推
至
德
要
道
百
行
所
基
纂
承

旣
緖
修
明
訓
詞

子
思
子
贊

於

天
命
道
之
大
原
靜
養
動
察
庸
德
庸
言
以
育
萬
物
以

贊
乾
坤
九
經
三
重
大
法
是
存
篤
恭
愼
獨
成
德
之
門
卷
之

藏
宻
擴
之
無
垠

孟
子
贊

人
旣
萎
楊
墨
昌
熾
子
輿
闢
之
曰
仁
曰
義
性
善
獨
闡
知

言
□
氣
道
稱
堯
舜
學
屏
功
利
煌
煌
七
篇
並
垂
六
藝
孔
學

攸
傳
禹
功
作
配

乾
隆
九
年
部
頒
祭
文

□
□
祠
祭
文

維
年
月
日
某
官
某
致
祭
於

□
□
□

□
聖
王

□
聖
王

□
聖
王

□
聖
王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盛
德
之
後
積
久
彌
□
□
□
教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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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敷
率
循
源
而
溯
本
宜
肅
明
禋
之
典
用
伸
守
土
之
□
□

届
仲
春秋

聿
修
祀
事
配
以

先
賢
顔
氏

先
賢
曾
氏

先
賢
孔
氏

先
賢
孟
氏
尙
饗

先
師
廟
祭
文

維
年
月
日
某
官
某
致
祭
於

至
聖
先
師
孔
子
曰
惟

先
師
德
隆
千
聖
道
冠
百
王
揭
日
月
以
常
行
自
生
民
所
未
有

屬
文
教
昌
明
之
㑹
正
禮
和
樂
節
之
時
辟
雍
鐘
皷
咸
恪

薦
於
馨
香
泮
水
膠
庠
益
致
嚴
於
籩
豆
兹
當
春秋

仲
祗
率

章
肅
展
微
忱
聿
將
祀
典
以

復
聖
顔
子

宗
聖
曾
子

述
聖
子
思
子

亞
聖
孟
子
配

尙
饗

乾
隆
八
年
部
頒
樂
章

春
季
樂
章
夾
鍾
爲
宫
倍
應
鐘
起
調
秋
季
樂
章
南
吕

爲
宫
仲
吕
起
調
樂

章

同

調

别

迎
神

咸
平

大
哉
孔
子
先
覺
先
知
與
天
地
參
萬
世
之
師
祥
徵
□
□

韻
答
金
絲
日
月
旣
□
乾
坤
淸
夷

□
□

寧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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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春
秋
上
丁
淸
酒
旣
載
其
香
始
升

亞
獻

安
平

式
禮
莫
愆
升
堂
再
獻
響
恊
鼖
鏞
誠
孚
罍
甗
肅
肅
雍
雍

譽
髦
斯
彦
禮
陶
樂
淑
相
觀
而
善

終
獻

景
平

自
古
在
昔
先
民
有
作
皮
弁
祭
菜
於
論
思
樂
惟
天
牖
民

惟
聖
時
若

倫
攸
敘
至
今
木
鐸

徹
饌

咸
平

先
師
有
言
祭
則
受
福
四
海
黌
宫
疇
敢
不
肅
禮
成
吿
徹

毋
疏
毋
凟
樂
所
自
生
中
原
有
菽

送
神

咸
平

鳬
繹
峩
峩
洙
泗
洋
洋
景
行
行
止
流
澤
無
疆
聿
昭
祀
事

祀
事
孔
明
化
我
蒸
民
育
我
膠
庠

禮
噐
乾

隆

六

年

奉

文

頒

製

錫
爵
二

十

四

錫
鉶
二

建
磁
爵
三

十

六

磁
樽
二

帛
篚
十

四

木
簠
十

四

木
簋
十

四

竹
籩
五

十

六

木
豆
五

十

六

牲
爼
十

二

以

上

本

學

舊

物

本

簠

以

下

五

事

教

諭

張

□

桂

修

整

添
設
禮

本

學

廪

生

張

純

捐

備

錫
爵
三

十

錫
登
一

錫
鉶
八

錫
尊
五

錫
簠
十二

錫
簋
十

二

竹
籩
六

十

六

木
豆
六

十

六

帛
篚
二

十

四

□
□
□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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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肉
方
盤
七

漆
金
香
爐

□
金
□
臺
□
□
□
□
□

樂
器

瓦
磬
十

六

以

上

本

學

舊

物

添
設
樂
器
本

學

生

張

純

捐

備

麾
一

鐵
鐘
十

六

有

架

琴
二

鐵
磬
十

六

有

架

瑟
一

大
鼓
一

排
箾

二

笙
二

搏
拊
二

簫
二

柷
一

笛
一

敔
一

塤
二

節
二

羽
未浩

籥
三

十

六祭
品

形
鹽

藁
魚

棗

栗

榛

麥

芡

鹿
脯

白
餅

黑
餅

糗
餌

粉
餐
以

上

籩

實

韭

菁

芹

笋

鹿
醢

醯
醢

兎
醢

魚
醢

豚
胉

肵

食

糝
食
以

上

豆

實

黍

稷
以

上

簠

實

稻

粱
以

上

簋

實

太
羹
豆

實

菜
羹
鉶

實

文
廟
祀
考

悉
遵
府
志
詳
載
位
序
姓
氏
里
居
以
備
查
考
先
後
秦

□
升
列
□

者
有
子
乾

隆

三

年

升

配
享
十

之
次
者
朱
子
康

□

五

□

四

年

□

□

兩
廡
增
祀
者
范
仲
淹
□

□

五

□

□

□

□

祀

復
祀
者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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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
放

瑗
秦
冉
顔
何
鄭
康
成
范
寗
又
增
從
祀
二
十
人
縣

亶
牧
皮
樂
正
克
公
都
子
萬
章
公
孫
丑
諸
葛
亮
尹
焞
魏

了
翁
黃
幹
陳
淳
何
基
王
栢
趙
復
金
履
祥
許
謙
陳
澔
羅

欽
順
蔡
淸
陸
龍
其
雍

正

二

年

增

從

祀

復
祀
一
人
吳
澄
乾

隆

三

年

復

祀

雍
正
三
年
改
啟
聖
祠
爲
崇
聖
祠
加
封
王
爵
增
從
祀
一

人
張
廸

正
祀

至
聖
先
師
孔
子

四
配

復
聖
顔
子
魯

曲

阜

人

述
聖
子
思
子

宗
聖
曾
子
魯

南

武

城

人

卽

今

嘉

祥

亞
聖
孟
子
鄒

縣

人

十
哲

先
賢
閔
子
魯

人

先
賢
端
木
子
衞

人

先
賢
冉
子
字

仲

弓

魯

人

先
賢
宰
子
曲

阜

人

先
賢
顓
孫
子
陳

人

先
賢
仲
子
魯

之

卞

人

今

泗

水

先
賢
卜
子
衞

人

先
賢
冉
子
字

伯

牛

魯

人

今

鄆

城

先
賢
冉
子
字

子

有

魯

人

先
賢
言
子
吳

人

今

當

□

□
□
祀
二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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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
先
賢
有
子
魯

人

先
賢
朱
子

東
廡

先
賢

瑗
字

伯

玉

衞

大

夫

先
賢

臺
滅
明
字

子

羽

武

城

人

先
賢
原
憲
字

子

思

一

字

子

憲

魯

人

先
賢
南
宫
适
字

子

容

魯

人

先
賢
商
瞿
字

子

木

魯

人

先
賢
漆
雕
開
字

子

若

蔡

人

先
賢
司
馬
耕
字

子

牛

宋

人

先
賢
有
若
今

升

十

哲

之

列

先
賢
□
馬
施
字

子

期

楚

人

先
賢
顔
辛
字

子

柳

魯

人

先
賢
曹
䘏
字

子

循

蔡

人

先
賢
公
孫
龍
字

子

石

楚

人

先
賢
秦
商
字

子

丕

楚

人

先
賢
顔
高
字

子

驕

魯

人

先
賢
壤
駟
赤
字

子

赤

秦

人

先
賢
石
作
蜀
字

子

明

成

紀

人

先
賢
公
夏
首
字

子

乗

魯

人

先
賢
后
處
字

子

里

齊

人

先
賢
奚
容
蒧
字

子

晳

魯

人

先
賢
顔
祖
字

子

襄

魯

人

先
賢
句
井
疆
字

子

野

衞

人

先
賢
秦
祖
字

子

南

秦

人

先
賢
縣
成
字

子

祺

魯

人

先
賢
公
祖
句
兹
字

子

之

魯

人

先
賢
燕
伋
字

子

思

秦

人

先
賢
樂
欬
字

子

聲

魯

人

先
賢
狄
黑
字

晳

之

衞

人

先
賢
孔
忠
字

子

蔑

至

聖

兄

孟

皮

子

先
賢
公
西
蒧
字

子

尙

魯

人

先
賢
顔
之
僕
字

子

叔

魯

人

先
賢
施
之
常
字

子

恒

魯

人

先
賢
申
棖
字

子

周

魯

人

先
賢
左
邱
明
中

都

人

先
賢
秦
冉
字

開

蔡

人

先
賢
牧
皮

先
賢
公
□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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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先
賢
程
頤

先
儒
公
羊
□
□

□

先
儒
孔
安
國
字

子

□

魯

人

先
儒
毛
萇
字

㸃

一

字

長

公

趙

人

先
儒
高
堂
生
字

伯

□

魯

人

先
儒
鄭
康
成
諱

元

高

宻

人

先
儒
諸
葛
亮
字

孔

明

瑯

琊

陽

都

人

先
儒
王
通
字

仲

淹

太

原

人

後

家

河

汾

先
儒
司
馬
光
字

君

實

□

州

夏

縣

人

先
儒
歐
陽
修
字

永

叔

廬

陵

人

先
儒
胡
安
國
字

康

侯

崇

安

人

先
儒
尹
焞
字

彦

明

巴

洛

人

先
儒
吕
祖
謙
字

伯

恭

務

州

人

先
儒
蔡
沈
字

仲

黙

建

陽

人

先
儒
陸
九
淵
字

子

靜

金

谿

人

先
儒
陳
淳
字

安

卿

龍

溪

人

先
儒
魏
了
翁
字

華

父

浦

江

人

先
儒
王
栢
字

㑹

之

金

華

人

先
儒
許
衡
字

仲

平

河

內

人

先
儒
許
謙
字

益

之

京

兆

人

先
儒
吳
澄

先
儒
王
守
仁
字

伯

安

餘

姚

人

先
儒
薛
瑄
字

德

温

河

津

人

先
儒
羅
欽
順
字

允

升

㤗

和

人

先
儒
陸
隴
其
字

稼

□

華

亭

人

西
廡

先
賢
林
放
魯

人

先
賢
宓
不
齊
字

子

賤

曲

阜

人

先
賢
公
冶
長
字

子

長

魯

人

先
賢
公
哲
哀
字

季

沉

濟

南

人

先
賢
高
柴
字

子

羔

衞

人

先
賢
樊
須
字

子

遲

兗

州

人

先
賢
商
澤
字

子

秀

兗

州

人

先
賢
梁
鱣
字

子

魚

齊

人

先
賢
冉
孺
字

子

□

□

□

□

先
賢
伯
䖍
字

子

□

□

□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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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
先
賢
冉
季
字

子

産

兗

州

人

先
賢
漆
雕
徒
字

子

□

兗

州

人

先
賢
漆
雕
哆
字

子

歛

兗

州

人

先
賢
公
西
赤
字

子

華

曲

阜

人

先
賢
任
不
齊
字

子

㢲

荆

州

人

先
賢
公
良
孺
字

子

正

陳

州

人

先
賢
公
肩
定
字

子

中

兗

州

人

先
賢

單
字

子

家

聊

城

人

先
賢
罕
父
黑
字

子

黑

兗

州

人

先
賢
榮
旗
字

子

旗

兗

州

人

先
賢
左
人
郢
字

子

行

兗

州

人

先
賢
鄭
國
字

子

徒

魯

人

先
賢
原
亢
字

子

籍

兗

州

人

先
賢
亷
潔
字

子

遭

衞

人

先
賢
叔
仲
㑹
字

子

期

兗

州

人

先
賢
公
西
輿
如
字

子

上

兗

州

人

先
賢
邽
選
字

子

歛

兗

州

人

或

作

邽

選

先
賢
陳
亢
字

子

禽

陳

州

人

先
賢
琴
張
字

子

開

衞

人

先
賢
歩
叔
乗
字

子

車

靑

州

人

先
賢
秦
非
字

子

之

魯

人

先
賢
顔
噲
字

子

升

魯

人

先
賢
顔
何
字

冉

先
賢
縣
亶
字

子

象

先
賢
樂
正
克
字

正

子

齊

人

先
賢
萬
章
孟

子

門

人

先
賢
周
敦
頤
字

茂

叔

道

州

道

縣

人

先
賢
程
顥
字

伯

淳

先
賢
邵
雍
字

堯

夫

范

陽

人

先
儒
穀
梁
赤
字

子

赤

魯

人

先
儒
伏
勝
字

子

賤

濟

南

人

先
儒
后
蒼
字

近

君

東

海

郯

人

先
儒
董
仲
舒
廣

川

人

先
儒
杜
子
春
字

時

元

緱

氏

人

先
儒
范
寗
字

武

子

先
儒
韓
愈
字

退

之

南

陽

人

先
儒
范
仲
淹
字

□

文

□

州

人

先
儒
胡
瑗
字

□

之

□

□
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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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
先
儒
李
侗
字

愿

中

劍

蒲

人

先
儒
張
栻
字

敬

夫

綿

竹

人

先
儒
黃
幹
字

眞

卿

閩

縣

人

先
儒
眞
德
秀
字

景

元

浦

城

人

先
儒
何
基
字

子

恭

金

華

人

先
儒
趙
復
字

仁

甫

德

安

人

先
儒
金
履
祥
字

吉

父

蘭

溪

人

先
儒
陳
澔
字

可

大

都

昌

人

先
儒
陳
獻
章
字

公

甫

新

會

人

先
儒
胡
居
仁
字

叔

心

餘

于

人

先
儒
蔡
淸
字

介

夫

晉

江

人

崇
聖
祠
正
祀

肇
聖
王
木

金

父

至

聖

五

世

祖

裕
聖
王
祈

父

公

至

聖

高

祖

詒
聖
王
防

叔

公

至

聖

曾

祖

昌
聖
王
伯

夏

公

至

聖

祖

啟
聖
王
叔

梁

公

紇

至

聖

父

四
配

先
賢
顔
氏
顔

子

父

先
賢
孔
氏
子

思

父

先
賢
曾
氏
曾

子

父

先
賢
孟
孫
氏
孟

子

父

從
祀
兩
廡

先
儒
程
氏
諱

珦

字

伯

温

程

顥

程

頤

父

先
儒
蔡
氏
諱

元

定

字

季

通

世

稱

西

山

先

生

謚

文

節

蔡

沉

父

先
儒
朱
氏
諱

松

字

□

年

謚

靖

獻

朱

熹

父

先
儒
周
氏
諱

輔

成

周

敦

頤

父

□

先
儒
張
氏
諱

廸

張

載

父

□
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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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六

□
□
周
易
折
衷
二
部

□
子
全
書
一
部

詩
經
傳
說
三
部

書
經
傳
說
一
部

春
秋
傳
說
一
部

欽
定
性
理
一
部

御
製
資
治
通
鑑
綱
目
一
部

御
製
通
鑑
綱
目
三
編
四
本

上
諭
廣
訓
一
本

彚
編
三
十
四
本

御
製
朋
黨
論
一
軸

欽
定
啟
禎
文
十
四
本

本
朝
文
八
本

學
官
備
考
一
部

學
政
全
書
四
本

文
廟
禮
樂
志
一
部

先
賢
先
儒
位
次
陳
設
禮
樂

一
本

明
史
一
部
一

百

十

二

本

吕
語
集
粹
一
本

明
職
一
本

大
淸
律
一
部

續
纂
條
例
一
部

孝
經
易
知
一
本

儀
註
一
本

義
田
一
頃
七
十
八
畝
二
分
五
厘
在
渚
河
北
岸
舊

志

載

有

學

田

三

頃

在

任

家

店

東

郞

冡

坡

自

鼎

革

後

任

民

占

墾

疆

界

失

據

邑

人

李

茹

芳

擬

以

連

家

橋

私

田

一

頃

七

十

八

畝

捐

補

未

及

行

而

殁

其

□

大

耀

承

父

志

于

雍

正

七

年

呈

明

本

縣

撥

入

學

官

爲

本

學

師

生

齋

盤

膏

火

之

資

非

若

通

省

學

田

可

比

知

縣

吳

大

煒

勒

石

記

社
學
府

志

云

在

縣

西

五

十

里

小

陶

鎭

有

學

宫

舊

址

俗

傳

爲

古

淸

水

縣

知

縣

李

培

曾

設

義

學

于

此

後

義

民

熊

某

捐

貲

并

募

修

□

三

楹

祀

孔

子

生

員

程

融

等

□

□

社

㑹

積

貲

備

祭

修

□

乾

隆

三

年

奉

撫

院

尹

定

爲

西

□

社

邑

人

□

□

正

云

□

□

□

□

學

宫

舊

址

縣

□

而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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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
眷

親

見

廟

所

云

常

以

是

語

人

康

熙

已

亥

里

人

秦

世

賢

重

修

乾

隆

丁

巳

宋

侯

鋒

奉

憲

立

社

學

于

廟

左

儒

學

李

南

傅

元

儒

常

于

春

秋

仲

丁

謁

廟

紏

諸

生

修

拜

臺

植

松

柏

衍
疇
書
院

建
於
箕
子
臺
臺
上
舊
建
洪
範
堂
三
楹
東
西
廡
各
三
楹

乾
隆
十
二
年
邑
令
吳
溶
詳
請
添
設
書
院
率
同
紳
士
捐

備
師
生
膏
火
之
資
以
爲
訓
課
之
所
并
議
定
規
條
詳
定

立
案
以
垂
永
久
焉

請
復
衍
疇
書
院
原
詳

邑

令

吳

溶

陳
州
府
西
華
縣
爲
請
復
舊
制
重
興
書
院
以
廣

文
治
事
案
查
乾
隆
十
二
年
五
月
初
三
日
蒙

前
本
府
票
乾
隆
十
二
年
四
月
三
十
日
蒙

布
政
司
牌
乾
隆
十
二
年
四
月
二
十
二
日
蒙

前
撫
部
院
碩

批
據

縣
申
詳
内
開
竊
查
古
有
黨
庠

里
塾
我

朝
文
教
邁
於
古
昔
先
於
雍
正
十
二
年
蒙

前
督
院
王

條
陳
省
㑹
各
郡
建
設
書
院
延
師
訓
課
是

以
辛
酉
甲
子
兩
科
大
梁
書
院
中
數
居
多
巳
著
成
效
至

各
縣
興
修
不
一

職
一
介
微
員
謬
任
縣
令
蒞
任
之
初

謁
□
□
書
見
有
衍
□
書
□
□
□
高
懸
訪
厥
由
來
地
本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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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八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載
詳
誌
□
子
□
□
□
洪
範
□
□
□

堂
㕔
三
間
供
奉
神
位
兩
廂
六
間
煥
然
新
修
衍
疇
□
□

址
尙
存
猶
令
後
人

吊
興
思
衍
疇
剖
義
首
開
理
道
淵

源
揆
之
前
人
命
名
之
意
諒
有
所
由
不
謂
後
來
空
留
書

院
名
目
並
未
延
師
課
士
殊
失
體
制

職
卽
與
諸
生
面

論
撫
今
追
昔
核
名
責
實
均
有
同
志
共
仰

聖
天
子
右
文
崇
道

各
憲
棫
樸
作
人
至
意
議
請
復
興
書
院

職
倡
捐
亷
俸

與
諸
生
量
力
捐
輸
再
搆
書
室
六
楹
敦
請
明
師
訓
廸
多

士
細
籌
長
年
膏
火
無
資
因
查
本
年
二
月
內
前
署
縣
史

倅
任
內
將
彚
報
秋
禾
等
事
案
內
詳
有
掃
厫
餘
谷
三
百

五
十
二
䂖
照
减
價
平
糶
之
例
出
糶
價
銀
解
司
充
公
等

情
詳
蒙

批
示
據
詳
已
悉
飭
行
遵
照
在
案
目
下

縣

小
麥
已
經
全
數
糶
完
麥
熟
尙
需
時
日
民
間
買
食
升
斗

恐
致
價
昂
請
將
餘
谷
遵
批
出
糶
查
現
今
谷
價
每
倉
斗

一
䂖
時
價
八
錢
四
分
每
石
减
價
五
分
合
價
七
錢
九
分

共
谷
三
百
五
十
二
䂖
該
糶
價
銀
二
百
七
十
八
兩
零
八

分
仰
懇

憲
恩
免
解
司
庫
充
公
將
銀
照
宜
濟
堂
生
息
之
利
交
當

商
營
運
每
年
二
分
起
息
計
得
息
銀
六
十
六
兩
七
錢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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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九

分
九
厘
二
毫
留
爲
師
生
長
年
膏
火
之
需
餘
則
存
留
不

職
再
商
議
捐
倘
蒙

憲
恩
鑒
允
則
高
賢
之
遺
跡
復
興
諸
生
之
樂
育
無
窮
均

沐憲
德
靡
涯
矣
等
情
蒙
批
仰
布
政
司
查
議
詳
奪
繳
等
因

批
司
到
府
行
縣
蒙
此
復
經
詳
蒙
前
本
府
核
議
申
司
呈

院
蒙
批
如
詳
飭
遵
繳
等
因
蒙
此
隨
於
乾
隆
十
二
年
七

月
初
一
日
將
庫
貯
餘
谷
價
銀
二
百
七
十
八
兩
八
分
按

照
每
月
二
分
起
息
交
當
營
運
取
領
在
卷
一
面
設
法
捐

資
購
備
物
料
添
建
房
屋
旋
因
地
方
被
水
查
灾
辦
賑
諸

務
叢
集
未
遑
興
舉
乾
隆
十
三
年
四
月

職
動
用
上
年

秋
冬
兩
季
及
本
年
春
季
息
銀
五
十
兩
零
又
捐
備
銀
四

十
餘
兩
建
造
廂
房
六
間
門
樓
一
座
門
房
一
間
週
圍
墻

垣
一
道
興
工
之
次
據
紳
士
李
長
發
等
具
呈
前
來
詞
稱

西
邑
向
有
衍
疇
書
院
並
未
延
師
空
存
遺
制
前
蒙
倡
議

興
復
生
等
無
不
感
激
又
蒙
詳
准

上
憲
將
盈
餘
谷
價
存
當
生
息
爲
師
生
膏
火
加
意
作
人

群
情
踴
躍
卽
欲
共
襄
盛
事
因
逢
水
患
未
暇
舉
行
今
蒙

動
用
息
銀
復
捐
亷
俸
添
建
房
屋
延
訪
明
師
但
經
費
不

充
無
以
垂
久
遠
規
模
不
立
無
以
示
來
兹
生
等
各
有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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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
弟
望
其
讀
書
成
名
且
桑
梓
之
中
不
乏
貧
寒
士
子
有
□

向
上
無
力
延
師
今
幸
訓
廸
有
人
咸
可
觀
摩
受
益
公
議

各
隨
力
量
多
寡
不
等
共
捐
銀
四
百
六
十
兩
懇
祈
一
體

存
當
生
息
以
爲
每
年
師
生
膏
火
并
懇
詳
明

上
憲
立
案
存
照
以
垂
久
遠
等
情
當
卽
據
情
轉
禀
並
聲

明
請
照
按
年
二
分
生
息
交
當
營
運
節
蒙

院

司

道
憲
各
批
該
縣
倡
興
義
學
紳
士
共
襄
盛
舉

均
屬
可
嘉
仰
卽
照
議
辦
理
仍
議
定
規
條
詳
明
立
案
等

因
蒙
此
隨
於
八
月
初
一
日
將
公
捐
銀
四
百
六
十
兩
交

當
生
息
取
領
在
卷
時
房
屋
建
葢
巳
完
而
家
伙
未
備

職
復
動
夏
季
息
銀
十
六
兩
零
又
捐
銀
十
五
兩
零
置
備

椅
桌
動
用
物
件
逐
一
齊
全
延
請
浙
江
癸
卯
科
舉
人
許

晉
來
居
講
席
於
乾
隆
十
三
年
八
月
二
十
四
日
開
舘
遠

近
生
童
聞
風
來
學
者
接
踵
而
房
屋
無
多
棲
息
靡
所
復

據
紳
士
胡
藴
和
李
慶
元
等
情
願
公
捐
添
建
學
舍

士

子
得
居
處
其
中

職
嘉
其
好
義
且
房
屋
實
屬
不

急

須
添
建
隨
相
度
基
址
酌
議
添
葢
學
舍
十
三
間
估
需
銀

一
百
三
十
餘
兩
令
其
自
行
經
理

職
仍
捐
助
夫
匠
工

食
銀
三
十
餘
兩
踴
躍
趨
事
自
十
月
初
興
工
至
十
一
月

中
告
竣
棲
息
有
所
現
在
肄
業
者
十
有
餘
人
每
月
課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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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一

赴
試
者
三
四
十
人
將
來
風
聲
遠
播
負
笈
而
至
者
當
更

不
乏
人
佇
見
多
士
咸
沭
裁
成
文
風
可
望
日
振
矣
但
此

時
規
模
雖
已
粗
備
日
後
經
理
尤
貴
有
方
庶
作
育
之
休

可
垂
永
久
而
勿
替
除
立

誌
記
將
兩
次
捐
輸
紳
士
姓

名
銀
兩
數
目
備
細
開
列
以
彰
義
舉
印
刷

摹
另
文
申

送
外
所
有
善
後
事
宜
擬
合
議
定
規
條
具
文
申
送

憲
臺
鑒
核
轉
請
批
示
立
案
以
垂
永
久
等
情
詳
蒙

前
撫
部
院
鄂

批
據
詳
該
縣
所
議
規
條
俱
屬
妥
恊
仰

卽
照
議
飭
遵
繳

添
備
衍
疇
書
院
膏
火
原
詳

邑

令

宋

恂

陳
州
府
西
華
縣
爲
公
懇
轉
詳
請
添
書
院
經
費
以
育
人

材
以
興
文
教
事
乾
隆
十
八
年
正
月
二
十
日
據

縣
舉

人
于
藎
臣
候
選
通
判
李
峻
極
候
選
州
同
李
上
林
王
祥

麟
李
慶
元
候
選
訓
導
張
純
貢
生
胡
希
聖
胡
解
頤
監
生

胡
藴
和
金
繼
武
李
多
慶
李
慶
悅
生
員
張
遠
覽
胡
允
莊

等
呈
前
事
呈
稱
竊
惟
西
華
縣
治
舊
有
衍
疇
書
院
久
巳

頺
廢
至
乾
隆
十
二
年
經
前
任
吳
縣
主
倡
捐
興
復
設
有

經
費
訪
請
名
師
西
邑
士
子
實
沐
薰
陶
之
化
但
經
費
有

限
膏
火
無
資
去
年
八
月
奉

憲
諮
訪
利

蒙
案
下
請
動
餘
谷
價
銀
及
寄
倉
銀
谷
□



ZhongYi

西
華
縣
志

卷
之
三
建
置
志

二
十
二

共
銀
九
百
兩
交
商
營
運
生
息
以
作
生
童
膏
火
藎
臣
等

感
佩
無
涯
嗣
奉

憲
批
寄
倉
一
項
原
係
先
爲
寄
貯
後
復
公
捐
應
聽
本
地

民
人
自
行
籌
酌
又
蒙
案
下
傳
諭
藎
臣
等
已
將
寄
倉
銀

谷
情
願
歸
入
書
院
等
情
懇
請
轉
覆
迄
今
未
准
舉
行
□

臣
等
見
去
歲

恩
科
中
式
舉
人
□
西
峯
副
貢
趙
章
俱
經
在
院
肄
業
之
士
加

以
學
憲
□
□
歲
試
書
院
肄
業
童
生
入
學
者
計
有
李
灝

王
端
士
屈
鼎
荆
胡
榮
等
四
人
桃
李
雲
蒸
衆
心
嚮
往
惟

緣
膏
火
未
設
单
寒
之
士
有
心
無
力
不
免
向
隅
合
無
仰

懇
轉
詳
申
請

憲
恩
俯
准
將
餘
谷
價
銀
並
寄
倉
銀
谷
約
共
銀
九
百
兩

歸
入
書
院
藎
臣
等
情
願
再
行
酌
捐
凑
足
一
千
兩
之
數

交
商
營
運
生
息
作
爲
膏
火
將
見
負
笈
而
來
者
正
不
乏

人
從
此
文
風
日
振
西
邑
士
民
子
子
孫
孫
感
戴
鴻
慈
無

旣
矣
上
呈
等
情
據
此
該

職
宋
恂
查
得

縣
向
有
衍

疇
書
院
地
係
箕
子
衍
疇
之
所
前
人
因
以
命
名
但
久
未

延
師
課
士
空
留
名
目
迨
乾
隆
十
二
年
前
任
知
縣
吳
溶

議
請
興
復
倡
捐
亷
俸
添
建
學
舍
并
經
詳
明
將
存
倉
餘

谷
三
百
五
十
二
䂖
變
價
銀
二
百
七
十
八
兩
八
分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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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三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發
等
公
捐
□
□

䂖
六
十
兩
詳
明
交
當
按
年
二
分
生
息
每
年
共
得
息
□

一
百
五
十
八
兩
七
錢
零
以
爲
經
費
酌
定
規
條
立

誌

記
迄
今
已
歴
六
載
現
今
延
請
湖
廣
壬
子
科
舉
人
敖
啟

潜
來
居
講
席
在
院
肄
業
生
童
共
有
二
十
餘
人
每
逢
課

期
赴
試
者
三
十
餘
人
比
年
來
在
□
肄
業
生
童
登
鄉
薦

者
有
人
賦
采
芹
者
更
復
不
少
是
興
復
書
院
己
有
成
效

惟
緣
規
模
粗
備
經
費
不
資
歲
得
息
銀
僅
敷
延
師
修
膳

及
課
期
生
童
飯
食
之
用
而
肄
業
士
子
並
無
膏
火
在
温

飽
者
尙
可
聽
其
自
備
其
實
在
单
寒
者

職
雖
量
爲
捐

助
終
非
經
久
之
計
是
以
乾
隆
十
七
年
八
月
奉

憲
諮
詢
利

案
內

職
請
將

縣
常
平
倉
項
下
糶
存

盈
餘
谷
豆
高
糧
價
銀
四
百
七
十
兩
二
錢
七
分
零
係
不

入
奏
銷
應
行
充
公
之
項
又
存
寄
倉
谷
四
百
四
十
二
䂖

零
寄
倉
麥
價
銀
一
百
五
兩
零
係

前
院
憲
雅
于
乾
隆

五
六
年
間
勸
令
紳
衿
富
戸
寄
貯
在
倉
不
願
領
囘
之
欵

亦
可
變
價
充
公
約
共
銀
九
百
兩
交
給
鹽
商
營
運
按
每

□
二
分
生
息
以
作
生
童
膏
火
等
情
禀
蒙

□
批
飭
書
院
膏
火
各
屬
多
有
未
備
今
該
縣
以
本
邑
倉

□
□
餘
□
□
□
□
□
亦
□
□
□
查
□
倉
一
項
先
經
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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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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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四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各
戶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承
領
歸
入
□
□

者
因
何
尙
係
另
欵
存
貯
此
原
係
里
民
先
爲
寄
貯
後
□

公
捐
應
聽
本
地
民
人
自
行
酌
籌
爲
妥
未
便
有
以
强
之

也
等
因
批
行
下
縣

職
隨
查
寄
倉
一
項
於
乾
隆
八
年

奉前
院
憲
飭
令
給
還
各
戸
比
經
出
示
曉
諭
據
原
寄
粮
之

紳
衿
張
純
胡
藴
和
等
呈
稱
不
願
領
囘
并
請
歸
入
宜
濟

堂
養
瞻
貧
民
經
前
任
知
縣
介
錫
齡
申
詳
前
府
轉
申
未

蒙
批
示
以
故
另
欵
存
貯
并
傳
諭
原
寄
粮
䂖
各
戸
據
該

紳
衿
張
純
等
僉
稱
寄
倉
一
項
原
經
請
撥
宜
濟
堂
養
瞻

貧
民
未
荷

前
憲
允
准
今
衍
疇
書
院
經
費
旣
少
生
童

膏
火
實
所
必
需
現
存
寄
倉
谷
情
願
歸
入
書
院
□
商
營

運
衆
心
感
悅
毫
無
勉
强
等
情
繕
禀
呈
覆
在
案
兹
據

縣
紳
衿
于
藎
臣
等
具
呈
前
來
伏
查
衍
疇
書
院
興
復
之

後
已
著
成
效
生
童
膏
火
實
不
可
少
且

縣
常
平
倉
盈

餘
一
項
共
有
谷
四
千
餘
䂖
均
係
不
入
奏
銷
無
碍
間
欵

除
請
動
谷
豆
等
價
銀
四
百
七
十
兩
一
錢
七
分
四
厘
八

毫
六
絲
尙
有
盈
餘
谷
三
千
四
百
餘
䂖
可
以
留
充
别
□

公
用
則
以

縣
之
盈
餘
僅
動
不
及
十
分
之
二
以
□
□

縣
之
公
用
似
可
仰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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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五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寄
貯
後
復
公

捐
□
□
□
歸
□
□
□
□
愿
酌
捐
共
凑
千
金
之
數
交
商

營
運
生
息
備
添
□
□
情
詞
懇
切
相
應
據
情
通
詳
伏
乞

憲
臺
俯
賜
鑒
核
倘
蒙
允
准
容

職
另
擬
規
條
詳
請
立

案
勒

誌
記
以
垂
永
久
等
情
詳
蒙

本
府
批
示
嘉
奬
核
議
照
轉

衍
疇
書
院
酌
添
膏
火
覆
詳

前

人

陳
州
府
西
華
縣
爲
公
懇
轉
詳
請
添
書
院
經
費
以
育
人

材
以
興
文
教
事
乾
隆
十
八
年
四
月
初
八
日
蒙

本
府
牌
乾
隆
十
八
年
四
月
初
三
日
蒙

布
政
司
票
乾
隆
十
八
年
三
月
二
十
四
日
蒙

撫
部
院
蔣
批
本
司
呈
詳
查
得
西
華
縣
衍
疇
書
院
添
備

膏
火
一
案
前
因
資
斧
不
及
據
該
縣
通
詳
蒙

憲
臺
批
飭
查
議
兹
據
該
府
議
覆
前
來
本
司
覆
查
書
院

諸
生
在
院
肄
業
必
需
膏
火
充
裕
始
可
藏
修
不
輟
該
紳

士
于
藎
臣
等
願
將
寄
倉
銀
谷
捐
助
充
公
并
酌
動
常
平

盈
餘
穀
價
銀
四
百
七
十
兩
二
錢
七
分
零
約
共
銀
九
百

兩
又
請
酌
捐
共
凑
千
金
交
商
營
運
生
息
以
資
膏
火
原

屬
鼓
舞
人
材
之
意
但
買
補
平
糶
盈
餘
價
銀
例
應
解
司

□
□
採
買
不
敷
之
需
向
無
撥
入
書
院
成
案
不
便
據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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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六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庫
存
貯
平
糶
盈
餘
一
□
□

□
例
解
貯
司
庫
以
免
濫
動
至
寄
倉
銀
谷
係
出
自
紳
□

公
捐
各
紳
士
旣
不
願
領
囘
又
未
造
入
奏
冊
正
可
撥
□

公
用
似
應
俯
如
該
府
縣
所
請
照
數
動
支
交
商
營
運
□

息
永
歸
書
院
以
爲
師
生
膏
火
之
資
其
不
敷
銀
兩
應
合

該
縣
自
爲
設
法
料
理
至
該
府
所
請
另
議
規
條
及
造
入

交
代
之
處
均
應
照
所
請
行
緣
奉
批
飭
查
議
是
否
有
當

理
合
具
詳
呈
請
伏
候
本
部
院
鑒
奪
批
示
以
便
飭
遵
詳

由
奉
批
如
詳
轉
飭
遵
行
繳
等
因
批
司
到
府
蒙
此
擬
合

就
行
爲
此
仰
縣
官
吏
查
照
奉
牌
內
事
理
卽
便
遵
照
妥

恊
辦
理
並
將
該
縣
庫
存
貯
平
糶
盈
餘
一
項
卽
遵
例
解

貯
司
庫
具
報
均
毋
遲
違
等
因
到
縣
蒙
此
除
平
糶
盈
餘

銀
兩
另
文
報
解
外
該

職
宋
恂
遵
將
存
貯
寄
倉
穀
四

百
四
十
二
石
三
升
二
合
發
交
行
戸
按
照
時
値
每
石
七

錢
二
分
共
變
價
銀
三
百
一
十
八
兩
二
錢
六
分
三
厘
連

庫
貯
乾
隆
十
五
年
平
糶
寄
倉
麥
價
銀
一
百
五
兩
五
錢

八
分
一
厘
二
毫
並
該
紳
士
于
藎
臣
等
原
請
酌
捐
百
兩

今
據
繳
紋
銀
七
十
六
兩
一
錢
五
分
五
厘
八
毫
共
凑
成

紋
銀
庫
平
五
百
兩
整
於
乾
隆
十
八
年
七
月
初
一
日
發

給
鹽
商
營
運
按
月
二
分
生
息
取
有
該
商
高
銓
領
狀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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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七

□
□
查
□
□

添
書
院
□
□
□
一
千
□
今
□

憲
批
准
撥
寄
倉
銀
谷
並
酌
捐
之
項
止
有
五
百
兩
仍
屬

不
敷
容

職

設
法
妥
辦
充
裕
更
定
規
條
另
文
詳
請

憲
臺
核
批
立
案
外
所
有
寄
倉
穀
䂖
變
價
同
庫
存
捐
項

等
銀
交
商
營
運
緣
由
合
先
具
文
通
報
再
衍
疇
書
院
原

設
經
費
每
年
所
得
息
銀
一
百
五
十
八
兩
零
足
敷
延
師

修
膳
今
新
添
經
費
每
年
所
得
息
銀
一
百
二
十
兩
應
請

俱
作
在
院
生
童
膏
火
先
儘
单
寒
士
子
按
每
名
每
月
酌

給
膏
火
銀
九
錢
如
有
告
假
空
缺
照
數
扣
除
年
底
同
延

師
修
膳
一
併
造
冊
報
銷
合
並
聲
請

憲
臺
批
示
遵
行
等
情
通
報
去
後
節
蒙

司

道

府
批
候

撫
部
院
批
示
飭
遵
等
因
於
乾
隆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初
五

日
蒙

本
府
牌
乾
隆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初
一
日
蒙

布
政
司
票
乾
隆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十
三
日
蒙

撫
部
院
蔣

批
詳
前
事
䝉

批
布
政
司
覆
核
飭
遵
繳

等
因
批
司
蒙
此
本
司
覆
核
該
縣
所
議
並
先
儘
单
寒
士

子
膏
火
之
處
均
屬
妥
恊
合
飭
照
辦
爲
此
仰
府
官
吏
□

牌
事
理
卽
便
轉
飭
該
縣
查
照
辦
理
等
因
到
府
䝉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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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八

□
□
行
爲
此
仰
縣
□
□
照
牌
事
理
卽
便
查
照
辦
理
□

違
須
牌

附
載
原
詳
規
條

邑

令

吳

溶

一
衍
疇
書
院
一
座
原
正
殿
三
間
東
廡
三
間
西
廡
三
間

儀
門
一
座
新
添
掌
教
住
房
三
間
厨
房
三
間
大
門
一

座
門
房
一
間
學
舍
十
三
間
圍
墻
一
道
計
長
共
二
十

九
丈
五
尺
現
在
普
例
完
固
門

俱
全
嗣
後
務
宜
加

意
保
䕶
偶
有
傷
損
隨
時
修
葺
勿
致
倒
壞
其
修
葺
之

資
官
爲
捐
備

一
書
院
動
用
家
伙
物
件
俱
係
齊
全
開
列
淸
单
一
様
兩

紙
一
存
縣
庫
一
存
書
院
以
備
查
考
如
遇
地
方
官
及

掌
教
更
易
之
際
逐
一
交
㸃
接
收
勿
致
虧
缺

一
存
當
穀
價
本
銀
二
百
七
十
八
兩
八
分
按
月
二
分
起

息
共
銀
六
十
六
兩
七
錢
零
公
捐
本
銀
四
百
六
十
兩

按
年
二
分
起
息
共
息
銀
九
十
二
兩
二
共
息
銀
一
百

五
十
八
兩
七
錢
零
一
切
師
生
膏
火
俱
在
息
銀
內
支

給
如
有
不
敷
官
爲
捐
備
其
本
銀
常
存
生
息
不
得
動

用
致
經
費
有
虧

一
□
教
每
年
修
金
八
十
兩
每
月
膳
金
四
兩
共
需
□
一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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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九

□
不
敷
諸
生
膏
火
諸
生
亦
情
愿
自
備
毋
庸
給
發
其

每
月
月
課
三
次
生
童
赴
課
者
遠
近
不
一
須
供
給
□

食
約
計
每
次
三
四
十
人
不
等
需
銀
一
兩
五
六
錢
不

等
將
餘
剩
息
銀
支
用
再
有
不
敷
官
爲
捐
備

一
掌
教
修
金
按
年
計
算
照
數
全
行
致
送
膳
金
係
按
月

計
算
如
遇
解
舘
囘
籍
所
餘
膳
金
留
爲
次
年
月
課
之

用
其
往
來
盤
費
歲
時
節
儀
官
爲
捐
備

一
掌
教
務
聘
名
師
掌
教
如
有
赴
選
囘
籍
等
事
卽
另
行

延
請
勿
使
間
斷
修
膳
悉
照
前
數
不
得
希
圖
省
便
□

學
業
荒
疎
之
人
虛
應
故
事
致
士
子
不
能
受
益

一
赴
院
肄
業
之
人
無
論
生
童
俱
由
縣
錄
送
務
選
文
□

淸
通
有
志
上
進
者
送
院
其
文
理
荒
謬
品
行
不
端
□

堪
培
植
者
不
得
濫
送
以
忝
學
規

一
書
院
存
當
本
息
師
生
修
膳
課
資
動
用
數
目
每
□

底
開
造
四
柱
淸
冊
報
銷
如
遇
新
舊
交
代
卽
照
□
□

之
例
入
於
交
代
案
內
永
爲
定
式

一
捐
輸
紳
士
姓
名
銀
兩
數
目
立

刋
載
以
□
義
□
□

來
如
有
續
捐
之
人
無
論
多
寡
或
存
當
或
置
産
□
□

明
立
案
免
滋

端
且
使
經
費
永
垂
不
朽

附
課
士
要
言

明

胡
嘉
□
邑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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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
士
子
欲
取
科
第
作
事
業
舍
讀
書
無
從
矣
然
非
明
義
理

淑
身
心
上
之
爲
聖
賢
次
之
爲
豪
傑
又
次
之
爲
端
人
正

士
不
謂
之
讀
書
卽
取
一
科
第
不
過
榮
身
肥
家
終
歸

鄙
不
遇
則
借
讀
書
二
字
或
逐
利
漁
色
凌
人
害
物
或
傷

倫
敗
俗
或
訕
正
嫉
賢
一
切
惡
孽
俱
從
讀
書
二
字
造
出

是
猶
借
禦
盗
之
干
戈
爲
盗
豈
眞
讀
書
哉
若
不
洗
心
修

慝
眞
實
讀
書
欲
作
眞
正
人
品
勿
流
入
禽
獸
之
域
萬
無

是
理

又
曰
君
子
成
仁
取
義
惟
其
心
有
所
恥
故
生
不
苟
狥
死

不
倖
免
如
疆
塲
之
臣
便
當
衝
鋒
冐
敵
苟
濟
國
事
何
愛

一
身
臺
諫
之
臣
便
當
批
鱗
觸
奸
苟
悟
君
心
何
辭
九
死

若
蝇
營
狗
苟
竊
祿
固
竉
臨
患
難
而
逃
避
罹
憲
網
而
倖

脫
摇
尾
乞
憐
偷
生
免
死
靦
顔
人
世
豈
復
知
有
亷
恥
事

乎
附
讀
書
十
則

明

理
鬯
和
邑

人

一
戒
戱
謔

此
戈
矛
之
始
也
卽
不
戈
矛
亦
是
惡
習
何
如
一
慨
莊
語

一
屏
閒
事

不
除
俗
務
便
誤
盡
一
生
謝

則
心
地
淸
楚
此
學
基
也

一
懲
忿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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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一

世
路
是
難
處
的
平
空
之
橫
逆
意
外
之
禽
獸
在
我
惟
有

自
反
而
巳
千
斤
之
弩
不
爲
鼷
鼠
發
機
也

一
融
驕
志

從
未
聞
堯
舜
周
孔
說
他
强
似
人
者
曾
見
一
醉
乞
戰
手

十
字
街
頭
曰
我
怕
誰
羞
殺
羞
殺

一
禁
自
由

自
由
二
字
不
知
誤
盡
多
少
英
傑
老
天
折
挫
孔
孟
一
生

遂
成
千
秋
不
死
好
漢
子
若
是
自
由
便
活
活
自
刎
矣

一
淸
茅
塞

第
恐
境
淸
矣
而
腔
子
內
七
十
三
八
十
四
家
賊
難
防
也

磨
礪
以
須
吾
刀
將
斬
首
有
那
様
妖
魔
敢
來
厮
慁

一
振
惰
氣

一
般
也
作
文
讀
書
也
說
聖
賢
然
全
不
精
進
日
復
一
日

年
又
一
年
悠
悠
忽
忽
遂
爾
半
生
過
手
此
精
神
不
振
故

也
聖
賢
說
敏
求
說
發
憤
也
只
是
驅
逐
這
個
耳

一
遏
遄
來

死
生
一
牕
獨
参
獨
契
個
中
自
有
神
解
往
來
如
織
何
爲

哉
然
安
知
朋
儕
之
犯
戯
謔
之
失
不
胎
之
此
耶

一
黜
俗
態

讀
書
取
練
性
最
忌
其
俗
若
矜
尙
衣
冠
言
動
耗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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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二

博
奕
其
不
爲
朋
儕
之
憎
惡
者
鮮
矣

一
宗
實
行

聖
賢
學
問
踐
形
盡
性
今
人
學
問
第
務
梯
榮
然
於
性
分

有
不
求
實
爲
體
認
者
殊
不
知
根
本
一
虧
卽
博
得
功
名

到
手
戴
周
孔
之
冠
服
周
孔
之
裳
祗
不
過
粧
模
作
様
耳

倉
儲

常
平
倉
康
熙
二
十
二
年
建
在
縣
大
門
東
堂
房
三
間
東

房
三
間
康
熙
二
十
八
年
九
月
內
知
縣
李
培
重
修
雍

正
六
年
知
縣
范
絨
又
建
瓦
厫
二
十
八
間
在
縣
治
東

察
院
舊
址
乾
隆
十
年
知
縣
介
錫
齡
添
設
五
間

額
貯
穀
二
萬
五
千
䂖
因
乾
隆
十
一
十
二
十
四
等
年

屢
被
水
灾
賑
䘏
動
用
繁
多
近
年
來
竭
力
籌
補
尙
未

足
額
現
今

實
貯
穀
一
萬
七
千
八
百
四
十
二
䂖
九
斗
五
升
七
合

一
勺
六
撮
九
圭
二
粟
所
有
缺
額
穀
七
千
一
百
五
十

七
䂖
零
應
酌
量
情
形
隨
時
買
補
足
額

義
倉
在
東
夏
亭
東
嶽
廟
康
熙
二
十
九
年
二
月
內
知
縣

李
培
重
修
雍
正
七
年
知
縣
劉
焜
建
瓦
厫
十
二
間
在

揚
善
寺
後

積
貯
穀
二
十
一
䂖
六
斗
六
升
並

無

定

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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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三

□
倉
舊
分
貯
縣
境
之
東
橋
集
小
陶
集
龍
勝
溝
三
處
設

立
社
長
借
貯
民
房
並
未
建
造
社
倉
至
乾
隆
元
年
二

年
將
三
處
社
穀
全
數
出
借
繼
俱
徵
還
因
無
空
閒
民

房
卽
附
貯
常
平
倉
內
至
今
因
之
然
與
朱
子
社
倉
之

法
未
符
似
非
設
立
之
本
意
仍
應
建
立
社
倉
于
鄉
間

以
便
民
始
與
朱
子
之
法
相
合

此
係
勸
捐
之
項
自
雍
正
二
年
起
至
雍
正
十
三
年
止

共
原
捐
穀
三
千
五
百
三
十
七
䂖
二
斗
七
升
歴
年
來

出
借
徴
還
息
穀
歸
併
在
內
現
今

實
貯
穀
四
千
三
十
七
䂖
九
斗
九
合
八
勺
三
抄
七
撮

漕
倉
穀
係
康
熙
年
間
動
漕
項
銀
兩
買
貯
之
欵

原
貯
穀
七
千
七
百
五
十
䂖
乾
隆
三
年
賑
濟
動
用
外

現
存
實
貯
穀
一
千
六
百
四
十
二
䂖
九
升
二
合
五
□

所
有
缺
少
原
貯
穀
䂖
於
乾
隆
十
四
年
均
匀

貯
□

內
奉
文
漕
穀
卽
以
各
州
縣
現
存
之
數
爲
額
無
須
動

項
買
補

以
上
各
倉
貯
穀
數
目
係
照
乾
隆
十
八
年
春
季
開
載
將

來
盈
縮
不
齊
難
以
預
定
葢
緣
積
貯
原
以
備
荒
每
年

出
易
歲
豊
則
日
見
充
裕
歲
歉
則
易
致
空
虛
全
頼
守

土
者
審
度
時
勢
酌
盈
劑
□
庶
倉
儲
有
備
水
旱
足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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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四

□
□
□
有
□
□

陵
墓

商
高
宗
陵
在
縣
北
長
平
鄉
週
二
千
二
百
歩
高
約
百
餘
尺

明
季

燹
林
木
殿
宇

記
焚
毁
一
空
僅
存
陵
土
康
熙

二
十
九
年
奉

撫
都
院

捐
貲
飭
建
拜
殿
三
間
大
門
一
間
嗣
又
添

亭
一
間
乾
隆
十
三
年
知
縣
吳
溶
因
規
模
粗
備
體
制
未

恊
詳
請
動
帑
添
建
門
道
殿
亭
以
肅
觀
瞻
未
蒙
批
允
乾

隆
十
六
年
夏
秋
霪
雨
殿
宇
大
門
梁
棟
摧
折

亭
墻
垣

倒
塌
無
存
雖
有
守
陵
人
戸
難
禁
樵
採
知
縣
宋
恂
因
賢

王
陵
寢
圯
廢
捐
貲
修
葺
拜
殿
三
間
大
門
一
間

亭
一

間
四
圍
墻
垣
俱
另
加
修
築
十
七
年
正
月
工
竣
嚴
飭
陵

戸
小
心
防
䕶
自
此
規
模
具
備
每
遇
祭
祀
克
展
誠
敬
云

明
洪
武
遣
官
祭
商
王
高
宗
陵
文

曩
者
有
元
失
馭
天
下
紛
紜
联
由
此
集
衆
平
亂
統
一
天

下
今
巳
四
年
矣
稽
諸
古
典
堯
舜
繼
天
立
極
列
聖
相
傳

爲
蒸
民
主
者
陵
各
有
在
雖
去
古
千
百
餘
載
時
君
當
修

祀
之
朕
典
百
神
之
祀
故
遣
官
齎
牲
醴
奠
祭
修
陵
君
靈

不
昧
尙
惟
歆
饗

洪
武
十
三
年
遣
知
州
張
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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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五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仰
瞻
陵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天
下
首
勅
所
司
凡
有
古
先
帝
王
陵
寢
常
加
修
理
以
附

近
人
看
守
常
年
祭
祀
巳
有
成
式
尙
慮
追
崇
禮
有
未
至

故
十
三
年
秋
祭
特
致
其
嚴
神
其
鑒
知

永
樂
元
年
遣
官
致
祭

自
古
有
天
下
功
德
及
民
者
當
享
百
世
之
祀
我
國
家
崇

祀
古
者
帝
王
厥
有
常
典
今
朕
尊
奉
祖
訓
奉
天
征
討
卽

位
之
初
永
惟
聖
帝
明
王
陵
寢
所
在
不
可
不
敬
是
用
奉

香
帛
牲
醴
以
祭
惟
皇
有
治
世
之
功
有
安
民
之
德
歴
代

雖
遠
神
靈
不
亡
其
尙
黙
贊
□
化
孚
佑
邦
家
永
臻
太
平

之
福
朕
其
敬
祀
萬
世
無
斁

宏
治
十
四
年
遣
知
州
白
思
義

昔
者
奉
天
明
命
相
繼
爲
君
代
天
理
物
撫
育
黔

倫

攸
序
井
井
繩
繩
至
今
承
之
生
民
多
福
思
不
忘
報
兹
特

遣
使
齎
捧
香
帛
祗
命
有
司
詣
陵
致
祭
惟
帝
英
靈
來
歆

來
格
尙
饗

嘉
靖
三
十
年
八
月
遣
河
南
撫
按
潘
恩
孫
昭

惟
神
奉
天
撫
世
奠
境
保
民
聖
德
神
功
萬
世
攸
頼
兹
者

適
因
地
震
致
將
河
南
懷
慶
等
二
府
衞
陜
州
靈
寶
等
五

縣
城
垣
壞
損
官
民
房
舍
倒
塌
壓
死
人
□
不
計
其
數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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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六

□
□
□
上
聞
朕
不
勝
惶
惻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往
□

□
告
伏
冀
聖
靈
鑒
佑
黙
相
化
機
轉
災
爲
祥
地
方
其
永

依
庇
焉
謹
告

萬
歴
三
十
一
年
八
月
遣
陳
州
牧
羅
林

追
維
明
德
奉
天
撫
民
盛
治
宏
勲
萬
世
永
頼
陵
寢
所
在

英
爽
如
存
兹
特
遣
使
齎
奉
香
帛
祗
命
有
司
致
祭
惟
神

鑒
歆
尙
饗

皇
淸
順
治
八
年
四
月
遣
太
常
寺
卿
叚
國
章
致
祭
文

自
古
帝
王
受
天
明
命
繼
道
統
而
新
治
統
聖
賢
代
起
先

後
一
揆
功
德
載
籍
炳
如
日
星
朕
誕
膺
天
眷
紹
纘
丕
基

景
慕
前

圖
追
芳
躅
明
禋
大
典
亟
宜
肇
隆
敬
遣
耑
官

代
將
牲
帛
爰
修
殷
薦
之
誠
用
展
儀
型
之
志
伏
惟
格
歆

尙
其
鑒
享

康
熙
七
年
遣
通
政
使
霍
叔
瑾

自
古
歴
代
帝
王
繼
天
立
極
功
德
並
隆
治
統
道
統
昭
垂

奕
世
朕
受
天
眷
命
紹
纘
王
基
庶
政
方
親
前

是
景
明

禋
大
典
亟
宜
肇
修
敬
遣
耑
官
代
將
牲
帛
爰
昭
殷
薦
之

忱
聿
備
欽
崇
之
禮
伏
惟
格
歆
尙
其
鑒
享

康
熙
十
五
年
遣
禮
部
右
侍
郞
楊
正
中

□
古
歴
代
帝
王
繼
天
立
極
功
德
並
隆
治
統
道
統
昭
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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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七

宇
宙
朕
受
天
眷
命
撫
御
鴻
圖
懋
建
元
儲
前

是
景
明

禋
大
典
亟
宜
舉
行
敬
遣
耑
官
代
將
牲
帛
爰
昭
薦
殷
之

忱
聿
備
欽
崇
之
禮
伏
惟
格
歆
尙
其
鑒
享

康
熙
二
十
一
年
遣
兵
部
左
侍
郞
焦
毓
瑞

自
古
帝
王
受
天
顯
命
繼
道
統
而
新
治
統
聖
賢
代
起
先

後
一
揆
成
功
盛
德
炳
如
日
星
朕
誕
膺
眷
祐
臨
制
萬
方

掃
滅
殘

廓
淸
區
宇
告
功
古
后
殷
禮
肇
稱
敬
遣
耑
官

代
將
牲
帛
爰
修
禋
祀
之
誠
用
展
景
行
之
志
仰
企
明
靈

尙
其
鑒
享

康
熙
二
十
八
年
遣
大
理
寺
卿
陳
汝
器

自
古
帝
王
受
天
明
命
御
暦
膺
圖
時
代
雖
殊
而
繼
治
同

道
後
先
一
揆
朕
承
眷
祐
臨
治
萬
方
稽
古
禮
文
肅
修
祀

事
兹
以

皇
祖
妣
孝
莊
仁
宣
誠
憲
恭
懿
翊
天
啟
聖
文
皇
后
神
主
升
祔

太
廟
禮
成
特
遣
耑
官
代
將
牲
帛
䖍
修
禋
祀
之
典
用
舒
景
行
之

忱
仰
冀
明
靈
俯
鑒
誠
悃

康
熙
三
十
五
年
正
月
遣
太
常
寺
卿
熊
一
瀟

自
古
帝
王
繼
天
出
治
道
法
兼
隆
莫
不
慈
惠
嘉
師
□
□

遐
邇
朕
勤
恤
民
依
永
期
殷
阜
邇
年
以
來
郡
縣
水
旱
間

告
年
穀
歉
登
蚤
夜
孜
孜
深
切
軫
念
用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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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八

□
祈
福
□
□
爽
之
黙
贊
□
□
利
於
□
生
□
□
精
忱
□

垂
歆
恪

康
熙
三
十
六
年
遣
兵
部
督
捕
左
理
事
官
胡
㑹
恩

自
古
帝
王
受
天
景
命
制
治
綏
猷
必
禁
暴
除
殘
以
乂
安

庶
緬
懷
往
烈
道
實
同
符
朕
欽
承

帝
祉
臨
御
九
圍
兹
以
狡

跳
梁
親
征
漠
北
蕩
滌

氛
廓
淸
邊

徼
永
消
兵
革
以
與
普
天
率
土
樂
育
太
和
敬
遣
專
官
代

將
牲
帛
昭
告
古
先
哲
后
䖍
修
禋
祀
式
彰
安
攘
之
模
用

展
景
行
之
志
仰
企
明
靈
俯
垂
鑒
饗

康
熙
四
十
二
年
遣
都
察
院
左
副
都
御
史
張

自
古
帝
王
繼
天
立
極
出
震
承
乾
莫
不
道
洽
寰
區
仁
周

遐
邇
朕
欽
承
丕
緖
撫
馭
兆
民
思
致
時
雍
常
殷
惕
勵
歴

兹
四
十
餘
載
今
歲
適
届
五
旬
宵
旰
兢
兢
無
敢
暇

漸

致
民
生
康
阜
世
運
昇
平
頃
因
黃
淮
告
成
巡
歴
再
授
方

畧
善
後
是
期
覩
民
志
之
歡
欣
滋
朕
心
之
軫
恤
遄
囘
鑾

馭
大
沛
恩
膏
用
遣
專
官
敬
修
祀
典
冀
黙
贊
郅
隆
之
治

益
宏
仁
壽
之
休
尙
鑒
精
忧
俯
垂
昭
格

康
熙
四
十
八
年
遣
太
僕
寺
卿
祖
允
圖

朕
惟
自
古
帝
王
正
位
臨
民
代
有
令
德
是
以
享
祀
千
秋

用
昭
鉅
典
朕
仰
荷
天
庥
撫
臨
海
字
建
立
元
良
歴
三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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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九

餘
年
不
意
忽
見
暴
戾
狂
易
之
疾
維
祖
宗
洪
業
及
萬
邦

民
生
所
係
至
重
不
得
巳
而
有
退
廢
之
舉
嗣
後
漸
次
體

驗
當
有
此
大
事
時
性
生
㚥
惡
之
徒
各
庇
邪
黨
借
端
搆

釁
朕
覺
其
日
後
必
成
亂
階
隨
不
時
䆒
查
窮
極
始
末
而

確
知
病
原
皆
由
鎭
厭
亟
爲
檢
治
幸
頼
上
天
鑒
佑
平
復

如
初
朕
比
因
此
事
耗
損
心
神
致
成
劇
疾
皇
太
子
晨
夕

左
右
憂
形
於
色
藥
餌
必
親
寢
膳
必
視
惟
誠
惟
謹
歴
久

不
渝
令
德
益
昭
丕
極
克
荷
用
是
復
正
儲
位
永
固
國
本

特
遣
專
官
敬
申
殷
薦
尙
祈
欣
格

康
熙
五
十
二
年
遣
都
察
院
左
副
都
御
史
明
安

自
古
帝
王
繼
天
出
治
建
極
綏
猷
莫
不
澤
被
生
民
仁
周

寰
宇
朕
躬
膺
寶
厯
仰
紹
前

夙
夜
孜
孜
不
遑
暇

兹

御
極
五
十
餘
年
適
當
六
旬
初
届
所
幸
四
方
寧
謐
百
姓

又
和
稼
穡
歲
登
風
雨
時
若
維
徵
庶
之
協
應
爰
群
祀
之

䖍
修
特
遣
專
官
式
循
舊
典
冀
益
贊
雍
熙
之
運
尙
永
□

仁
壽
之
休
俯
鑒
精
忱
用
垂
歆
格

康
熙
五
十
八
年
遣
翰
林
院
編
修
蔣
漣

自
古
帝
王
受
天
景
命
建
極
綏
猷
垂
萬
世
之
經
常
備
一

朝
之
典
禮
朕
欽
承
帝
祉
臨
御
九
圍
夙
夜
惟
寅
□
□
□

典
兹
以



ZhongYi

西
華
縣
志

卷
之
三
建
置
志

四
十

□
妣
孝
惠
仁
惠
端
□
□
□
順
天
翼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升
□

太
廟
禮
成
特
遣
專
官
代
將
牲
帛
用
□
苾
芬
之
敬
聿
昭
禮
祀
□

䖍
仰
冀
明
靈
尙
其
歆
格

雍
正
元
年
遣
大
理
寺
卿
覺
羅
常
㤗

自
古
帝
王
繼
天
出
治
建
極
綏
猷
莫
不
澤
被
生
民
仁
周

海
宇
維
我

皇
考
峻
德
鴻
勲
嫓
美
前
古
顯
謨
承
烈
垂
裕
後
昆
朕
以

躬
纘

膺
大
寶
當
兹
嗣
位
之
始
□
修
享
祀
之
儀
特
遣
專
官
䖍

申
昭
告
惟
冀
時
和
歲
稔
物
阜
民
安
淳
風
徧
洽
乎
寰
區

厚
德
常

於
率
土
尙
其
歆
格
鑒
此
精
誠

雍
正
二
年
遣
內
閣
侍
讀
學
士
班
第

自
古
帝
王
體
天
立
極
表
正
萬
邦
愷
澤
徧
於
寰
區
仁
風

及
於
奕

朕
丕
承
大
統
遥
契
曩

兹
於
雍
正
元
年
十

一
月
二
十
五
日
恭
奉

聖
祖
今
天
宏
運
文
武

哲
恭
儉
寛
裕
孝
敬
誠
信
功
德
大
成
仁

皇
帝
主
配
享

圜
邱
禮
成
特
遣
專
官
䖍
申
昭
告
惟
冀
永
贊
修
和
之
治
益
昭
安

阜
之
庥
鑒
此
精
誠
尙
其
歆
格

雍
正
十
三
年
遣
太
常
寺
卿
王

禮
崇
祀
典
光
爼
豆
於
前

念
切
景
行
薦
馨
香
於
往
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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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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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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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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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一

維
帝
王
繼
天
立
極
撫
□
□
民
豊
功
焜
耀
於
簡
□
峻
烈

昭
垂
於
宇
宙
溯
□
型
於
□
昔
凛
法
監
之
常
存
朕
以
藐

躬
繼
登
大
寶
屬
膺
圖
之
伊
始
宜
展
祀
以
告
䖍
特
遣
專

官
祗
遵

典
苾
芬
在
列
備
三
獻
之
隆
儀
靈
爽
式
憑
仰

千
秋
之
明
德
尙
其
歆
格
永
錫
鴻
禧
謹
告

乾
隆
二
年
遣
內
閣
學
士
兼
禮
部
侍
郞
䨇
喜

自
古
帝
王
憲
天
出
治
建
極
綏
猷
德
澤
洽
於
萬
方
軌
範

昭
於
百
世
朕
纂
承
鴻
緖
景
仰
前

兹
於
乾
隆
二
年
四

月
十
六
日
恭
奉

世
宗
敬
天
昌
運
建
中
表
正
文
武
英
明
寛
仁
信
毅
大
孝
至
誠
憲

皇
帝
主
配
饗

圜
邱
禮
成
特
遣
專
官
䖍
申
昭
告
惟
冀
永
佑
雍
熙
之
盛
益
昭
安

阜
之
隆
庶
鑒
精
誠
尙
□
歆
格

周
陳
靈
公
墓

晉
司
空
何
曾
墓
在

縣

東

甫

隅

墳

前

有

二

□

羊

元
學
士
徐
世
隆
墓
縣

南

□

石

村

金
牌
萬
戸
康
里
金
山
墓

□

東
聊
城
縣
知
縣
金
士
□
墓

山
西
孝
義
縣
縣
丞
金

裔
墓
以

上

俱

在

縣

西

十

五

里

蕭

橫

□

□
思
□
侯
房
寛
墓
縣

□

□

樂

□

□

僉
都
御
史
王
敬
民
墓
縣

□

□
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政
尹
醇
□
縣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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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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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二

縣
墓
縣

而

□

橫

村

□

□
使
□
□
□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監
軍
道
胡
嘉
□
□

城

西

南

隅

御
史
張
善
政
墓
縣

□

南

五

里

主
政
王
所
夢
墓
縣

西

□

七

十

□

奉
政
王
省
身
墓
縣

東

三

十

里

同
知
王
恒
墓
縣

西

七

十

里

通
判
王

璉
墓
縣

南

黃

巢

間

知
州
王
異
才
墓
在

斧

柯

知
州
王
宅
世
墓
縣西

四

十

里

邑
侯
張
本
墓
縣

西

八

十

里

張

官

橋

邑
侯
劉
伯
驂
墓
縣

東

二

里

馬

家

溝

蒲
圻
知
縣
張
圻
隆
墓
在

斧

柯

村

黃
安
知
縣
王
雲
明
墓
在習

陽

昌
邑
知
縣
王
克
明
墓
在

夏

隱
士
雲
骨
子
墓
在

䕶

當

城

處

士
王
斌
煥
墓
在

䕶

當

城

進
士
張
文
齡
墓
在

斗

溝

村

訓
導
王
多
士

墓
在

胡

家

橋

州
同
于
登
瀛
墓
在

下

堤

經
歴
于
沂
墓
在

下

堤

叅
將

凌
謙
墓
在

李

家

橋

都
司
于
洙
墓
在

下

堤

守
備
于
成
龍
墓
在

下

堤

衞
守
備
張
圻
翰
墓
在

斧

柯

三
里
冡
在

䕶

當

城

世

傳

鄧

艾

塜

塜

東

北

張

家

岡

有

古

塜

此

傳

艾

子

鄧

忠

塜

皇
姑
冡
在縣

西

七

十

里

奪

母

□

南

俗

傳

金

兀

术

女

夫

金

尙

漫

塟

焉

府

□

云

不

得

有

冡

姑

存

疑

相
王
冡
在

縣

西

北

鄉

人

立

廟

祀

之

□

北

一

十

里

又

有

聶

堆

土

人

云

聶

王

之

墓

去

聶

堆

五

□

又

有

邱

堆

土

人

云

邱

王

之

墓

與

相

王

冡

鼎

足

而

立

居

民

廟

祀

不

廢

其

詳

不

可

考

豈

有

故

德

□

一

方

者

與

白
馬
將
軍
冡
在縣

西

蕭

橫

村

冡

旁

有

廟

廟

旁

有

繫

馬

處

無

考

祀
典

商
高
宗
廟
春

秋

二

仲

上

甲

日

致

祭

箕
子
廟
春

秋

二

仲

上

丁

日

致

祭

社
稷
壇
春

秋

上

戊

日

□

□

設

水

主

二

左

社

右

稷

俱

北

□

□

職

□

□

□

□

服

行

禮

□

在

西

關

東

北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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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三

□

□

□

尺

□

□

長

二

丈

五

尺

高

三

尺

□

墻

垣

東

西

寛

四

丈

六

尺

南

北

長

六

丈

二

尺

風
雲
雷
雨
山
川
壇
春

秋

戊

日

致

祭

設

木

主

三

中

風

雲

左

山

川

右

城

隍

俱

南

□

長

官

具

朝

服

行

禮

壇

在

縣

南

關

東

西

寛

二

丈

五

尺

南

北

長

二

丈

五

尺

高

三

尺

周

圍

墻

垣

東

西

寛

四

丈

六

尺

南

北

長

六

丈

二

尺

乾

隆

十

年

重

建

先
農
壇
每

歲

耕

耤

之

日

主

祭

官

率

所

屬

朝

服

祭

壇

禮

畢

更

蟒

袍

補

服

正

印

官

秉

耒

佐

襍

執

靑

箱

播

種

耕

時

用

耆

老

一

人

牽

牛

農

夫

二

人

扶

犁

九

推

九

返

農

夫

終

畝

耕

畢

行

謝

恩

禮

其

農

具

俱

用

赤

色

牛

用

黑

色

箱

用

靑

色

壇

在

東

關

外

正

殿

三

間

東

西

配

房

各

一

間

門

樓

一

間

壇

基

一

座

東

西

寛

二

丈

五

尺

南

北

長

二

丈

五

尺

周

圍

墻

垣

東

西

寛

五

丈

南

北

長

十

二

丈

耤

田

四

畝

九

分

石

一

座

雍

正

四

年

遵

奉

建

置

關
帝
廟
舊

建

城

內

揚

善

寺

山

門

右

雍

正

十

一

年

知

縣

劉

焜

捐

建

三

楹

于

殿

後

五

月

十

三

致

祭

牛

一

羊

一

豕

一

追

封

三

代

公

爵

不

用

太

牢

祭

器

悉

照

帝

廟

禮

儀

照

文

廟

例

遵

行

雍

正

六

年

奉

文

祭

品

價

銀

于

本

年

起

運

錢

粮

內

動

支

城
隍
廟
在

縣

治

東

北

明

洪

武

三

年

主

簿

李

興

旺

始

卽

廢

址

建

天

順

七

年

知

縣

蘇

綸

重

修

宏

治

四

年

知

縣

翁

積

德

義

官

張

瑄

鄉

耆

田

景

馬

良

增

建

正

德

五

年

主

簿

高

忠

社

民

劉

彦

名

程

式

修

萬

歴

十

年

街

民

呉

鸞

重

修

二

十

八

年

知

縣

胡

璉

鄉

宦

王

錫

民

監

生

李

大

經

老

人

牛

自

高

改

建

擴

其

後

厲
壇
在

縣

北

關

每

歲

淸

明

七

月

望

十

月

朔

祭

之

前

□

官

詣

城

隍

廟

發

牒

文

至

日

設

城

隍

位

於

壇

上

設

無

祀

鬼

神

牒

于

壇

下

左

右

正

官

常

服

告

祭

旗
纛
廟
霜

降

前

一

日

營

官

戎

服

自

教

塲

率

兵

丁

揚

旗

鼓

吹

迎

于

廟

厥

明

致

祭

八
蜡
廟
在

先

農

壇

東

門

樓

一

座

正

殿

三

間

周

墻

□

西

長

八

丈

南

北

長

十

二

丈

五

尺

神

牌

曰

先

□

之

神

曰

司

嗇

之

神

曰

百

種

之

神

曰

坊

之

神

曰

太

□

□

神

曰

農

之

神

曰

郵

表

畷

之

神

曰

猫

虎

之

神

乾

隆

三

□

知

縣

劉

□
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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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四

明
忠
義
祠
正

德

□

殉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典

史

楊

紹

龍

□

□

二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附
載
鄉
村
集
鎭
廟
寺
祠

關
帝
廟
在

小

陶

集

萬

四

十

四

年

重

修

宮

保

司

馬

周

盤

記

東
嶽
廟
在

小

陶

集

正

德

八

年

重

修

庠

生

呂

榮

記

西
嶽
廟
在

小

陶

集

天

啓

元

年

重

修

庠

生

陳

永

祚

記

中
嶽
廟
在

小

陶

集

康

熙

十

九

年

重

修

趙

雅

集

元
帝
廟
在

小

陶

集

康

熙

十

二

年

重

修

御

史

王

遵

訓

記

三
官
廟
在

小

陶

集

宏

治

十

五

年

建

江

西

按

察

司

副

使

李

澄

記

火
神
廟
在

小

陶

集

萬

歴

四

十

四

年

重

修

貢

生

王

鼎

㤗

記

八
蜡
廟
在

小

陶

集

康

熙

五

十

五

重

修

增

廣

生

崔

擢

記

觀
音
寺
在

小

陶

集

宋

時

建

舊

名

法

華

禪

院

皇

祐

二

年

修

寶

㙮

高

數

明

成

化

十

九

年

重

修

王

賔

記

淸
凉
寺
在

小

陶

集

永

樂

十

年

僧

曉

眞

建

邑

令

陳

嘉

謨

記

天

啓

七

年

重

修

邑

人

理

鬯

和

記

壽
聖
寺
在

長

社

店

宋

僧

崇

昌

建

㙮

高

十

餘

丈

天

順

七

年

重

修

有

記

嘉

靖

六

年

重

修

運

判

賈

蘭

記

三
淸
祠
在

叢

桑

村

相

傳

張

公

藝

建

西
齊
王
祠
在

小

陶

集

卽

古

淸

水

縣

城

隍

廟

金

時

已

屬

重

修

明

宏

治

間

邑

令

翁

積

德

蔣

桐

繼

修

土
地
祠
在

小

陶

集

明

崇

禎

時

重

修

庠

生

程

起

鳳

記

張
公
藝
祠
在

重

桑

村

雍

正

十

一

年

李

璣

建

教

諭

李

南

記

古
蹟

女
媧
城
在

縣

西

北

十

里

曹

植

贊

曰

古

之

國

君

造

篁

作

笙

人

物

未

就

軒

轅

纂

成

或

云

二

皇

人

首

蛇

身

形

化

七

十

何

德

之

灵

按

史

女

媧

氏

起

于

承

筐

之

山

都

于

□

皇

□

山

塟

子

風

陵

則

此

或

所

築

之

城

非

其

所
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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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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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五

也

□

□

經

云

洧

水

又

東

南

過

茅

□

邑

之

東

北

注

□

渭

□

又

□

逕

一

故

城

西

□

謂

之

思

鄉

城

今

邑

之

思

都

□

有

女

媧

城

疑

卽

水

經

注

之

思

鄉

城

也

衍
疇
亭
在

城

內

西

北

隅

澤

中

萬

歴

二

十

一

年

巡

撫

吳

自

新

委

邑

令

建

以

祀

箕

于

久

頺

康

熙

二

十

九

年

知

縣

李

培

捐

修

辰
亭
春

秋

宣

公

十

一

年

楚

子

陳

侯

鄭

伯

盟

于

辰

陵

卽

此

杜

註

頴

川

長

平

縣

東

南

有

辰

亭

水

經

注

云

辰

陵

在

長

平

西

北

東

南

云

者

杜

氏

之

誤

箕

子
臺
在

學

宫

後

舊

建

洪

範

堂

乾

隆

十

三

年

邑

令

吳

溶

添

建

衍

疇

學

院

按

舊

傳

箕

子

諌

紂

不

聽

囚

于

此

後

人

築

臺

以

祀

縣

志

云

箕

子

名

胥

餘

紂

之

諸

父

封

于

箕

非

囚

于

箕

武

王

克

商

命

召

公

釋

子

之

囚

于

夏

臺

非

西

華

也

府

志

云

書

傳

及

史

記

召

公

釋

箕

子

俱

未

言

其

地

其

國

在

商

圻

內

亦

未

詳

其

處

春

秋

晉

敗

狄

于

箕

在

山

西

榆

社

縣

東

南

三

十

里

箕

子

名

他

書

不

載

惟

司

馬

彪

注

莊

子

有

之

或

云

箕

子

封

邑

在

山

西

遼

州

茅

城
俗

以

茅

岡

爲

茅

城

邑

人

周

仲

遠

云

昔

之

洧

水

逕

茅

城

而

又

東

過

習

陽

今

洧

水

不

入

矣

又

安

得

逕

茅

城

過

習

陽

耶

雖

縣

東

八

里

今

有

茅

岡

然

在

習

陽

東

二

十

里

以

古

者

洧

水

故

道

攷

之

則

茅

城

當

在

習

陽

西

不

得

在

東

也

按

水

經

又

東

南

過

茅

城

邑

之

東

北

注

云

又

南

逕

一

故

城

世

謂

之

思

鄉

城

西

去

洧

水

十

五

里

又

右

合

濩

陂

南

經

新

汲

故

城

東

又

南

積

而

爲

陂

陂

之

西

北

卽

長

舍

城

陂

水

東

翌

洧

堤

西

面

茅

邑

自

城

北

門

列

築

堤

道

迄

于

此

岡

世

尙

謂

之

茅

岡

卽

經

所

謂

茅

邑

地

也

邑

人

凌

去

欺

云

今

岡

西

去

洧

水

果

十

五

里

又

在

茅

城

之

北

似

非

無

據

者

矣

長
社
店
此

非

水

經

注

所

云

長

社

縣

水

經

注

洧

水

南

積

爲

陂

陂

之

西

北

卽

長

社

城

邑

人

凌

去

欺

云

長

社

店

疑

卽

水

經

注

之

長

社

城

夏
亭
城
縣

西

三

十

里

春

秋

陳

大

夫

夏

御

叔

封

邑

邑

人

凌

去

欺

云

考

靈

公

滛

于

夏

徵

舒

之

母

朝

夕

而

往

夏

氏

之

邑

夏

亭

去

陳

百

里

恐

不

能

朝

夕

往

也

或

云

紂

囚

箕

子

于

夏

臺

卽

此

按

舊

志

云

予

釋

箕

子

之

囚

于

夏

臺

非

西

華

也

祗

云

非

西

華

别

無

考

証

且

土

人

相

傳

爲

箕

城

舊

傳

以

爲

囚

于

西

華

而

箕

子

臺

又

無

確

據

或

者

凌

說

近

之

長
平
故
城
縣

東

北

十

八

里

舊

志

云

漢

置

長

平

縣

卽

此

邑

人

周

仲

遠

云

俗

指

縣

東

北

十

八

里

董

陽

城

乃

漢

長

平

故

城

董

陽

卽

同

陽

也

□

陽

之

名

雖

見

水

經

其

所

指

並

非

今

地

且

城

□

□

□

□

甚

信

如

前

說

則

洧

水

至

長

平

入

□

者

何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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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六

古

西

華

□

于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于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經

注

云

辰

陵

在

長

□

西

□

□

南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據

□

辰

陵

卽

今

之

辰

亭

長

平

故

城

富

在

辰

事

東

南

無

疑

然

其

地

皆

莫

可

考

据

酈

氏

當

日

巳

稱

故

城

况

後

世

耶

北
柳
城
在

縣

西

北

十

里

南
柳
城
在

縣

南

三

十

里

魏

史

正

始

二

年

魏

欲

廣

田

于

揚

豫

之

間

爲

伐

吳

計

鄧

艾

以

爲

陳

蔡

之

間

上

下

良

田

可

令

淮

北

屯

二

萬

人

淮

南

屯

三

萬

人

且

田

且

守

計

除

衆

費

歲

獲

五

百

萬

斛

太

傳

懿

善

之

時

柳

舒

爲

陂

長

因

以

爲

名

䕶
當
城
在

城

西

十

里

鄧

艾

所

以

䕶

守

營

田

也

奪

母
城
在

縣

西

七

十

里

相

傳

昔

有

二

子

爭

養

其

母

故

名

習
陽
城
在

城

西

南

十

里

卽

漢

習

陽

城

故

地

俗

以

其

地

有

石

羊

二

遂

名

石

羊

舊

志

訛

爲

石

羊

集

邑

人

周

仲

遠

云

水

經

載

水

東

過

西

華

縣

北

注

云

縣

北

有

習

陽

城

水

經

其

南

也

洧

水

注

云

洧

水

又

東

逕

習

陽

城

西

按

今

洧

水

不

入

今

水

經

習

陽

城

之

南

東

流

人

汶

以

地

考

之

其

爲

古

習

陽

無

疑

今

城

址

尙

存

但

今

習

陽

在

縣

城

西

南

十

里

與

經

所

云

在

縣

北

者

不

合

葢

西

華

城

洽

遷

改

不

常

而

習

陽

仍

舊

邑

之

舊

蹟

信

面

可

徵

者

獨

有

此

城

耳

梁
簫
窪
在

縣

北

三

十

里

鄧

家

營

傍

周

廣

五

六

里

續

縣

志

云

舊

名

梁

孝

湖

漢

書

梁

孝

王

築

東

苑

方

三

百

餘

里

廣

睢

陽

城

七

十

里

大

治

宫

室

爲

復

道

自

宫

連

屬

于

平

臺

湖

去

睢

百

里

其

爲

梁

孝

王

東

苑

無

疑

府

志

又

云

睢

陽

今

之

歸

德

商

邱

非

睢

州

也

睢

州

在

漢

爲

襄

邑

金

始

改

睢

州

東

苑

之

地

在

今

歸

德

府

苑

囿

雖

大

不

能

越

其

境

內

西

華

漢

時

屬

汝

南

郡

境

土

邈

不

相

屬

安

得

爲

東

苑

故

蹟

乎

據

此

府

志

以

其

睢

州

之

誤

而

不

然

其

說

然

考

後

漢

書

梁

孝

王

傳

註

平

臺

在

大

梁

東

北

離

宫

所

在

也

顔

師

古

曰

今

其

城

東

二

十

里

所

有

故

臺

基

其

處

寛

博

據

此

則

梁

孝

王

之

苑

內

離

宫

巳

在

大

梁

城

東

所

云

三

百

里

之

廣

安

知

梁

孝

湖

非

其

舊

蹟

不

然

何

以

故

老

相

傳

獨

有

梁

孝

湖

之

名

耶

續

縣

志

之

說

亦

似

未

盡

荒

淸
水
故
縣
治
舊

志

云

卽

小

陶

鎭

也

創

革

不

可

考

邑

人

張

友

正

云

淸

水

縣

治

在

小

陶

集

其

城

隍

廟

及

應

祀

諸

神

祠

俱

存

金

時

小

陶

半

屬

西

華

半

屬

淸

水

隍

廟

卽

臨

界

今

自

小

陶

至

三

家

店

東

三

十

里

俱

屬

西

華

未

詳

何

時

省

入

卽

志

亦

無

明

文

金

崇

慶

元

年

臨

建

修

沙

□

橋

□

□

在

後

刻

汴

梁

路

陳

州

淸

水

縣

巡

檢

司

□

西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今

復

扶

立

至

元

二

十

九

年

二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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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云

□

□

□

攷

產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鎭

焉

□

□

□

屯

田

許

下

於

□

之

南

開

□

□

翁

及

以

通

漕

□

□

□

□

柏

桩

河

形

□

存

此

名

合

瀛

之

由

宋

崇

寧

時

□

寧

議

郎

管

勾

昌

府

合

流

鎭

煙

火

公

事

兼

兵

馬

都

監

武

騎

尉

賜

緋

魚

袋

王

師

伏

駐

轄

于

此

見

壽

聖

院

僧

崇

昌

㙮

銘

金

崇

慶

時

有

敦

武

校

尉

令

流

鎭

商

稅

務

都

監

進

士

張

鎡

駐

轄

于

此

見

許

州

臨

縣

建

修

沙

溝

石

橋

記

至

俗

名

小

窑

有

周

世

宗

燒

造

之

魄

賔

無

考

據

卽

小

陶

之

名

亦

無

取

義

應

仍

名

合

流

鎭

張
公
藝
故
里
在

縣

西

四

十

五

里

叢

桑

村

庠

生

李

璣

詳

考

始

末

云

張

公

藝

始

祖

遷

于

南

北

朝

及

唐

九

世

同

居

後

因

水

患

流

寓

山

東

留

支

裔

于

濱

河

書

□

以

守

家

廟

墳

塋

供

奉

祭

掃

迄

今

三

十

二

世

矣

世

遠

代

更

數

經

兵

火

雖

家

廟

無

存

而

遺

蹟

猶

在

現

有

淸

神

祠

顧

㑹

臺

濱

河

書

院

快

活

潭

磚

井

七

十

二

紅

白

石

舊

各

一

窩

深

而

穿

又

有

前

後

二

倉

門

乃

當

時

積

儲

之

所

明

萬

歴

年

間

土

人

石

繼

能

掘

出

鎭

宅

銀

一

錠

重

八

十

西

兩

上

刻

張

公

藝

□

氏

記

邑

令

陳

文

燦

查

視

因

名

爲

張

公

村

乃

建

祖

奉

□

顧

㑹

臺

卽

唐

高

宗

幸

張

公

藝

宅

駐

蹕

之

所

濱

河

書

院

亦

在

叢

桑

村

沙

河

北

岸

今

名

張

家

灣

張

之

後

人

居

焉

國

朝

康

熙

年

間

邊

姓

浴

于

河

得

金

二

錠

有

張

公

藝

姓

名

云

凉
馬
臺
在

北

柳

城

之

西

亦

魏

鄧

艾

築

廣

數

十

畝

高

可

五

六

尺

通

志

云

陳

靈

公

築

今

巳

湮

平

地

微

見

窿

起

耳

續

縣

志

亦

以

爲

東

苑

故

跡

鹿
城
在縣

西

南

六

十

里

明

邑

人

馬

魴

作

西

華

志

未

及

半

遇

劉

六

劉

七

之

亂

未

成

書

而

猶

見

遺

稿

云

鹿

城

□

陸

城

乃

栗

陸

氏

故

都

考

証

甚

詳

今

亡

之

矣

姑

存

其

說

于

此

都
城
在

縣

西

三

十

里

鄧
城
縣

城

北

三

國

魏

安

西

將

軍

鄧

艾

屯

兵

地

柴
城
在

縣

西

四

十

里

周

世

宗

建

舊

志

云

昔

于

小

窑

燒

造

積

薪

于

此

故

名

今

有

東

西

柴

城

西

柴

城

卽

小

陶

集

西

南

之

牛

家

砦

其

農

神

祠

云

牛

家

砦

西

柴

城

也

東

柴

城

在

小

陶

東

五

里

關
口
鎭
在

縣

西

北

前

代

立

巡

檢

司

于

此

黑
軍
寨
在

關

口

鎭

之

西

元

時

屯

兵

守

禦

處

務
官
臺
在

縣

西

南

九

十

里

前

代

□

□

官

□

屯

丁
蘭
宅
在

縣

東

北

三

十

里

蘭

本

河

□

人

□

□

于

此

通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傳

刻

木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家
像
林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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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八

□

木

森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猶

存

其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固
廂

七
里
倉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貯

之

□

迈

古

□

流

鎭

文
宣
寨
在

小

陶

集

西

五

里

明

季

之

亂

里

人

築

□

□

□

迎

小

陶

集

夫

子

像

以

祀

後

奉

主

入

廟

故

名

文
昌
寨
在

縣

西

南

七

十

里

寨

內

有

文

昌

閣

故

名

邑

人

理

寒

石

題

云

孝

友

集

風

雲

英

賢

羣

矢

周

王

雅

詩

書

穩

城

輦

嵩

洛

雄

推

君

子

耳

里
甲

明
洪
武
時
編
戸
十
三
里
正
統
間
增
六
里
天
順
時
增
二
□

九
里
嘉
靖
九
年
併
十
二
里
三
十
四
年
增
二
十
二
里

國
朝
順
治
四
年
歸
併
四
里
今
又
編
戸
二
十
里

平
一

平
二

平
三

平
四

平
五

樂
一

樂
二

樂
三

樂
四

樂
五

安
一

安
二

安
三

安
四

安
五

寧
一

寧
二

寧
三

寧
四

寧
五

弭
盗
莫
善
於
保
甲
邑
令
宋
恂
履
任
後
親
查
華
邑
保
□

居
民
錯
處
尙
有
未
淸
遂
率
同
僚
屬
分
路
徹
底
淸
查
挨

牌
順
甲
捐
造
冊
籍
邑
令
隨
時
抽
查
宵
小
不
能
匿
跡
居

民
安
枕
所
有
規
條
開
列
于
後

一
縣
境
南
北
八
十
里
東
西
一
百
里
東
北
至
西
南
一
百
六

十
里
東
南
至
西
北
八
十
里
東
隣
淮
寧
縣
太
康
縣
西
□

□
□
縣
鄢
陵
縣
臨

縣
南
隣
商
水
□
上
蔡
縣
北
隣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大
□
□
庄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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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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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九

□
□
□
□

一
本
縣
於
乾
隆
十
五
年
三
月
十
□
日
到
任
治
事
因
思
□

盗
安
民
莫
善
保
甲
又
奉
前
院
憲
鄂

頒
有
規
條
遵
照

奉
行
隨
自
捐
備
門
牌
冊
籍
紙
張
出
示
嚴
禁
胥
役
保
正

人
等
不
許
借
稱
造
冊
換
牌
名
色
私

累
民

一
編
排
保
甲
以
十
戸
立
一
牌
頭
十
牌
立
一
甲
長
十
甲
立

一
保
正
每
設
一
保
方
圓
一
十
里
爲
率
共
設
保
正
一
百

零
九
名
甲
長
三
百
四
十
六
名
烟
戸
淸
冊
二
百
一
十
八

本
一
存
官
一
給
保
正
以
備
稽
查
塡
註

一
每
處
保
正
各
給
循
環
空
白
印
簿
二
本
如
有
遷
去
移
來

及
分
析
之
戸
牌
頭
卽
持
十
家
牌
赴
甲
長
處
將
遷
去
者

註
明
某
月
日
已
遷
往
何
處
將
門
牌

銷
移
來
分
析
者

卽
註
明
從
何
處
移
來
何
戸
分
出
如
移
來
之
戸
內
有
異

籍
必
確
知
來
歴
有
的
實
土
著
人
引
進
房
主
方
許
給
房

居
住
如
戸
內
續
買
奴
婢
收
留
雇
工
俱
令
查
明
根
底
有

的
實
中
保
方
許
收
買
牌
頭
一
體
註
牌
入
冊
有
贖
身
辭

去
及
戸
丁
內
有
逃
亡
事
故
者
亦
隨
時
註
牌
于
甲
冊
內

開
除
甲
長
知
㑹
保
正
註
冊
并
塡
入
循
環
簿
每
逢
月
朔

□
正

簿
送
官
倒
換
查
考
卽
于
存
冊
內
照
依
收
除
淸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保
正
領
同
□
□
戸
□



ZhongYi

西
華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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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
□
聽
侯
查
㸃

一
保
正
甲
長
有
盤
詰
盗
逃
稽
查
一
切
違
禁
事
件
之
責
必

須
明
白
公
正
識
字
之
人
充
當
本
縣
隨
時
隨
事
留
心
甄

别
逐
漸
更
換
保
正
務
令
各
甲
里
民
公
舉
甲
長
責
成
保

正
開
報
騐
明
收
充

一
諭
令
保
正
甲
長
督
率
牌
頭
稽
查
牌
內
如
有
容
留
面
生

託
名
親
友
訪
投
傭
工
藝
業
者
牌
頭
務
必
問
明
來
踪
察

其
形
跡
稍
有
可
疑
卽
報
知
甲
長
驅
逐
逐
而
不
走
或
濳

踪
匿
跡
夜
聚
曉
散
卽
通
知
保
正
禀
官
拘
䆒

一
守
望
輪
替
原
係
閭
閈
自
保
身
家
非
比
在
官
徭
役
凡
城

關
大
庄
人
烟
稠
宻
之
處
每
百
戸
內
夜

更
夫
二
名
各

執
梆
鑼

丁
二
名
各
持
器
械
其
餘
村
庄
五
十
戸
以
外

者
亦
照
此
排
撥
五
十
戸
以
內
者
减
半

出
無
分
雨
雪

寒
暑
週
圍
巡
邏
一
遇
有
警
則
梆
鑼
亂
擊
村
衆
齊
起
追

拿
奮
力
獲
賊
照
例
給
賞
偷
安
踈
失
分
别
責
懲

一
民
間
向
有
濠
墻
柵
欄
之
處
務
令
不
時
修
浚
卽
素
無
濠

柵
之
村
庄
如
烟
戸
聚
處
有
要
隘
可
以
建
柵
挑
濠
者
亦

勸
諭
添
設
一
體

人
輪
守

明
方
啟
昏
黑
卽
閉
禁
止

□
行
如
有
違
犯
查
出
䆒
處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左
□
□
人
住
□
之
處
□
□
壘
砌
流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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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一

□
□
□
□
惟
婦
女
及
老
㓜
殘
廢
窮
民
聽
其
安
□
□
□

亦
不
許
保
甲
牌
頭
借
端
凌
虐
生
事

一
凡
有
走
索
跑
解
弄
猴
打
拳
秧
歌
戱
法
唱
曲
說
書
賣
□

筭
卦
及
無
衣
單
度
牒
之
遊
方
僧
道
內
中
多
有
奸
宄
繼

跡
槪
行
出
示
嚴
禁
市
鎭
村
庄
集
塲
廟
㑹
不
許
容
留
□

錢
歇
店
飯
舖

觀
寺
院
不
許
容
留
住
宿
如
敢
在
境
逗

遛
保
甲
查
拿
禀
䆒
逓
解
本
籍

一
境
內
大
小
坊
店
飭
令
墻
垣
門
戸
修
葺
高
固
各
給
循
環

印
簿
凡
遇
月
朔
交
與
保
正
送
官
倒
換
每
晚
投
宿
行
客

問
明
籍
貫
姓
名
來
踪
去
跡
將
騎
䭾
夥
件
數
目
一
一
登

塡
該
管
保
甲
牌
頭
不
時
稽
查
但
有
遺
漏
不
登
或
經
保

甲
查
禀
或
别
經
發
覺
務
加
懲
處

一
縣
境
東
南
西
北
四
路
凡
有
與
隣
封
接
壤
及
大
路
村
庄

并
烟
戸
稠
宻
之
處
本
縣
公
事
之
暇
卽
詣
各
處
親
身
逐

㸃
如
有
戸
口
與
牌
冊
內
不
符
者
定
行
訊
明
分
别
責
懲

其
餘
村
庄
分

教
官
典
史
前
往
查
㸃
本
縣
遇
有
相
騐

踏
勘
因
公
下
鄉
復
加
抽
查
自
近
至
遠
週
而
復
始
委
係

實
力
奉
行
不
敢
虛
應
故
事
是
以
年
來
並
無
盗
刼
之
衆

地
方
寧
靖
每
有
外
來
匪
類

匿
境
內
屢
經
盤
獲
經
□

乾
隆
十
六
年
八
月
二
十
日
本
縣
親
□
西
□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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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二

地
畝
路
經
宋
家
廬
順
□
□
甲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續
獲
盗
犯
郭
成
尹
二
年
王
臣
李
海
俱
係
淮
寧
太
康
□

水
寧
陵

縣
中
牟
等
邑
被
刼
各
案
內
確
盗
先
後
詳
□

荷
蒙
各
憲
嘉
奬
現
已
開
送
職
名
隨
招
附
請
敘
議
在
□

坊
巷

繡
衣

憲
臺
以

上

李

澄

天
寵
貤
封

淸
朝
都
諫

天
使
朝
鮮
以

上

王

敬

民

鳴
鳳
周朱

亞
魁
王瀾

宜
陽
鳴
鳳
王漣

兄
弟
進
士
胡

嘉

□

胡

嘉

挂

貞
節
坊
九

張
紹
武
妻
田
氏

馬
振
妻
凌
氏

馬
選
妻
李
氏

馬
旺
妻
楊
氏

龔
朝
妻
謝
氏

齊
登
雲
妻
朱
氏

劉
璘
妻
王
氏

劉
珩
妻
朱
氏

劉
琪
妻
馮
氏
以

上

坊

表

縣
前
大
街

東
門
大
街

南
門
大
街

北
□
大
□
□

□
□
街

城
隍
廟
□
以

□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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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三

學
巷

寺
巷

火
星
廟
巷

牛
王
廟
巷

䖍
□
王
□

巷

吕
家
衚
衕

賀
家
衚
衕
以

上

□

衚

衕

□
鎭

城
內
□

舖

㑹

自

十

月

初

八

三

初

□

日

每

日

集

東
橋
集
城

東

三

里

每

日

集

道
陵
□

城

三

十

里

䨇

日

集

東
夏
亭
城

東

三

十

五

里

輪

舖

㑹

自

九

月

初

六

至

初

十

日

䨇

日

集

李
□

口
城

東

三

十

里

䨇

日

集

淸
河
驛
城

東

二

十

五

里

單

日

集

龍
池
頭
城

西

十

里

單

日

集

石
□
集
城

西

十

里

卽

古

習

賜

城

䨇

日

集

尹
家
坡
城

西

十

八

里

單

日

集

新
興
集
□□

三

十

里

䨇

日

集

老
窩
集
城

西

七

十

里

䨇

日

集

朱
家
灣
城

西

二

十

里

䨇

日

集

龍
勝
□

□

四

十

里

輪

舖

㑹

自

九

月

□

八

至

二

十

日

單

日

集

七
里
倉

里

單

日

集

姚
家
□
□

城

里

單

日

集

冷
飯
店
城

里

單

日

集

西
夏
亭
西

三

十

里

每

日

集

䨇
□
□

集
西

四

十

里

䨇

日

集

陸
城
集
西

二

十

里

單

日

集

渠
村
西

三

十

五

里

䨇

日

集

小
陶

集
西

五

十

里

輪

舖

㑹

自

九

月

十

三

至

十

六

日

每

日

集

集
岡
村
西

六

十

里

䨇

日

集

果
園

村
西

六

十

九

里

單

日

集

五
龍
集
西

七

十

里

輪

舖

㑹

自

九

月

三

十

至

十

月

初

二

䨇

日

集

奪
□

集
西

七

十

里

單

日

集

磚
橋
西

八

十

里

輪

舖

㑹

自

十

月

初

八

至

初

十

日

䨇

日

集

吳
家
店

西

八

十

里

䨇

日

集

南
流
渡
口
西

八

十

五

里

單

日

集

泥
十
店
城

南

二

十

五

里

每

日

集

馮
家
橋
南

二

十

里

單

日

集

田
家
口
城

北

十

里

䨇

日

集

思
都
岡
北

十

八

里

䨇

□

集

馬
山
營
北

二

十

里

輪

舖

㑹

自

十

月

十

二

至

十

五

日

單

日

集

紅
花
集
北

二

□

里

輪

□

㑹

自

十

月

十

七

至

二

十

日

䨇

日

集

聶
堆
集
北

三

十

里

䨇

日

集

潘
岡
集
北

三

□

里

□

□

集

逓
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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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四

本
縣
逓
舖
共
七
處
額
設
舖
司
二
十
一
名

縣
前
總
舖
舖

司

六

名

葦
園
舖
離

城

十

里

通

本

府

設

舖

司

二

名

淸
河
驛
舖
離

城

二

十

五

里

通

本

府

設

舖

司

三

名

紅
花
集
舖
離

城

二

十

五

里

通

扶

溝

縣

設

舖

司

三

名

莊
子
舖
離

城

四

十

里

通

臨

頴

縣

設

舖

司

三

名

孔
家
砦
舖
離

城

十

五

里

通

商

水

縣

設

舖

司

二

名

李
方
口
舖
離

城

三

十

里

通

商

水

縣

設

舖

司

二

名

驛
站

本
縣
實
在
額
設
驛
站
銀
貳
百
伍
拾
伍
兩
壹
錢
壹
分
壹

毫
遇
閏
加
額
銀
貳
拾
㭍
兩
貳
分
参

肆
毫
內
分

起
解
司
庫
協
撥
改
解
銀
壹
百
貳
拾
捌
兩
貳
錢
壹
分
肆

叁
毫
遇
閏
加
額
銀
拾
陸
兩
捌
錢
貳
分
叁

肆
毫

起
解
道
庫
裁
扣
壹
拾
捌
兩
遇
閏
加
額
銀
壹
兩
伍
錢

現
設
驛
馬
四
匹
每
匹
日
支
草
料
銀
伍
分
歲
支
銀
㭍
拾

貳
兩
遇
閏
加
額
銀
陸
兩

現
設
馬
夫
二
名
每
名
日
支
工
食
銀
肆
分
伍

歲
支
銀

叁
拾
貳
兩
肆
錢
遇
閏
加
額
銀
貳
兩
㭍
錢

鞍
屜
等
項
銀
肆
兩
肆
錢
玖
分
伍

捌
毫

以
上
欵
項
銀
數
照
歴
年
奉

驛
道
□
發
□
冊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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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五

□
□
□
□
□
載
□
□
□
□

□
政

□
縣
豈
濟
堂
一
所
草
房
二
十
間
門
樓
一
□
□
□
□
□

二
年
爲
細
籌
足
民
等
事
蒙

前
督
院
王

通
飭
查
辦
前
縣
劉
焜
設
法
勸
□
□
□
□

銀
五
十
兩
以
爲
倡
旋
據
鹽
商
錢
仁
當
商
張
□
□
□
□

衿
李
震
普
等
陸
續
捐
銀
幾
及
二
千
兩
建
造
房
屋
卽
□

十
二
年
置
買
山
子
頭
坡
地
一
頃
一
十
四
畝
六
分
九
釐

八
毫
又
買
東
關
外
義
塜
地
二
畝
六
釐
一
毫
又
于
雍
正

十
三
年
置
買
立
樓
岡
高
地
一
頃
六
十
四
畝
六
釐
八
毫

共
計
置
買
地
二
頃
八
十
畝
八
分
二
釐
七
毫
又
據
武
生

吕
官
捐
石
羊
村
地
一
頃
貢
生
張
華
捐
斧
柯
村
地
三
畝

四
分
生
員
薛
獻
可
捐
南
嶺
地
二
十
七
畝
五
分
三
釐
□

毫
又
于
乾
隆
三
年
據
本
縣
田
家
口
人
投
旂
之
□
□
□

張
世
恩
捐
地
十
二
畝
八
分
七
里
共
計
捐
地
一
□
□
□

三
畝
八
分
五
毫
通
共
地
四
頃
二
十
四
畝
六
□
三
□
□

毫
內
除
乾
隆
四
年
大
水
冲
壞
立
樓
岡
高
地
七
□
□
□

七
分
竟
成
濠
溝
不
可
耕
種
現
今
實
存
地
三
頃
□
□
□

九
分
三
釐
四
毫
詳
明
招
佃
裸
種
每
年
納
麥
□
□
□
□

䂖
七
斗
三
升
三
合
五
勺
谷
租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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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六

□
五
□
□
雍
正
十
三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有
捐
項
銀
三

百
兩
交
給
當
商
營
運
長
年
二
分
生
息
又
乾
隆
九
年
詳

明
將
宜
濟
堂
內
餘
剩
麥
䂖
糶
銀
一
百
四
十
兩
交
給
當

商
長
年
二
分
生
息
二
共
交
當
生
息
銀
四
百
四
十
兩
每

年
計
收
生
息
銀
八
十
八
兩
詳
委
貢
生
胡
淙
李
墧
收
管
宜

濟
堂
租
息
以
及
支
發
貧
民
口
粮
該
紳
等
經
理
八
年
有

餘
多
有
捐
墊
之
煩
迨
乾
隆
七
年
于
調
劑
普
濟
等
堂
事

案
內
蒙

前
藩
憲
趙

以
各
州
縣
給
發
口
粮
多
寡
不
一
議
照
養

濟
院
孤
貧
口
粮
支
發
之
例
每
名
月
給
銀
三
錢
冬
月
給

綿
衣
銀
四
錢
按
年
報
銷
等
因
前
縣
介
錫
齡
卽
歸
本
縣

辦
理
並
報
明
本
縣
現
有
谷
麥
租
稞
是
以
改
給
貧
民
每

名
日
給
谷
一
倉
升
鹽
錢
二
文
冬
月
給
綿
衣
銀
四
錢
目

下
照
此
辨
理
但
堂
內
經
費
止
能
收
養
年
老
男
婦
貧
病

窮
民
五
十
餘
名
而
欲
求
入
堂
者
甚
多
苦
于
經
費
不
足

乾
隆
十
七
年
十
月
內
知
縣
宋
恂
奉

撫
部
院
通
飭
籌
添
經
費
業
經
設
法
辦
理
巳
有
成
數
詳

請
立
案

籌
添
宜
濟
□
□
□
□

邑

令

宋

恂

□
□
府
西
華
縣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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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七

事
乾
隆
十
七
年
十
一
□
□
一
□
□

本
府
正
堂
高

牌
開
乾
隆
十
七
年
十
月
二
十
六
日
□

布
政
司
票
乾
隆
十
七
年
十
月
十
四
日
蒙

撫
部
院
牌
開
照
得
窮
民
無
告
爲
王
政
所
先
凡
此
老
㓜

㷀
獨
之
人
尤
爲

聖
心
所
軫
念
司
民
牧
者
自
應
仰
體

皇
仁
加
意
撫
恤
豫
省
自
前
督
院
王

飭
令
州
縣
各
設
普
濟

堂
以
收
養
窮
民
勸
諭
紳
商
捐
輸
或
地
或
銀
除
建
葢
房

屋
外
其
餘
生
息
取
租
以
爲
堂
內
衣
食
之
用
法
良
意
美

迄
今
幾
二
十
年
窮
民
實
被
其
澤
惟
是
經
費
無
多
收
養

不
能
普
遍
在
當
年
因
設
立
之
始
規
模
未
備
後
人
誠
善

爲
奉
行
使
經
費
日
充
則
收
養
自
可
日
廣
無
如
州
縣
官

徒
循
故
事
以
從
前
報
銷
名
數
爲
定
額
現
在
各
處
所
養

不
過
十
數
名
至
數
十
名
而
止
此
外
不
乏
顚
連
困
苦
之

狀
廹
切
具
呈
攔
輿
哀
愬
總
以
經
費
無
出
候
缺
項
補
一

言
了
事
而
人
多
缺
少
頂
補
無
期
以
致
前
項
窮
民
飢
寒

交
廹
有
轉
死
道
路
者
殊
堪
悲
憫

本
部
稔
悉
民
隱
因

思
好
善
人
有
同
情
倡
行
于
昔
者
寧
不
可
繼
美
于
今
豫

□
民
風
淳
厚
殷
實
之
家
急
公
慕
義
此
遇
地
方
公
□
□

□
□
□
爭
先
□
此
□
□
□
□
□
爲
□
在
□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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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八

□
從
惟
在
地
方
有
司
設
法
調
劑
善
爲
勸
諭

經
□
□

裕
自
可
收
養
無
遺
不
特
有
濟
窮
民
亦
可
共
彰
義
舉
合

行
通
飭
爲
此
仰
司
官
吏
照
牌
事
理
卽
轉
飭
所
屬
各
將

普
濟
堂
所
有
經
費
確
核
勸
諭
富
厚
紳
民
以
及
鹽
當
商

賈
各
量
力
捐
輸
就
願
輸
之
多
寡
該
州
縣
或
自
行
給
匾

或
請
府
州
給
匾
捐
至
一
百
五
十
兩
以
上
者
詳
請
本
部

院
給
匾
以
示
奬
勵
所
捐
銀
兩
或
交
當
生
息
置
産
收
租

酌
量
辦
理
統
歸
堂
內
爲
收
養
貧
民
實
用
貲
産
旣
裕
凡

有
愿
入
堂
者
卽
行
收
入
不
必
候
缺
項
補
如
是
雖
未
能

無
一
夫
不
獲
而
窮
民
之
被
澤
實
多
但
須
聽
人
情
願
不

可
抑
勒
科

致
滋
擾
累
亦
不
可
急
廹
從
事
速
求
見
功

葢
收
養
窮
民
原
係
陸
續
收
入
願
捐
銀
兩
亦
可
陸
續
聽

輸
不
妨
稍
寛
時
日
也
再
查
普
濟
堂
房
屋
大
槪
俱
屬
有

限
窮
民
不

居
住
往
往
散
處
他
所
亦
宜
添
備
勸
捐
之

後
約
計
房
屋
共
需
若
干
卽
動
用
建
葢
堂
內
本
有
餘
地

卽
在
堂
內
如
無
餘
地
另
擇
空
閒
處
所
添
建
止
須
草
房

以
省
工
料
務
使
窮
民
俱
入
其
中
毋
致
棲
身
失
所
行
□

半
年
後
各
將
勸
捐
銀
數
存
堂
置
産
及
添
建
房
屋
各
□

由
照
依
往
例
造
冊
報
查
現
在
時
□
隆
冬
凡
有
□
□
□

□
人
堂
者
天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

ZhongYi

西
華
縣
志

卷
之
三
建
置
志

五
十
九

各
州
縣
宜
另
行
收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活
以
十
一
月
爲
始
至
□
月
底
北
侯
二
月
春
融
聽
其
自

行
謀
食
分
别
辦
理
仍
於
本
年
十
一
月
底
將
收
養
名
數

給
發
口
粮
襖
褲
數
目
開
摺
呈
送
其
外
來
少
壯
流
丐
立

卽
驅
逐
或
押
解
囘
籍
安
插
不
得
容
留
滋
事
若
老
㓜
殘

疾
路
近
者
酌
送
囘
籍
路
遠
者
亦
一
體
收
養
免
致
路
斃

此
項
費
用
無
幾
該
州
縣
力
能
捐
備
務
須
實
心
料
理
勿

徒
視
爲
具
文
以
空
言
塞
責
勉
之
毋
違
等
因
到
司
行
府

蒙
此
擬
合
就
行
爲
此
仰
縣
官
吏
查
照
奉

院
牌
行
事
理
卽
便
逐
一
查
照
辦
理
務
須
籌
畫
盡
善
□

置
得
宜
使
窮
民
均
沾
實
惠
以
副

上
憲
軫
念
民
瘼
之
至
意
仍
將
奉
行
緣
由
具
文
徑
報

布
政
司
分

巡

守

道
曁
本
府
查
考
毋
違
等
因
到
縣
蒙
此

職
遵
卽
出
示
曉
諭
諄
切
勸
捐
務
期
好
義
紳
士
踴
躍
樂

輸
當
將
奉
行
緣
由
報
明
在
案
嗣
於
乾
隆
十
八
年
二
月

十
三
日
據

縣
監
生
于
銳
于
洮
于
銓
于
大
平
于
允
玠

具
呈
爲
酌
撥
廟
地
懇
恩
轉
詳
以
廣
宜
濟
事
呈
稱
情
緣

新
集
三
官
廟
舊
有
生
等
曾
祖
于
登
俊
施
舍
廟
地
三
□

餘
畝
詎
僧
人
因
廟
地
饒
有
餘
資
彼
此
爭
質
結
訟
不
□

去
年
□
□
□
□
與
□
□
□
□
又
□
□
告
蒙
案
下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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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
各
僧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由
□
□
□
□
□
所
□
三
□

廟
諭
□
□
□
安
僧
供
奉
香
火
實
廟
內
神
聖
之
福
遠
□

村
民
無
不
仰
頌
惟
隨
廟
地
畝
過
多
歴
來
僧
人
習
于
□

暖
便
滋
外
好
因
思
現
奉

撫
院
大
人
念
切
無
告
窮
□

通
行
豫
省
籌
添
普
濟
堂
經
費
蒙
案
下
出
示
勸
捐
剴
切

詳
明
生
等
深
愧
未
能
多
助
已
資
故
有
酌
撥
廟
地
歸
入

宜
濟
堂
之
請
亦
惟
酌
盈
濟
虛
之
計
仰
荷
案
下
褒
奬
優

隆
令
生
等
清
查
現
存
廟
地
酌
量
分
撥
妥
議
具
呈
聽
聞

之
下
旣
感
且
慚
今
生
等
將
廟
地
逐
一
淸
查
除
去
惡
僧

性
暇
自
坤
恒
修
等
售
賣
地
畝
無
可
着
追
請
免
䆒
追
外

現
在
實
存
廟
地
二
頃
六
十
一
畝
一
分
六
釐
一
毫
悉
屬

膏
腴
之
産
價
値
二
千
餘
金
伏
念
佛
家
原
重
剋
苦
勤
修

不
事
繁
華
靡
費
生
等
邀
同
親
族
鄉
耆
悉
心
公
議
將
來

三
官
廟
另
招
住
持
約
畧
四
五
衆
應
請
存
留
廟
地
六
十

一
畝
零
爲
僧
人
焚
修
之
資
頗
足
應
用
餘
地
二
頃
請
歸

本
縣
宜
濟
堂
內
按
西
邑
稞
租
成
例
每
年
所
得
租
稞
足

養
窮
人
三
四
十
名
似
亦
仰
體

憲
仁
之
舉
兼
使
廟
僧
不
致
多
事
生
等
山
主
得
免
跋
渉

之
勞
懇
請
轉
詳
立
案
以
垂
永
久
陰
功
莫
大
朱
衣
萬
代

□
再
奉
論
另
招
妥
僧
一
時
難
覔
且
伊

等
來
歴
猝
難
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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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一

别
叩
乞
飭
令
僧
㑹
司

□
前
往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等
情
據
此
卷
查
乾
隆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初
五
日
據
僧
人

恒
修
控
告
廟
僧
性
暇
自
坤
不
守
淸
規
擅
賣
廟
地
等
情

職
喚
訊
之
下
查
僧
人
恒
修
性
暇
自
坤
悉
於
乾
隆
八

年
犯
案
經
前
任
知
縣
介
錫
齡
驅
逐
俱
有
卷
案
存
據
乃

性
暇
自
坤
仍
然
盤
踞
廟
內
恒
修
名
爲
住
居
白
雲
寺
亦

常
相
往
來
支
用
廟
産
雖
現
在
審
無
犯
法
確
據
而
廟
地

頗
饒
猶
不
足
用
復
敢
盗
賣
齋
田
其
不
守
淸
規
亦
可
槪

見
當
將
恒
修
性
暇
驅
逐
出
境
自
坤
查
無
度
牒
押
令
還

俗
隨
諭
該
山
主
于
銳
等
另
招
妥
僧
住
持
旋
據
監
生
于

銳
于
洮
等
囘
禀
廟
地
過
多
僧
人
屢
次
紛
爭
訐
訟
不
休

禀
請
酌
撥
廟
地
歸
入
宜
濟
堂
內
贍
貧
等
情

職
以
釋

家
原
應
苦
行
焚
修
今
三
官
廟
有
良
田
數
頃
坐
享
厚
利

以
致
性
暇
等
處
沃
思
淫
屢
次
盗
賣
廟
地
爭
訟
無
巳
允

宜
裒
多
益
寡
實
爲
兩
有
禆
益
當
經

職
准
令
該
山
主

監
生
于
銳
等
確
查
現
存
廟
地
酌
量
分
撥
妥
議
禀
奪
在

案
今
據
監
生
于
銳
于
洮
等
具
呈
前
來
隨
詳
奉

本
府
批
示
允
行
除
飭
僧
㑹
司
選
撥
僧
人
前
往
三
官
廟

住
持
外
當
委
典
史
李
大
成
淸
丈
廟
地
叚
落
頃
畝
確
數

并
照
議
將
地
分
撥
淸
楚
□
□
□
□
去
後
□
據
該
典
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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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二

申
稱
遵
赴
新
集
地
方
公
同
山
主
及
該
鄉
保
等
將
現
存

三
官
廟
地
一
一
查
丈
計
地
二
十
五
叚
共
二
頃
六
十
一

畝
一
分
陸
釐
一
毫
俱
坐
落
大
沙
河
南
新
集
地
方
隨
將

附
近
廟
旁
腴
地
十
一
叚
計
地
六
十
一
畝
零
留
給
該
廟

爲
新

廟
僧
焚
修
香
火
之
資
下
餘
地
十
四
叚
計
地
二

頃
稞
給
李
國
棟
等
一
頃
二
十
五
畝
議
定
不
拘
豊
歉
每

年
每
畝
納
麥
稞
四
斗
穀
稞
四
斗
歲
共
收
麥
稞
五
十
䂖

穀
稞
五
十
䂖
又
稞
給
劉
永
祥
等
承
種
地
七
十
五
畝
每

年
每
畝
納
課
銀
七
錢
歲
共
收
稞
銀
五
十
二
兩
五
錢
俱

自
本
年
秋
季
爲
始
至
本
年
二
麥
應
照
三
官
廟
往
例
與

地
戸
各
半
分
收
今
歲
二
麥
雖
屬
豊
稔
因
廟
僧
不
發
牛

種
麥
禾
不
旺
現
在
止
分
收
小
麥
五
十
六
䂖
三
斗
伏
候

飭
令
該
地
戸
運
送
該
堂
爲
貧
民
口
粮
應
用
所
有
稞
約

二
紙
理
合
一
併
申
送
等
情
據
此
該

職
伏
查

縣
宜

濟
堂
一
座
係
雍
正
十
二
年
於
一
件
細
籌
足
民
等
事
案

內
蒙

前
督
院
王

檄
飭
勸
捐
經

縣
前
任
知
縣
劉

焜
遵

奉
辦
理
建
葢
草
房
二
十
間
門
樓
一
座
堂
內
設
有
捐
員

地
四
頃
四
十
餘
畝
□
交
當
生
□
本
銀
三
百
兩
內
除
□

隆
□
年
縣
境
河
堤
冲
决
□
堂
□
□
□
七
□
餘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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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三

□
窪
不
可
耕
種
外
又
乾
隆
九
年
□
縣
前
任
知
□
□
□

齡
將
堂
內
餘
剩
銀
一
百
四
十
兩
詳
明
交
當
生
□
□
□

宜
濟
堂
實
在
義
田
三
頃
五
十
畝
零
每
年
每
畝
收
麥
穩

二
斗
五
升
穀
稞
二
斗
五
升
交
當
常
年
二
分
生
息
本
銀

四
百
四
十
兩
歲
共
額
收
麥
稞
八
十
七
石
七
斗
零
穀
稞

八
十
七
石
七
斗
零
息
銀
八
十
八
兩
按
貧
民
每
名
日
給

穀
子
一
倉
升
鹽
菜
錢
二
文
冬
月
棉
衣
銀
四
錢
并
應
完

義
田
粮
銀
及
藥
餌
棺
木
等
項
通
盤
合
計
向
可
養
男
婦

窮
民
五
十
四
五
名
口
本
不
爲
少
祗
緣

縣
土
瘠
民
貧

不
乏
顚
連
之
軰
苦
於
堂
費
有
限
每
有
向
隅
之
泣

職

目
擊
情
形
寤
寐
未
安
是
以
仰
體

憲
仁
去
年
秋
收
後
勸
諭
紳
商
量
力
樂
輸
捐
建
留
養
局

設
有
經
費
嚴
冬
留
養
窮
民
詳
奉
各
憲
批
允
在
案
嗣
蒙

大
憲
通
飭
籌
辦
普
濟
堂
經
費
仰
見

大
憲
民
胞
物
與
之
至
意
隨
復
出
示
勸
捐
旋
據
監
生
于

銳
等
請
撥
廟
地
歸
入
宜
濟
堂
贍
貧
等
情

職
以
三
官

廟
地
原
係
于
姓
所
捐
之
産
今
于
銳
等
以
廟
地
過
多
廟

僧
屢
次
訐
訟
請
撥
廟
地
二
頃
永
歸
宜
濟
堂
以
作
經
費

衰
多
益
寡
事
屬
可
行
詳
奉

本
府
允
准
今
查
明
地
叚
核
定
稞
租
歲
收
麥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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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四

穀
稞
五
十
石
稞
銀
五
十
二
兩
五
錢
約
計
可
以
添
養
窮

民
三
十
五
六
名
口
則

縣
宜
濟
堂
內
原
舊
新
添
經
費

共
可
養
窮
民
九
十
名
似
屬
充
裕
况
貧
民
原
係
逐
漸
核

實
收
養
現
今
堂
內
原
舊
新
收
貧
民
止
有
七
十
五
名
已

無
額
外
候
缺
之
人
本
年
租
息
尙
有
盈
餘
將
來
再
有
好

義
紳
士
酌
量
捐
輸
便
可
同
盈
餘
租
息
交
商
營
運
從
此

源
源
積
聚
生
息
無
窮
堂
內
經
費
日
裕

邑
無
告
窮
民

永
沾

憲
澤
於
靡
涯
矣
再
查
宜
濟
堂
房
二
十
間
向
止
收
養
五

十
餘
人
僅

居
住
今
若
添
養
三
十
餘
人
似
應
添
建
但

現
無
基
址
且
堂
右
卽
係
去
年
所
設
留
養
局
房
屋
計
有

十
九
間
查
留
養
局
自
十
一
月
起
至
正
月
底
卽
行
停
止

正
可
令
在
堂
窮
民
分
别
男
婦
冬
則
並
處
春
卽
分
居
通

融
住
宿
母
庸
另
添
房
屋
相
應
一
併
聲
明
統
乞

憲
臺
俯
賜
鑒
核
轉
請

上
憲
批
示
立
案
以
垂
永
久
實
爲
公
便
抑

職
更
有
請

者
監
生
于
銳
于
洮
請
撥
廟
地
二
頃
價
値
一
千
四
五
百

金
此
項
廟
地
雖
屬
伊
祖
巳
捐
之
産
但
從
前
捐
輸
入
廟

□
過
求
佛
求
福
誠
爲
私
自
捐
輸
之
項
今
改
歸
宜
濟
堂

□
永
作
經
費
可
以
□
□
□
民
三
□
□
□
□
屬
義
舉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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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五

否
轉
請
酌
量
奬
勵
之
處
伏
候

憲
裁

本
縣
留
養
局
一
所
草
房
十
九
間
門
樓
一
座
係
乾
隆
十

七
年
十
月
知
縣
宋
恂
勸
令
紳
衿
李
峻
極
胡
藴
和
等
公

捐
銀
四
百
兩
交
當
長
年
二
分
生
息
并
據
生
員
惠
紹
周

等
捐
施
基
地
鹽
當
商
捐
助
建
房
銀
六
十
兩
本
縣
自
捐

亷
俸
銀
四
十
餘
兩
建
造
房
屋
詳
明
每
年
十
一
月
起
至

次
年
正
月
底
止
養
贍
無
告
窮
民
以
補
宜
濟
堂
之
不
足

設
立
留
養
所
原
詳

邑

令

宋

恂

西
華
縣
爲
公
懇
設
立
留
養
局
嚴
冬
養
贍
無
告
窮

以

廣

皇
仁

憲
德
事
乾
隆
十
七
年
十
月
十
五
日
據

縣
紳
衿
候

選
通
判
李
峻
極
監
生
胡
藴
和
等
呈
前
事
呈
稱
矜
哀
㷀

獨
王
政
所
先

本
朝
設
立
養
濟
院
之
外
又
設
普
濟
等

堂
凡
以
愛
養
窮

無
㣲
不
至
近
年
更
奉

上
憲
以
時

値
嚴
冬
寒
威
交
廹
恐
外
來
貧
病
窮
民
以
及
本
地
年
老

無
依
之
軰
致
多
凍
斃
飭
令
留
養
蒙
案
下
遵
行
查
辦
捐

資
設
局
峻
極
等
亦
各
量
力
捐
輸
存
活
多
人
野
無
□

號
寒
之
態
實
屬
惠
政
必
須
歲
歲
奉
行
但
按
年
捐
輸
□

□
經
久
峻
極
□
生
逢

盛
世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麥
秋
又
獲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願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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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六

□
□
周
貧
乏
兹
共
捐
銀
四
百
兩
懇
請
交
當
生
息
以
爲

每
年
隆
冬
留
養
貧
民
經
費
叩
乞
轉
申
等
情
又
據
生
員

惠
紹
周
監
生
惠
紹
雪
惠
紹
舒
公
捐
基
地
一
處
鹽
當
商

高
銓
等
公
捐
銀
六
十
兩
以
爲
建
造
留
養
□
房
屋
等
情

據
此

職
查
乾
隆
十
五
十
六
兩
年
冬
月
奉

憲
札
飭
設
法
留
養
貧
民

職
每
年
倡
捐
養
亷
銀
二
十

兩
設
局
留
養
并
令
好
義
紳
衿
經
理
其
事
自
十
一
月
下

旬
起
至
次
年
二
月
初
旬
止
共
養
外
來
本
地
年
老
貧
病

男
婦
窮
民
七
八
十
名
每
年
需
銀
八
九
十
兩
不
等
除

職
捐
銀
二
十
兩
外
餘
俱
紳
衿
量
力
捐
輸
承
辦
在
案
兹

據
紳
商
李
峻
極
等
呈
請
捐
銀
生
息
建
葢
房
屋
前
來
均

屬
義
舉
似
應
准
其
捐
輸
并
查
惠
紹
周
等
所
捐
基
地
卽

在
宜
濟
堂
右
可
建
草
房
十
九
間
門
樓
一
座
約
畧
估
計

共
需
工
料
銀
一
百
兩
零
今
鹽
當
商
共
捐
銀
六
十
兩
不

銀
四
十
餘
兩

職
願
爲
捐
辦
兼
因
目
下
已
届
冬
初

轉
瞬
嚴
寒
不
揣
冐

先
行
備
料
鳩
工
建
造
留
養
局
房

屋
等
情
於
本
年
十
月
二
十
二
日
繕
禀
通
陳
仰
蒙

本
部
院
蔣

批
紳
士
等
公
捐
設
局
每
年
冬
底
留
養
窮

民
足
徵
淳
厚
之
風
亦
由
司
牧
昌
率
之
效
均
屬
可
嘉
仰

布
政
司
轉
飭
照
議
妥
辦
具
詳
立
案
以
垂
永
久
繳
等
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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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七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蒙
此
該

職
遵
將
各
該
□
□
□

□
□
外
隨
傳
喚
當
商
具
領
公
捐
銀
四
百
兩
營
運
生
息

去
後
兹
於
乾
隆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初
一
日
據
該
商
張
盛

興
等
具
領
前
來
議
定
長
年
二
分
生
息
每
年
呈
繳
怠
銀

八
十
兩
取
有
領
状
在
卷
並
查
應
建
留
養
所
房
屋
於
本

年
十
月
二
十
四
日
興
工
巳
于
十
一
月
十
二
日
告
竣
計

建
草
房
十
九
間
門
樓
一
座
共
用
工
料
銀
一
百
二
兩
三

錢
七
分
除
動
支
鹽
當
商
捐
銀
六
十
兩

職
捐
備
銀
四

十
二
兩
三
錢
七
分
每
草
房
一
間
寛
一
丈
一
尺
進
深
一

丈
二
尺
可
住
貧
民
六
七
人
目
下
巳
經
留
養
男
婦
貧
民

五
十
三
名
口
咸
各
得
所
無
不
仰
頌

憲
德
所
有
善
後

事
宜
酌
擬
規
條
臚
陳
于
後

一
留
養
局
宜
造
入
交
代
也
查
現
今
建
葢
草
房
十
九
間
門

樓
一
座
門
戸
齊
全
嗣
後
遇
有
損
折
渗
漏
之
處
應
地
方

官
隨
時
修
葺
所
有
生
息
銀
兩
每
年
冬
令
留
養
窮
民
□

許
動
用
一
年
息
銀
如
有
盈
餘
存
俟
次
年
支
銷
倘
有
不

敷
爲
數
無
幾
亦
應
地
方
官
捐
備
不
得
動
支
本
銀
將
□

續
有
好
義
紳
士
捐
輸
亦
須
詳
明
立
案
統
行
造
入
□
□

前
後
交
代
若
查
有
房
屋
毁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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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八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養
也
查
每
年
十
一
月
初
旬
起
至
□
□

正
月
底
止
設
局
留
養
窮
民
原
以
補
普
濟
堂
之
不
足
□

本
地
外
來
年
老
男
婦
窮
民
實
在
無
依
無
靠
者
方
准
入

局
若
有
親
戚
可
依
以
及
流
丐
惰
民
一
槪
不
准
收
養
□

於
路
過
外
來
窮
民
並
向
係
傭
工
度
日
之
軰
偶
因
患
病

毫
無
依
頼
衣
不
蔽
體

待
斃
亦
准
入
局
調
治
病
痊

外
來
者
卽
行
資
送
囘
籍
本
地
者
仍
令
傭
工
餬
口
不
必

待
至
正
月
底
始
行
停
止
庶
經
費
不
致
缺
少
過
多
游
惰

之
人
勿
能
冐
濫
眞
正
窮
民
得
沾
實
惠

一
口
粮
等
項
宜
循
例
給
發
報
銷
也
查

縣
宜
濟
堂
貧
民

每
名
日
給
口
粮
穀
一
倉
升
鹽
菜
錢
二
又
冬
月
棉
衣
銀

四
錢
今
留
養
局
貧
民
口
粮
鹽

錢
應
仿
照
宜
濟
堂
之

例
按
照
支
給
五
日
一
發
惟
棉
衣
一
項
折
給
銀
兩
令
其

自
備
甫
經
入
局
窮
民
與
常
在
堂
內
者
不
同
必
須
地
方

官
置
就
給
發
方
克
有
濟
但
置
備
新
衣
價
値
不

止
可

於
故
衣
舖
內
揀
買
厚
實
棉
衣
每
件
三
錢
八
九
分
至
四

錢
三
四
分
不
等
縂
以
四
錢
爲
率
倘
窮
民
患
病
撥
醫
調

冶
病
故
者
給
棺

理
義
塜
所
需
藥
鉺
棺
木
亦
照
宜
濟

堂
之
例
銷
算
統
於
事
竣
後
據
實
造
冊
由
府
察
轉
送
司

□
銷
庶
事
有
成
規
□
投
不
致
從
中
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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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九

一
局
內
宜
備
鍋
灶
也
查
貧
民
入
局
孑
然
一
身
所
領
口
粮

無
從
炊
㸑
今
於
局
內
擇
空
房
一
間
備
砌
小
鍋
灶
八
座

聽
各
該
貧
民
或
二
三
人
或
四
五
人
一
起
輸
流
自
行
煮

飯
庶
窮
民
便
於
餬
口

一
窮
民
入
局
宜
先
給
薑
湯
米
粥
也
查
窮
民
甫
經
入
局
悉

係
凍
餒
待
斃
之
人
若
卽
給
口
粮
聽
其
飽
食
必
致
受
傷

病
斃
今
於
局
內
備
有
薑
湯
米
粥
凡
收
入
窮
民
先
給
薑

湯
一
碗
后
給
米
粥
一
頓
潤
其
腸
胃
於
次
日
然
後
按
數

支
給
口
粮
鹽
菜
等
項
以
昭
體
恤

一
局
內
宜
撥
人
經
理
也
查
貧
民
衆
多
必
須
安
置
停
妥
今

選
殷
實
老
成
戸
書
一
名
丁
魯
玉
快
役
一
名
李
文
孝
在

局
經
理
凡
有
窮
民
先
經

縣
騐
明
應
行
入
局
者
各
給

腰
牌
一
面
牌
面
編
定
號
次
書
明
各
窮
民
姓
名
撥
歸
局

內
收
養
該
書
役
查
照
腰
牌
登
入
印
簿
並
註
明
年
歲
住

址
分
别
男
婦

住
房
屋
並
於
各
窮
民
房
屋
內
備
用
麥

楷
墊
厚
三
寸
令
其
棲
息
禁
止
拷
火
以
防
踈
虞

縣
同

典
史
仍
不
時
赴
局
稽
察
務
使
窮
民
得
所
以
上
六
條
謬

抒
管
見
伏
候

憲
臺
批
示
立
案
以
垂
永
久
再
查
留
養
所
房
屋
卽
在
□

濟
堂
右
每
年
□
令
□
□
□
民
多
不
過
七
八
十
人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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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
題
五
六
十
人
所
有
留
養
局
草
房
十
九
間
尙
有
寛
餘
且

春
夏
秋
三
季
係
屬
空
閒
前
奉
通
飭
籌
辦
普
濟
經
費
以

廣
收
養
事
一
案
現
在
遵
行
將
來

縣
宜
濟
堂
經
費
充

裕
堂
內
貧
民
如
添
房
屋
不
敷
居
住
卽
可
於
留
養
所
春

分
冬
併
通
融
樓
止
合
併
聲
明
等
情
詳
奉

各
憲
批
示
嘉
□
允
行

附
載
前
縣
辦
賑
事
宜

邑

令

吳

溶

乾
隆
十
四
年
十
月
初
四
日
蒙
布
政
司
札
諭
乾
隆
十
四

年
九
月
二
十
七
日
蒙

憲
臺
簽
開
據
項
城
縣
登
答
辦
灾
一
檄
頗
爲
明
晰
果
能

如
此
實
力
辦
理
積

差
可
稍
除
灾

自
獲
有
濟
其
現

在
酌
辦
之
處
各
灾
邑
不
難
仿
照
而
行
仰
布
政
司
將
關

要
節
目
再
加
核
定
通
諭
十
五
州
縣
查
明
辦
理
等
因
蒙

此
擬
合
摘
敘
抄
發
爲
此
札
諭
該
縣
官
吏
卽
將
發
去
條

欵
一
紙
悉
心
體
玩
仿
照
實
力
查
辦
仍
將
遵
行
緣
由
通

禀
查
考
毋
違
計
發
冊
一
本
等
因
蒙
此
遵
查
今
歲
賑
務

荷
蒙

憲
臺
飭
發

剔

端
十
五
條
剴
切
詳
明
綱
目
畢
備

職
敢
不
悉
心
體
認
實
力
奉
行
以
期
積

可
以
肅
淸
灾

均
沾
實
惠
兹
復
以
項
城
縣
登
答
關
要
節
目
飭
令
仿



ZhongYi

西
華
縣
志

卷
之
三
建
置
志

七
十
一

□
而
行
仰
見
愼
重
賑
務
至
意
謹
將

縣
遵
奉

憲
檄
及
仿
照
項
城
縣
辦
理
之
處
逐
一
開
列
於
後

一
查
辦
灾
務
必
先
嚴
胥
役
鄉
保
之
作

也
伏
查

憲
檄
所
指
胥
役
鄉
保
之

凡
有
三
條
層
層
摘
發
洞
矚

無
遺
苟
不
嚴
爲
防
範
必
致
受
其
朦
蔽
然
而
鄉
保
之
虛

報
冒
領
必
關
㑹
差
役
差
役
串
結
胥
吏
爲
包
庇
則
胥
吏

實
爲
魁
首
葢
若
軰
視
成
灾
爲
利
藪
查
勘
造
冊
等
項
一

入
伊
手
止
圖
自
飽
谿
壑
豈
顧
他
人
死
生
是
以
灾
地
重

複
詭
寄
灾
民
則
僱
倩
應
名
百

叢
生
而
眞
實
被
灾
㷀

獨
無
告
者
反
不
免
向
隅
之
泣
矣

職
凛
遵
檄
飭
於
鄉

保
呈
到
草
冊
收
入
署
內
不
先
發
房
至
查
勘
之
時
㑹
同

委
員
親
自
擕
帶
分
數
重
輕
必
履
畝
始
定
貧
民
極
次
必

挨
戸
騐
明
應
减
應
增
當
塲
於
草
冊
內
標
註
每
晚
將
本

目
查
過
某
村
庄
某
等
地
若
干
頃
貧
民
極
次
若
干
戸
大

小
若
干
口
結
一
總
數
另
立
一
簿
將
總
數
登
記
以
便
次

日
接
算
查
完
一
地
方
之
後
然
後
將
此
地
方
草
冊
發
房

照
造
淸
冊
止
令
司
書
寫
之
事
不
假
以
操
縱
之
權
自
□

所
施
其
伎
倆
而
差
役
鄉
保
之

亦
無
自
生

一
□
縣
親
□
忍
實
□
□
力
也
伏
查
貧
民
之
極
□
人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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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二

□
□
或
□
經
遠
處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吏
胥
似
此
有
名
無
實
與
不
親
查
何
異

□
凛
遵
□
□

㑹
同
委
員
無
論
窮
鄉
僻
壌
必
家
至
戸
到
查
明
應
賑
之

人
一
面
登
註
草
冊
一
面
卽
發
賑
票
不
使
輾
轉
滋

但

縣
灾
地
遼
濶
戸
口
繁
多
係
與
委
員
分
路
查
勘

職

分
查
被
灾
極
重
之
西
路
矢
公
矢
愼
不
敢
稍
有
遺
濫
委

員
來
自
外
境
不
能
深
知
民
間
虛
實
蒙

本
府
禀
蒙

本
司
飭
令
覆
查

職
隨
又
覆
加
查
騐
並
無
遺
濫
始
以

原
冊
申
送
不
敢
瞻
狥

一
造
冊
紙
筆
跟
役
飯
食
雖
照
例
給
發
仍
不
免

累
也
伏

查
給
發
紙
筆
飯
食
原
以
杜

累
之

但
不

食
用
未

免
借
名
需
索

職
凛
遵
檄
飭
於
查
灾
時
先
已
捐
給
錢

文
後
因
荒
村
僻
路
無
從
買
食
隨
擕
帶
米
麵
做
飯
同
吃

以
免
騷
擾
至
於
冊
籍
則
令
吏
胥
進
署
攢
造
供
給
飯
食

今
項
城
縣
議
稱
每
名
每
日
捐
給
錢
五
十
文
使
其
資
斧

有
餘

職
捐
給
飯
食
事
同
一
例
將
來
散
賑
均
在
城
鎭

不
同
荒
野
之
無
從
買
食
卽
當
仿
照
辦
理

一
强
黠
之
徒
宜
嚴
加
約
束
也
伏
查
賑
恤
之
典
以
惠
窮

苟
强
黠
者
得
以
挾
制
營
私
愚
懦
者
必
致
顚
連
無
告
且

若
軰
貪
得
無
厭
一
遂
其
計
將
來
紏
衆
閙
賑
何
所
不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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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三

不
特
下
害
民
生
抑
且
上
干

國
法

職
凛
遵
檄
飭
時

加
查
察
但
有
前
項
强
㸃
棍
徒
執
法
懲
儆
不
稍
寛
貸

一
成
灾
之
地
宜
令
及
時
佈
種
也
伏
查
現
在
旣
巳
成
灾
全

頼
及
時
佈
種
以
冀
將
來
有
收
倘
必
候
覆
查
必
致
坐
悞

農
業

職
凛
遵
檄
飭
將
積
水
未
消
之
地
設
法
䟽
導
務

期
早
涸
已
經
涸
出
者
勸
諭
及
時
耕
作
現
在
二
麥
俱
巳

佈
種
齊
全

一
散
賑
之
際

竇
尤
多
宜
設
法
調
劑
也
伏
查
貧
民
領
賑

遠
近
不
一
不
爲
籌
畫
必
至
滋
事
紛
爭
是
以
奉

本
司

議
詳
照
例
分
厰
以
便
赴
領

職
業
巳
詳
請
於
小
窑
集

龍
勝
溝
磚
橋
集
遠
近
適
中
之
所
分
設
三
厰
連
在
城
共

有
四
厰
今
項
城
縣
議
以
四
五
百
戸
設
棚
一
所
以
免
擁

擠
尤
覺
便
民
但

縣
灾
戸
繁
多
若
照
四
五
百
戸
一
厰

不
特
監
放
乏
員
卽
印
委
往
來
查
察
亦
難
周
到
應
請
仍

照
前
議
分
設
三
厰
棚
連
在
城
四
處
約
計
鄉
民
赴
厰
總

在
三
十
里
以
內
當
日
可
以
往
返
復
於
散
賑
之
前
預
行

出
示
某
日
先
放
某
某
等
處
某
日
再
放
某
某
等
處
一
日

之
中
先
某
處
次
某
處
逐
一
開
示
明
白

不
致
預
來
守

候
至
期
一
地
方
設
立
一
牌
俱
令
依
牌
魚
貫
而
進
亦
無

□
擠
之
患
每
厰
監
放
俱
係

職
與
委
員
親
身
前
往
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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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四

□
止
令
恊
同
帮
辦
不
能
分
身
先
城
後
鄉
輪
流
周
歴
□

領
賑
之
人
與
倉
書
斗
級
均
須
彈
壓
非
左
集
所
可
專
任

此

職
於
乾
隆
十
二
年
已
經
辦
過
今
仍
照
前
式
酌
辦

至
捐
賦
之
扣
除
完
欠
緩
征
之
摘
比
停
催
必
將
被
水
地

畝
分
别
造
冊
如
應
抵
次
年
之
賦
者
彚
造
一
冊
應
緩
征

者
另
造
一
冊
俱
於
原
冊
各
戸
之
上
逐
一
註
明
如
有
朦

混
一
對
卽
明
項
城
縣
所
議
實
屬
詳
細
當
卽
仿
照
辦
理

一
佃
地
之
人
宜
酌
量
撫
恤
也
伏
查
農
民
種
地
咸
望
有
收

一
經
被
災
無
論
已
地
租
田
同
爲
失
業
均
應
在
賑
濟
之

列
况
無
地
貧
民
與
孤
兒
寡
婦
量
予
賑
濟
全
其
性
命
若

年
力
强

並
不
營
求
生
業
坐
糜
食
粟
則
係
慵
惰
頑
民

無
可
矜
恤
不
在
附
賑
之
列
實
屬
周
宻
自
當
仿
照
辦
理

再
有
手
藝
謀
生
傭
工
度
日
者
向
不
在
賑
例
但
當
此
荒

歉
之
時
民
間
工
作
俱
停
僱
覔
亦
少
坐
食
無
策
亦
覺
可

憫

職
擇
其
實
非
游
惰
無
計
營
求
者
酌
量
予
賑
以
推

廣憲
仁

一
貧
乏
生
員
宜
查
訪
的
實
也
伏
查
應
賑
貧
生
例
由
教
官

開
報
但
教
官
不
無
狥
庇
門
斗
猶
多
分
肥

職
凛
遵
檄

飭
牒
行
儒
學
秉
公
查
辦
並
約
束
門
斗
毋
致
分
肥
仍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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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五

心
訪
查
以
淸

竇

一
聞
賑
歸
來
之
戸
宜
確
查
冒
濫
也
伏
查
田
禾
甫
經
被
灾

農
民
尙
非
朝
不
謀
夕
何
至
卽
行
外
出
卽
有
饔
飱
不
給

之
戸
轉
徙
謀
食
實
屬
無
多

職
凛
遵
檄
飭
㑹
同
委
員

於
查
㸃
時
卽
令
鄉
保
將
該
管
內
有
逃
荒
外
出
者
逐
一

報
明
登
記
以
便
將
來
查
考
其
有
現
在
賑
冊
無
名
卽
稱

聞
賑
歸
來
者
旣
騐
門
牌
又
騐
灶
火
果
係
確
實
亦
准
予

賑
葢
小
民
之
家
有
父
子
兄
弟
同
一
門
牌
而
已
分
㸑
者

止
憑
門
牌
不
賑
則
恐
遺
漏
槪
賑
又
恐
冒
濫
若
灶
火
之

爲
新
爲
舊
爲
冷
爲

一
見
卽
明
故
必
騐
灶
火
旣
免
遺

漏
亦
免

濫

一
大
口
小
口
宜
分
别
歲
數
也
伏
查
賑
濟
口
粮
因
口
之
大

小
分
粮
之
多
寡
難
容
混
淆
但
鄉
間
㓜
童
每
有
年
方
十

一
二
歲
而
食
量
竟
同
於
大
口
者
若
不
酌
量
變
通
仍
無

以
鼓
其
腹

職
凛
遵
檄
飭
㑹
同
委
員
除
十
六
歲
以
上

俱
定
爲
大
口
外
其
十
六
歲
以
下
就
其
身
材
之
大
小
以

定
口
粮
之
大
小
巳
屬
通
融
今
項
城
縣
議
稱
如
一
家
童

稚
數
人
內
有
五
六
歲
至
十
四
五
歲
者
俱
列
入
少
□
□

□
口
食
如
止
一
小
口
年
巳
十
四
五
者
則
列
爲
大
口
□

□
□
以
下
者
仍
列
爲
小
口
尤
見
斟
酌
盡
善
自
當
仿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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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六

□
□

一
勘
不
成
灾
之
戸
宜
酌
借
倉
谷
也
伏
查
旣
不
成
灾
□
□

在
賑
濟
之
列
但
內
有
尙
可
自
給
者
亦
有
不
能
舉
火
□

是
以
定
例
酌
借
倉
粮
以
補
其
匱
乏
地
方
官
豈
可
□
圖

征
還
便
易
慮
及
完
納
不
前
任
意
掯
勒

職
凛
遵
檄
飭

悉
心
體
察
今
歲
麥
收
豊
稔
且
不
成
灾
之
處
秋
禾
雖
覺

歉
薄
猶
屬
有
收
歲
內
尙
可
自
給
至
來
歲
正
月
葢
藏
無

幾
難
免
乏
食
應
請
卽
於
正
月
開
倉
出
借
確
查
有
田
之

家
計
口
授
食
以
資
接
濟
其
無
田
之
人
不
使
乘
機
影
射

再
加
平
糶
使
粮
價
不
致
昻
貴
庶
幾
灾
民
均
可
得
食

以
上
各
條
係

職
遵
奉

憲
檄
並
仿
照
項
城
縣
登
答
之
處
悉
心
體
認
因
地
制
宜

實
力
辦
理
以
期
灾
地
灾
民
各
有
裨
益
是
否
有
當
擬
□

禀
請

憲
鑒
再
奉

憲
檄
飭
有
查
辦
塌
房
兩
條

職
於
被
水

之
後
卽
飭
令
各
鄉
地
查
報
去
後
東
南
兩
路
並
未
報
有

塌
房
之
家
西
北
之
張
八
庄
南
家
坡
等
處
據
該
鄉
地
報

有
塌
房
之
南
宗
儉
李
思
賢
等
五
十
三
戸
俱
係
田
主
庄

房
田
主
自
願
修
葺
不
願
有
費
官
帑
等
語
據
各
田
主
亦

具
呈
到
案
嗣
於
查
騐
戸
口
之
時
見
各
房
有
已
經
修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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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七

□
□
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主
給
發
工
□
是
□
□

□
□
項
亦
未
捐
給
合
併
聲
明
乾
隆
十
四
年
十
月
□
□

□
□

□
部
院
鄂

批
據
西
華
縣
知
縣
吳
溶
具
禀
登
答
辦
賑

事
宜
緣
由
䝉

批
該
令
所
議
各
條
甚
爲
周
詳
果
能
實

力
行
之
於
賑
務
甚
有
禆
益
仰
布
政
司
通
飭
被
水
各
州

縣
叅
酌
而
行
惟
期
灾

有
濟
不
可
稍
存
彼
此
之
見
也

至
正
月
開
倉
出
借
是
否
妥
恊
一
體
通
議
禀
奪
此
繳

武
備

明
宣
德
七
年
始
設
教
塲
在
南
門
外
一
里
亭
三
間
□
一
座

計
地
五
十
畝

駐
防
千
總
舊

駐

扶

溝

康

熙

二

十

七

年

移

駐

陳

元
陳

州

人

行

伍

康

熙

二

十

七

年

任

顏

怡
襄

城

人

武

舉

康

熙

三

十

三

年

任

蓋
永
福
陜

西

三

原

人

行

伍

康

熙

三

十

四

年

任

李
毓
英
關

西

人

功

加

康

熙

四

十

三

年

任

錢

彪
宻

雲

人

行

伍

康

熙

四

十

九

年

任

張
安
國
南

陽

人

行

伍

雍

正

元

年

任

□
□
先
南

陽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□
□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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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八

余
甫
臣
□

寧

人

行

伍

雍

正

十

二

年

任

董
秉
衡
直

靑

縣

人

行

伍

乾

隆

二

年

任

朱

陞
祥

符

□

行

伍

乾

隆

十

□

年

任

馬
文
煥
鄧

州

人

行

伍

乾

隆

十

四

年

任

馬
兵
■
六

名

歩
兵
■
三
十
名

共
駐
防
兵
丁
三
十
六
名

武
職

明
周

文
陳

州

左

□

指

揮

僉

事

陳

揚

州

左

衞

指

揮

劉

瓚
陳

州

左

衞

指

揮

同

知

吕

忠
府

軍

後

衞

指

揮

同

知

楊

名
武

忠

衛

□

所

千

戸

趙

洪
忠

義

后

衞

千

戸

劉
可
畏
守備

王

燦

王
維
樞
河

南

□

□

營

守

□

國
朝
李
明
昉
武

舉

江

南

□

平

衞

守

□

于

洙
辰

常

□

守

軍

守

□

胡
靖
宸
陜

西

□

□

衞

守
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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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九

□
成
龍
□

□

□

守

備

張
圻
翰
武

舉

衞

守

備

凌

謙
武

舉

濟

南

叅

將

凌
作

武

舉

大

成

千

總

于

詮
武

生

興

武

千

總

王
懷
經
行

伍

沈

邱

縣

把

總

陳
漢
儒
武

舉

浙

江

金

華

衢

州

府

守

禦

所

千

總

高

煥
武

進

士

天

津

鎭

玉

田

營

都

司

署

武

淸

營

遊

擊

卷
之
三
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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