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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新
京
福
文
盛
印
書
局
印

懷
德
縣
志
第
十
三
卷

宗
敎

我
國
原
有
神
敎
神
敎
者
何
盖
初
民
之
意
觀
乎
人
類
無
不
各
具
知

覺
然
而
人
之
初
生
本
無
知
覺
者
也
其
知
覺
不
知
從
何
而
來
人
之

始
死
本
有
知
覺
者
也
其
知
覺
又
不
知
從
何
而
去
於
是
疑
肉
體
以

外
別
有
一
靈
體
存
焉
其
生
也
靈
體
於
肉
體
合
而
知
覺
顯
其
死
也

靈
體
與
肉
體
分
而
知
覺
隱
有
隱
現
而
已
無
存
亡
也
於
是
有
人
鬼

之
說
旣
而
仰
觀
於
天
日
月
升
沉
寒
暑
遞
邅
非
無
知
覺
者
所
能
爲

也
於
是
有
天
神
之
說
俯
察
於
地
出
雲
雨
長
草
木
亦
非
無
知
覺
者

所
能
爲
也
於
是
有
地
祇
之
說
總
而
言
之
神
敎
是
也
社
會
信
仰
自

古
爲
昭
不
獨
中
國
然
即
外
國
亦
莫
不
然
特
我
國
於
上
古
時
未
定

宗
敎
之
名
耳
自
中
古
佛
敎
東
來
宗
風
大
振
自
張
道
陵
以
神
仙
附

會
老
子
至
南
北
朝
遂
具
有
一
種
宗
敎
之
勢
力
唐
興
景
敎
漸
盛
回

敎
亦
入
中
國
近
世
天
主
耶
穌
均
各
立
敎
堂
傳
福
音
此
我
中
國
號

稱
宗
敎
者
之
大
凡
也
雖
其
旨
趣
各
殊
信
仰
不
同
而
其
明
心
見
性

之
旨
勸
善
懲
惡
之
心
與
夫
悲
天
憫
人
之
衷
民
胞
物
與
之
量
則
無

不
同
我
國
古
代
文
敎
昌
明
聖
人
不
廢
神
道
其
言
見
於
詩
書
者
比

比
皆
是
盖
示
人
以
敎
無
替
其
對
越
之
忱
衾
影
不
慚
屋
漏
無
愧
推

而
極
之
則
紛
爭
人
類
咸
賴
和
平
信
乎
宗
敎
之
有
益
於
人
國
也
述

宗
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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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新
京
福
文
盛
印
書
局
印

佛
敎

漢
武
帝
破
匈
奴
降
暑
邪
王
得
金
人
而
還
是
爲
佛
像
入
中
國
之
始

王
莽
時
有
景
惠
者
受
月
氏
使
者
伊
存
口
授
佛
經
是
爲
中
國
人
知

佛
經
之
始
然
猶
未
盛
行
也
至
漢
明
帝
遣
蔡
愔
等
至
西
域
求
佛
經

遂
偕
沙
門
迦
葉
摩
騰
竺
法
蘭
而
歸
白
馬
䭾
經
止
於
紅
臚
寺
乃
建

寺
稱
爲
白
馬
寺
二
僧
譯
住
其
中
是
爲
中
國
有
佛
寺
譯
佛
經
之
始

由
是
佛
敎
日
盛
然
猶
未
許
中
國
人
爲
僧
也
及
魏
文
帝
時
初
許
中

國
人
受
佛
戒
爲
僧
中
國
之
僧
於
是
輩
出
厥
後
高
句
麗
建
國
聘
西

僧
宏
通
譯
經
是
爲
仸
敎
入
遼
東
之
始
遼
金
與
元
信
仰
彌
崇
有
淸

混
一
設
僧
錄
司
以
約
束
之
懷
德
於
道
光
元
年
開
墾
至
十
五
年
於

縣
城
建
廟
二
東
關
帝
廟
名
普
濟
寺
西
財
神
廟
名
興
隆
寺
是
爲
懷

德
有
僧
寺
之
始
及
宣
統
紀
元
廟
產
頗
有
沒
收
改
建
學
校
者
共
和

成
立
南
都
寄
禪
和
尙
組
織
中
華
佛
敎
總
會
立
支
部
於
奉
天
而
懷

德
各
寺
藉
免
摧
殘
自
頒
行
管
理
寺
廟
條
例
以
來
舉
凡
叢
林
寺
廟

與
高
潔
沙
門
咸
保
護
之
褒
揚
之
國
家
之
責
亦
佛
敎
之
光
也
茲
將

境
內
各
僧
分
述
於
左

興
隆
寺
　
在
迎
恩
門
內
路
北
淸
道
光
十
五
年
建
祠
宇
三
十
五
楹

住
持
僧
一

普
濟
寺
　
在
城
內
東
街
路
北
道
光
十
五
年
建
祠
宇
二
十
五
楹
住

持
戒
納
僧
一
僧
侶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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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新
京
福
文
盛
印
書
局
印

中
心
廟
　
在
城
內
後
街
淸
咸
豐
年
建

九
聖
祠
　
在
迎
恩
門
外
路
北
淸
光
緖
年
建

關
帝
廟
　
在
撫
近
門
外
路
北
淸
同
治
年
建

淸
林
寺
　
在
城
南
黑
林
鎭
淸
咸
豐
年
建
祠
宇
十
楹
主
持
僧
一

龍
泉
寺
　
在
城
南
黑
林
鎭
淸
光
緖
年
建

三
皇
廟
　
在
城
西
小
邊
屯
淸
光
緖
年
建

娘
娘
廟
　
在
城
西
南
房
框
子
屯
淸
同
治
年
建

道
敎

漢
書
藝
文
志
有
道
家
三
十
七
雖
其
書
不
盡
傳
要
非
後
世
之
所
謂

道
敎
也
自
秦
始
皇
漢
武
帝
好
神
仙
信
方
士
於
是
講
神
仙
術
者
每

附
會
老
子
以
自
炫
後
漢
張
道
陵
著
道
書
廿
四
篇
是
爲
我
國
道
敎

之
濫
觴
厥
後
葛
洪
𡨥
謙
之
等
繼
之
勵
修
道
術
而
道
敎
之
勢
遂
風

靡
一
時
唐
興
祖
老
子
以
道
敎
爲
皇
家
正
敎
宋
又
加
老
子
封
號
賜

張
道
陵
後
以
眞
靜
先
生
之
號
至
元
便
加
張
氏
以
眞
人
之
號
明
因

之
淸
設
道
錄
司
隷
於
禮
部
此
我
國
道
敎
之
原
委
也
而
遼
東
道
敎

則
自
白
雲
長
春
眞
人
歸
元
始
顯
今
中
國
北
部
號
稱
龍
門
宗
者
皆

其
法
嗣
也
有
淸
肇
造
致
虛
眞
人
郭
守
靜
東
來
即
奉
天
太
淸
宮
開

山
之
祖
也
懷
德
原
屬
蒙
人
游
牧
之
塲
敎
信
喇
嘛
至
道
光
初
元
放

墾
有
道
士
寄
居
於
楊
姓
家
說
者
謂
即
楊
大
城
鎭
無
量
宮
之
鼻
祖

焉
光
緖
初
年
樊
敎
魁
爲
無
量
宮
監
院
務
耕
耘
營
商
業
資
產
爲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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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京
福
文
盛
印
書
局
印

縣
寺
觀
冠
而
又
樂
善
好
施
𤍠
心
公
益
故
士
林
稱
之
自
關
東
道
敎

分
會
成
立
後
該
宮
設
立
國
民
學
校
一
級
可
爲
識
時
務
者
矣
茲
將

境
內
各
道
觀
分
述
於
左

無
量
宮
　
在
城
西
北
楊
大
城
鎭
後
街
路
北
淸
道
光
年
建
祠
宇
七

十
五
楹
住
持
道
士
一
道
侶
三
十
八

聖
水
宮
　
在
城
西
淸
光
緖
年
建
祠
宇
五
住
持
道
士
一

碧
霞
宮
　
在
城
西
北
黃
花
甸
子
屯
淸
同
治
年
建
祠
宇
十
住
持
道

士
一

妙
巖
宮
　
在
城
東
南
五
家
子
淸
同
治
年
建
祠
宇
三
主
持
道
士
一

太
平
宮
　
在
城
東
南
平
頂
山
淸
同
治
年
建
祠
宇
七
主
持
道
士
一

靑
雲
觀
　
在
城
西
南
三
道
崗
淸
咸
豐
年
建
祠
宇
五
主
持
道
士
一

回
敎

回
敎
創
自
摩
罕
默
德
唐
初
以
武
裝
神
權
統
一
阿
拉
伯
地
其
敎
惟

崇
信
上
帝
不
拜
他
神
亦
一
神
敎
也
其
敎
師
阿
衡
今
謂
之
阿
訇
其

敎
徒
相
稱
曰
把
每
七
日
値
牛
婁
鬼
亢
四
宿
爲
主
麻
日
敎
民
咸
入

寺
誦
經
祈
禱
每
日
寅
未
申
酉
戍
五
時
爲
主
麻
時
獨
敎
長
敎
師
行

之
其
經
曰
可
蘭
經
結
婚
者
於
寺
內
由
敎
長
立
婚
書
乃
成
禮
喪
葬

延
阿
訇
誦
經
浴
死
以
白
布
纒
之
窆
不
以
棺
其
飮
食
有
禁
忌
禽
有

蹼
獸
非
反
芻
者
不
食
食
則
謂
之
叛
敎
其
入
中
國
也
始
於
唐
至
宋

初
喀
什
噶
爾
酋
長
布
喀
拉
始
信
回
敎
由
是
回
敎
行
於
西
域
及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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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新
京
福
文
盛
印
書
局
印

太
祖
攻
金
其
部
下
之
兵
多
回
回
人
種
而
奉
回
敎
者
太
宗
攻
宋
回

回
人
種
從
之
回
敎
始
入
中
國
本
部
由
明
及
淸
若
新
彊
雲
南
陜
甘

各
省
最
盛
獨
西
藏
蒙
古
不
受
回
敎
之
浸
染
懷
德
昔
爲
蒙
荒
回
敎

甚
鮮
自
光
緖
初
年
楊
小
山
任
懷
德
典
史
時
以
其
係
回
敎
人
爰
捐

資
建
禮
拜
寺
東
南
門
外
自
是
而
後
回
敎
始
較
往
日
爲
多
然
皆
小

本
營
業
未
有
出
人
頭
地
者
民
國
肇
建
回
民
列
在
五
族
之
內
信
敎

又
訂
自
由
之
條
從
此
痛
癢
相
關
休
戚
與
共
將
來
合
天
下
爲
一
家

中
國
爲
一
人
之
盛
軌
不
難
致
也

禮
拜
寺
　
在
城
外
東
南
里
許
信
徒
共
二
百
九
十
二

天
主
敎

天
主
敎
古
謂
之
景
敎
其
東
漸
也
始
於
唐
有
波
斯
僧
名
阿
羅
本
者

持
經
來
長
安
太
宗
命
作
波
斯
寺
度
景
僧
二
十
一
人
𤣥
宗
時
改
名

大
秦
寺
德
宗
時
立
景
敎
流
行
之
碑
則
當
時
景
敎
之
盛
可
知
矣
武

宗
時
其
敎
遂
大
衰
後
有
義
大
利
人
瑪
爾
谷
保
羅
仕
於
元
其
敎
遂

又
東
漸
明
時
與
西
洋
諸
國
交
通
西
人
之
來
傳
敎
者
亦
衆
神
宗
時

利
瑪
竇
至
築
天
主
堂
於
上
海
徐
光
啓
首
信
其
敎
淸
初
亦
用
南
懷

人
等
在
欽
天
監
司
歷
法
只
北
京
建
天
主
堂
二
所
及
英
法
之
役
傳

敎
載
於
約
欵
於
是
英
法
敎
師
徧
內
地
矣
然
奉
天
猶
未
有
也
至
光

緖
初
元
法
國
援
約
傳
敎
東
省
於
是
奉
天
始
有
天
主
敎
由
省
而
縣

漸
次
普
及
庚
子
拳
匪
之
亂
敎
士
敎
民
均
能
捨
生
取
義
矢
死
靡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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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新
京
福
文
盛
印
書
局
印

亦
並
徵
宗
敎
之
入
人
心
者
深
矣
國
將
亡
聽
於
神
淸
之
厄
運
非
天

主
敎
之
不
幸
也
今
者
信
敎
自
由
雖
載
約
法
而
凡
屬
國
民
亦
愼
其

信
仰
斯
可
矣

天
主
堂
　
在
撫
近
門
內
路
北
淸
光
緖
初
年
建
初
有
法
國
人
傳
敎

今
只
有
中
國
人
信
徒
在
堂
司
事
境
內
信
徒
三
百
七
十

耶
穌
敎

耶
穌
敎
與
天
主
敎
同
源
而
異
派
亦
猶
儒
分
爲
八
道
分
爲
三
禪
宗

有
南
北
喇
嘛
有
紅
黃
也
淸
同
治
末
始
入
中
國
北
部
其
入
奉
天
最

晩
而
懷
境
之
有
耶
穌
敎
堂
則
在
淸
光
緖
之
中
葉
初
羅
馬
皇
握
政

敎
二
權
矯
揉
壓
制
固
所
不
免
有
路
德
者
尊
自
由
愛
平
等
遂
獨
創

新
說
特
標
宗
風
世
乃
以
天
主
爲
舊
敎
以
耶
穌
爲
新
敎
所
最
異
者

始
以
門
戶
之
見
勢
如
炭
氷
繼
以
仇
視
之
心
竟
致
戰
鬥
宗
敎
家
本

以
救
世
爲
志
職
而
卒
演
成
以
敎
殺
人
之
浩
刼
亦
宗
敎
家
之
所
不

及
料
者
矣
况
乎
以
我
國
五
千
年
之
文
化
崇
多
神
之
舊
習
而
彼
不

能
因
俗
利
導
竟
欲
去
我
父
子
去
我
鬼
神
惟
彼
一
神
之
是
崇
甚
且

壓
之
以
武
力
餌
之
以
金
錢
堅
之
以
條
約
責
之
以
保
護
宜
乎
中
國

之
人
盡
入
其
殼
中
矣
乃
入
其
敎
者
究
屬
寥
寥
耶
敎
家
可
以
知
中

國
人
民
之
程
度
矣

耶
穌
聖
會
　
在
城
東
南
門
外
路
東
淸
光
緖
十
二
年
設
立
規
模
簡

陋
頗
不
壯
觀
境
內
信
徒
六
十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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