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疆

域

沿

革

表

山

川

形

勝

水

利

圩

隄

津

梁

坊

都

市

鎭

名

蹟

風

俗

土

產

周
禮
形
方
氏
掌
制
邦
國
之
地
域
而
正
其
封
疆
今
郡
縣
猶
古

侯
國
也
非
區
别
形
勝
驗
其
氣
候
察
其
民
風
何
由
按
幅
員
而

懋
化
理
歟
若
夫
象
緯
微
茫
難
以
縷
析
而
劍
氣
上
干
牛
斗
果

得
之
豐
城
推
步
有
徵
矣
至
若
辨
五
地
之
物
生
辨
十
有
二
土

之
名
物
南
昌
江
右
首
郡
則
仰
觀
俯
察
不
可
畧
焉

星
野

周
官
保
章
氏
以
星
土
辨
九
州
之
地
所
封
封
域
皆
有
分
星
以

觀
妖
祥
鄭
司
農
注
星
紀
吳
越
也
賈
公
彥
疏
古
受
封
之
日
嵗

星
所
在
之
辰
國
屬
焉
吳
越
二
國
同
次
者
亦
謂
同
年
度
受
封

故
同
次
也

爾
雅
星
紀
斗
牽
牛
也
郭
璞
牽
牛
斗
者
日
月
五
星
之
所
終
始

故
謂
之
星
紀

史
記
天
官
書
二
十
八
舍
主
十
二
州
斗
柄
兼
之
所
從
來
久
矣

又
曰
吳
楚
之
疆
候
在
熒
惑
占
於
鳥
衡

張
守
節
正
義
熒
惑

鳥
衡
皆
南
方
之
星
故
吳
楚
之
占
候
也
鳥
衡
柳
星
也
南

昌

縣

志

云

熒

惑

五

緯

中

之

火

星

鳥

南

宫

朱

鳥

柳

星

也

衡

太

微

三

光

之

庭

張

守

節

概

以

爲

柳

誤

又
曰
丙
丁
江
淮
海

岱
也

南
昌
府
屬
江
占
丙
丁

漢
書
地
理
志
曰
吳
地
斗
分
野
也
今
之
會
稽
九
江
丹
陽
豫
章

廬
江
廣
陵
六
安
臨
淮
郡
盡
吳
分
也
茅

鹿

門

云

此

言

分

野

較

史

記

更

詳

晉
書
天
文
志
曰
自
南
斗
十
二
度
至
須
女
七
度
爲
星
紀
於
辰

在
丑
吳
越
之
分
野
屬
揚
州
費

直

説

周

易

起

斗

十

度

魏
太
史
令
陳
卓
及

范
蠡
鬼
谷
先
生
張
良
諸
葛
亮
京
房
張
衡
並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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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曰
九
江
入
斗
一
度
廬
江
入
斗
六
度
豫
章
入
斗
十
度
新
唐

書
天
文
志
曰
星
紀
得
雲
漢
下
流
百
川
歸
焉
析
木
爲
雲
漢
末

派
山
河
極
焉
故
其
分
野
自
南
河
下
流
窮
南
紀
之
曲
東
南
負

海
爲
星
紀
自
北
河
末
派
窮
北
紀
之
曲
東
北
負
海
爲
析
木
南昌

縣

志

云

此

一

行

分

野

論

也

以

氣

相

屬

不

系

方

隅

其

說

原

於

張

衡

王

充

而

暢

於

一

行

然

亦

有

未

盡

者

故

元

明

以

來

精

測

驗

者

多

譏

其

疎

謬

宋
史
天
文
志
北
斗
七
星
四
曰
權
爲
時
主
水
其
分
爲
吳
入
市

垣
二
十
二
星
在
氐
房
心
尾
箕
斗
宫
内
東
蕃
十
一
星
六
曰
吳

越

北
方
南
斗
六
星
南
星
魁
也
北
星
杓
也
石
申
曰
魁
第
一

主
吳
二
會
稽
三
丹
陽
四
豫
章
五
廬
江
六
九
江
十
二
國
十
六

星
在
牛
女
南
近
九
坎
各
分
土
居
列
國
之
象
九
坎
之
東
鄭
北

一
星
曰
越

按
省
志
云
十
二
國
中
有
越
無
吳
當
是
越
滅
吳
後
所
占
然

則
南
昌
郡
卽
統
於
越
矣

元
史
志
黄
道
宿
度
斗
二
十
三
度
四
十
七
分

黄
道
十
二
次

宿
度
斗
三
度
七
十
六
分
八
十
五
杪
入
星
紀
之
次
辰
在
丑
女

二
度
入
元
枵
之
次
辰
在
子

明
史
天
文
志
古
言
天
文
者
皆
由
斗
牛
以
紀
星
故
曰
星
紀
斗

三
度
至
女
一
度
星
紀
之
次
也
江
西
布
政
司
所
屬
皆
斗
分

春
秋
文
耀
鉤
曰
䝉
山
以
東
至
南
江
會
稽
震
澤
徐
揚
之
州
屬

權
星
大
别
以
東
至
雷
澤
九
江
荆
州
屬
衡
星

蔡
邕
月
令
章
句
自
斗
六
度
至
須
女
二
度
謂
之
星
紀
之
次
大

雪
冬
至
居
之
越
之
分
野

按
此
亦
以
旣
滅
吳
之
越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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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
經
云
熒
惑
主
霍
山
揚
州
荆
州
交
州
玉
衡
者
斗
九
星
也
第

六
星
主
揚
州
常
以
五
已
曰
候
之
乙
巳
爲
豫
章

鄭
樵
通
志
豫
章
入
斗
十
度

郭
子
章
豫
章
書
晉
張
華
雷
煥
見
斗
牛
間
紫
氣
求
之
得
寶
劍

於
豐
城
故
王
子
安
滕
王
閣
詩
序
云
物
華
天
寶
龍
光
射
斗
牛

之
墟
吳
分
也
又
云
星
分
翼
軫
地
接
衡
廬
玉
海
云
天
開
翼
軫

之
疆
地
振
江
湖
之
國
則
以
其
近
於
楚
分
也
而
或
者
以
子
安

爲
誤
誤
矣
於
次
爲
星
紀
爲
鶉
尾
蘇

軾

辰

次

圖

云

南

斗

十

度

爲

吳

頭

軫

十

度

爲

楚

尾

涂
廙
續
豫
章
記
豫
章
之
地
春
秋
時
以
爲
楚
之
東
境
據
天
文

則
吳
之
分
野

淸
類
天
文
分
野
書
曰
南
昌
瑞
州
饒
州
臨
江
袁
州
廣
信
撫
州

建
昌
贑
州
南
安
禹
貢
揚
州
之
域
星
紀
斗
分

明
一
統
志
曰
南
昌
饒
州
廣
信
南
康
建
昌
撫
州
臨
江
吉
安
瑞

州
袁
州
贑
州
南
安
天
文
斗
分
野

章
世
純
星
次
分
野
云
斗
六
星
二
十
五
度
吳
之
分
野
應
天
鳳

陽
蘇
州
松
江
常
州
鎭
江
廬
州
安
慶
太
平
甯
國
池
州
徽
州
和

州
滁
州
杭
州
廣
德
州
處
州
南
昌
饒
州
廣
信
南
康
建
昌
撫
州

臨
江
吉
安
瑞
州
袁
州
贑
州
南
安

李
天
經
渾
天
儀
説
曰
明
輿
地
圖
以
方
格
限
里
數
查
自
順
天

府
至
應
天
府
今

江

甯

府

二
千
二
百
里
至
杭
州
府
二
千
七
百
里
至

南
昌
府
三
千
里
至
廣
州
府
四
千
八
百
里
因
前
後
北
極
出
地

差
度
乃
求
每
度
應
里
數
若
干
如
應
天
府
較
京
師
差
八
度
南

昌
府
差
十
一
度
以
二
百
七
十
二
里
推
一
度
杭
州
差
十
度
用

二
百
七
十
里
廣
州
差
十
七
度
用
二
百
八
十
二
里
所
推
里
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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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畧
不
合
者
或
測
極
高
未
必
確
而
查

晷
無
景
亦
未
必
定
故

止
以
二
百
五
十
小
里
約
計
之
可
也
若
折
中
多
寡
以
二
百
七

十
里
論
當
得
九
萬
七
千
二
百
爲
地
球
一
周
之
里
數
至
零
數

不
用
尙
有
九
萬
餘
里

按
南
昌
府
差
十
一
度
太
陽
出
入
刻
分
差
異
於
順
天
者
以

此
府
舊
志
曰
南
昌
府
故
禹
貢
揚
州
揚
州
之
域
春
秋
時
地
名
豫

章
屬
吳
春

秋

時

豫

章

非

此

地

志

誤

於
辰
則
丑
於
次
則
星
紀
於
宿
則
斗
牛

女
晉
志
云
豫
章
郡
入
斗
十
度
晉
張
華
問
斗
牛
之
間
何
爲
有

異
氣
雷
煥
對
以
寶
劍
之
精
當
在
豫
章
豐
城
宋
黄
庭
堅
曰
勾

吳
之
區
維
斗
所
直
是
斗
十
度
正
本
府
之
分
野
云

疆
域

南
昌
府
附
江
西
省
城
爲
首
郡
廣
七
百
三
十
里
袤
三
百
八
十

里
太

平

寰

宇

記

作

東

西

一

千

六

百

一

十

五

里

南

北

一

千

一

百

五

十

六

里

一

統

志

作

東

西

距

三

百

八

十

里

南

北

距

四

百

一

十

里

東
二
百
四
十
里
至
饒
州
府
餘
干
縣
界
一

統

志

作

一

百

四

十

里

西

四
百
九
十
里
至
湖
南
岳
州
府
平
江
縣
界
一

統

志

作

西

至

瑞

州

府

新

昌

縣

界

二

百

四

十

里

南
二
百
里
至
臨
江
府
淸
江
縣
界
一

統

志

作

南

至

撫

州

府

樂

安

縣

界

二

百

三

十里

北
一
百
八
十
里
至
南
康
府
星
子
縣
界
東
南
二
百
三
十
里

至
撫
州
府
樂
安
縣
界
一

統

志

作

東

南

到

撫

州

治

二

百

里

東
北
三
百
里
至
饒

州
府
鄱
陽
縣
界
一

統

志

作

東

北

到

南

康

府

都

昌

縣

治

二

百

六

十

里

西
南
一
百
二
十

里
至
瑞
州
府
治
西
北
五
百
里
至
湖
北
興
國
州
通
山
縣
界
自

府
治
至
京
師
陸
路
三
千
二
百
二
十
五
里
水
路
四
千
九
十
里

一

統

志

作

四

千

八

百

五

十

里

按
省
志
抵
京
師
陸
路
里
數
與
一
統
志
同
較
之
會
典
多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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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十
里
兹
據
會
典
登
載

南
昌
縣
附
郭
廣
八
十
里
袤
一
百
四
十
里
舊

志

作

一

百

一

里

東
八
十

里
至
進
賢
縣
鷹
山
界
西
濱
章
江
南
一
百
里
至
豐
城
縣
大
江

口
界
北
四
十
里
至
新
建
縣
蘆
州
界
東
南
九
十
里
至
豐
城
縣

三
江
口
紅
龍
嘴
界
西
南
七
十
里
至
新
建
縣
瑞
河
口
東
北
八

十
里
至
進
賢
縣
八
字
腦
西
北
十
里
至
新
建
縣
楊
子
洲
省
志

正
南
陸
大
路
自
縣
南
浦
驛
八
十
里
至
殷
家
渡
本
府
豐
城
縣

交
界
東
南
陸
大
路
自
南
關
口
分
路
六
十
里
至
土
坊
鋪
本
府

進
賢
縣
交
界
正
東
陸
大
路
自
省
出
東
關
菩
提
寺
五
十
七
里

至
梓
溪
圩
本
府
進
賢
縣
界
小
陸
路
自
省
往
東
北
桃
花
塘
五

十
七
里
至
趙
家
圍
烏
溪
寨
本
府
新
建
縣
水
路
交
界
一
水
路

自
省
城
章
江
渡
往
南
九
十
里
至
大
港
口
本
府
豐
城
縣
交
界

一
自
章
江
渡
往
北
東
折
南
一
百
四
十
五
里
至
梁
家
渡
撫
州

府
臨
川
縣
交
界

新
建
縣
附
郭
廣
一
百
六
十
里
袤
一
百
八
十
一
里
省

志

作

一

百

八

十

里

東
八
十
里
至
進
賢
縣
北
山
界
西
八
十
里
至
太
平
鄕
石
鼻
鎭

奉
新
安
義
兩
縣
界
南
一
里
至
南
昌
縣
思
賢
坊
界
北
一
百
八

十
里
至
南
康
府
星
子
縣
新
河
口
界
東
南
六
十
里
至
進
賢
縣

赤
港
作

茬

港

誤

東
北
三
百
六
十
里
至
饒
州
府
鄱
陽
縣
石
塔
湖
界

西
南
一
百
二
十
里
至
瑞
州
府
高
安
縣
昭
山
鋪
界
西
北
五
十

里
至
南
康
府
安
義
縣
分
水
堎
省
志
正
北
陸
大
路
自
章
江
西

渡
八
十
五
里
至
豐
安
村
南
康
府
建
昌
縣
界
西
南
陸
大
路
自

沙
井
分
路
五
十
七
里
至
烏
山
鋪
瑞
州
府
高
安
縣
界
西
南
小

陸
路
自
胡
家
橋
分
路
往
西
五
十
七
里
至
分
水
廟
南
康
府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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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義
縣
一
自
靑
山
往
西
南
三
十
五
里
至
界
牌
鋪
本
府
奉
新
縣

界
正
南
大
水
路
自
章
江
渡
一
百
里
至
羅
家
渡
瑞
州
府
高
安

縣
交
界
正
北
大
水
路
自
章
江
渡
一
百
六
十
五
里
至
焦
尾
洲

南
康
府
星
子
縣
界
一
小
水
路
自
樵
舍
分
河
往
東
四
十
八
里

至
鄱
湖
饒
州
餘
干
界
一
自
吳
城
分
河
往
西
五
里
至
蘆
渡
口

南
康
府
建
昌
縣
界

豐
城
縣
在
府
西
南
一
百
二
十
里
廣
二
百
十
九
里
舊

志

作

一

百

九

十

里

袤
三
百
二
十
八
里
舊

志

作

一

百

五

十

里

東
一
百
里
至
撫
州
府
臨
川
縣

楊
塘
界
西
七
十
里
至
瑞
州
府
高
安
縣
馬
鞍
嶺
界
南
一
百
十

里
至
撫
州
府
樂
安
縣
丁
山
界
北
五
十
里
至
南
昌
縣
殷
家
渡

界
東
南
一
百
里
至
撫
州
府
崇
仁
縣
黄
蘖
嶺
界
東
北
七
十
里

至
進
賢
縣
辜
家
渡
界
西
南
四
十
里
至
臨
江
府
淸
江
縣
龍
池

鋪
界
西
北
四
十
里
至
新
建
堯
峯
嶺
界
省
志
正
北
大
陸
路
自

縣
四
十
里
至
殷
家
渡
南
昌
縣
交
界
西
南
大
陸
路
自
縣
四
十

里
至
泊
海
村
臨
江
府
淸
江
縣
界
正
東
小
陸
路
自
縣
由
荷
塘

村
一
百
里
至
北
澤
村
撫
州
府
臨
川
縣
界
東
南
小
陸
路
自
縣

由
津
頭
橋
一
百
里
至
黃
蘖
嶺
撫
州
府
崇
仁
縣
界
正
南
小
陸

路
自
大
岸
渡
過
河
七
十
里
至
馬
鞍
嶺
瑞
州
府
高
安
縣
界
正

南
小
陸
路
自
縣
一
百
十
里
至
丁
家
嶺
撫
州
府
樂
安
縣
界
東

北
小
陸
路
自
縣
四
十
五
里
至
三
江
口
海
福
寺
進
賢
縣
界
正

南
大
水
路
自
劍
江
馹
四
十
五
里
至
牛
灣
塘
臨
江
府
淸
江
縣

界
正
北
大
水
路
自
劍
江
馹
四
十
五
里
至
漳
湖
渡
南
昌
縣
界

進
賢
縣
在
府
東
南
一
百
一
十
里
廣
一
百
三
十
里
袤
一
百
四

十
里
東
七
十
里
至
饒
州
府
餘
干
縣
潤
陂
河
東
岸
界
西
六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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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昌
府
志

卷
一

地
理疆
域

七

里
至
南
昌
赤
港
界
南
四
十
里
至
撫
州
府
臨
川
縣
界
牌
鋪
界

北
一
百
里
抵
鄱
湖
饒
州
府
鄱
陽
縣
界
東
南
四
十
里
至
撫
州

府
東
鄕
縣
野
塘
峽
界
東
北
一
百
二
十
里
至
饒
州
府
餘
干
縣

瑞
洪
界
西
北
一
百
四
十
里
至
新
建
縣
趙
家
圍
界
西
南
九
十

里
至
豐
城
縣
平
湖
寺
界
省
志
西
北
大
路
自
縣
由
雲
橋
鋪
六

十
五
里
至
赤
港
街
南
昌
縣
交
界
東
陸
大
路
自
縣
由
牌
坊
下

四
十
八
里
至
野
塘
撫
州
府
東
鄕
縣
界
東
南
陸
大
路
自
縣
四

十
五
里
至
禮
坊
村
撫
州
府
臨
川
縣
界
小
陸
路
自
縣
至
棗
樹

鋪
分
路
往
東
北
四
十
里
至
潤
陂
鎭
饒
州
府
餘
干
縣
界
一
自

縣
往
西
四
十
七
里
至
三
江
口
豐
城
縣
界
小
水
路
自
縣
新
橋

上
溯
五
十
五
里
至
花
園
發
源
止
一
自
新
橋
下
由
靑
龍
橋
一

百
五
十
八
里
至
梅
溪
汛
饒
州
餘
干
縣
界

奉
新
縣
在
府
西
南
一
百
二
十
里
廣
一
百
六
十
里
袤
四
十
里

東
四
十
里
至
新
建
縣
石
鼻
界
西
一
百
二
十
里
至
甯
州
毛
竹

山
界
南
二
十
里
省

志

作

十

二

里

至
瑞
州
府
高
安
縣
鑾
岡
鋪
界
北
二

十
里
至
靖
安
縣
長
山
界
東
南
四
十
里
至
新
建
落
瓦
界
牌
鋪

界
東
北
六
十
里
至
南
康
府
安
義
縣
界
西
南
一
百
四
十
里
至

瑞
州
府
新
昌
縣
治
界
西
北
四
十
里
至
靖
安
界
省
志
東
陸
大

路
自
縣
二
十
里
至
筲
箕
鋪
南
康
府
安
義
縣
界
東
南
陸
大
路

自
縣
城
三
十
五
里
至
界
牌
鋪
新
建
縣
界
西
陸
大
路
自
縣
一

百
十
里
至
茅
岡
鋪
甯
州
界
北
陸
小
路
自
縣
二
十
里
至
烏
嵐

鋪
靖
安
界
小
水
路
自
本
縣
奉
化
鄕
發
源
起
由
寒
溪
寺
一
百

四
十
五
里
至
石
鼻
市
新
建
縣
界
一
自
本
縣
往
東
北
十
里
至

故
埠
河
南
康
府
安
義
縣
界



ZhongYi
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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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
地
理疆
域

八

靖
安
縣
在
府
西
一
百
六
十
里
廣
一
百
五
十
里
省

志

作

一

百

二

十

里

袤

一
百
里
省

志

作

九

十

五

里

東
三
十
里
至
南
康
府
安
義
縣
抬
山
界
西

一
百
二
十
里
至
甯
州
茅
竹
山
界
南
二
十
里
至
奉
新
縣
烏
藍

界
北
八
十
里
至
武
甯
縣
南
鄕
朱
家
山
界
東
南
十
里
至
奉
新

縣
洪
山
界
東
北
三
十
里
至
南
康
府
建
昌
縣
界
西
南
十
里
至

奉
新
縣
石
嶺
界
西
北
一
百
里
至
武
甯
縣
南
鄕
界
省
志
東
陸

大
路
自
縣
三
十
里
至
齊
頭
山
南
康
府
安
義
縣
界
南
陸
大
路

自
縣
二
十
里
至
烏
嵐
鋪
奉
新
縣
界
西
陸
大
路
自
縣
由
沙
河

橋
鋪
八
十
里
至
朱
家
山
武
甯
縣
界
西
陸
小
路
自
縣
至
沙
河

界
鋪
一
百
十
里
至
茅
竹
山
頭
鋪
甯
州
界
水
路
自
縣
治
一
百

十
里
至
苦
竹
小
溪
甯
州
界
一
自
縣
北
津
橋
三
十
五
里
至
姚

灘
南
康
府
安
義
縣
界

武
甯
縣
在
府
西
北
二
百
八
十
里
廣
一
百
六
十
里
袤
二
百
四

十
里
東
七
十
里
至
南
康
府
建
昌
縣
三
硔
灘
界
西
九
十
里
至

甯
州
陽
湖
坪
界
南
一
百
二
十
里
至
靖
安
縣
招
賢
里
界
北
一

百
二
十
里
至
湖
北
興
國
州
界
東
南
九
十
里
至
南
康
府
建
昌

縣
磨
刀
嶺
界
東
北
一
百
七
十
里
至
九
江
府
德
安
縣
雙
溪
界

西
南
一
百
二
十
里
至
靖
安
縣
界
西
北
二
百
里
至
湖
北
興
國

州
中
村
界
省
志
南
陸
大
路
自
縣
八
十
五
里
至
斜
石
鋪
甯
州

石
岐
水
路
界
一
自
縣
渡
河
由
溥
濟
寺
一
百
三
十
八
里
至
宋

家
山
靖
安
縣
界
北
陸
小
路
自
縣
九
十
里
至
董
崖
洞
湖
廣
武

昌
府
通
山
縣
界
水
路
自
縣
上
溯
一
百
二
十
里
至
石
岐
甯
州

界
一
下
游
一
百
五
里
至
河
潕
南
康
府
建
昌
縣
界

明

洪

世

傳

重

闢

七

里

山

路

記

縣

西

七

里

山

古

未

有

路

至

宋

玉

山

尉

李

公

始

於

山

之

巓

民

乃

得

行

然

上

凌

險

峻

下

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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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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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灘

潭

雨

雪

泥

滓

往

往

失

足

顚

踣

至

不

可

援

行

者

相

視

逡

巡

有

畏

色

宏

治

庚

申

盛

璟

盛

璽

徑

於

山

麓

劈

石

剷

崖

巉

者

削

之

險

者

平

之

車

馬

上

下

往

來

雜

踏

若

大

道

然

癸

亥

五

月

太

守

祝

公

巡

視

林

公

道

經

此

山

嘉

歎

久

之

曰

此

義

士

也

不

可

以

不

旌

遂

聞

於

上

錫

以

坊

同

寅

錢

塘

沈

君

秀

揭

石

城

西

名

其

坊

曰

尙

義

於

戲

武

甯

處

萬

山

中

路

之

危

險

如

七

里

山

者

指

不

勝

屈

獨

是

路

也

一

於

李

尉

再

闢

於

盛

君

雖

蜀

之

蠶

叢

無

以

相

尙

安

得

好

義

如

二

公

者

落

落

然

散

布

於

九

鄕

則

羊

腸

馬

脊

之

阻

又

何

足

難

耶

因

記

其

事

以

曉

後

之

行

者

甯
州
在
府
西
三
百
六
十
里
廣
二
百
十
里
袤
二
百
六
十
里
東

六
十
里
至
武
甯
縣
斂
口
港
界
西
一
百
五
十
里
至
湖
南
岳
州

府
平
江
縣
草
鞋
岡
界
南
一
百
二
十
里
至
瑞
州
府
新
昌
縣
八

叠
嶺
界
北
一
百
四
十
里
至
湖
北
武
昌
府
崇
陽
縣
横
港
界
東

南
一
百
二
十
里
至
奉
新
縣
靑
桐
堠
界
東
北
六
十
里
至
武
甯

縣
長
隴
界
西
南
二
百
四
十
里
至
湖
南
長
沙
府
瀏
陽
縣
大
圍

界
西
北
一
百
八
十
里
至
湖
北
武
昌
府
通
山
縣
苦
竹
嶺
界
省

志
東
南
陸
大
路
自
州
八
十
三
里
至
茅
竹
山
頭
鋪
奉
新
縣
界

陸
小
路
自
州
南
行
一
百
六
里
至
找
橋
鋪
瑞
州
府
新
昌
縣
界

一
自
州
往
西
一
百
里
至
湖
廣
岳
州
府
平
江
縣
龍
門
厰
界
水

路
自
本
查
津
發
源
一
百
三
十
里
至
斜
石
鋪
武
甯
縣
界

沿
革
表

考

南
昌
府
在
唐
虞
三
代
封
域
屬
揚
州
漢
始
爲
豫
章
郡
及
晉
宋

齊
梁
皆
然
其
時
郡
地
今
不
盡

南
昌
後
或
爲
州
爲
府
爲
路

其
曰
南
昌
府
者
自
南
唐
始
宋
復
易
之
至
明
始
定
爲
今
名
其

畫
地
而
與
今
同
者
自
北
宋
始
累
代
邑
屬
析
地
易
名
非
究
其

沿
革
庸
詎
得
而
知
耶
亦
述
郡
乘
者
所
宜
考
鏡
也
爲
就
諸
書

而
稍
正
其
誤
因
列
表
而
復
係
以
考
云

世
次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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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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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
十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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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
表

十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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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理沿
革
表

十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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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昌
府
志

卷
一

地
理沿
革
表

十
四

新
吳

武
甯

武
甯
地

豫
甯

豫
章
郡

洪
州

鍾
陵

武
甯

南
昌

分
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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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


ZhongYi

南
昌
府
志

卷
一

地
理沿
革
表

十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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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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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
地
理沿
革
表

十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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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昌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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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
地
理沿
革
表

十
八

厯
代
沿
革
考

唐
虞

肇
十
有
二
州
尙

書

舜

典

夏淮
海
惟
揚
州
禹

貢

商江
南
曰
揚
州
注
此
蓋
殷
制
爾

雅

周東
南
曰
揚
州
周

禮

職

方

氏

洪
州
春
秋
戰
國
時
並
屬
楚
通

典

舊
志
跋
云
寰
宇
記
載
洪
州
春
秋
時
吳
地
戰
國
屬
楚
舊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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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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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理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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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九

以
爲
先
屬
吳
次
屬
越
後
屬
楚
者
皆
誤
説
見
豫
章
考

秦秦
屬
九
江
郡
通

典

始
皇
二
十
三
年
王
翦
擊
滅
荆
虜
荆
王
負
芻
二
十
六
年
分
天

下
爲
三
十
六
郡
注
九
江
郡
其
一
也
史

記

秦

始

皇

本

紀

舊
志
跋
云
秦
豫
章
地

九
江
郡
誤
南
昌
在
秦
非
豫
章
地

説
見
豫
章
考

漢漢
改
九
江
爲
淮
南
國
漢
高
祖
分
淮
南
國
置
豫
章
郡
吳
芮
爲

長
沙
王
兼
得
其
地
通

典

漢
初
置
豫
章
郡
爲
長
沙
國
元
封
中
屬
揚
州
部
刺
史

按
漢
書
高
帝
紀
四
年
立
黥
布
爲
淮
南
王
布
傳
豫
章
屬
焉

又
高
帝
紀
五
年
以
長
沙
豫
章
等
郡
立
番
君
芮
爲
長
沙
王

紀
傳
不
同
其
先
後
分
割
之
故
不
可
考

大

淸

一

統

志

高
帝
五
年
穎
陰
侯
灌
嬰
渡
江
定
豫
章
郡
漢

書

後
漢
郡
國
志
曰
贛
有
豫
章
水
雷
次
宗
曰
似
因
此
水
爲
其
地

名
雖
十
川
均
流
而
北
源
最
遠
故
獨
受
名
焉
水

經

贛

水

注

豫
章
城
之
南
門
曰
松
陽
門
門
内
有
樟
樹
高
七
丈
五
尺
大
二

十
五
圍
枝
葉
扶
疎
垂
蔭
數
畝
應
劭
漢
官
儀
曰
豫
章
郡
樹
生

庭
中
故
以
名
郡
此
樹
嘗
中
枯
逮
晉
永
嘉
中
一
旦
更
茂
豐
蔚

如
初
咸
以
中
宗
之
禪
也
禮
緯
斗
威
儀
曰
君
政
訟
平
豫
章
嘗

爲
生
大
興
中
元
皇
果
興
大
業
於
南
故
郭
景
純
南
郊
賦
云
弊

樟
擢
秀
於
祖
邑
是
也
以
宣
王
祖
爲
豫
章
故
也
水

經

贛

水

注

舊
志
跋
云
應
劭
雷
次
宗
二
説
互
異
酈
氏
注
水
經
並
引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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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
今
以
時
代
考
其
得
名
之
義
應
説
是
也
辨
見
豫
章
考

豫
章
以
木
氏
都
風

俗

記

莽
曰
九
江
漢

書

地

理

志

注

東
漢
豫
章
郡

揚
州
二
十
一
城
後

漢

郡

國

志

三
國
屬
吳
漢
興
平
中
孫
策
分
置
廬
陵
郡
建
安
十
五
年
孫
權

分
置
鄱
陽
郡
孫
亮
太
平
二
年
增
置
臨
川
郡
孫
皓
寶
鼎
二
年

增
置
安
成
郡

晉晉
初

揚
州
元
康
元
年
分
揚
荆
二
州
地
置
江
州
治
豫
章
後

治
武
昌
咸
康
中
移
治
潯
陽

大

淸

一

統

志

舊
志
跋
云
寰
宇
記
載
東
晉
嘗
置
江
州
於
此
東
字
疑
誤

太
康
中
望
氣
者
云
豫
章
廣
陵
有
天
子
氣
故
封
愍
懷
太
子
爲

廣
陵
王
領
鎭
將
軍
以
鎭
豫
章
後
永
嘉
中
懷
帝
遂
以
豫
章
王

登
天
位
太

平

寰

宇

記

宋宋
豫
章
太
守

江
州
領
縣
十
二
宋

書

州

郡

志

宋
齊
以
後
並
爲
豫
章
郡
太

平

寰

宇

記

梁大
寶
元
年
以
豫
章
置
豫
州
太
平
元
年
分
江
州
之
巴
山
臨
川

安
城
豫
章
四
郡
置
高
州
旋
廢
省
二
年
又
移
江
州
治
豫
章

大

淸

一

統

志

陳武
帝
初
割
建
昌
豫
甯
艾
永
修
新
吳
等
五
縣
立
豫
甯
郡
屬
江

州
太

平

寰

宇

記



ZhongYi

南
昌
府
志

卷
一

地
理沿
革
考

二
十
一

文
帝
天
嘉
六
年
罷
豫
章
郡
陳

書

本

紀

隋隋
平
陳
置
洪
州
總
管
府
大
業
初
廢
復
置
郡
隋

書

洪
州
因
洪
厓
井
爲
名
元

和

郡

縣

志

省
志
跋
云
南
昌
自
漢
訖
五
代
皆
縣
名
也
唐
乾
元
中
始
置

南
昌
軍
尋
廢
至
南
唐
乃
稱
南
昌
府
王
子
安
南
昌
故
郡
一

語
與
厯
代
地
理
志
不
符
不
知
何
所
據

唐武
德
五
年
置
洪
州
總
管
府
天
寶
元
年
改
豫
章
郡
唐

書

志

武
德
八
年
改
總
管
府
爲
都
督
府
讀

史

方

輿

紀

要

貞
觀
初
屬
江
南
道
開
元
二
十
一
年
分
爲
江
南
西
道

大

淸

一

統

志

天
寶
初
改
豫
章
郡
後
以
避
代
宗
諱
只
稱
章
郡
郡

縣

釋

名

乾
元
元
年
復
爲
洪
州
唐

書

志

乾
元
元
年
置
洪
吉
都
防
禦
團
練
觀
察
處
置
使
兼
莫
徭
軍
使

治
洪
州
廣
德
二
年
更
號
江
南
西
道
都
防
禦
團
練
觀
察
使
建

中
四
年
升
爲
節
度
使
貞
元
元
年
廢
節
度
使
置
都
團
練
觀
察

使
咸
通
六
年
升
爲
鎭
南
軍
節
度
使
乾
符
六
年
又
廢
爲
江
南

西
道
觀
察
使
龍
紀
元
年
復
升
鎭
南
軍
節
度
使
唐

書

方

鎭

表

乾
元
二
年
置
南
昌
軍
元
和
六
年
廢
唐

書

注

洪
州
鎭
南
軍
唐
置
吳
南
唐
因
之
十

國

春

秋

周
顯
德
六
年
南
唐
中
主
以
建
康
與
敵
境
隔
江
豫
章
據
上
流

秋
七
月
升
洪
州
爲
南
昌
府
建
南
都
建
隆
二
年
至
南
都
馬

令

南

唐

書



ZhongYi

南
昌
府
志

卷
一

地
理沿
革
考

二
十
二

舊
志
跋
云
十
國
春
秋
地
理
表
載
南
唐
交
泰
二
年
十
一
月

改
洪
州
爲
南
昌
府
建
南
都
領
縣
七
與
南
唐
書
七
月
升
州

爲
府
不
合

宋宋
改
南
昌
府
復
曰
洪
州
亦
曰
鎭
南
軍
隆
興
三
年
升
隆
興
府

讀

史

方

輿

紀

要

太
平
興
國
元
年
分
江
東
西
路
後
併
東
路
爲
一
路
天
禧
四
年

復
分
西
路
領
洪
䖍
吉
袁
撫
筠
六
州
臨
江
建
昌
南
安
三
軍
治

洪
州
建
炎
元
年
升
洪
州
爲
帥
府
四
年
合
江
東
西
爲
江
南
路

又
置
三
帥
江
西
路
統
江
洪
撫
信
州
南
康
臨
江
建
昌
軍
紹
興

初
復
分
東
西
以
江
洪
筠
袁
䖍
吉
州
南
康
臨
江
南
安
爲
西
路

移
帥
於
江
州
未
幾
以
江
州
僻
隘
復
還
治
洪
州

大

淸

一

統

志舊
志
跋
云
元
豐
九
域
志
作
天
禧
二
年
復
分
東
西
路

元至
元
十
二
年
設
行
都
元
帥
府
及
安
撫
司
於
隆
興
十
四
年
改

江
西
道
宣
慰
司
立
行
中
書
省
十
五
年
移
省
贛
州
十
六
年
復

還
隆
興
十
七
年
併
入
福
建
行
省
止
立
宣
慰
司
十
九
年
復
立

龍
興
等
路
隸
焉

大

淸

一

統

志

至
元
十
四
年
改
府
爲
路
二
十
一
年
改
曰
龍
興
路
讀

史

方

輿

紀

要

至
正
二
十
二
年
春
正
月
太
祖
至
龍
興
改
龍
興
路
爲
洪
都
府

明

史

本

紀

明



ZhongYi

南
昌
府
志

卷
一

地
理沿
革
考

二
十
三

明
初
改
洪
都
府
尋
復
爲
南
昌
府
續

文

獻

通

考

洪
武
九
年
置
江
西
等
處
承
宣
布
政
使
司
治
南
昌
府
明

史

志

初
領
縣
八
南
昌
新
建
豐
城
進
賢
奉
新
靖
安
武
甯
甯
縣
宏
冶

十
六
年
升
甯
縣
復
爲
甯
州
嘉

靖

省

志

國
朝
因
之

南
昌
縣

漢
置
附
郭
寰

宇

通

志

莽
曰
宜
善
漢

書

注

漢
縣
爲
豫
章
郡
治
後
漢
以
後
因
之
讀

史

方

輿

紀

要

隋
平
陳
改
爲
豫
章
郡
元

和

郡

縣

志

唐
武
德
五
年
析
置
鍾
陵
縣
又
置
西
昌
縣
以
西
昌
置
孫
州
八

年
廢
又
有
南
昌
鍾
陵
唐

書

注

貞
觀
十
一
年
豫
章
縣
自
灌
城
移
置
東
湖
之
太
乙
觀
西
縣

志

寶
應
元
年
避
代
宗
諱
改
豫
章
曰
鍾
陵
貞
元
中
又
改
曰
南
昌

輿

地

廣

記

宋
初
亦
爲
洪
州
治
隆
興
後
爲
隆
興
府
治
元
爲
龍
興
路
治
明

爲
南
昌
府
治

國
朝
因
之

新
建
縣

宋
太
平
興
國
六
年
析
南
昌
縣
置
與
南
昌
分
治
郭
下
輿

地

廣

記本
漢
南
昌
縣
地
晉
元
康
中
分
置
宜
豐
縣
陳
永
定
三
年
又
分

置
西
昌
後
俱
省
宋
太
平
興
國
六
年
割
南
昌
之
水
西
一
十
四

鄕
置
今
縣
名

勝

志

蓋
本
南
昌
縣
西
境
取
南
昌
舊
地
而
新
建



ZhongYi

南
昌
府
志

卷
一

地
理沿
革
考

二
十
四

也
郡

縣

釋

名

元
爲
龍
興
路
治
明
爲
南
昌
府
治

國
朝
因
之

豐
城
縣

漢
豫
章
南
昌
縣
地
按
顧
野
王
輿
地
志
云
後
漢
建
安
初
立
富

城
縣
於
富
水
之
西
因
以
爲
名
至
晉
太
康
元
年
改
爲
豐
城
縣

移
於
豐
水
之
西
梁
大
通
二
年
分
立
廣
豐
新
安
二
縣
屬
巴
山

郡
陳
初
廢
新
安
入
廣
豐
縣
光
大
二
年
移
巴
山
於
廣
豐
縣
西

二
里
隋
開
皇
九
年
廢
巴
山
郡
又
併
豐
城
入
廣
豐
縣
總
屬
撫

州
隋
諱
廣
改
豐
城
縣
大
業
二
年
隸
洪
州
隋
季
板
蕩
林
士
宏

等
毁
城
邑
遂
廢
焉
唐
武
德
五
年
復
立
豐
城
縣
太

平

寰

宇

記

舊
志
跋
云
隋
書
志
注
豐
城
平
陳
廢
十
二
年
置
曰
廣
豐
仁

夀
改
名
與
此
不
合
然
輿
地
志
極
有
原
委
故
從
之

仁
夀
二
年
避
煬
帝
諱
復
豐
城
唐
永
徽
初
遷
縣
於
章
水
東
始

爲
今
治
名

勝

志

唐
乾
甯
三
年
改
豐
城
曰
吳
皋
南
唐
復
曰
豐
城
宋
因
之
讀

史

方

輿

紀

要

後
唐
同
光
元
年
復
改
吳
皋
爲
豐
城
省

志

舊
志
跋
云
同
光
元
年
爲
吳
睿
帝
楊
溥
順
義
三
年

元
至
元
二
十
三
年
升
豐
城
爲
富
州
隸
龍
興
路
元

史

志

明
洪
武
初
復
爲
豐
城
縣
明

史

志

國
朝
因
之

進
賢
縣

漢
南
昌
縣
之
東
境
晉
初
析
置
鍾
陵
縣
後
省
梁
陳
時
復
置
南



ZhongYi

南
昌
府
志

卷
一

地
理沿
革
考

二
十
五

史
梁
武
帝
擢
郭
祖
深
爲
豫
章
鍾
陵
令
又
陳
武
帝
封
從
子
襃

爲
鍾
陵
縣
侯
是
也
隋
時
廢
唐
武
德
五
年
復
置
八
年
又
廢
入

南
昌
宋
改
置
進
賢
鎭
崇
甯
二
年
升
爲
縣
卽
今
治

大

淸

一

統

志

舊
志
跋
云
鍾
陵
晉
置
舊
志
以
爲
漢
建
安
中
置
者
誤
又
讀

史
方
輿
紀
要
唐
武
德
八
年
廢
鍾
陵
爲
進
賢
鎭
亦
誤

崇
甯
二
年
分
南
昌
四
鄕
新
建
二
鄕
合
本
鎭
改
爲
縣
仍
曰
進

賢
宋

朝

會

要

宋
時
割
南
昌
縣
歸
仁
崇
禮
崇
信
眞
隱
四
鄕
及
新
建
縣
玉
溪

東
西
二
鄕
置
縣
大
觀
二
年
復
返
新
建
二
鄕
而
割
南
昌
欽
風

鄕
益
之
縣

志

或
曰
省
城
有
進
賢
門
相
傳
澹
臺
滅
明
南
游
從
此
門
進
故
曰

進
賢
或
曰
縣
東
有
棲
賢
山
郡

縣

釋

名

宋
屬
隆
興
府
元
屬
龍
興
路
明
屬
南
昌
府

國
朝
因
之

奉
新
縣

漢
海
昏
縣
地

大

淸

一

統

志

舊
志
跋
云
太
平
寰
宇
記
載
漢
南
昌
縣
地
考
後
漢
郡
國
志

海
昏
侯
國
注
在
昌
邑
城
豫
章
記
曰
城
東
十
三
里
縣
列
江

邊
名
慨
口
出
豫
章
大
江
之
口
也
昌
邑
王
每
乘
流
東
望
輒

憤
慨
而
還
故
謂
之
慨
口
今
昌
邑
城
慨
口
在
新
建
西
北
六

十
里
新
建
本
漢
南
昌
地
是
海
昏
建
國
在
南
昌
境
而
奉
新

全
境
未
必
盡
屬
南
昌
且
慨
口
在
漢
時
安
知
不
隸
海
昏
耶

姑
闕
以
俟
考



ZhongYi

南
昌
府
志

卷
一

地
理沿
革
考

二
十
六

漢
高
帝
平
定
海
内
分
徙
江
東
大
族
置
之
他
郡
於
是
遷
塗
山

氏
於
此
號
曰
新
吳
以
舊
隸
楚
今
新
屬
吳
也
名

勝

志

後
漢
永
元
十
六
年
分
海
昏
置
建
昌
縣
中
平
二
年
又
分
置
新

吳
縣
皆
屬
豫
章
郡
晉
因
之
劉
宋
移
建
昌
治
海
昏
城
陳
初
於

新
吳
縣
置
南
江
州
尋
廢

大

淸

一

統

志

隋
開
皇
九
年
省
入
建
昌
元

和

郡

縣

志

唐
武
德
五
年
復
置
新
吳
縣
屬
南
昌
州
八
年
仍
省
入
建
昌
永

湻
二
年
復
置
讀

史

方

輿

紀

要

武
德
五
年
於
建
昌
置
南
昌
州
領
建
昌
龍
安
永
修
三
縣
八
年

廢
南
昌
州
及
孫
州
以
南
昌
州
新
吳
永
修
龍
安
入
建
昌
以
孫

州
之
南
昌
入
豫
章
縣
而
以
建
昌
屬
洪
州
舊

唐

書

志

南
唐
李
昪
以
國
號
唐
諱
楊
吳
所
稱
更
新
吳
爲
奉
新
也
郡

縣

釋

名

宋
屬
隆
興
府
元
屬
龍
興
路
明
屬
南
昌
府

國
朝
因
之

靖
安
縣

漢
海
昏
縣
地
後
漢
建
昌
縣
地

大

淸

一

統

志

唐
廣
明
之
後
草
冦
侵
掠
本
州
以
靖
安
孝
悌
兩
鄕
去
州
稍
遠

乃
於
此
置
鎭
至
僞
吳
乾
貞
二
年
升
爲
場
唐
昇
元
中
改
爲
縣

仍
析
建
昌
奉
新
武
甯
三
縣
地
以
益
焉
太

平

寰

宇

記

靖
安
里
名
因
里
名
鄕
因
鄕
名
鎭
因
鎭
名
場
因
場
名
縣
郡

縣

釋

名

南
唐
屬
洪
州
宋
屬
隆
興
府
元
屬
龍
興
路
明
屬
南
昌
府

國
朝
因
之



ZhongYi

南
昌
府
志

卷
一

地
理沿
革
考

二
十
七

武
甯
縣

古
西
安
縣
也
後
漢
建
安
中
分
海
昏
縣
立
西
安
晉
太
康
元
年

改
爲
豫
甯
宋
書
王
僧
綽
封
豫
甯
侯
卽
此
縣
陳
武
帝
初
置
豫

甯
太

平

寰

宇

記

舊
志
跋
云
西
安
宋
書
作
要
安
又
曰
豫
甯
侯
相
漢
獻
帝
建

安
中
立
吳
曰
要
安
晉
武
帝
太
康
元
年
更
名
考
三
國
志
及

通
鑑
建
安
元
年
孫
策
自
領
會
稽
太
守
以
孫
賁
爲
豫
章
太

守
分
豫
章
爲
廬
陵
郡
蓋
是
時
策
已
據
豫
章
郡
縣
更
置
悉

由
孫
氏
宋
書
欲
明
吳
立
要
安
之
時
爲
漢
建
安
中
耳
舊
本

以
建
安
中
立
豫
甯
建
安
十
五
年
吳
改
曰
西
安
者
誤
又
晉

改
西
安
曰
豫
甯
通
典
並
同
晉
書
作
豫
章

隋
廢
郡
以
豫
甯
併
入
建
昌
隸
洪
州
唐
長
安
四
年
分
建
昌
置

武
甯
景
雲
元
年
改
豫
甯
寶
應
元
年
避
代
宗
諱
復
爲
武
甯
名

勝

志

宋
屬
隆
興
府
續

文

獻

通

考

至
元
二
十
三
年
置
甯
州
縣
爲
倚
郭
大
德
八
年
於
分
甯
縣
置

甯
州
武
甯
直
隸
本
路
元

史

志

明
屬
南
昌
府

國
朝
因
之

義
甯
州

春
秋
時
吳
艾
邑
漢
置
艾
縣
屬
豫
章
郡

大

淸

一

統

志

莽
曰
治
翰
漢

書

志

注

豫
章
記
曰
新
吳
上
蔡
永
修
並
中
平
立
後

漢

郡

國

志

注

舊
志
跋
云
名
勝
志
載
晉
分
艾
縣
置
永
修
縣
以
修
水
爲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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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八

不
知
永
修
之
置
不
自
晉
始
今
從
漢
志

西
平
故
城
在
分
甯
縣
西
二
百
九
十
七
里
按
漢
書
云
鄧
通
西

平
人
卽
此
縣
也
隋
省
太

平

寰

宇

記

舊
志
跋
云
漢
書
地
理
志
豫
章
郡
所
領
縣
有
安
平
無
西
平

而
樂
氏
必
有
所
據
其
建
置
未
聞
故
不
著
於
表

陳
屬
豫
甯
郡
隋
省
縣
入
建
昌
唐
初
爲
武
甯
縣
地
貞
元
十
六

年
分
武
甯
西
界
置
分
甯
縣
屬
洪
州

大

淸

一

統

志

刺

史

李

巽

奏

置

分

甯

疏

惟

武

甯

一

縣

所

隸

者

凡

二

十

鄕

而

大

淸

鄕

甘

羅

鄕

縣

治

所

在

焉

西

鄕

趨

縣

山

川

修

阻

輸

賦

於

官

踰

三

百

里

小

民

往

返

疲

於

道

路

農

桑

之

業

或

至

荒

廢

臣

等

猶

見

西

八

鄕

有

常

洲

亥

市

居

其

中

於

八

鄕

道

里

適

均

臣

請

卽

市

建

縣

西

八

鄕

悉

隸

之

餘

隸

武

甯

如

故

於

輸

賦

旣

便

而

榛

莽

遐

曠

之

處

人

跡

罕

到

有

司

耳

目

近

而

易

周

則

於

防

微

杜

漸

之

理

或

兼

有

取

焉

事

係

民

生

休

戚

輒

便

披

宣

靜

聽

勅

旨

宋
屬
隆
興
府
建
炎
四
年
置
義
甯
軍
尋
罷

大

淸

一

統

志

以
縣
分
自
武
甯
故
名
分
甯
古
艾
地
也
宋

郡

縣

志

隆
興
分
甯
縣
北
有
艾
城
春
秋
吳
公
子
慶
忌
居
之
郡

縣

釋

名

元
至
元
二
十
三
年
於
武
甯
縣
置
甯
州
領
武
甯
分
甯
二
縣

大
德
八
年
割
武
甯
直
隸
本
路
徙
州
治
於
分
甯
元

史

志

明
洪
武
改
甯
州
爲
甯
縣
屬
南
昌
府
宏
治
十
六
年
升
爲
州
仍

隸
本
府
續

文

獻

通

考

國
朝
因
之
嘉
慶
六
年
改
爲
義
甯
州

春
秋
時
豫
章
考

吳
曾
曰
豫
章
之
名
舊
矣
在
江
左
者
有
其
地
而
非
郡
在
江
南

者
建
郡
而
非
春
秋
之
時
吳
王
闔
廬
七
年
魯
定
公
之
二
年
也

楚
囊
瓦
伐
吳
師
於
豫
章
冬
十
月
克
楚
取
居
巢
又
二
年
吳
將

入
郢
其
謀
臣
請
因
唐
蔡
而
西
冬
十
一
月
蔡
侯
吳
子
唐
侯
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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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九

舍
舟
於
淮
汭
自
豫
章
與
楚
夾
漢
囊
瓦
濟
漢
而
陳
自
小
别
而

至
大
别
吳
逆
擊
敗
之
五
戰
而
及
郢
嘗
觀
吳
都
具
區
今
平
江

之
吳
縣
也
楚
都
郢
今
富
水
也
漢
水
自
歸
峽
接
流
而
爲
今
漢

陽
軍
蓋
視
吳
爲
東
九
江
自
庾
嶺
兆
源
而
洪
州
奠
共
南
蓋
視

楚
爲
西
居
巢
今
無
爲
軍
也
闔
廬
之
六
年
吳
人
見
舟
於
豫
章

而
潛
師
於
巢
以
明
豫
章
瀕
楚
而
巢
邇
於
吳
故
得
而
潛
師
也

小
别
大
别
今
鄂
州
之
山
漢
水
視
之
爲
東
者
也
九
年
吳
人
舍

淮
汭
而
卽
豫
章
杜
氏
以
爲
漢
東
江
北
地
囊
瓦
方
且
濟
漢
而

陳
於
小
大
之
别
則
春
秋
之
豫
章
爲
瀕
楚
在
江
夏
之
間
審
矣

或
者
以
七
年
之
師
因
豫
章
以
見
舟
則
其
地
必
沿
流
之
所
而

洪
之
爲
洪
蓋
沿
流
者
也
九
年
舍
舟
而
卽
豫
章
且
堅
杜
氏
之

説
因
以
漢
東
之
地
爲
平
陸
惟
有
沿
流
平
陸
之
異
故
以
見
舟

者
江
南
豫
章
也
殊
不
知
吳
視
楚
爲
西
視
江
夏
爲
少
西
而
視

洪
則
南
矣
見
舟
所
以
張
軍
容
也
安
能
遠
託
大
江
之
南
而
不

近
趨
少
西
之
地
然
則
江
南
之
豫
章
决
無
預
乎
春
秋
之
時
明

矣
予
江
西
人
嘗
考
今
之
豫
章
非
春
秋
之
豫
章
然
皆
未
得
其

定
説
巳
具
於
前
矣
最
後
予
讀
杜
預
孔
穎
達
注
疏
而
後
知
予

之
寡
見
也
按
左
氏
昭
公
十
三
年
楚
師
還
自
徐
吳
人
敗
諸
豫

章
獲
共
五
帥
杜
預
注
曰
定
公
二
年
楚
人
伐
吳
師
於
豫
章
吳

人
見
舟
於
豫
章
而
潛
師
於
巢
吳
軍
楚
師
於
豫
章
又
柏
舉
之

役
吳
人
舍
舟
於
淮
汭
而
自
豫
章
與
楚
夾
漢
此
皆
當
在
江
北

淮
水
南
蓋
後
徙
在
江
南
豫
章
又
左
氏
傳
定
公
四
年
蔡
侯
吳

子
唐
侯
伐
楚
舍
舟
於
淮
汭
自
豫
章
與
楚
夾
漢
杜
預
曰
豫
章

漢
東
江
北
地
名
孔
穎
達
曰
漢
書
地
理
志
豫
章
郡
名
在
江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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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
此
則
在
江
北
者
土
地
名
云
以
上
皆
經
傳
與
注
疏
所
載
予
以

杜
孔
注
疏
證
江
南
之
豫
章
無
與
於
春
秋
之
豫
章
審
矣
漢
志

雖
曰
高
帝
置
但
年
代
濶
遠
文
字
殘
闕
無
從
考
見
所
徙
之
年

月
耳
按
宋
武
帝
討
劉
毅
遣
王
鎭
惡
先
襲
至
豫
章
口
去
江
陵

城
二
十
里
乃
知
春
秋
之
豫
章
去
江
陵
甚
近
與
今
洪
州
全
不

相
干
能

改

齋

漫

錄

高
士
奇
曰
昭
六
年
楚
使

洩
伐
徐
吳
人
救
之
令
尹
子
蕩
帥

師
伐
吳
師
於
豫
章
而
次
於
乾
谿
吳
人
敗
其
師
於
房
鍾
謹
按

此
豫
章
杜
無
註
後
十
三
年
楚
師
還
自
徐
吳
人
敗
諸
豫
章
獲

其
五
帥
杜
註
云
定
二
年
楚
人
伐
吳
師
於
豫
章
吳
人
見
舟
於

豫
章
而
潛
軍
於
巢
以
軍
楚
師
於
豫
章
又
柏
舉
之
役
吳
人
舍

舟
於
淮
汭
自
豫
章
興
楚
夾
漢
此
皆
當
在
江
北
淮
水
南
蓋
後

徙
江
南
豫
章
依
此
則
豫
章
四
見
於
傳
總
爲
一
地
矣
乃
柏
舉

注
又
云
吳
乘
舟
從
淮
來
過
蔡
而
舍
之
豫
章
漢
東
江
北
地
名

與
前
文
小
異
説
者
曰
書
大
傳
釋
禹
貢
内
方
山
一
名
章
山
今

德
安
府
城
東
四
十
里
有
章
山
卽
吳
人
與
楚
夾
漢
之
豫
章
也

圖
經
云
豫
章
卽
章
山
一
名
障
山
晉
太
安
二
年
華
宏
討
義
陽

賊
張
昌
於
江
夏
敗
於
障
山
卽
此
是
説
也
施
諸
吳
楚
夾
漢
則

可
以
解
定
二
年
之
見
舟
豫
章
必
不
可
合
矣
蓋
是
役
以
伐
桐

故
本
傳
曰
桐
叛
楚
吳
子
使
舒
鳩
氏
誘
楚
人
曰
以
師
臨
我
我

伐
桐
爲
我
使
之
無
忌
秋
楚
囊
瓦
伐
吳
師
於
豫
章
吳
人
見
舟

於
豫
章
而
潛
師
於
巢
冬
十
一
月
吳
軍
楚
師
於
豫
章
敗
之
遂

圍
巢
克
之
獲
公
子
繁
杜
註
桐
小
國
廬
江
舒
縣
西
南
有
桐
鄕

舒
鳩
楚
屬
國
吳
敎
舒
鳩
誘
楚
師
臨
吳
僞
若
畏
楚
師
之
臨
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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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一

而
爲
伐
其
叛
國
以
取
媚
者
也
欲
使
楚
不
忌
吳
所
謂
多
方
以

誤
之
也
若
然
則
始
焉
楚
人
出
師
繼
焉
吳
僞
從
楚
而
見
舟
終

焉
忽
變
爲
對
壘
皆
當
在
近
桐
之
地
今
舒
城
有
桐
鄕
卽
古
桐

國
也
鳳
陽
西
夀
霍
光
固
之
境
皆
近
淮
壖
爲
吳
楚
日
交
兵
處

舒
城
正
在
其
南
所
謂
豫
章
當
在
此
除
矣
若
云
在
德
安
則
相

距
千
餘
里
吳
方
爲
狡
計
以
誑
楚
誘
楚
入
其
境
而
徐
就
之
安

得
西
馳
千
里
以
迎
楚
師
楚
又
豈
可
駐
師
近
郊
而
召
吳
於
千

里
之
外
乎
且
吳
舟
亦
不
能
見
於
德
安
也
由
是
推
之
伐
徐
之

五
帥
吳
亦
不
能
深
入
窮
追
而
獲
之
於
德
安
乾
溪
在
毫
州
又

與
德
安
絶
遠
皆
不
可
通
矣
豈
淮
南
漢
東
有
兩
豫
章
乎
則
又

不
然
昭
三
十
一
年
吳
人
圍
弦
左
司
馬
戌
右
司
馬
稽
率
師
救

弦
及
豫
章
古
弦
國
卽
今
光
山
縣
與
前
説
亦
合
卽
柏
舉
之
役

左
司
馬
議
悉
方
城
外
以
毁
其
舟
塞
城
口
以
斷
其
歸
路
是
吳

師
入
楚
之
徑
班
班
可
考
也
然
傳
之
本
文
原
云
自
豫
章
與
楚

夾
漢
不
言
至
豫
章
與
楚
夾
漢
闔
廬
十
一
年
吳
伐
楚
取
番
番

卽
今
鄱
陽
而
楚
嘗
有
此
然
則
楚
越
相
接
之
境
亦
有
可
考
者

矣
哀
十
九
年
越
人
侵
楚
以
誤
吳
也
夏
楚
公
子
慶
公
子
寬
追

越
師
至
㝠
不
及
而
還
此
又
楚
越
相
隣
之
明
驗
元
和
志
洪
州

春
秋
時
楚
之
東
境
江
州
春
秋
吳
之
西
境
文
獻
通
考
洪
州
江

州
春
秋
屬
楚
方
輿
勝
覽
隆
興
府
饒
州
春
秋
屬
楚
南
康
軍
春

秋
時
吳
楚
之
地
洪
州
江
州
旣
爲
楚
境
則
宣
饒
南
康
之
境
皆

爲
吳
疆
又
有
彭
蠡
巨
浸
橫
亘
於
中
則
舟
師
所
掠
越
大
夫
迎

勞
之
地
從
可
想
見
矣
漢
高
帝
分
秦
九
江
郡
置
豫
章
郡
水
經

注
贛
水
一
名
豫
章
水
逕
廬
陵
以
及
南
昌
雷
次
宗
曰
豫
章
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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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二

以
水
得
名
所
謂
豫
章
之
汭
卽
此
無
疑
也
蓋
與
淮
南
之
豫
章

各
爲
一
地
杜
言
自
江
北
遷
於
江
南
不
知
何
所
根
據
恐
未
爲

質
論
也

顧
景
范
曰
今
南
昌
郡
城
或
以
爲
春
秋
之
豫
章
按
古
豫
章
大

抵
在
江
漢
之
北
左
傳
昭
六
年
楚
伐
吳
師
於
豫
章
次
於
乾
谿

十
三
年
楚
師
自
徐
吳
人
敗
之
豫
章
二
十
四
年
楚
子
爲
舟
師

以
畧
吳
疆
越
大
夫
胥
犴
勞
王
於
豫
章
之
汭
三
十
一
年
吳
圍

弦
楚
救
弦
及
豫
章
吳
師
還
定
二
年
楚
人
伐
吳
師
於
豫
章
吳

人
見
舟
於
豫
章
而
潛
師
於
巢
以
敗
楚
師
於
豫
章
遂
圍
巢
克

之
四
年
吳
人
舍
舟
於
淮
汭
而
自
豫
章
與
楚
夾
漢
杜
預
曰
豫

章
皆
當
在
江
北
淮
南
柏
舉
之
役
豫
章
又
似
在
漢
東
江
北
豈

自
昔
由
江
漢
之
間
以
達
於
淮
豫
章
實
爲
要
害
而
今
不
可
考

歟
又
按
乾
谿
在
今
江
南
亳
州
徐
在
泗
州
弦
在
光
州
則
豫
章

當
在
近
淮
之
光
州
夀
州
之
間
與
漢
之
豫
章
全
不
相
䝉
者
也

讀

史

方

輿

紀

要

顧
棟
高
曰
先
王
建
國
其
小
者
不
能
五
十
里
若
邾
滕
郳
薛
近

在
一
縣
之
地
故
其
時
爲
邑
絶
小
論
語
稱
十
室
之
邑
周
官
司

馬
法
九
夫
爲
井
四
井
爲
邑
至
十
室
乃
大
矣
若
荆
舒
吳
越
地

處
荒
遠
井
牧
之
所
不
及
如
後
世
新
復
之
苗
疆
動
輒
千
百
里

不
可
以
方
域
計
故
今
日
而
欲
求
春
秋
之
地
亦
不
可
概
以
一

州
一
府
當
之
也
嘗
讀
春
秋
至
吳
楚
越
之
傳
其
稱
豫
章
者
凡

六
見
昭
六
年
楚
使

洩
伐
徐
吳
人
救
之
令
尹
子
蕩
帥
師
伐

吳
師
於
豫
章
而
次
於
乾
谿
吳
人
敗
其
師
於
房
鍾
昭
十
三
年

楚
師
還
自
徐
吳
人
敗
諸
豫
章
獲
其
五
帥
案
徐
在
泗
州
北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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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三

十
里
乾
谿
在
今
穎
州
府
之
亳
州
房
鍾
在
今
穎
州
府
䝉
城
縣

昭
三
十
一
年
吳
人
圍
弦
左
司
馬
戌
右
司
馬
稽
帥
師
救
弦
及

豫
章
弦
爲
今
河
南
光
州
之
光
山
縣
又
定
二
年
桐
叛
楚
吳
使

舒
鳩
誘
楚
人
曰
以
師
臨
我
我
伐
桐
爲
我
使
之
無
忌
秋
楚
伐

吳
師
於
豫
章
吳
人
見
舟
於
豫
章
而
潛
師
於
巢
冬
十
月
吳
敗

楚
師
於
豫
章
遂
圍
巢
克
之
桐
爲
今
安
慶
府
之
桐
城
縣
巢
爲

今
廬
州
府
之
巢
縣
舒
鳩
在
廬
州
之
舒
城
定
四
年
柏
舉
之
役

吳
人
舍
舟
淮
汭
自
豫
章
與
楚
夾
漢
淮
汭
卽
今
夀
州
案
數
傳

皆
爲
吳
楚
鬬
爭
杜
註
於
前
則
曰
江
北
淮
水
南
於
柏
舉
之
傳

則
曰
漢
東
兩
歧
其
説
又
云
自
江
北
徙
於
江
南
不
知
何
所
據

又
昭
二
十
四
年
楚
子
爲
舟
師
以
畧
吳
疆
越
大
夫
胥
犴
勞
王

於
豫
章
之
汭
歸
王
乘
舟
且
帥
師
從
王
此
爲
楚
越
交
接
豫
章

當
又
在
楚
越
之
境
諸
儒
求
其
説
而
不
可
得
或
以
爲
兩
地
或

以
爲
三
地
迄
無
一
定
然
愚
嘗
考
之
豫
章
係
寛
大
之
語
自
江

西
之
九
江
饒
州
二
府
隔
江
爲
江
南
之
安
慶
府
境
北
接
穎
亳

廬
夀
西
接
光
黄
皆
爲
楚
之
豫
章
地
蓋
鳳
陽
以
西
夀
霍
光
固

之
境
皆
近
淮
壖
爲
吳
楚
日
交
兵
處
柏
舉
在
湖
廣
黄
州
府
之

麻
城
縣
從
夀
州
循
淮
而
西
厯
河
南
光
山
縣
信
陽
州
三
關
之

塞
至
麻
城
六
百
里
至
漢
口
九
百
里
杜
氏
所
云
豫
章
在
江
北

淮
水
南
者
正
當
卽
指
淮
汭
而
言
蓋
是
地
之
總
名
舍
舟
於
此

遵
陸
亦
卽
在
此
耳
至
豫
章
之
汭
則
爲
今
日
之
鄱
陽
無
疑
何

則
餘
干
爲
越
鄱
陽
爲
楚
後
爲
吳
奪
俱
今
饒
州
府
屬
則
鄱
陽

正
爲
三
國
結
輳
之
地
且
此
時
吳
越
旣
已
興
兵
而
楚
吳
又
方

搆
鬬
楚
與
越
通
吳
人
必
忌
越
必
不
敢
出
境
一
步
公
然
與
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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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四

交
接
以
犯
吳
之
深
怒
也
若
概
云
江
漢
之
北
越
且
離
境
千
里

顯
張
從
楚
以
掎
吳
之
幟
獨
不
畏
吳
人
壓
境
問
罪
近
在
肘
腋

耶
固
知
歸
王
乘
舟
乃
二
國
於
其
接
境
處
陰
相
聯
絡
又
在
水

際
則
舍
鄱
陽
左
右
更
誰
屬
哉
總
之
吳
楚
越
接
境
之
豫
章
非

一
地
而
實
非
有
二
名
如
秦
之
會
稽
九
江
兩
郡
統
隸
俱
一
二

千
里
豈
可
以
一
州
一
縣
當
之
哉
漢
分
秦
九
江
郡
置
豫
章
郡

蓋
亦
以
春
秋
之
豫
章
得
名
然
實
非
當
日
之
豫
章
地
至
以
南

昌
爲
豫
章
尤
非
左
傳
舍
舟
淮
汭
自
豫
章
與
楚
夾
漢
夀
州
至

漢
口
中
厯
光
州
信
陽
州
黄
州
至
武
昌
漢
陽
夾
峙
之
漢
口
循

淮
至
漢
路
徑
甚
明
南
昌
在
其
南
千
餘
里
無
迂
道
至
南
昌
之

事
且
南
昌
始
終
爲
楚
地
於
吳
無
與
也
史
記
闔
廬
十
一
年
吳

伐
楚
取
番
番
今
鄱
陽
縣
爲
饒
州
府
治
而
闔
廬
十
一
年
係
定

公
六
年
在
柏
舉
之
後
則
當
柏
舉
戰
時
吳
尙
未
有
饒
州
之
地

又
安
得
越
南
康
九
江
二
府
而
遽
至
南
昌
也
哉
愚
嘗
推
廣
其

説
凡
列
國
之
邊
境
地
俱
極
廣
遠
不
止
一
豫
章
也
楚
北
境
之

方
城
自
裕
州
東
北
至
葉
縣
唐
縣
連
接
數
百
里
齊
之
無
棣
今

直
隸
天
津
府
之
慶
雲
山
東
武
定
府
之
海
豐
皆
是
晉
合
温
原

攢
茅
之
地
俱
謂
之
南
陽
幾
盡
懷
慶
一
府
之
境
其
所
謂
東
陽

者
則
爲
太
行
山
東
地
非
有
城
邑
至
楚
漢
之
間
始
置
東
陽
郡

而
秦
之
河
西
在
今
同
華
二
州
總
謂
大
河
以
西
則
楚
西
境
之

豫
章
由
淮
水
之
南
盡
大
江
南
北
連
屬
彭
蠡
與
吳
越
俱
接
境

乃
其
常
理
非
日
後
始
遷
於
江
南
也
至
漢
東
無
豫
章
地
高
氏

辨
之
甚
明
近
志
乃
謂
春
秋
之
豫
章
去
江
陵
甚
近
引
宋
武
帝

討
劉
毅
遣
王
鎭
惡
先
襲
至
豫
章
口
去
江
陵
城
二
十
里
爲
証



ZhongYi

南
昌
府
志

卷
一

地
理沿
革
考

三
十
五

尤
謬
後
世
地
名
沿
譌
襲
舛
甚
多
卽
同
時
亦
有
相
襲
者
如
戰

國
時
韓
之
南
陽
豈
可
以
晉
之
南
陽
當
之
也
哉
春

秋

大

事

表

舊
志
跋
云
豫
章
者
楚
地
吳
楚
搆
兵
之
處
其
見
於
左
氏
傳

者
凡
六
杜
注
曰
當
在
江
北
淮
水
南
蓋
後
徙
在
江
南
又
曰

豫
章
漢
東
江
北
地
名
此
春
秋
時
豫
章
之
定
論
也
吳
入
春

秋
百
餘
年
服
屬
於
楚
以
長
江
之
險
雖
吳
楚
所
共
而
楚
居

上
游
據
建
瓴
之
勢
吳
於
舟
師
仰
攻
不
能
勝
楚
自
夀
夢
得

申
公
巫
臣
知
以
乘
車
陸
戰
於
是
吳
之
用
兵
舍
江
南
而
從

淮
右
北
道
而
楚
爲
之
困
昭
四
年
楚
城
鍾
離
今

鳳

陽

城
巢
今巢

縣

城
州
來
今

夀

州

蓋
以
備
吳
塞
其
北
來
之
衝
吳
楚
之
搆
兵

爭
戰
者
皆
在
此
及
昭
二
十
三
年
吳
滅
州
來
二
十
四
年
滅

鍾
離
及
巢
三
城
滅
楚
淮
右
之
重
鎭
失
而
漢
東
之
大
隧
直

轅
㝠
阨
三
隘
道
亦
不
能
守
入
郢
之
勢
成
矣
自
魯
成
七
年

至
哀
十
五
年
吳
楚
三
十
戰
其
由
江
用
舟
師
者
六
耳
若
楚

築
三
城
之
後
惟
長
岸
之
戰
在
江
之
南
而
已
故
吳
氏
以
江

南
之
豫
章
决
無
預
乎
春
秋
之
時
者
其
説
甚
善
第
以
豫
章

在
江
夏
之
間
爲
江
陵
之
豫
章
口
則
誤
甚
蓋
以
漢
東
淮
南

江
北
數
百
里
之
地
而
欲
以
區
區
地
名
之
偶
同
者
當
之
宜

其
多
所
牴
牾
矣
此
圖
經
以
豫
章
卽
德
安
東
四
十
里
之
章

山
又
或
引
水
經
江
水
東
經
郢
城
南
又
東
得
豫
章
口
因
豫

章
岡
得
名
者
皆
一
隅
之
見
也
高
氏
以
今
鳳
陽
西
夀
霍
光

固
之
境
爲
近
淮
壖
豫
章
當
在
此
際
尤
足
發
明
杜
注
然
其

言
有
二
失
一
疑
杜
注
漢
東
之
誤
一
以
昭
二
十
四
年
豫
章

之
汭
爲
彭
蠡
復
初
顧
氏
亦
主
其
説
彼
特
以
光
固
之
地
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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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六

淮
而
遠
漢
不
得
稱
漢
東
不
知
楚
大
隧
直
轅
㝠
阨
三
關
之

塞
在
今
信
陽
應
山
之
間
㝠

阨

在

河

南

汝

甯

府

信

陽

州

東

南

九

十

里

湖

廣

德

安

府

應

山

縣

北

六

十

五

里

一

名

平

靖

關

大

隧

一

名

武

陽

關

在

信

陽

東

南

一

百

五

十

里

西

南

至

應

山

一

百

三

十

里

地

名

大

寨

嶺

直

轅

一

名

黃

峴

關

在

信

陽

南

九

十

里

南

至

應

山

亦

九

十

里

杜
氏
所
謂
漢
東
之
隘
道
也

光
固
在
信
陽
東
壤
地
相
接
故
杜
復
曰
漢
東
以
明
豫
章
之

西
境
至
此
正
與
江
北
淮
水
一
條
相
證
非
淮
南
漢
東
有
兩

豫
章
也
柏
舉
之
役
吳
舍
舟
淮
汭
自
豫
章
與
楚
夾
漢
杜
注

云
吳
乘
舟
從
淮
來
過
蔡
而
舍
之
蔡
卽
今
汝
甯
新
蔡
縣
楚

左
司
馬
戌
欲
以
方
城
外
人
毁
吳
所
舍
舟
聞
楚
師
敗
及
息

而
還
息
卽
今
光
州
息
縣
息
在
蔡
西
南
然
則
吳
人
舍
舟
遵

陸
者
在
蔡
息
之
間
光
州
之
地
乎
高
氏
乃
以
息
在
蔡
東
譏

杜
注
之
誤
其
於
地
形
爲
不
審
矣
至
顧
氏
以
淮
汭
卽
夀
州

吳
舍
舟
於
此
遵
陸
亦
卽
在
此
是
淮
汭
豫
章
爲
一
地
左
氏

不
當
複
言
之
矣
又
謂
越
畏
吳
不
敢
與
楚
交
陰
相
聯
絡
於

鄱
陽
是
大
不
然
吳
越
敵
國
也
越
豈
畏
吳
者
哉
且
以
當
日

時
勢
論
之
吳
畏
越
而
越
不
畏
吳
昭
五
年
楚
子
越
人
伐
吳

昭
二
十
四
年
越
又
使
倉
及
夀
夢
帥
師
從
楚
伐
吳
二
十
年

之
間
越
伐
吳
者
再
而
吳
不
敢
一
加
兵
於
越
報
怨
者
以
吳

方
抗
楚
懼
越
之
議
其
後
也
及
昭
三
十
二
年
吳
始
用
師
於

越
而
定
五
年
十
四
年
越
再
敗
吳
闔
廬
死
焉
此
其
强
弱
之

勢
可
見
顧
氏
之
論
特
夫
椒
以
後
情
事
耳
夫
越
旣
從
楚
以

伐
吳
矣
帥
師
何
事
而
欲
使
吳
不
知
陰
相
聯
絡
於
水
際
此

可
笑
之
甚
者
况
鄱
陽
古
彭
蠡
不
得
稱
豫
章
之
汭
也
若
近

世
有
以
湖
口
爲
豫
章
據
史
記
淮
南
傳
正
義
其
解
定
二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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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七

桐
叛
楚
事
謂
巢
桐
皆
江
西
下
流
相
距
不
遠
楚
自
湖
廣
出

師
下
江
南
必
取
道
江
西
不
知
楚
伐
吳
非
伐
桐
也
惟
楚
伐

吳
師
於
淮
右
之
豫
章
吳
僞
畏
楚
而
伐
其
叛
國
巢
在
桐
北

伐
桐
必
經
巢
吳
陰
以
伐
桐
之
師
圖
巢
故
楚
坐
視
其
引
軍

南
向
而
不
之
忌
其
實
吳
未
嘗
伐
桐
也
使
楚
師
在
今
湖
口

去
桐
甚
近
吳
師
一
不
至
桐
楚
必
能
逆
知
其
詐
而
爲
之
備

矣
至
定
四
年
柏
舉
之
役
吳
舍
舟
淮
汭
自
豫
章
與
楚
夾
漢

者
豫
章
在
光
固
漢
爲
漢
口
自
光
州
厯
信
陽
麻
城
至
漢
口

攻
楚
不
備
最
爲
神
速
使
豫
章
爲
湖
口
是
吳
自
淮
汭
舍
舟

陸
行
將
二
千
里
而
始
至
湖
口
亦
迂
遠
之
甚
矣
且
於
湖
口

與
楚
對
陳
者
夾
江
非
夾
漢
也
古
豈
有
稱
潯
陽
之
九
江
爲

漢
者
哉
况
吳
果
由
湖
口
乘
舟
泝
流
攻
楚
則
其
班
師
自
順

江
而
下
必
不
復
陸
行
至
淮
而
楚
司
馬
戌
尙
欲
毁
吳
淮
汭

之
舟
以
斷
其
歸
路
雖
下
愚
亦
不
出
此
要
之
吳
楚
所
爭
在

淮
右
決
無
迂
道
至
湖
口
之
理
此
以
豫
章
在
江
南
者
其
説

無
一
可
通
也
或
曰
江
南
有
豫
章
水
春
秋
時
豫
章
雖
廣
要

以
此
水
得
名
此
又
不
然
豫
章
之
名
著
自
水
經
水

經

係

三

國

時

人

作

言

漢

桑

欽

者

誤

漢
時
惟
湖
漢
水
最
顯
劉
歆
所
謂
湖
漢
等
九
水
入

彭
蠡
是
也
豫
章
特
九
水
之
一
耳
前
漢
地
理
志
雩
都
湖
漢

水
東
至
彭
澤
入
江
行
千
九
百
八
十
里
鄱
陽
鄱
水
餘
干
餘

水
艾
修
水
新
淦
淦
水
南
城
旴
水
建
城
蜀
水
宜
春
南
水
南

壄
彭
水
志
則
並
云
入
湖
漢
若
豫
章
水
出

贛

縣

雖
亦
云
北
入

大
江
然
不
言
諸
水
入
此
又
不
詳
其
里
數
蓋
雩
都
與
贛
在

漢
爲
荒
僻
之
區
豫
章
湖
漢
之
孰
爲
經
流
尙
不
能
詳
故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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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八

豫
章
併
入
湖
漢
合
鄱
水
等
爲
九
水
若
上
求
之
春
秋
之
時

是
水
之
卽
名
豫
章
且
不
可
知
而
謂
淮
南
江
北
之
地
皆
以

此
水
得

不
亦
謬
乎
或
曰
漢
時
豫
章
水
卽
不
著
而
史
記

淮
南
衡
山
列
傳
所
謂
結
九
江
之
浦
絶
豫
章
之
口
者
豫
章

不
已
著
於
漢
乎
曰
正
義
以
豫
章
爲
湖
口
誤
也
秦
九
江
郡

治
夀
春
今州

漢
爲
淮
南
國
正
春
秋
豫
章
地
伍
被
之
言
卽

指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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