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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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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物
志
儒

林

郡
志
通
乎
史
例
人
物
之
志
史
之
傳
也
然
江
敞
陳
畱
人
物

志
陽
休
之
幽
州
人
物
志
志
傳
之
通
稱
久
矣
江
寧
賢
哲
於

海
內
爲
盛
今
列
之
爲
十
類
日
儒
林
曰
敦
行
日
忠
義
曰
仕

績
曰
文
苑
曰
隱
逸
曰
流
寓
曰
技
藝
曰
列
女
曰
僊
釋
史
家

之
傳
取
舍
嚴
矣
若
郡
志
則
通
乎
鄉
曲
之
情
有
不
能
盡
如

史
例
者
矣
善
善
從
長
之
義
也
作
人
物
志

自
晉
南
渡
江
中
原
士
大
夫
從
遷
江
表
僑
置
其
本
郡
琅
邪

一
郡
實
在
今
江
寧
之
地
然
琅
邪
之
王
多
居
會
稽
吳
中
此

地
雖
有
鳥
衣
馬
糞
之
宅
乃
仕
於
京
師
所
居
耳
不
可
定
爲

此
間
人
也
惟
琅
邪
顔
氏
累
世
皆
葬
於
幕
府
山
見
顔
魯
公

家
廟
碑
文
是
生
居
死
葬
不
出
此
土
其
名
賢
宐
入
此
志
矣

若
夫
中
原
他
郡
大
族
過
江
者
數
百
年
不
復
故
土
苟
其
僑

住
丹
陽
以
劉
知
幾
史
通
之
論
及
當
時
土
斷
之
法
衡
之
正

當
作
丹
陽
人
耳
然
當
時
大
族
恥
儕
南
士
不
肎
從
土
斷
之

制
而
今
古
隔
絶
亦
不
知
僑
居
果
在
何
所
舊
江
寧
志
或
載

六
朝
名
賢
數
人
推
其
義
例
良
爲
無
據
然
今
亦
不
能
決
其

非
居
此
地
人
也
舊
志
所
有
今
姑
依
列
之
其
所
未
收
不
復

廣
采
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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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
唐
固
字
子
正
丹
陽
人
修
身
積
學
稱
爲
儒
者
陸
遜
張
溫

駱
統
皆
拜
之
黃
武
四
年
爲
尙
書
僕
射
事
附
吳
志
闞
澤
傳

唐
許
叔
牙
潤
州
句
容
人
少
精
於
毛
詩
禮
記
尤
善
諷
詠
嘗

撰
毛
詩
纂
義
十
卷
事
詳
舊
新
兩
唐
書
儒
學
傳

元
張
䇓
字
達
善
其
先
蜀
之
導
江
人
蜀
兦
僑
寓
江
左
受
業

金
華
王
柏
得
朱
子
三
傳
之
學
學
者
稱
導
江
先
生
著
有
四

經
歸
極
等
書
事
詳
元
史
儒
學
傳

明
陳
遇
字
仲
行
高
祖
義
甫
自
曹
徙
居
建
業
遇
天
姿
純
粹

篤
學
博
覽
學
者
稱
爲
靜
誠
先
生
事
詳
明
史
本
傳

金
潤
字
伯
玉
上
元
人
年
十
二
能
賦
詩
及
長
才
敏
有
識
正

統
間
以
舉
人
授
兵
部
司
務
有
言
赤
金
蒙
古
所
產
欲
取
之

以
資
戎
器
潤
曰
豈
可
使
敵
人
知
此
議
遂
寢
瓦
剌
入
寇
英

宗
欲
親
征
潤
以
兵
事
未
可
遽
煩
車
駕
力
上
疏
不
報
土
木

之
變
陳
䇿
於
尙
書
于
謙
請
堅
壁
淸
野
以
待
之
謙
從
其
言

軍
國
大
計
每
與
諮
議
京
師
晏
然
擢
南
安
知
府
以
子
貴
乞

休
潤
有
文
章
尤
邃
於
易
嘗
畫
圖
系
解
著
淵
學
探
微
十
二

卷沈
鍾
字
仲
律
上
元
人
爲
諸
生
時
㝛
學
舍
閉
戸
讀
書
縕
袍

自
樂
成
進
士
居
父
憂
居
廬
三
年
未
嘗
言
笑
服
闋
授
吏
部

主
事
以
母
在
疏
乞
就
養
改
南
吏
部
侍
郎
章
綸
嘗
入
賀
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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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
欲
委
之
同
列
鍾
曰
臣
子
事
君
可
委
事
於
人
乎
綸
揖
謝

其
所
友
惟
章
懋
羅
彝
等
時
稱
十
君
子
尋
拜
按
察
僉
事
考

績
擢
副
使
督
學
湖
廣
時
座
主
尹
旻
秉
政
當
候
見
鍾
問
其

所
居
李
賢
顧
坐
客
曰
今
之
不
識
相
門
者
仲
律
一
人
耳
改

督
學
山
東
以
子
爲
楚
府
儀
賓
遂
致
仕
歸
家
無
所
棲
息
毫

不
介
意
年
八
十
卒

金
賢
字
士
希
江
寧
人
偉
幹
修
髯
顧
盼
偉
如
舉
宏
治
十
五

年
進
士
授
給
事
中
正
德
初
奉
命
勘
兩
淮
重
獄
時
劉
瑾
亂

政
諸
司
讞
獄
非
取
其
意
旨
不
敢
決
賢
操
三
尺
不
少
狥
瑾

恨
之
出
爲
大
名
知
府
有
政
聲
卒
中
忌
徙
延
平
是
時
武
宗

好
巡
幸
轍
跡
所
至
民
不
得
寧
賢
乃
請
老
不
俟
報
而
歸
賢

精
於
春
秋
嘗
以
所
自
得
爲
紀
愚
十
篇
或
問
百
篇
行
世

景
晹
字
伯
時
上
元
人
年
數
歲
隨
其
父
官
廣
州
劉
大
夏
見

其
文
而
異
之
曰
此
子
方
爲
國
器
正
德
戊
辰
舉
進
士
第
二

除
翰
林
院
編
修
是
時
劉
瑾
亂
政
陵
轢
朝
士
見
者
屛
氣
暘

獨
不
之
阿
每
當
進
講
必
越
宿
齋
戒
冀
有
感
悟
在
館
職
九

年
遷
國
子
司
業
以
資
當
進
侍
讀
梁
儲
曰
成
均
士
子
師
範

非
君
不
可
因
奏
畱
之
六
館
諸
生
人
人
以
爲
得
師
改
左
中

允
管
南
京
國
子
司
業
事
南
方
士
習
競
便
利
有
請
囑
者
一

切
謝
絶
士
習
稍
正
後
以
母
憂
去
位
起
復
方
就
道
染
疾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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卒李
登
字
士
龍
上
元
人
弱
冠
入
京
學
以
文
行
著
時
督
學
耿

定
向
倡
明
理
學
擇
諸
生
之
俊
秀
者
尊
異
之
以
風
多
士
登

居
其
一
焉
隆
慶
初
以
選
貢
充
國
子
監
生
授
新
野
令
條
陳

興
革
俱
切
時
宜
民
受
其
利
以
抗
直
忤
時
改
崇
仁
教
諭
講

明
鄒
魯
之
學
有
願
學
編
寶
唐
語
錄
去
官
歸
家
居
三
十
餘

年
惟
以
明
學
爲
務
學
者
稱
如
眞
先
生
卒
年
八
十
六
登
孝

友
出
天
性
事
父
及
兩
繼
母
養
生
送
死
不
愧
古
人
視
子
姪

無
異
情
有
產
俱
中
分
之
精
考
六
書
之
學
直
探
其
奥
所
著

字
學
諸
書
行
於
世

賈
必
選
字
徙
南
上
元
人
萬
歴
己
酉
舉
人
官
戸
部
主
事
筦

西
新
倉
時
巨
璫
總
理
兩
部
復
遣
其
黨
分
伺
六
倉
必
選
盡

黜
陋
規
無
所
染
璫
爲
稍
斂
會
同
官
倪
篤
之
以
屯
豆
下
獄

必
選
知
其
冤
據
事
陳
辨
謫
九
江
幕
俄
遷
桂
林
司
理
旣
而

篤
之
事
得
白
起
用
必
選
亦
陞
南
工
部
虞
衡
司
未
任
丁
父

艱
歸
卽
杜
門
不
出
以
講
學
著
書
爲
務
晚
年
失
明
取
架
上

諸
書
令
友
若
孫
讀
之
必
選
凭
几
諦
聽
爲
辨
析
折
衷
口
授

筆
錄
成
帙
至
午
夜
不
休
曰
非
是
不
樂
也
卒
年
八
十
七
所

著
松
蔭
堂
學
易
行
世

莊
昶
字
孔
暘
江
浦
人
持
身
慕
伊
川
矩
度
接
人
慕
明
道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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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
學
者
稱
定
山
先
生
事
詳
明
史
本
傳

劉
閔
字
子
賢
六
合
人
家
貧
力
養
母
或
恚
怒
則
衣
冠
跪
牀

下
以
父
喪
未
葬
三
年
斷
酒
肉
不
內
寢
朔
望
輒
號
於
殯
所

鄰
族
憐
之
爲
助
其
葬
妻
失
愛
於
母
出
之
終
身
不
復
娶
當

事
薦
其
學
行
詔
授
本
學
訓
導
著
有
家
禮
考
昭
穆
圖
宗
子

說
五
倫
啟
蒙
諸
書

國
朝
張
怡
一
名
遺
初
名
鹿
徵
字
瑤
星
上
元
人
父
可
大
明
季

登
萊
總
兵
官
會
袁
崇
煥
殺
皮
島
帥
毛
文
龍
其
將
士
乘
機

爲
變
可
大
死
之
事
聞
怡
以
諸
生
蔭
錦
衣
衞
千
戸
崇
禎
十

七
年
李
自
成
陷
京
師
脅
之
使
降
怡
不
屈
賊
怒
械
繫
將
肆

掠
其
黨
或
義
而
釋
之
明
兦
怡
遁
歸
故
里
其
妻
巳
前
死
獨

身
寄
攝
山
僧
舍
足
不
入
城
市
鄉
人
稱
曰
白
雲
先
生
當
是

時
勝
國
遺
士
多
知
立
名
義
以
不
降
志
爲
高
其
賢
者
躬
耕

窮
鄉
士
大
夫
不
能
見
其
面
然
尙
有
文
字
流
傳
人
間
怡
則

躬
樵
汲
口
不
言
文
章
雖
日
著
書
密
不
示
人
四
方
冠
葢
日

往
來
於
茲
山
而
不
知
山
中
有
是
人
也
康
熙
三
十
四
年
怡

年
八
十
八
以
壽
終
其
親
故
夙
巿
良
材
爲
具
棺
槨
怡
時
已

病
革
聞
之
泣
日
昔
先
皇
帝
崩
不
成
喪
先
將
軍
致
命
海
島

無
人
視
含
斂
吾
受
茲
忍
乎
顧
謂
從
孫
某
趨
易
之
乃
卒
乾

隆
三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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詔
修
三
禮
學
官
集
諸
生
繕
寫
怡
書
欲
以
進
久
之
未
就
其
後

朝
廷
開
四
庫
館
江
蘇
撫
臣
乃
采
所
著
三
禮
合
纂
以
進
焉
他

所
著
書
尙
二
十
餘
種
詳
藝
文
志

方
苞
字
靈
皐
一
字
鳳
九
安
徽
桐
城
人
遷
居
上
元
少
與
兄

舟
弟
林
相
友
愛
康
熙
時
舉
進
士
以
戴
名
世
南
山
集
案
下

獄
論
死
巳
而
赦
之
隸
旗
籍
以
白
衣
入
直

禁
廷

世
宗
皇
帝
卽
位
首

詔
出
旗
未
幾
遂
用
爲
中
允
再
遷
侍
讀
學
士

部
侍
郎
孫
嘉
淦
被

劾
下
獄
苞
謂
大
學
士
鄂
爾
泰
日
孫
侍
郎
以
非
罪
死
公
復

何
顔
坐
中
書
於
是
嘉
淦
遂
得
免

遷
內
閣
學
士

高
宗
皇
帝
初
卽
位
議
行
三
年
之
喪
苞
因
欲
復
古
人
以
次
變
除
之

制
禮
部
尙
書
魏
廷
珍
上
其
議
會
大
臣
有
不
便
者
事
遂
格

不
行
遷
禮
部
侍
郞
河
督
高
某
夙
與
苞
善
旣
而
違
衆
議
開

毛
城
鋪
臺
省
二
臣
有
疏
言
其
不
便
者
坐
下
獄
苞
見
徐
元

夢
令
爲

上
言
不
當
以
言
罪
諫
官

上
卽
日
出
之
禮
部
共
議
薦
一
貲
郞
入
曹
和
碩
履
親
王
涖
部
已
許

之
矣
苞
以
故
事
禮
部
必
用
甲
科
不
肎
平
署
其
抗
直
如
此

坐
事
罷
官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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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賜
侍
講
銜
歸
里
乾
隆
十
四
年
八
月
卒
年
八
十
二
苞
爲
人
孝
友

敦
厚
其
論
學
一
以
宋
儒
爲
宗
嘗
謂
其
友
蠡
李
塨
日
程
朱

之
心
與
天
合
傷
程
朱
是
謂

天
地
之
心
也
其
說
經
之
書

大
抵
推
衍
宋
儒
之
學
而
名
物
訓
詁
皆
所
略
云
少
與
兄
舟

俱
以
時
文
名
天
下
其
古
文
自
謂
宗
太
史
公
義
法
而
不
喜

班
固
柳
宗
元
晚
年
自
號
望
谿
學
者
稱
望
谿
先
生

翁
荃
字
蘭
友
一
字
止
園
江
寧
人
入
學
後
不
事
科
舉
入
雲

臺
山
鑽
硏
經
訓
山
有
虎
害
出
貲
募
獵
戶
除
之
督
僮
奴
徧

野
檢
白
骨
收
葬
乾
隆
初

詔
修
三
禮
徵
窮
經
之
士
公
卿
文
薦
荃
固
辭
以
弟
子
和
風
翔
應
聘

晚
更
卜
築
南
郊
五
經
三
禮
皆
有
纂
說
古
文
詩
歌
成
集
藏

於
家

程
廷
祚
初
名
默
字
啟
生
上
元
人
自
少
穎
異
嗜
學
爲
諸
生

累
不
得
舉
雍
正
十
三
年
開
博
學
鴻
詞
科
安
徽
巡
撫
王
綋

以
廷
祚
應

詔
乾
隆
元
年
至
京
師
有
要
人
慕
其
名
欲
招
至
門
下
屬
密
友
達
其

意
曰
主
我
翰
林
可
得
也
廷
祚
正
色
拒
之
卒
不
往
遂
不
得

用
歸
江
寧
十
四
年

詔
舉
經
明
行
修
之
士
廷
祚
應
薦
入
京
師
復
報
罷
三
十
二
年
病
作

年
七
十
七
廷
祚
於
學
入
之
頗
深
其
大
要
在
以
博
文
約
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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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進
德
修
業
之
功
以
克
己
治
人
爲
格
物
致
知
之
要
其
於

諸
經
各
有
論
述
而
尤

於
易
注
釋
尤
多
晚
年
自
稱
靑
谿

居
士
其
別
號
綿
莊
學
者
稱
綿
莊
先
生

戴
祖
啟
字
敬
咸
上
元
人
乾
隆
壬
午
中
舉
人
四
會
試
不
第

會
京
師
開
四
庫
全
書
之
館
大
學
士
于
敏
中
爲
總
裁
屬
其

同
姓
震
召
祖
啟
祖
啟
不
往
見
乘
弇
棧
歸
戊
戌
成
進
士
掌

教
關
中
書
院
已
亥
陜
西
巡
撫
畢
沅
薦
其
品
學

召
見
試
四
書
文
一
通
以
國
子
監
學
正
用
拜

命
旋
歸
三
歲
卒
祖
啟
少
工
文
詞
旣
乃
潛
心
經
學
注
尙
書
春
秋
多

所
發
明
其
在
陝
西
教
導
有
法
數
十
年
後
陝
人
猶
感
思
之

子
衍
善
字
元
嘉
有
學
行
著
有
語
孟
徵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