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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
序
文
一

一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二
十
卷
之
首

序
文
一

昔
在
光
緖
之
三
十
有
一
年
嵗
次
乙
巳
廷
議
預
備
立
憲
詔
天
下
修
志

書
時
戴
文
誠
官
協
揆
以
吾
鎭
鄕
志
自
道
光
庚
寅
以
後
久
闕
未
續
亟

應
纂
修
函
致
堂
局
諸
紳
以
余
肩
厥
事
屬
以
賑
務
方
亟
議
而
未
行
而

文
誠
薨
逮
民
國
改
元
粤
政
府
踵
行
憲
政
會
垣
首
立
通
志
局
吾
鄕
志

亦
緣
是
而
起
文
誠
介
弟
靉
天
孝

長
保
衛
局
兼
辦
潔
淨
重
申
前
議

擬
以
潔
淨
額
支
餘
款
撥
充
志
局
作
開
辦
費
余
韙
之
會
禀
汪
知
事
得

批
照
准
復

任
孝

爲
志
局
總
理
乃
集
大
魁
堂
進
都
人
士
而
議
之

僉
謂
志
書
繁
重
緜
歴
嵗
月
方
能
成
編
局
費
浩
大
款
將
安
出
余
曰
善

政
得
民
財
顧
力
行
何
如
耳
因
采
各
志
通
例
及
時
賢
名
論
立
簡
章
七

條
卽

修

志

述

義

見

下

期
於
實
行
僉
曰
善
仍
推
余
爲
總
纂
義
務
所
在
弗
敢
辭

也
於
是
分
途
募
捐
區
君
亷
泉
兄
弟
三
君
奉
其
先
人
澗
東
遺
訓
用
區

守
德
堂
名
義
倡
捐
千
金
黃
君
奕
南
用
黃
祥
華
名
義
捐
千
金
王
君
理

卿
阮
君
其
沅
各
六
百
金
傅
君
翼
鵬
招
君
雨
田
簡
君
照
南
各
五
百
金

餘
自
百
數
十
金
至
數
金
不
等
捐

册

題

名

附

志

書

後

合
公
款
得
制
幣
一
萬
員
有

奇
款
項
有
着
乃
以
良
日
設
局
於
鶯
岡
之
麓
羅
致
諸
賢
同
任
修
纂
其

辦
事
程
序
先
采
訪
後
撰
述
預
刻
期
限
限
滿
咸
願
辭
脩
服
務
局
中
不

設
火
食
遇
期
食
各
以
册
稿
互
相
考
訂
用
能
一
綫
到
底
靡
或
牴
牾
通

力
合
作
故
也
餘
悉
照
原
定
條
議
執
行
書
成
爲
序
其
端
曰
志
之
名
義

備
載
周
官
故
志
書
卽
政
書
法
度
禀
諸
時
王
大
旨
必
以
周
公
仲
尼
之

道
爲
主
今
何
時
乎
非
共
和
時
代
乎
共
和
者
卽
禮
記
之
所
謂
大
同
也

唐
虞
三
代
以
來
官
家
異
局
而
大
同
則
以
公
天
下
爲
心
賢
能
定
於
一

尊
選
舉
操
之
百
姓
正
名
定
分
而
政
教
行
焉
有
淸
俯
從
民
願
於
宣
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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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
序
文
一

二

三
年
改
定
國
號
合
漢
滿
䝉
囘
藏
五
大
族
爲
大
一
統
中
華
民
國
詳

載

鄕

事

志

另

有

紀

年

議

見

下

讀
第
三
道
上
諭
開
誠
佈
公
情
詞
剴
切
此
天
下
臣
民
所
共

見
者
也
由
是
而
天
下
爲
公
孔
子
志
焉
未
逮
者
得
見
於
今
日
誰
不
拭

目
以
觀
新
政
然
猶
有
慮
焉
曰
不
獨
親
其
親
不
獨
子
其
子
推
愛
之
謂

非
執
途
人
而
父
子
之
昆
弟
之
夫
婦
之
也
貨
不
棄
地
力
不
爲
已
有
無

相
通
之
謂
非
爭
鬥
其
民
而
施
以
刼
奪
之
政
也
自
幼
而
壯
而
老
咸
遂

其
生
殘
疾
無
告
之
民
皆
有
所
養
夫
如
是
故
外
戸
而
不
閉
盗
竊
亂
賊

而
不
作
是
謂
大
同
我
國
禮
教
相
承
一
變
至
道
不
難
馴
而
致
孔
子
作
春

秋
曰
我
欲
託
之
空
言
不
如
見
之
行
事
之
深
切
著
明
也
此
志
之
所
以

爲
志
也
或
曰
孔
子
欲
廣
魯
於
天
下
故
春
秋
託
王
焉
佛
山
一
鄕
耳
亦

欲
廣
之
天
下
乎
曰
觀
於
鄕
而
知
王
道
之
易
易
吾
鄕
雖
小
憲
政
所
及

幾
於
具
體
而
微
士
君
子
得
志
則
行
其
道
不
得
志
則
著
書
立
說
藏
之

名
山
傳
之
其
人
亦
猶
行
孔
子
之
志
也
是
役
也
羣
賢
合
力
在
籍
人
文

有
盧
宰
和
進
士
霍
筱
芙
馮
伯
緝
梁
伯
憩
孝
亷
分
任
纂
修
之
四
君
者

皆
學
有
根
柢
通
知
時
事
族
子
燕
穆
由
各
學
畢
業
官
警
佐
嫻
習
部
章

亦
與
於
斯
選
又
以
諮
詢
諮
度
全
仗
老
成
特
設
評
議
部
以
梁
彥
武
觀

察
吳
文
鹿
內
翰
爲
主
任
兼
總
校
對
生
員
冼
信
符
布
衣
孫
弼
宸
爲
分

校
其
學
擅
專
長
足
備
顧
問
者
有
若
陳
養
齋
茂
才
精
鑒
古
區
亷
泉
子

灌
輿
學
土
長
於
測
繪
仇
景
林
上
舍
及
其
子
日
晃
以
書
畫
家
兼
嫻
輿

地
胡
君
軒
蒞
留
心
水
利
內
外
基
圍
均
其
經
理
黃
竹
亭
待
詔
鄧
秀
山

吏
員
辦
公
數
十
年
出
其
簿
記
足
資
考
證
陳
伯
任
知
事
以
舊
學
從
新

政
蒐
輯
要
案
多
起
諸
集
亦
足
備
徵
皆
修
志
不
可
少
之
人
才
先
是
靉

天
孝
亷
總
理
局
務
莫
東
生
工
部
梁
式
庵
别
駕
爲
協
理
局
事
多
倚
以

辦
及
戴
孝
亷
歸
道
山
厥
子
翊
峯
以
編
校
代
理
局
務
兩
協
理
遇
事
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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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
序
文
一

三

持
深
資
得
力
采
訪
亦
兼
勸
捐
故
事
詳
而
款
集
支
應
容
曉
初
文
牘
黃

伯
瀚
兼
庶
務
常
川
治
事
余
亦
不
啻
以
志
局
自
隨
評
議
顧
問
勸
捐
各

部
皆
不
受
薪
水
無
供
給
測
繪
一
部
亦
情
殷
報
效
梁

吳

本

金

石

世

家

區

胡

仇

氏

父

子

皆

當

義

務

五
纂
修
各
斥
俸
襄
事
余
亦
以
所
得
脩
俸
輸
作
捐
款
收

支

數

目

另

有

徵

信

錄

注

明

事

由

諸
君
子
公
爾
忘
私
與
國
家
立
憲
原
旨
相
合
重
念
志
書
有
關

國
故
稽
之
往
古
按
之
當
今
之
務
不
敢
苟
焉
而
已
而
非
各
家
踴
躍
効

捐
同
人
黽
勉
從
事
不
克
臻
此
値
百
六
陽
九
之
運
正
存
亡
絶
續
之
秋

幾
歴
艱
虞
撰
成
此
志
殆
有
天
幸
焉
於
是
綜
其
始
末
覼
縷
書
之
以
告

我
鎭
後
之
覽
者
其
亦
有
感
於
斯
文
故
事
志
書
由
地
方
官
督
修
本
届

修
志
年
歴
五
載
官
經
四
任
汪
知
事
籌
撥
捐
款
何
知
事
照
案
履
行
皆

有
功
文
教
張
知
事
繼
之
李
知
事
任
最
久
職
官
志
年
代
可
稽
保
存
國

粹
有
司
之
責
例
得
備
書

賜
進
士
出
身
四
品
銜
前
湖
南
沅
陵
縣
知
縣
加
五
級
告
養
在
籍
冼
寶

撰
時
年
七
十
有
五

中
華
民
國
十
二
年
嵗
次
癸
亥
長
至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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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
序
文
二

四

序
文
二

粤
以
民
國
十
有
二
年
嵗
次
癸
亥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告
成
總
纂
冼
雪
畊

年
丈
以
續
修
鄕
志
爲
先
子
創
辦
不
可
無
文
以
紀
之
委
小
子
序
述
其

事
重
念
志
書
重
要
旣
經
年
丈
與
鄕
前
輩
纂
修
完
善
小
子
何
敢
仰
贊

一
詞
惟
是
前
人
未
竟
之
志
今
得
觀
成
亦
小
子
所
當
繼
序
不
忘
而
不

敢
忽
置
者
也
因
檢
舊
牘
得
先
予
報
何
縣
長
惕
若
開
辦
情
形
一
扣
及

淸
摺
條
議
所
叙
籌
畫
淸
形
旣
詳
且
盡
用
敢
敬
謹
排
次
錄
附
本
志
以

代
序
言
畧
曰
竊
佛
山
鄕
志
重
修
於
淸
道
光
庚
寅
迄
今
又
九
十
餘
年

矣
感
滄
桑
之
遞
變
懼
文
獻
之
終
湮
失
今
不
圖
後
將
難
繼
前
承
汪
前

縣
長
函
囑
纂
修
佛
山
鄕
志
准
於
佛
山
再
附
加
花
捐
項
下
除
交
淸
道

補
助
費
外
將
餘
款
充
爲
修
志
補
助
在
案
逮
鈞
台
涖
任
切
實
履
行
猥

以
不
才
函

惠
總
理
局
務
事
關
桑
梓
義
何
敢
辭
經
集
眾
議
僉
以
起

衰
振
墜
端
賴
老
成
查
有
前
湖
南
沅
陵
縣
知
縣
冼
紳
寶

積
學
有
素

鄕
望
式
孚
公
推

任
總
纂
於
是
羣
策
並
鶩
眾
志
成
城
惠
復
先
往
港

地
募
捐
得
諸
殷
商
資
助
籍
成
基
礎
尙
須
續
有
捐
題
方
能
集
事
正
擬

開
辦
間
適
奉
令
辦
編
查
戸
籍
當
以
戸
籍
亦
志
乘
所
應
有
自
可
雙
方

並
進
全
局
通
籌
謹
於
本
年
五
月
二
日
在
鎭
內
鶯
岡
古
蹟
設
立
志
局

就
以
局
中
采
訪
員
先
辦
編
查
帶
辦
采
訪
志
中
體
例
經
與
冼
紳
再
三

審
定
撮
其
條
要
布
告
通
衢
俾
便
舉
報
一
面
分
途
集
捐
接
續
編
纂
以

免
紆
延
嵗
月
縻
費
金
錢
此
規
畫
進
行
之
大
畧
也
伏
思
修
志
一
道
撰

述
欲
其
詳
而
期
限
欲
其
速
采
訪
欲
其
博
而
審
擇
欲
其
嚴
守
土
官
旣

切
提
倡
都
人
士
敢
辭
鉛
鏨
昔
者
酇
侯
收
籍
爰
開
虎
觀
之
文
謁
者
求

書
遂
衍
龍
門
之
史
時
機
適
合
今
古
奚
殊
尙
期
示
我
周
行
陳
之
藝
極

此
日
金
鍼
普
度
如
編
立
政
周
書
他
年
玉
楮
雕
成
卽
作
銘
勳
孔
鼎
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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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
序
文
二

五

當
開
辦
伊
始
刋
用
佛
山
志
局
圖
記
以
昭
信
守
并
錄
條
例
一
摺
呈
候

察
核
准
照
辦
理
不
勝
感
激
所
有
局
中
分
纂
編
校
圖
繪
采
訪
收
支
各

員
均
於
鎭
中
人
士
擇
尤

任
理
合
將
開
辦
志
局
事
呈
報
時
民
國
八

年
三
月
事
也
何
縣
長
覆
函
開
來
牘
并
淸
摺
一
扣
欣
悉
足
見
貴
總
理

規
畫
周
詳
殊
深
欽
佩
尙
望
積
極
進
行
俾
期
早
日
蕆
事
纘
先
緖
於
往

世
垂
文
獻
於
來
茲
有
厚
望
焉
於
是
部
署
悉
定
逾
年
先
子
見
背
諸
君

以
總
理
一
席
兼
掌
財
政
匪
異
人
任
委
小
子
以
編
校
代
理
局
務
辭
不

獲
乃
敬
謹
將
事
幸
無
隕
越
及
是
書
成
先
子
未
及
身
見
豈
眞
善
作
者

不
必
善
成
乎
讀
遺
稿
不
禁
涔
涔
淚
下
也
先
子
當
日
編
查
戸
籍
卽
帶

辦
采
訪
故
費
省
而
事
集
條
理
周
密
足
見
一
班
亦
以
實
踐
其
寬
籌
儉

用
之
本
旨
故
數
年
來
局
用
支
需
皆
從
省
儉
且
辦
事
諸
公
均
能
共
體

此
意
以
責
任
心
從
事
賴
得
維
持
至
終
斯
亦
編
修
本
志
之
有
足
紀
者

至
於
采
訪
編
纂
校
勘
刋
刷
諸
大
端
皆
賴
局
中
賢
達
相
助
爲
理
而
雪

畊
年
丈
負
總
纂
責
雖
一
字
一
句
之
微
必
再
三
徵
核
推
勘
務
至
於
當

其
不
憚
勞
瘁
無
間
寒
暑
四
年
餘
如
一
日
遂
抵
於
成
當
與
斯
志
昭
垂

不
朽
今
全
書
告
成
謹
以
先
子
原
牘
入
志
用
備
掌
故
亦
足
以
槪
括
創

辦
時
之
一
切
規
畫
矣
遂
不
辭
而
爲
之
序

南
海
戴
曾
謀
謹
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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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
例
言

一

脩
志
述
義
壁

帖

史
通
子
曰
史
有
三
長
曰
才
曰
學
曰
識
而
尤
以
史
德
爲
重
脩
志
亦
然

章
實
齋
文
史
通
義
爲
脩
志
成
法
著
有
言
公
三
篇
言
公
卽
史
德
也

此
脩
志
宗
旨
也

論
語
曰
爲
命
裨
諶
草
創
之
世
叔
討
論
之
行
人
子
羽
脩
飾
之
東
里
子

產
潤
色
之
四
者
爲
行
文
必
歴
之
層
級
今
雖
無
諸
賢
之
才
而
文
義

所
在
不
敢
不
勉

有
萬
憙
堂
梁
氏
曰
脩
志
之
要
有
四
一
體
例
純
正
二
筆
墨
高
超
三
格

式
整
齊
四
刻
印
精
緻
四
者
以
體
例
爲
要
筆
墨
視
乎
所
造
但
求
詞

達
而
止
格
式
要
全
志
一
律
刻
印
手
民
容
有
舛
誤
校
書
如
掃
落
葉

敢
謂
無
遺
且
期
促
文
繁
事
後
不
無
更
定
此
校
勘
記
所
以
待
編
也

文
史
通
義
史
注
篇
曰
史
注
始
自
史
記
太
史
公
自
叙
卽
自
注
也
志
書

例
得
自
注
其
目
三
日
凡
例
曰
注
釋
曰
發
明
發
明
卽
按
語
凡
例
則

舉
一
以
槪
其
餘
可
於
初
見
處
起
例
注
釋
則
夾
注
正
文
之
下
務
使

來
歴
淸
楚
以
便
鉤
稽

嶺
南
冼
氏
宗
譜
序
曰
撰
述
欲
其
詳
而
期
限
欲
其
速
采
訪
欲
其
博
而

審
擇
欲
其
嚴
欲
兼
四
善
良
不
易
爲
亦
勉
爲
其
難
而
已

同
治
縣
志
後
序
曰

詳
毋
略

華
毋
樸
過
猶
不
及

之
一
字
本
非

中
道
而
彼
愈
於
此
亦
冀
免
遺
佚
而
失
之
野
用
以
備
後
人
訂
正

本
局
勸
捐
册
條
議
曰
聚
人
曰
財
理
財
曰
義
虛
糜
固
招
物
議
鄙
吝
亦

難
與
圖
成
總
以
寛
籌
窄
用
爲
良
模
核
實
循
名
爲
主
旨
要
在
底
簿

與
徵
信
册
相
符
此
尤
脩
志
者
所
當
統
籌
兼
顧
也

以
上
七
條
略
爲
譜
出
卽
用
作
例
言
願
與
同
事
諸
君
共
勉
焉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
例
言

二

脩
志
紀
年
議

斷
代
爲
史
故
一
代
自
爲
一
史
若
通
史
則
合
數
代
爲
一
書
有
斷
限
無

斷
代
史
記
南
北
史
是
也
志
書
例
如
通
史
其
斷
代
以
始
作
志
者
爲
始

而
斷
限
則
以
志
書
告
成
之
日
止
通
例
也
吾
鄕
自
康
熙
朝
始
有
志
書

斷
代
自
洪
武
始
明
以
前
無
可
紀
也
撰
自
李
誾
衷
茂
才
康
熙
五
年
成

書
稱
康
熙
丙
午
志
自
是
陳
志
脩
於
乾
隆
十
七
年
稱
乾
隆
壬
申
志
吳

志
脩
於
道
光
十
年
稱
道
光
庚
寅
志
皆
以
書
成
之
日
爲
斷
限
故
夫
史

有
斷
代
志
則
以
現
在
時
代
爲
斷
亦
事
勢
之
不
得
不
爾
者
世
局
遞
變

觀
其
通
焉
可
已
我
國
自
宣
統
三
年
改
國
號
曰
中
華
民
國
以
冬
至
後

十
日
爲

首
行
總
統
制
宣

統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二

日

上

諭

凡
三
改
國
號
滿

洲

淸

及

中

華

民

國

而
立
憲
則
自
光
緖
朝
始
國
體
雖
變
憲
政
故
在
也
本
届
修
志
議
者
欲

援
斷
代
之
例
至
宣
統
三
年
止
未
常
不
是
而
事
體
實
在
不
同
溯
民
國

至
今
將
及
十
稔
大
事
正
復
不
少
若
限
止
宣
統
不
惟
不
合
志
例
揆
之

人
心
亦
復
不
安
今
北
京
政
府
史
局
廣
東
通
志
局
皆
以
民
國
紀
年
屬

在
一
隅
未
敢
獨
異
惟
是
事
貴
隨
時
而
言
不
盡
意
文
字
有
關
名
敎
自

當
禀
春
秋
五
善
微

而

顯

志

而

晦

婉

而

成

章

卓

盡

而

不

汙

曲

而

有

直

體

以
行
其
直
筆
按
民
國
公

式
總
統
書
名
國
家
元
首
均
不
擡
頭
此
尙
質
之
義
與
中
古
合
乃
憲
法

之
善
者
傳
曰
周
人
以
諱
是
周
以
前
不
諱
也
左

傳

杜

注

周

人

以

諱

事

神

句

名

終

將

諱

之

句

頗

費

解

竊

謂

周

人

以

諱

句

言

諱

自

周

始

也

事

神

名

句

惟

事

神

書

名

卽

君

前

臣

名

父

前

子

名

之

義

泰

誓

有

道

曾

孫

周

王

發

是

也

大

淸

通

禮

郊

祀

祝

版

直

書

御

名

爲

古

今

通

義

終

將

諱

之

句

謂

生

名

死

諱

也

此

蓋

周

制

記
曰
臨
文
不
諱
在
周
亦
然
詩

克
昌
厥
後
駿
發
爾
私
是
也
擡
頭
文
字
漢
以
後
始
繁
三
代
上
雖
不
可

考
而
書
動
書
言
掌
之
太
史
必
非
近
代
起
居
注
之
比
今
鐘
鼎
古
文
款

識
具
在
帝
王
君
后
等
字
皆
連
文
直
書
夏
禹
岣
嶁
碑
周
宣
王
石
鼓
文

尤
其
鑿
鑿
有
據
者
禹

碑

在

雲

密

峯

卽

岣

嶁

碑

首

句

承

帝

日

嗟

帝

字

連

文

周

宣

王

石

鼓

在

陜

西

鳳

翔

縣

孔

廟

君

子

與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
例
言

三

上

句

連

文

榻

本

流

傳

至

今

可

考

由
此
觀
之
是
從
今
卽
所
以
復
古
且
在
立
憲
時
代
亦

無
所
容
其
遷
就
擬
卽
照
今
式
遇
國
號
槪
不
擡
寫
其
事
屬
有
清
者
書

年
號
不
書
國
號
前
有
明
後
有
民
國
比
詞
屬
事
其
義
自
見
有
應
書
國

號
者
祇
書
一
字
周
有
大
賚
周
雖
舊
邦
其
例
也
惟
書
名
不
在
此
例
如大

淸

律

例

皇

淸

經

解

皇

朝

文

頴

昭

代

叢

書

之

類

滿
族
爲
總
統
例
得
書
名
則
諱
不
必
避
舊
文

用
代
字
不
用
缺
筆
當
仍
之
而
去
其
方
圍
免
有
觸
背
所
謂
定
哀
之
間

多
微
詞
也
名
臣
章
奏
無
論
單
擡
雙
擡
三
擡
一
律
連
文
直
寫
鄕
事
志

有
淸
一
代
以
年
號
紀
年
民
國
改
元
嵗
首
仍
注
甲
子
黃
帝
以
來
末
之

有
易
也
所
紀
皆
鄕
中
大
事
京
省
事
可
不
具
錄
惟
民
軍
入
境
死
難
將

官
必
須
詳
載
斷
始
李
志
接
道
光
庚
寅
志
至
書
成
之
日
止
各
志
亦
視

此
爲
率
此
紀
年
之
大
略
也
總
之
史
志
爲
天
下
之
公
言
趨
避
乃
一
人

之
私
見
人
心
不
死
各
有
一
部
春
秋
後
之
視
今
猶
今
之
視
昔
知
我
罪

我
又
烏
足
計
乎
此
議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
職
名
表

一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
職
名
表

監
修
長
官

汪
宗
凖

何
惺
常

張
國
華

李
寶
祥

倡
修
紳
董

戴
鴻
慈

駱
楙
勲

陳
振
先

梁

奎

傅
秉
常

吳
尙
亷

談
道
隆

陳
煜
庠

李
曜
蓉

王
夀
慈

陳
泰
階

冼
寶
楨

任
蔭
昌

戴
曾
諤

梁
爾
煠

陸
頌
淸

盧

熈

區
倬
勲

黃
國
韜

招
錫
康

阮
其
沅

簡
玉
階

陳
秉
直

呂
燦
銘

蔡
變
垣

梁
寶
琛

林
樹
熈

何
賡
韶

陳
尙
鋈

總
理
局
務

戴
鴻
惠

協
理
局
務

莫
洳
鉷

梁
兆
楨

代
理
總
理
職
務
兼

編

校

戴
曾
謀

總
纂

冼
寶
榦

纂
修

盧
公
輔

霍
偉
南

馮
熈
猷

纂
修
兼
督
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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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
職
名
表

二

梁
念
棠

纂
修
兼
編
校

冼

瑛

評
議

梁
都
唐

吳
荃
選

梁
冠
澄

駱
毓
樞

蔡
光
弼

顧
問

陳
頤
元

仇
淸
華

胡

杏

黃
岳
筠

鄧
俊
德

陳

樾

採
訪
兼
勸
捐

戴
曾
諴

林
超
常

梁
家
椒

吳
寶
璘

林
恩
海

王
仲
良

義
務
勸
捐

梁
國
照

傅
翼
鵬

簡
英
甫

冼
乃
起

黃
金
韜

戴
曾
謙

容

燊

孔
繼
猷

義
務
測
繪

區
劍
光

繪
圖

仇
昌
光

校
對

冼

彬

孫
世
俊

文
牘
兼
採
訪
繪
圖

黃
紹
麟

支
應
兼
庶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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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
職
名
表

三

容
炳
蔚

繕
書

楊
鼎
新

湯
少
碩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
目
錄

一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二
十
卷

卷
首

序
文
例

言

附

職
名

目
錄

圖
說
十

三

種

佛
山
封
域
圖
邑

志

原

本

五
斗
口
司
圖
同

上

山
川
形
勢
圖
摘

繪

邑

志

三
江
源
委
圖
鄒

徵

君

皇

輿

全

圖

摘

繪

各
鋪
街
道
圖
測

繪

局

本

統

部

一

分

部

五

內
外
基
圍
圖
存

院

圍

圖

參

繪

旗
帶
水
道
圖
大

魁

堂

原

本

靈
應
祠
全
圖
正

面

側

面

各

一

尊
孔
會
全
圖
新

增

忠
義
學
堂
圖
新

增

卽

佛

山

學

堂

佛
鎮
義
倉
圖
新

增

㙮
坡
禪
寺
圖
新

增

鶯
岡
古
蹟
圖
新

增

輿
地
志
卷
第
一
分

二

卷

沿
革

界
至

形
勢

地
脈

山

川

舖
四

沙

附

街
道
戸

口

附

墟
市
市

品

別

見

實

業

志

橋
梁

津
渡

水
利
志
卷
第
二

内
涌
界
至

外
河
界
至

基
圍
纜

路

附

田

畝

附

竇

渠
道

公
井

潦
期

潮
期

建
置
志
卷
第
三

内
政縣

司
法

警
察

團
局
分

局

附

練

館

附

議
會

自
治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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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
目
錄

二

保
安
局

潔
淨
局

消
防
局

水
龍

水
車

軍
政防

軍

游
擊
隊

碉
樓

礮
臺

商
團

忠
義
鄕
團

交
通郵

政

電
政

路
政

航
政

建
築舊

衙
署

舊
汎
卡

鄕
約

賦
稅
志
卷
第
四

啚
甲

稅
則

雜
稅

糧
局

稅
廠

教
育
志
卷
第
五
分

二

卷

佛
山
忠
義
學
堂

師
範
講
習
所

公
立
各
小
學

私
立
各
小
學

女
學

義
學

教
育
會

勸
學
分
所

各
國
學
校

學
塾

書
院

汾
江
義
學

社
學

詩
社

實
業
志
卷
第
六

農
業農

務
分
會

試
驗
場

田
畝
别

見

水

利

志

圍
館

花
園

農
產

桑
市

瓜
菜
種
市

繭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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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
目
錄

三

菜
市

豬
種
市

魚
市

蠶
種
市

蜆
蠏
欄

雞
鴨
貓
狗
市

魚
欄

農
時

工
業工

藝
廠

私
立
工
廠

各
行
工
業
製

品

附

會

館

附

商
業商

會

銀
行

郵
政
儲
金
局

各
行
商
業
商

品

附

會

館

附

商
報

慈
善
志
卷
第
七

倉
儲

善
堂

醫
院

育
嬰

救
傷
會
卽

紅

十

字

會

各
國
醫
院

茶
亭

石
路

棲
流
所

義
山

祠
祀
志
卷
第
八
分

二

卷

官
祀靈

應
祠

忠
義
流
芳
祠

烈
士
祠

報
恩
祠

忠
勇
祠

義
烈
祠

民
祀尊

孔
會

羣
廟

里
社

厲
壇

寺

觀

各
國
教
堂

氏
族
志
卷
第
九

氏
系
遷

徙

源

流

官

閥

附

祠
堂

墳
墓
舊

志

風
土
志
卷
第
十
分

二

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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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
目
錄

四

四
禮

鄕
飮
酒
禮

氣
候

語
音

習
尙

月
令

古
蹟

名
流
故
宅

古
塜

坊
表

名
勝

園
林

鄕
事
志
卷
第
十
一

起
洪
武
元
年

迄
民
國
十
一
年

職
官
志
卷
第
十
二

清
職
官
表

國
初
駐
防
官

駐
防
同
知

五
斗
口
司
巡
檢

分
防
都
司

分
防
千
總

民
國
職
官
表

縣
知
事

審
檢
廳

警
察
正
署
主
任
官

警察

分
駐
所
巡
官

警察

游
擊
總
隊
官

名
宦
列
傳

同
知
四

人

巡
檢
四

人

都
司
一

人

千
總
一

人

選
舉
志
卷
第
十
三

科
目進

士

武
進
士

舉
人

武
舉
人

貢
生

監
生
舊

志

文
學

武
學

學
堂
畢
業
生

仕
宦文

職

武
職

職
銜

封
贈

襲
廕

徴
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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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
目
錄

五

人
物
志
卷
第
十
四
分

十

卷

列
傳名

臣

循
吏

儒
林

文
苑

忠
義

宦
蹟

武
略

義
行

孝
友

隱
逸

耆
夀
表

附

貨
殖

藝
術

流
寓

方
外

列
女
傳

賢
淑

節
孝

節
烈

孝
義

貞
女

女
俠

才
媛

藝
文
志
卷
第
十
五
分

三

卷

經
類

史
類

子
類

集
類

總
集
類

金
石
志
卷
第
十
六

金
祠
祀
彝
器

家
藏
彝
器

石
鄕
士
碑
記

家
藏
石
刻
筠

清

館

三

十

六

窗

樓

寒

香

館

家
藏
法
帖
通

一

書

屋

百

二

漢

甎

吟

館

道

腴

書

屋

鄕
禁
志
卷
第
十
七

告
示

雜
志
卷
第
十
八

靈
異

軼
聞

古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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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
目
錄

六

文
餘

舊
序
卷
第
十
九
連

卷

首

爲

二

十

卷

李
志

陳
志

吳
志

後
序

校
勘
記

捐
册
一
卷
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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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二

一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之
二

輿
地
圖
說
目

錄

佛
山
封
域
圖
鄰

堡

界

址

五
斗
司
全
圖
十

堡

山
川
形
勢
圖
來

龍

分

水

有

注

三
江
源
委
圖
地

名

沿

革

表

附

各
舖
街
道
圖
統

部

一

分

部

五

內
外
基
圍
圖
存

院

圍

外

基

全

旗
帶
水
道
圖
靈

應

渠

附

靈
應
祠
全
圖
流

芳

祠

崇

正

社

學

附

尊
孔
會
全
圖
繪

景

忠
義
學
堂
圖
卽

佛

山

學

堂

照

舊

制

繪

佛
鎭
義
倉
圖
新

建

倉

屋

附

塔
坡
禪
寺
圖
同

治

朝

御

賜

題

額

卽

經

堂

鶯
岡
古
蹟
圖
繪

景

右
圖
十
三
種
屬
於
輿
地
者
五
曰
封
域
曰
形
勢
曰
五
斗
司
曰

三
江
源
委
曰
各
舖
街
道
屬
於
水
利
者
二
曰
内
外
基
圍
曰
旗

帶
水
屬
於
敎
育
慈
善
者
各
一
曰
佛
山
學
堂
曰
義
倉
屬
於
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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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二

圖

二

封
域

祀
三
曰
靈
應
祠
官祀

曰
尊
孔
會
民祀

曰
塔
坡
禪
寺
屬
於
風
土

者
一
曰
鶯
岡
古
蹟
其
式
佛
山
封
域
圖
照
縣
志
堡
圖
拓
大
增

補
五
斗
司
圖
照
宣
統
縣
志
原

本

同

治

志

鄒

徵

君

伯

琦

繪

來
龍
形
勢
參
用

治
河
處
三
角
洲
圖
三
江
源
委
照
皇
輿
全
圖
摘
繪
各
舖
街
道

照
測
繪
局
佛
山
地
理
圖
分
爲
五
部
另
立
統
部
以
便
披
覽
内

外
基
圍
圖
參
用
存
院
圍
圖
及
本
鎭
脩
基
公
所
刋
本
旗
帶
水

圖
照
大
魁
堂
原
刻
重
訂
靈
應
祠
尊
孔
會
佛
山
學
堂
佛
鎭
義

倉
塔
坡
禪
寺
鶯
岡
古
蹟
各
圖
俱
照
現
在
形
式
分
繪
舖

現

皆

承

用

字

圖
各
有
說
其
詳
分
見
各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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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二

圖

三

司
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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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二

圖

四

形
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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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二

圖

五

形
勢

佛
山
形
勢
龍
脈
圖
說

佛
山
來
龍
以
花
縣
三
兜
松
土名

爲
遠
祖
三

兜

松

以

上

連

嶺

無

極

佛

山

龍

脈

卽

從

此

出

萬
山

雄
峻
橫
開
大
帳
本
龍
從
中
出
脈
至
上
坑
頭
纏
岡
塘
過
連
珠
左
分
去

田
心
大
烏
石
上
丫
䯻
嶺
爲
左
衞
有

謂

由

了

䯻

嶺

出

赤

坭

三

和

岡

至

石

仔

岡

渡

巴

河

上

中

洞

嶺

此

說

未

敢

附

會

因

此

處

無

分

水

故

也

右
分
去
國
泰
墟
至
金
鷄
嘴
爲
右
衞
本
龍
由
連
珠
出

白
坭
墟
側
渡
巴
河
上
掛
榜
嶺
直
出
中
洞
嶺
至
象
岡
爲
左
纏
成
丁
字

大
帳
本
龍
從
掛
榜
嶺
中
腰
去
長
旗
再
渡
涌
起
虎
眠
岡
分
一
支
去
三

水
城
爲
右
纏
本
龍
由
虎
眠
岡
經
三
江
一
帶
至
鳳
岡
渡
河
入
縣
境
出

華
平
銀
岡
墟
小
欖
墟
油
搾
經
大
黄
洞
出
大
將
軍
至
黃
芝
塘
復
開
丁

字
大
帳
從
帳
中
隱
隱
出
脈
而
渡
大
峽
旁
有
將
軍
旗
馬
獅
象
守
峽
遂

上
桂
子
岡
牛
牯
嶺
天
馬
山
風
吹
羅
帶
起
仙
橋
脈
而
上
仙
人
嶺
爲
少

祖
由
此
降
脈
穿
珠
上
橫
枕
嶺
遂
分
兩
枝
一
枝
西
行
爲
本
龍
一
枝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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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二

圖

六

形
勢

行
爲
左
纏
護
本
龍
由
橫
枕
轉
瀾
灘
石
古
草
嶺
出
水
山
北
頭
陶
洞
察

美
牛
步
屈
底
孖
岡
頭
元
岡
蛤
乸
蝦
頭
淡
元
赤
岡
頭
彭
秀
園
尖
頭
高

岡
石
狗
窟
齊
山
石
長
岡
頭
朱
北
山
孖
田
跌
斷
過
脈
特
起
丫
䯻
峯
此峯

與

花

縣

丫

䯻

嶺

不

同

分
二
枝
一
枝
去
崩
岡
頭
爲
右
纏
護
本
龍
仍
由
丫
䯻
峯
分

出
轉
三
桂
嶺
去
馬
尾
左
分
一
枝
去
圳
口
上
㘵
中
㘵
下
㘵
轉
去
羅
村

爲
近
護
本
龍
由
馬
尾
去
馬
頭
落
脈
牽
連
出
鎭
岡
霧
岡
趨
落
平
陽
至

沙
口
海
濱
渡
海
起
王
借
山
東
走
入
大
富
村
頭
至
村
尾
左
則
走
大
富

頂
分
二
枝
一
枝
上
古
竈
一
枝
去
朗
邊
至
河
濱
作
左
輔
右
分
去
蓮
塘

一
帶
爲
右
輔
正
龍
自
大
富
村
尾
出
生
村
穿
田
渡
涌
上
大
江
起
獅
岡

過
駟
馬
上
松
岡
去
后
底
岡
右
抽
出
玉
帶
砂
一
枝
囘
轉
作
迎
龍
復
由

后
底
岡
過
茶
岡
左
一
枝
去
白
坭
張
槎
正
龍
從
茶
岡
上
鬱
龍
右
分
赤

珠
蟠
龍
爲
右
迎
龍
左
則
分
落
張
槎
聚
邊
莊
邊
東
便
龐
一
帶
爲
左
護

龍
正
龍
從
鬱
龍
之
東
南
卸
落
平
陽
經
楊
祠
後
去
獨
棋
杆
起
大
小
墩

埠
去
羅
鄱
穿
田
出
嶺
岡
復
起
坵
垤
連
蔓
如
浪
湧
濤
奔
又
穿
田
再
起

小
墪
數
个
而
入
聖
堂
鄕
右
出
一
枝
去
高
秧
地
至

村
爲
右
送
龍
砂

正
龍
由
聖
堂
鄕
穿
田
渡
古
洛
涌
轉
至
祖
廟
是
爲
入
脈
之
始
以
祖
廟

爲
正
結
鶯
岡
一
峯
在
巽
位
相
拱
照
天
府
文
昌
異
常
矜
貴
正
埠
大
馬

頭
爲
闔
鎭
門
戸
與
花
縣
了
䯻
嶺
同
一
經
線
雙
峯
遙
對
兩
枝
仙
桂
秀

氣
凌
雲
洵
稱
福
地
故
自
三
兜
松
出
脈
而
來
以
佛
山
爲
正
龍
聚
結
其

走
別
處
者
皆
旁
衞
也
凡
正
龍
行
度
必
有
旁
龍
爲
之
纏
護
渡
河
過
峽

必
有
分
水
爲
之
明
證
如

沙

口

渡

河

上

王

借

山

一

水

分

去

石

灣

一

水

分

去

佛

山

至

正

埠

又

渡

河

一

水

分

去

文

昌

沙

去

曡

滘

落

舖

前

一

水

分

去

岡

落

栅

下

龍

脈

自

正

埠

渡

河

上

文

昌

沙

高

荒

墪

去

曡

滘

轉

岡

去

夏

漖

平

洲

又

如

五

丫

口

名

倒

流

一

水

分

去

夏

漖

落

平

洲

一

水

分

入

步

蟾

龍

砥

柱

落

東

滘

又

茶

滘

渡

河

去

東

滘

坑

口

二

十

四

鄕

一

帶

一

水

分

出

花

埭

一

水

分

去

東

滘

落

三

山

又

廣

州

城

海

珠

渡

海

去

河

南

一

水

分

落

琶

洲

塔

一

水

分

去

洲

頭

嘴

餘

可

類

推

諸
水
分
合
已
注
圖
内
不
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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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二

圖

七

形
勢

贅
若
論
其
外
勢
則
有
西
淋
三
山
林
岳
爲
捍
衞
關
䦨
左
有
虎
頭
展
旗

橫
馬
沙
涌
泌
涌
一
帶
作
干
城
鎖
鑰
仙
人
起
少
祖
於
乾
大
夫
聳
文
貴

於
巽
西
樵
盤
殿
閣
於
坤
白
雲
布
天
市
於
艮
近
則
王
借

岡
爲
日
月

之
夾
照
石
灣
瀾
石
儼
屛
帳
之
鋪
排
石
雲
山
是
羅
星
枕
水
西
淋
山
乃

巨
獸
把
關
四
圍
鞏
固
氣
象
萬
千
百
餘
里
來
龍
至
此
聚
結
宜
乎
戸
口

之
繁
物
產
之
富
聲
明
文
物
之
盛
聞
於
中
外
爲
天
下
四
大
鎭
之
冠
豈

非
有
特
達
之
遠
祖
磅
礴
之
正
氣
相
與
蟠
結
以
爲
發
舒
者
乎
班
史
有

言
山
東
出
相
山
西
出
將
人
傑
賴
乎
地
靈
信
已
仇
淸
華
景
林
識

按
地
志
以
山
川
爲
重
禹
貢
導
水
必
詳
其
原
委
導
山
亦
然
山

川
相
輔
而
行
故
曰
兩
山
之
間
必
有
一
川
易
曰
山
下
出
泉
是

山
爲
水
之
母
則
山
脈
尤
不
可
不
詳
也
佛
山
山
脈
向
無
定
論

陳
志
以
王
借
爲
遠
脈
赤
珠
爲
近
脈
第
就
近
境
言
之
吳
志
以

花
縣
丫
䯻
嶺
爲
遠
脈
仙
人
嶺
爲
近
脈
輿
家
亦
無
異
言
考
之

圖
經
山
脈
渡
河
水
必
分
流
了
䯻
嶺
爲
三
兜
松
東
出
之
脈
佛

山
在
其
西
南
中
有
巴
河
相
間
旣
無
分
水
安
能
渡
河
上
中
洞

嶺
而
來
佛
山
耶
三
兜
松
者
花
縣
西
北
大
山
東
南
諸
山
脈
從

此
發
源
正
龍
自
三
兜
松
蜿
蜓
而
抵
佛
山
其
走
左
右
者
皆
衞

龍
也
今
治
河
處
三
角
洲
圖
脈
絡
分
明
與
此
圖
合
凡
正
龍
必

有
旁
龍
相
應
故
有
纏
護
迎
送
左
右
幛
蓋
諸
名
目
皆
自
然
之

形
勢
湘
水
挍
經
堂
所
刻
禹
貢
山
脈
圖
可
以
互
證
說

在

輿

地

本

志

治

河
處
重
在
水
利
故
水
道
特
詳
其
分
水
處
卽
山
脈
渡
河
之
處

尤
爲
的
確
不
易
圖
說
實
本
諸
此
自
此
山
脈
得
其
眞
源
舊
志

糾
紛
可
以
盡
釋
又
正
埠
爲
佛
山
門
戸
丫
䯻
嶺
雙
峰
遠
朝
天

然
位
置
其
鎭
西
樵
白
雲
其
浸
白
鵞
潭
水
從
東
南
出
海
鐵
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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橫
互
西
北
佛
山
扼
其
中
樞
足
資
控
馭
粤
漢
榦
路
廣
九
路
亦

盡
本
圖
而
止
全
局
星
羅
不
嫌
遠
取
豈
可
囿
於
闚
觀
兩
江
之

水
惟
北
江
入
佛
西
江
自
爲
一
道
由
九
江
出
海
自
開
思
賢
滘

三

水

屬

溝
通
兩
江
佛
山
遂
兼
受
西
江
水
患
故
隄
防
吃
重
此
亦

前
志
所
未
及
載
者
且
夫
國
依
於
山
川
形
勢
所
在
得
其
遠
近

險
易
而
預
爲
之
備
守
國
之
道
寓
焉
豈
惟
尙
吉
卜
侈
休
徵
供

稽
覽
之
資
備
登
臨
之
用
已
哉
舊
有
佛
山
形
勢
龍
脈
圖
而
方

位
不
合
水
道
尤
略
故
名
仍
其
舊
而
圖
取
其
新
餘
分
見
輿
地

水
利
兩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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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二

圖

十
五

三
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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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二

圖

十
六

基
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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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二

圖

十
七

基
圍

内
外
基
圍
圖
說

佛
山
四
面
距
海
引
海
爲
涌
東
自
栅
下
石
角
繞
而
南
至
石

涌
口
北

自
孖
竇
遶
而
西
至
二
歩
橋
止
長
二
千
八
百
四
十
餘
丈
明
景
泰
間
憑

以
築
栅
禦
賊
者
也
北
通
東
便
龐
南
通
簡
村
東
便
龐
涌
口
有
竇
名
細

竇
距
新
涌
口
大
竇
不
遠
故
大
竇
又
名
孖
竇
其
實
地
叚
各
别
也
簡
村

向
未
築
竇
涌
水
上
通
羅
鄱
諸
村
近
年
簡
村
借
南
泉
圍
新
築
一
竇
名

尾
竇
自
是
佛
山
涌
水
全
注
本
境
潦
至
則
緊
閉
大
竇
而
己
地
勢
西
北

高
上
有
存
院
圍
無
築
隄
之
必
要
東
南
卑
距
海
又
近
全
恃
基
圍
爲
保

障
其
隄
起
栅
下
至
汾
水
南
擎
後
止
長
約
二
千
餘
丈
名
石
角
圍
内
分

維
則
永
豐
永
安
鴨
沙
四
埠
實
同
一
圍
也
此
内
圍
也
外
爲
存
院
圍
在

佛
山
西
北
相
距
甚
遠
西
起
王
借
山
大
富
堡
遶
而
北
中
包
土
爐
各
堡

至
張
槎
村
邊
止
基
尾
揷
入
佛
山
排
後
竇
爲
北
圍
又
自
王
借
山
以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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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首
二

圖

十
八

旗
帶
水

至
石
灣
三
間
廟
爲
南
圍
北
圍
時
有
崩
決
南
圍
有
石
灣
諸
岡
爲
屏
蔽

故
言
江
防
者
注
重
此
圍
大
富
堡
當
其
要
衝
故
又
名
大
富
圍
凡
脩
築

工
程
大
富
與
附
圍
各
堡
主
厥
役
佛
山
無
基
叚
責
任
向
不
派
費
康

熈

五

十

六

年

申

禁

脩

基

越

派

示

在

鄕

禁

志

原

詳

謂

圍

形

如

箕

是

也

遇
有
危
險
報
到
大
魁
堂
亦
勉
力
佽
助

蓋
救
鄰
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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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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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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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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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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