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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人
论
家
谱

孙
中
山
论
家
谱
：
《
族
谱
》
记
述
中
华
民
族
由
宗
族
的
团
结
，
扩
充
到
国
家
民
族

的
大
团
结
，
这
是
中
国
人
才
有
的
良
好
传
统
观
念
，
应
该
加
以
利
用
。

—
—
孙
中
山
《
三
民
主
义
》

欲
兴
民
族
，
先
从
团
结
宗
族
入
手
。

—
—
孙
中
山
《
谈
国
、
论
家
、
论
谱
》

毛
泽
东
论
家
谱
：
搜
集
家
谱
、
族
谱
加
以
研
究
，
可
以
知
道
人
类
社
会
发
展
的
规
律
；

也
可
以
为
人
文
、
聚
落
地
理
等
研
究
提
供
宝
贵
的
资
料
。

—
—
摘
自
毛
泽
东
《
一
九
五
七
年
在

成
都
会
议
上
的
讲
话
》
研
究
现
代
史
不
能
不
去
搞
家
史
和
村
史
，
从
研
究
最
基
层
的

家
史
、
村
史
的
微
观
入
手
，
这
是
进
而
研
究
整
个
宏
观

社
会
历
史
的
基
础
。

—
—
摘
自
《
毛
泽
东
读
书
》
（1964

年
）

邓
小
平
论
家
谱
：
邓
小
平
说
：
“
家
谱
这
份
珍
贵
的
历
史
文
化
遗
产
，
一
定
会
对
推

动
两
个
文
明
建
设
、
促
进
祖
国
统
一
大
业
、
繁
荣
学

术
文
化
研
究
，
起
到
重
要
作
用
。
”

—
—
《
中
华
家
谱
学
学
刊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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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八
四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国
家
档
案
局
、教
育
部
、文
化
部
国
档
全
字（1984

）

7

号
文
件
指
出
：
“
家
谱
是
我
国
宝
贵
的
文
化
遗
产
中
及
待
发
掘
的
一
部
分
，
蕴
藏

着
大
量
有
关
人
口
学
、
社
会
学
、
民
族
学
、
民
俗
学
、
经
济
史
、
人
物
传
记
、
宗
教

制
度
，
以
及
地
方
名
的
资
料
，
这
不
仅
对
开
展
学
术
研
究
有
重
要
的
价
值
，
而
且
对

当
前
某
些
工
作
起
着
很
大
的
作
用
。
同
时
随
着
改
革
开
放
政
策
的
实
行
，
许
多
根
在

大
陆
的
同
胞
，
海
外
侨
胞
思
乡
之
情
愈
趋
强
烈
。
他
们
也
急
需
家
谱
来
寻
找
自
己
的

血
缘
关
系
。
充
分
发
挥
家
谱
在
学
术
研
究
和
统
战
工
作
中
的
重
要
作
用
。
”

江
泽
民
论
家
谱
：
江
泽
民
总
书
记
于2000

年5

月
视
察
上
海
图
书
馆
时
，
专
门
查

阅
了
《
济
阳
江
氏
金
鳌
派
族
谱
》
，
并
指
出
：
“
家
谱
是
一
种
文
化
，
他
可
展
现
一

些
优
良
传
统
，
将
几
千
年
文
明
留
传
下
来
，
对
海
内
外
华
人
寻
根
问
祖
有
帮
助
，
有

价
值
，
但
要
辩
证
地
对
待
。
”
江
泽
民
总
书
记
在
参
观
上
海
图
书
馆
谱
牒
研
究
中
心

时
指
出
：
“
尊
重
和
怀
念
祖
先
功
业
，
是
中
华
民
族
的
一
种
美
德
，
如
果
连
自
己
的

祖
宗
都
忘
记
了
，
那
这
个
民
族
还
有
什
么
希
望
？
族
谱
文
化
是

中
华
民
族
的
传
统
文
化
，
收
集
、
研
究
族
谱
，
有
助
于
中
华
民
族
的
团
结
和
中

华
文
化
的
传
播
。
研
究
家
谱
，
可
增
强
民
族
凝
聚
力
，
海
外
华
侨
都
有
宗
亲
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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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
织
。
改
革
开
放
以
来
，
随
着
国
际
文
化
交
流
的
增
多
，
寻
根
问
祖
之
风
越
来
越
盛
。

台
湾
同
胞
的
祖
先96%

来
自
祖
国
内
地
，
研
究
家
谱
也
有
利
于
祖
国
的
统

一
。
”

—
—
《
中
华
家
谱
学
学
刊
》

胡
锦
涛
论
谱
：胡
锦
涛
总
书
记
视
察
上
海
图
书
馆
时
，对
陪
同
的
馆
内
工
作
人
员
说
：

“
我
老
家
绩
溪
的
胡
氏
宗
祠
很
大
，
你
们
可
以
去
看
看
。
”2005

年5

月
，
他

会
见
台
湾
亲
民
党
主
席
宋
楚
瑜
时
，
赠
送
给
他

一
套1914

年
刻
印
的
《
湘
潭
昭
山
宋
氏
石
潭
房
七
修
族
谱
》
，
表
明
了
海
峡
两

岸
同
胞
血
浓
于
水
的
血
缘
关
系
。
胡
锦
涛
总
书
记
说
：
“
以
姓
氏
文
化
为
代
表
的
传

统
文
化
在
港
、
澳
、
台
胞
和
海
外
侨
胞
中
有
着
广
泛
而
深
刻
的
影

响
。
”

—
—
《
中
华
家
谱
学
学
刊
》

习
近
平
主
席
谈
家
风
建
设
：
中
华
民
族
历
来
注
重
家
庭
、
家
教
、
家
风
，
古
语
有
云

“
天
下
之
本
在
家
”
。
党
的
十
八
大
以
来
，
习
近
平
总
书
记
对
家
庭
、
家
教
和
家
风

建
设
有
许
多
重
要
论
述
。
他
指
出
，
千
家
万
户
都
好
，
国
家
才
能
好
，
民
族
才
能
好
。

他
强
调
，
家
庭
是
人
生
的
第
一
个
课
堂
，
父
母
是
孩
子
的
第
一
任
老
师
；
有
什
么
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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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家
教
，
就
有
什
么
样
的
人
；
家
风
是
社
会
风
气
的
重
要
组
成
部
分
。
他
尤
其
强
调
，

领
导
干
部
的
家
风
，
不
仅
关
系
自
己
的
家
庭
，
而
且
关
系
党
风
政
风
。
他
要
求
，
把

家
风
建
设
作
为
领
导
干
部
作
风
建
设
重
要
内
容
。

本
报
对
习
近
平
总
书
记
有
关
家
庭
、家
教
和
家
风
建
设
的
部
分
论
述
，进
行
了
整
理
，

供
读
者
参
考
学
习
。

千
家
万
户
都
好
，
国
家
才
能
好
，
民
族
才
能
好
注
重
家
庭
、
注
重
家
教
、
注
重
家
风

家
庭
是
社
会
的
基
本
细
胞
，
是
人
生
的
第
一
所
学
校
。
不
论
时
代
发
生
多
大
变
化
，

不
论
生
活
格
局
发
生
多
大
变
化
，
我
们
都
要
重
视
家
庭
建
设
，
注
重
家
庭
、
注
重
家

教
、
注
重
家
风
，
紧
密
结
合
培
育
和
弘
扬
社
会
主
义
核
心
价
值
观
，
发
扬
光
大
中
华

民
族
传
统
家
庭
美
德
，
促
进
家
庭
和
睦
，
促
进
亲
人
相
亲
相
爱
，
促
进
下
一
代
健
康

成
长
，
促
进
老
年
人
老
有
所
养
，
使
千
千
万
万
个
家
庭
成
为
国
家
发
展
、
民
族
进
步
、

社
会
和
谐
的
重
要
基
点
。

—
—2015

年2

月17

日
，
在2015

年
春
节

团
拜
会
上
的
讲
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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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言

治
国
先
治
家
，
治
家
先
育
人
，
正
人
先
正
己
。
一
个
国

家
，
一
个
民
族
，
一
个
家
族
，
一
个
家
庭
，
要
想
自
立
于
世

界
，
自
立
于
社
会
，
最
根
本
的
还
是
要
培
养
教
育
出
众
多
品

德
高
尚
、
能
力
出
众
的
人
才
，
好
的
祖
训
家
规
就
能
弥
补
现

代
教
育
只
重
知
识
才
能
却
忽
视
品
德
的
不
足
，
精
心
修
撰
的

家
谱
正
有
着
这
样
的
功
能
。
而
对
于
个
人
，
我
们
不
求
闻
名

于
青
史
，
但
求
留
名
于
家
谱
，
不
为
自
己
流
芳
百
世
，
但
求

对
子
孙
后
代
有
榜
样
式
的
引
导
教
育
。

俗
话
说
“
雁
过
留
声
，
人
过
留
名
”，
方
志
、
国
史
入
门

门
槛
很
高
，
能
够
记
录
我
们
自
己
的
只
有
家
谱
，
家
谱
是
一

个
人
存
在
过
的
唯
一
证
明
，
是
一
个
人
根
本
意
义
上
的
身
份

证
。
关
注
家
族
事
务
，
兴
修
族
谱
，
可
以
将
我
们
的
观
念
、

经
验
传
授
给
我
们
的
后
人
，
代
代
薪
火
相
传
，
让
家
庭
兴
旺
、

香
火
不
断
。
前
人
不
修
谱
，
后
人
就
没
谱
，
谱
更
多
是
为
后

人
修
的
，
我
们
不
一
定
都
来
自
名
门
望
族
，
但
我
们
可
以
成

为
名
门
望
族
的
祖
先
，
给
后
人
留
下
一
片
精
神
净
土
，
是
当

代
李
氏
我
辈
不
可
推
卸
的
责
任
与
义
务
。

十
四
世
孙

李
春
祥

李
氏
家
谱

陇
西
堂

二
零
二
一
年
仲
秋

六



谱
序

茫
茫
宇
宙
，
浩
瀚
乾
坤
，
木
有
根I

本
，
水
有
源
头
，
溯
本
思
源
。
此
千
古
不
渝
之
自
然
规
律
，

国
有
史
，
县
有
志
，
家
族
应
有
谱
。
我
坑
乾
李
氏
繁
衍
生
息
。
经
历
了
清
末
的
苦
难
，
也
经
受
了
中
华

民
国
的
战
乱
，
但
是
在
跨
入
新
中
国
的
门
槛
之
后
，
却
未
躲
过
文
化
大
革
命
的
十
年
浩
劫
，
也
经
历
计

划
生
育
的
限
制
，
致
使
本
源
传
递
不
清
，
世
系
不
一
。
国
家
改
革
开
放
以
年
来
，
今
逢
盛
世
，
国
泰
民

安
，
外
出
务
工
、
经
商
、
求
学
、
任
职
者
遍
布
神
州
大
地
，
还
有
人
定
居
他
乡
，
甚
至
有
的
落
籍
海
外
。

如
年
代
久
远
，
则
离
者
愈
离
，
散
者
愈
散
，
不
知
根
在
何
处
？
祖
属
何
支
？
使
得
我
族
后
裔
寻
根
问
祖

之
难
。
为
了
正
其
伦
而
辈
不
乱
，
为
了
李
氏
宗
族
不
溺
于
流
俗
，
爱
亲
恋
族
，
秉
德
循
礼
。
不
以
贵
而

援
，
贫
而
弃
，
系
世
分
明
，
源
源
不
断
、
不
乱
，
续
李
氏
家
谱
，
是
李
氏
后
裔
义
不
容
辞
之
责
。

本
家
谱
名
录
主
要
依
据1988

年
宗
亲
李
其
就
、
其
佃
、
其
玉
、
其
云
、
家
祥
、
新
强
等
修
手
稿

版
本
和
德
化
蒲
板
甲
庚
堂
李
氏
续
谱
，
在
此
基
础
上
我
查
找
李
姓
李
氏
的
来
历
、
迁
徙
等
资
料
，
佐
证

我
坑
乾
李
氏
一
族
的
些
许
的
来
龙
去
脉
，
吾
之
家
族
为
陇
西
堂
有
唐
之
苗
裔
，
江
王
元
祥
公
裔
入
闽
肇

基
福
州
南
台
桥
头
数
世
而
后
分
居
等
处
前
谱
载
详
，
迨
至
福
谅
公
肇
基
仙
境
开
基
，
阅
传
十
二
世
子
润

公
、
子
盛
公
兄
弟
卜
居
蒲
板
鼎
建
甲
庚
堂
坐
甲
向
庚
地
形
，
十
三
世
隆
公
是
子
盛
公
次
子
，
清
初
时
期

蒲
板
二
十
世
观
友
公
长
子
天
祐
和
次
子
天
馨
公
（
二
十
一
世
）
移
居
闽
清
，
天
馨
公
迁
徙
至
闽
清
县
省

璜
乡
坑
墘
厝
（
省
璜
乡
三
新
村
）
开
基
，
天
馨
公
为
坑
墘
厝
一
世
祖
。
希
望
同
宗
共
同
参
与
更
正
完
善

家
谱
，
甚
为
感
谢
。
此
次
续
修
之
家
谱
，
定
名
为
下
厝
湾
坑
墘
厝
李
氏
家
谱
，
本
谱
宗
旨
：

一
、
为
了
承
上
启
下
，
记
载
子
孙
繁
衍
，
使
同
族
子
孙
识
别
尊
卑
长
幼
，
相
互
友
好
团
结
，
不
至

成
为
路
人
，
亲
戚
不
分
。

二
、
教
育
子
孙
后
代
尊
老
爱
幼
，
遵
纪
守
法
。
团
结
友
爱
，
爱
国
爱
家
，
发
扬
老
前
辈
父
老
济
困

的
精
神
，
使
生
有
所
依
，
老
有
所
养
，
从
而
维
系
宗
族
情
谊
。

因
本
人
史
料
少
，
知
识
浅
，
故
我
李
氏
远
祖
无
从
稽
查
、
考
证
，
重
新
重
抄
家
谱
及
补
缺
，
为
祭

祀
家
族
始
祖
，
不
忘
祖
训
，
以
免
后
世
日
久
而
忘
家
族
来
源
，
亦
为
续
我
陇
西
堂
衍
流
之
泉
流
。

十
四
世
孙
：
春
祥

二
零
二
一
年
八
月
十
五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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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
例
一
、
本
谱
为
繁
衍
于
“
福
建
省
闽
清
县
省
璜
镇
坑
乾
厝
李
氏
天
馨
公
支
谱
”
。

二
、
本
谱
资
料
来
源
：

主
要
依
据
一
九
八
八
年
前
辈
、
宗
亲
李
其
就
、
其
佃
、
其
玉
、
其
云
、
家
祥
、
新
强

等
主
修
《
甘
肃
陇
西
唐
高
祖
衍
流
李
氏
支
谱
》
手
稿
版
本
和
德
华
蒲
板
甲
庚
堂
李
氏

续
谱
，
在
此
基
础
上
我
查
找
李
姓
李
氏
的
来
历
、
迁
徙
等
资
料
。

三
、
本
谱
世
系
上
溯
自
始
迁
祖
天
馨
公
（
公
元
一
六
九
六
年
，
下
限
止
于
二
零

二
一
年
十
八
世
）
历
经
约
三
二
五
年
。

四
、
本
谱
以
“
敬
宗
收
族
，
弘
扬
祖
德
，
正
本
清
源
，
理
顺
脉
络
，
教
育
后
代
，

光
宗
耀
祖
”
为
宗
旨
，
运
用
历
史
唯
物
史
观
记
述
族
情
，
力
求
思
想
性
、
科
学
性
、

资
料
性
相
统
一
，
反
映
李
氏
风
貌
和
支
派
特
色
。

五
、
续
谱
原
则
：

力
求
源
流
世
系
之
衔
接
有
序
。
其
间
有
未
尽
明
确
者
，
暂
存
间
断
待
考
，
不
采
纳
无

根
据
之
推
断
，
以
尊
重
史
实
。
客
观
反
映
家
族
的
繁
衍
生
息
，
迁
徙
分
化
、
荣
衰
升

沉
的
史
实
，
不
夸
张
、
不
溢
美
，
史
料
稽
考
，
力
求
资
料
丰
富
。
各
房
人
众
，
取
字

命
名
雷
同
，
后
辈
犯
尊
讳
，
改
后
辈
不
改
尊
，
凡
改
易
者
仍
须
记
载
其
原
名
，
以
便

今
后
查
考
。

六
、
本
谱
纪
年
原
则
：

旧
谱
涉
及
之
纪
年
，
照
谱
不
变
，
必
要
之
处
加
公
元
纪
年
补
注
；
新
谱
涉
及
之
纪
年
，

凡
属
清
宣
统
三
年
（
公
元
一
九
零
九
年
）
以
前
之
纪
年
，
沿
用
朝
代
年
号
纪
年
法
，

用
括
号
加
注
公
元
纪
年
；
凡
属
公
元
一
九
四
九
年
以
后
之
纪
年
，
以
公
元
某
年
纪
年
。

七
、
本
谱
书
写
术
语
：

（
一
）
妻
书
“
配
”
某
姓
某
名
，
已
故
书
“
妣
祖
妈
”
某
姓
某
名
，
未
婚
书
“
聘
”
，

续
玄
书
“
继
配
”
，
妻
已
出
或
改
适
者
，
例
书
“
生
卒
不
详
”
；

（
二
）
凡
迁
徙
无
定
音
，
问
久
疏
者
，
援
例
注
“
远
出
无
考
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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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三
）
卒
年
六
十
以
上
者
书
“
享
寿
”
，
未
及
六
十
岁
者
书
“
享
年
”
；
未
满
七

岁
者
曰
“
殇
”，
生
卒
年
月
日
时
未
知
者
书
“
生
卒
未
详
”，
生
卒
时
辰
未
知
书
“
吉

时
”
，
葬
未
詳
者
书
“
葬
未
详
”
或
“
空
山
无
坐
向
”
。

八
、
本
谱
入
谱
人
员
范
围
：

（
一
）
凡
本
族
李
姓
成
员
，
不
论
男
女
，
无
论
婚
生
、
非
婚
生
，
均
可
入
谱
；

本
族
男
姓
上
异
姓
门
的
或
本
族
女
子
在
家
招
赘
的
，
如
果
其
子
女
姓
李
则
入
谱
；
子

女
异
姓
不
入
谱
。

（
二
）
本
族
女
性
夫
婿
入
谱
，
以
明
确
血
脉
流
转
。
若
李
姓
男
子
亡
故
，
其
配

偶
在
家
招
夫
，
子
女
又
姓
李
的
，
按
本
族
支
丁
入
谱
；
子
女
他
姓
的
不
入
谱
；
配
偶

另
嫁
他
人
的
，
子
女
又
姓
李
的
，
按
本
族
支
丁
入
谱
；
子
女
他
姓
的
不
入
谱
。
抚
养

异
姓
子
女
为
后
，
改
为
李
姓
的
可
入
谱
。

九
、
本
谱
瓜
瓞
图
式
规
范
：

垂
丝
图
五
派
一
提
，
男
妇
身
后
无
传
者
，
后
用
（
止
）
，
以
杜
冒
充
之
弊
。

男
女
过
继
的
，
瓜
瓞
图
上
按
过
入
的
记
载
。
如
某
甲
，
系
某
乙
所
生
，
过
继
给

某
丙
，
则
在
瓜
瓞
图
上
记
为
某
丙
所
出
。
抚
养
异
姓
子
女
为
后
的
仍
可
入
谱
，
在
瓜

瓞
图
上
不
记
载
。

十
、
本
谱
世
编
书
写
规
范
：

成
年
男
姓
：
记
载
某
公
之
子
或
女
、
名
、
曾
用
名
、
派
名
、
字
、
号
、
出
生

公
元
年
干
支
年
月
日
时
、
居
住
地
、
供
职
处
所
、
婚
配
日
期
、
配
偶
姓
名
。
已
故
的

要
载
明
卒
于
何
年
葬
于
何
地
。
男
姓
上
异
姓
门
的
，
子
女
异
姓
的
记
载
下
一
代
详
情
，

再
下
一
代
只
记
出
生
。

男
性
配
偶
：
记
载
姓
、
名
、
出
生
公
元
年
干
支
年
月
日
时
、
生
育
几
子
几
女
。

何
地
何
人
之
女
。
已
故
的
要
载
明
卒
于
何
年
葬
于
何
地
。
夫
在
离
婚
或
夫
死
再
醮
，

书
其
生
年
不
书
殁
葬
。

成
年
女
姓
：
记
载
某
公
之
子
或
女
、
名
、
曾
用
名
、
派
名
、
字
、
号
、
出
生
公

元
年
干
支
年
月
日
时
、
供
职
处
所
、
婚
配
日
期
、
配
偶
姓
名
，
生
育
几
子
几
女
，
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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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
下
一
代
详
情
，
再
下
一
代
只
记
出
生
。
已
故
的
要
载
明
卒
于
何
年
葬
于
何
地
。

女
姓
配
偶
：
记
载
姓
、
名
、
出
生
公
元
年
干
支
年
月
日
时
。
何
地
何
人
之
子
。

尚
未
成
家
的
年
轻
人
和
孩
子
：
某
公
之
子
或
女
、
名
、
曾
用
名
、
字
、
别
号
、

出
生
公
元
年
干
支
年
月
日
时
、
出
生
地
、
籍
贯
、
最
高
学
历
、
何
时
何
校
何
专
业
毕

业
或
在
读
、
若
是
中
小
学
生
就
填
某
校
毕
业
或
在
读
即
可
。

同
族
男
女
过
继
的
，
过
出
和
过
入
均
记
载
。
抚
养
异
姓
子
女
为
后
的
仍
可
入
谱
，

在
世
编
上
记
载
，
但
本
人
拒
绝
入
谱
的
除
外
。

十
一
、
人
物
录
及
传
记
：

历
代
进
士
、
举
人
、
贡
生
；
近
代
、
现
代
、
当
代
研
究
生
、
硕
士
、
博
士
；
行

政
职
务
正
副
局
长
，
乡
镇
长
以
上
；
军
职
校
官
以
上
，
以
及
高
级
工
程
师
、
农
艺
师
、

经
济
师
、
会
计
师
、
律
师
、
主
治
医
师
、
高
级
及
特
级
中
学
教
师
、
教
授
、
副
教
授
、

名
记
者
、
作
家
、
艺
术
家
，
实
业
家
、
名
人
等
，
不
论
男
女
均
列
入
人
物
录
。

本
着
生
不
立
传
的
原
则
，
历
代
先
贤
史
籍
有
载
者
及
当
代
已
故
名
人
对
社
会
有

重
大
贡
献
者
、
均
予
立
传
。

劣
迹
昭
彰
者
，
应
点
明
其
过
，
以
警
后
世
。

十
二
、
谱
成
册
编
定

各
房
字
号
各
宜
珍
藏
，
务
宜
小
心
谨
守
，
不
得
贪
财
，
私
与
他
人
。
新
谱
告
成
，
旧

谱
仍
需
妥
善
保
存
。

十
三
、
修
谱
期
限
：

族
谱
三
十
年
为
一
世
，
宜
三
十
年
五
服
内
小
宗
支
修
，
六
十
年
五
服
外
大
宗

修
，
秉
笔
必
举
公
正
贤
能
，
辑
录
方
为
无
弊
。

一
小
修
可
只
收
集
支
丁
资
料
，
不
编
印
谱
书
，
每
六
十
年
应
予
大
修
，
编
印

谱
书
。
凡
有
族
人
倡
修
者
，
同
宗
应
予
支
持
。

十
四
、
本
谱
以
“
甲
庚
堂
”
为
衍
派
。

十
五
、
因
我
宗
世
系
源
流
追
溯
年
代
久
远
，
支
丁
分
布
地
域
广
泛
，
调
查
考

证
内
容
繁
多
，
且
编
辑
时
间
仓
促
，
水
平
所
限
，
本
谱
定
有
许
多
错
遗
缺
漏
之
处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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恳
请
族
人
见
谅
，
并
深
望
于
后
之
继
起
者
。

十
六
、
此
凡
例
未
及
者
可
召
集
家
族
管
委
会
商
议
处
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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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氏
源
流

一
、
出
自
赢
姓
，
为
频
项
帝
高
阳
氏
之
后
商
。

尧
时
，
皋
陶
曾
担
任
大
理
（
掌
管
刑
狱
的
官
）
的

职
务
，
其
子
伯
益
被
赐
为
赢
姓
，
后
子
孙
历
三
代

世
袭
大
理
的
职
务
，
其
子
孙
按
照
当
时
的
习
惯
，

以
官
为
氏
，
称
理
氏
。
理
氏
改
为
李
氏
的
说
法
有

两
种
。
一
种
说
法
是
：
商
封
时
，
皋
陶
后
商
理
徽
，

在
朝
为
官
，
因
直
谏
得
罪
了
商
约
王
，
而
被
处
死
，

其
妻
契
和
氏
带
着
儿
子
利
贞
逃
难
时
，
因
食
李
子

充
饥
，
才
得
以
活
命
，
故
不
敢
称
理
，
便
改
姓
李

氏
。
另
一
种
说
法
是
：
据
《
姓
氏
考
略
》
记
载
，

周
之
前
未
见
有
李
氏
，
自
从
有
老
子
姓
李
，
名
耳
，

为
利
贞
的
后
商
，
因
祖
上
世
代
为
理
官
，
理
、
李

两
字
古
音
相
通
，
便
也
以
李
为
氏
。
显
然
，
李
氏

是
始
于
李
耳
称
姓
的
。

二
、
出
自
他
族
改
姓
。
三
国
时
：
诸
葛
亮
平

哀
军
衷
后
，
赐
当
地
少
数
民
族
赵
、
张
、
杨
、
李

等
姓
。
鲜
卑
氏
有
复
姓
比
李
氏
，
汉
化
后
，
改
为

汉
字
单
姓
李
氏
，
是
为
洛
阳
李
氏
。

三
、
出
自
他
姓
改
李
氏
，
据
有
关
资
料
所
载
，

唐
开
国
元
勋
有
诸
将
徐
（
徐
氏
、
安
氏
、
杜
氏
、

郭
氏
、
麻
氏
、
鲜
于
氏
等1

6

氏
，
因
立
功
从
唐

国
姓
，
赐
子
李
氏
。

四
、
春
秋
时
赵
国
将
领
武
安
君
的
的
代
有
李

左
车
，
其
后
以
李
命
姓
。

五
、
为
北
魏
代
北
复
姓
所
改
。
北
观
时
有
代

北
复
姓
比
李
氏
、
高
护
氏
，
随
孝
文
帝
入
中
原
后
，

改
为
单
姓
《
通
志
、
氏
族
略
》

李
氏
。
见
《
魏
书
官
氏
书
》

六
、
少
数
民
族
中
本
有
的
姓
氏
。
延
边
朝
鲜

族
常
见
姓
氏
有
李
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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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氏
迁
徒
分
布

先
秦
时
期
，
李
姓
的
活
动
由
河
南
开
始
，
到

战
国
末
，
李
姓
的
活
动
地
域
已
扩
大
到
山
西
、
河

北
、
陕
西
、
四
川
、
湖
北
等
地
。
秦
汉
时
期
是
李

姓
向
各
地
迁
移
的
重
要
阶
段
。
秦
始
皇
平
定
南
越

和
西
瓯
时
，
李
姓
始
入
两
广
地
区
。
李
耳
的
后
畜

入
甘
肃
，
发
展
为
陇
西
李
姓
的
望
族
，
居
河
北
的

成
为
赵
郡
李
姓
的
名
家
。
东
达
山
东
，
东
南
抵
赣

浙
苏
，
南
面
南
海
及
北
部
湾
。
唐
朝
是
李
姓
的
鼎

盛
时
期
，
陇
西
李
氏
王
朝
传
二
十
帝
，
历
时
二
八

九
年
，
李
姓
贵
为
国
姓
，
各
地
都
有
李
氏
的
皇
亲

国
戚
，
李
姓
人
口
迅
速
膨
胀
。
唐
朝
初
李
姓
开
始

大
批
进
入
了
福
建
和
海
南
。
明
朝
时
，
李
姓
进
入

入
台
湾
。

六
百
年
期
间
，
李
姓
人
口
流
动
的
程
度
和
方

向
与
宋
、
元
、
明
期
间
有
了
很
大
的
区
别
，
尤
其

是
由
东
部
向
华
中
、
华
北
的
回
迁
已
经
大
于
由
北

向
东
南
的
迁
移
，
同
时
，
向
西
南
和
东
北
的
移
民

已
经
成
为
重
要
的
流
动
方
向
。

唐
代
是
李
姓
族
群
的
急
剧
膨
胀
期
，
赵
郡
李

氏
、
陇
西
李
氏
、
赐
姓
李
氏
、
唐
宗
室
后
人
多
达

官
贵
人
，
一
夫
多
妻
制
的
生
活
，
使
李
氏
人
丁
兴

旺
，
在
当
时
已
成
为
全
国
大
姓
。
但
随
着
朝
政
的

变
化
，
在
唐
代
即
有
许
多
李
姓
人
物
贬
官
南
下
，

又
有
许
多
人
为
免
遭
祸
害
而
逃
至
全
国
，
使
李
姓

遍
及
全
国
。

唐
代
以
后
，
出
于
多
种
原
因
，
李
姓
播
迁
更

加
频
繁
，
分
布
地
更
为
广
泛
。
其
中
，
迁
徒
人
数

较
多
的
是
宋
朝
“
靖
康
之
变
”
时
的
南
迁
。

元
末
明
初
的
政
权
更
迭
，
以
及
明
际
的
“
靖

难
之
役
”
，
主
战
场
布
置
在
山
东
西
部
、
河
北
、

河
南
北
部
的
部
分
地
区
，
迁
延
数
十
年
，
民
不
聊

生
，
造
成
百
姓
得
流
就
食
，
四
散
逃
离
，
致
使
十

室
九
空
。

明
廷
在
政
权
稳
定
之
后
，
从
山
西
平
阳
、
太

原
一
带
（
晋
商
首
富
李
家
大
院
族
谱
可
以
佐
证
当

地
富
庶
安
定
）,

向
华
北
的
荒
芜
地
区
进
行
了
大

规
模
的
人
口
迁
徙
（
《
明
代
进
士
登
科
录
》
、
阳
泉

李
氏
族
诺
等
可
以
佐
证
）
。

李
氏
迁
徒
至
海
外
，
始
于
明
朝
初
年
，
去
琉

球
国
的
都
是
福
建
人
，
定
居
于
今
冲
绳
岛
那
霸
市

近
郊
的
久
米
村
一
带
，
据
《
明
会
要
》
记
载
，
明

洪
武
二
十
五
年
，
明
朝
曾
赐
给
琉
球
国
“
闽
人
三

十
六
姓
善
操
舟
者
，
令
往
来
朝
贡
，
其
中
就
有
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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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
。
疏
球
国
派
往
明
、
清
的
通
事
有
许
多
人
姓
李
，

背
系
自
福
建
移
居
玩
球
的
华
人
，

明
末
清
初
，
四
川
经
过
多
年
战
乱
，
康
熙
七

年
（
一
六
六
八
年
）,

四
川
巡
抚
张
德
上
书
朝
廷
，

要
求
朝
廷
动
员
全
国
人
员
往
四
川
迁
徒
，
川
内
辨

姓
较
多
都
是
从
湖
广
宝
庆
府
等
地
迁
来
，
便
形
成

了
“
湖
广
填
川
。

清
朝
及
民
国
时
期
，
李
氏
族
人
移
居
海
外
者

更
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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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
清
县
省
璜
乡
三
新
村
李
氏
宗
祠

三
新
李
氏
宗
祠
位
于
闽
清
县
省
璜
镇
三
新

村
蝙
蝠
山
麓
，
坐
壬
丙
兼
亥
已
，
背
倚
蝙
蝠
山

，
面
朝
峨
眉
山
峰
，
四
面
环
山
，
群
山
连
绵
，

山
峦
叠
嶂
；
祠
前
小
溪
缓
缓
流
淌
，
横
穿
千
顷

良
田
而
过
，
可
谓
山
清
水
秀
，
环
境
清
幽
。

三
新
李
氏
始
祖
天
馨
公
由
德
化
土
坂
村
迁

至
闽
清
县
省
璜
镇
三
新
村
地
方
开
基
。
历
数
百

年
，
已
衍
发
子
孙
十
七
世
，
一
千
多
人
口
（
包

括
外
迁
人
口
）
。

据
族
老
介
绍
：
原
宗
祠
建
有
二
百
多
年
（

大
约
建
于
乾
隆
年
间
）
，
当
时
祠
宇
规
模
较
小

，
只
有
一
百
余
平
方
米
，
属
土
木
结
构
仿
古
建

筑
。
宗
祠
在
这
两
百
余
年
的
历
史
长
河
中
，
曾

兴
废
几
度
。
在
“
破
四
旧
”
运
动
中
和
文
革
动

乱
期
间
，
遭
受
严
重
破
坏
，
随
后
倒
塌
，
夷
为

平
地
。
至
一
九
八
五
年
，
改
革
开
放
，
盛
世
之

年
，
百
废
俱
兴
，
族
亲
集
议
重
建
宗
祠
整
座
。

二
○
一O
年
扩
建
宗
祠
左
右
两
边
的
附
属
边
房
以

及
铺
建
祠
前
水
泥
埕
地
，
历
时
数
月
竣
工
。
宗

祠
总
占
地
面
积
三
百
多
平
方
米
，
建
筑
面
积
二

百
多
平
方
米
。

重
建
三
新
李
氏
宗
祠
理
事
会
成
员
：

其
清

新
增

新
财

新
龙

其
泉

其
玉

团
祥

炎
祥

新
添

新
强

进
祥

玉
祥

新
金

来
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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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训
三
字
经

尽

孝

不
忘
本
，
勤
思
源

父
母
恩
，
重
于
山

细
抚
养
，
多
奉
献

历
艰
辛
，
到
今
天

养
育
恩
，
大
无
边

常
尽
孝
，
报
恩
愿

多
关
心
，
勤
看
管

常
照
顾
，
多
陪
伴

保
身
体
，
促
康
健

儿
女
孝
，
子
孙
贤

父
母
在
，
全
家
暖

亲
情
浓
，
福
寿
添

持

家

管
理
家
，
需
规
范

立
家
规
，
家
训
传

勤
沟
通
，
多
商
谈

互
信
任
，
不
欺
瞒

讲
礼
仪
，
挑
重
担

互
尊
重
，
共
患
难

勤
持
家
，
细
打
算

不
挥
霍
，
重
节
俭

家
事
和
，
万
事
圆

互
敬
爱
，
家
运
显

众
心
齐
，
干
劲
添

兴
家
风
，
共
勤
勉

全
家
人
，
心
手
牵

同
命
运
，
齐
发
展

教

子

爱
儿
女
，
莫
娇
惯

不
迁
就
，
不
护
短

自
幼
时
，
严
教
管

常
纠
错
，
不
间
断

除
毛
病
，
改
缺
点

矫
陋
习
，
展
新
颜

欲
成
才
，
勤
浇
灌

欲
驰
骋
，
需
扬
鞭

立
规
矩
，
定
方
圆

树
榜
样
，
做
示
范

勿
放
纵
，
正
品
端

常
警
醒
，
戒
贪
懒

勤

勉

勤
学
习
，
明
志
愿

知
识
广
，
人
钦
赞

知
荣
辱
，
明
贵
贱

学
楷
模
，
效
古
贤

少
立
志
，
惜
时
间

莫
虚
度
，
目
标
远

展
雄
姿
，
在
青
年

要
成
才
，
多
磨
炼

经
风
雨
，
见
世
面

勤
思
考
，
永
向
前

乐
诵
读
，
善
钻
研

刻
苦
学
，
莫
畏
难

有
益
书
，
要
多
看

黄
赌
毒
，
莫
沾
边

致
富
经
，
多
寻
探

昧
心
钱
，
不
去
赚

习
礼
仪
，
知
荣
贱

争
先
进
，
学
模
范

提
素
质
，
丰
经
验

强
能
力
，
增
才
干

练
口
才
，
善
讲
演

修
德
性
，
意
志
坚

小
处
始
，
大
处
显

谋
大
事
，
创
非
凡

处

事

人
在
世
，
光
阴
短

有
作
为
，
有
尊
严

干
事
业
，
虽
艰
难

信
心
足
，
定
实
现

谋
当
前
，
虑
长
远

胸
襟
阔
，
度
量
宽

遇
疑
难
，
不
慌
乱

要
沉
稳
，
莫
极
端

思
密
周
，
善
决
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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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是
非
，
严
防
偏

临
乱
境
，
巧
应
变

争
主
动
，
应
超
前

慎
其
行
，
莫
妄
言

除
歪
风
，
扬
风
范

为

官

当
好
官
，
用
好
权

人
为
本
，
民
为
天

水
载
舟
，
亦
翻
船

得
民
心
，
天
下
安

行
德
政
，
立
规
范

多
谋
划
，
勤
调
研

图
发
展
，
重
安
全

业
在
后
，
安
在
前

人
生
观
，
世
界
观

在
官
场
，
难
免
变

干
公
差
，
吃
国
饭

公
与
私
，
明
分
辨

做
人
长
，
为
官
短

官
一
时
，
人
百
年

多
干
事
，
少
贪
婪

塑
形
象
，
守
清
廉

宽
对
人
，
律
己
严

遇
风
浪
，
掌
稳
船

官
再
大
，
位
再
显

平
民
心
，
不
能
变

交
良
友
，
结
英
贤

赢
众
望
，
最
关
键

凝
核
心
，
组
织
严

增
团
结
，
向
前
看

聚
民
心
，
结
人
缘

善
协
调
，
促
发
展

修

身

多
积
德
，
少
集
怨

谋
众
利
，
成
众
愿

为
人
善
，
不
招
怨

善
引
善
，
环
境
变

欲
好
报
，
多
行
善

屡
作
恶
，
终
完
蛋

诚
待
人
，
信
结
缘

重
承
诺
，
信
誉
添

爱
国
家
，
敬
祖
先

明
家
训
，
慎
思
远

有
权
力
，
多
奉
献

有
责
任
，
多
实
践

讲
正
气
，
多
垂
范

执
法
明
，
守
法
严

有
规
矩
，
成
方
圆

守
法
度
，
身
自
安

反
应
快
，
刚
柔
兼

行
事
稳
，
事
果
断

效
率
高
，
不
敷
衍

敢
作
为
，
勇
承
担

学
识
广
，
智
勇
全

好
名
声
，
代
代
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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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氏
祖
训

敬
祖
宗物

本
乎
天
，
人
本
乎
祖
。
子
孙
之
身
，
祖
宗
之
所
遗
也
。
尤
木
有
根
无
根
则
枯
，

如
水
有
源
无
源
则
涸
。
子
孙
永
世
得
享
，
承
国
乐
利
之
泽
，
祖
宗
积
庆
之
所
致
也
。

不
敬
祖
宗
则
忘
本
，
忘
本
则
枝
叶
不
昌
。
故
岁
时
祭
祀
，
晨
昏
香
火
，
必
敬
必
恭
，

无
厥
无
慢
。
至
於
立
身
修
德
，
无
忝
所
生
，
此
尤
敬
祖
宗
之
大
本
大
原
。
凡
我
族
人

念
之
。

敦
孝
悌父

母
之
恩
，
天
高
地
厚
，
恩
情
罔
极
人
伦
。
十
月
怀
胎
，
三
朝
乳
哺
，
推
乾
就

湿
，
保
抱
抚
摩
，
忧
疾
病
，
闻
饥
饱
，
调
寒
暑
，
父
母
受
尽
万
苦
千
辛
，
方
得
子
女

成
人
长
大
。
为
子
女
者
即
幸
遇
父
母
有
寿
，
急
急
孝
养
，
难
报
天
恩
。
人
生
时
日
限

也
，
万
一
错
过
，
殁
后
即
披
麻
带
孝
，
三
牲
五
鼎
，
竟
亦
何
裨
？
且
孝
则
天
佑
，
不

孝
则
天
谴
，
吲
敢
拂
违
，
自
罹
罪
罟
。
凡
我
族
人
念
之.

睦
宗
族宗

族
者
，
同
宗
共
祖
之
人
也
。
虽
有
亲
疏
贵
贱
之
别
，
其
始
同
出
于
一
人
之
身
，

故
尧
典
曰
亲
睦
九
族
，
周
室
则
大
封
同
姓
宗
亲
之
谊
，
由
来
重
矣
。
今
世
俗
薄
淡
间
，

有
挟
富
贵
，
而
厌
贫
贱
，
恃
强
众
，
而
凌
寡
弱
者
，
独
不
思
富
贵
强
众
，
皆
祖
宗
身

后
之
身
耶
？
观
于
此
，
而
利
与
害
共
，
休
戚
相
关
，
一
体
同
视
可
也
。
倘
有
博
众
以

暴
寡
，
藉
智
以
欺
愚
者
，
当
睦
宗
族
为
念
，
凡
我
族
人
戒
之
。

端
伦
常尊

卑
有
别,

长
幼
有
叙
，
乃
定
於
天
人
，
忤
长
上
乃
乱
天
伦
也
。
须
坐
则
让
席
，

行
则
让
路
，
口
勿
乱
宣
，
事
不
乱
专
。
智
不
敢
先
，
富
不
敢
加
。
谦
恭
逊
顺
，
绝
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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骄
傲
放
肆
之
态
，
方
是
为
伦
常
之
理
。
先
贤
云
：
幼
而
不
事
长
，
贱
而
不
事
贵
，
不

肖
而
不
事
贤
，
谓
之
三
不
祥
。
子
弟
者
不
肯
安
分
循
理
，
任
情
倨
傲
。
行
不
让
路
，

坐
不
让
席
，
揖
不
低
头
，
言
不
逊
顺
，
曾
不
思
尔
将
来
也
。
做
人
尊
长
，
尔
做
窳
劣

示
人
，
亦
将
忤
尔
忤
人
，
实
所
以
自
忤
。
凡
我
族
人
念
之
。

友
昆
仲兄

弟
姊
妹
，
同
气
连
枝
。
父
母
左
提
右
携
，
前
襟
后
裾
，
飨
食
传
衣
，
亲
爱
无

间
，
且
一
本
所
生
，
同
胞
共
乳
，
除
却
兄
弟
姊
妹
，
更
有
谁
亲
？
且
从
父
母
分
形
而

来
，
子
女
之
身
来
自
父
母
，
若
兄
弟
姊
妹
相
戕
，
是
戕
父
母
矣
。
念
及
父
母
安
忍
戕

兄
弟
姊
妹
乎
。
勿
听
他
人
离
间
撺
掇
。
兄
弟
姊
妹
中
纵
有
不
是
，
大
家
逊
让
些
何
妨
？

若
锱
锱
铢
铢
计
较
多
寡
，
彼
此
相
戕
，
则
父
母
之
心
不
安
，
死
亦
不
能
瞑
目
。
诗
云
：

兄
弟
既
翕
，
和
乐
且
耽
。
凡
我
族
人
念
之
。

和
夫
妇夫

妇
为
人
伦
之
始
。
夫
和
其
妇
，
妇
敬
其
夫
。
夫
以
修
身
齐
家
事
为
本
，
妇
以

人
伦
道
德
情
操
为
重
，
同
事
耕
耘
理
家
创
业
，
夫
妇
协
同
，
修
身
、
齐
家
、
治
国
、

平
天
下
，
休
戚
与
共
，
百
年
好
和
，
白
头
偕
老
，
同
建
和
谐
家
庭
，
万
事
兴
矣
。
凡

我
族
人
念
之
。

教
子
孙家

之
盛
衰
，
不
在
田
地
多
寡
、
帛
金
有
无
，
且
看
子
孙
何
如
耳
。
古
云
：
未
看

山
前
土
，
先
观
屋
下
人
。
子
孙
果
不
肖
也
，
眼
前
富
贵
不
足
恃
；
子
孙
果
贤
也
，
眼

前
贫
贱
不
必
忧
。
然
人
未
有
生
而
皆
能
贤
者
也
，
当
其
幼
时
不
可
失
教
。
禁
其
骄
奢
，

戒
其
淫
逸
，
出
外
亲
正
人
。
闻
正
言
，
则
心
胸
日
开
，
聪
明
日
启
，
久
之
义
理
明
白
，

世
务
通
晓
，
自
能
担
事
，
振
家
声
，
光
大
门
楣
。
人
非
同
类
，
切
不
可
令
子
弟
往
来
。

古
语
云
：
蓬
生
麻
中
不
扶
自
直
，
白
沙
在
泥
不
染
自
黑
。
又
云
：
与
善
人
亲
，
如
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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芝
兰
之
室
，
久
而
不
闻
其
香
，
与
之
化
矣
；
与
不
善
人
亲
，
如
入
鲍
鱼
之
肆
，
久
而

不
闻
其
臭
，
亦
与
之
化
矣
。
时
时
求
教
于
先
生
长
者
。
故
子
弟
不
宜
避
宾
客
，
若
一

味
回
避
，
偶
接
正
人
必
至
如
樵
夫
牧
竖
，
手
足
无
所
措
，
大
为
人
所
鄙
也
。
家
有
一

贤
子
孙
，
则
家
门
生
色
，
子
孙
不
肖
，
则
家
门
遗
羞
。
故
为
父
母
者
，
切
不
可
不
教

子
孙
。
有
不
如
教
便
当
责
训
。
至
若
女
子
，
亦
尚
且
当
教
他
亲
兄
弟
，
务
教
以
节
孝

廉
耻
。
为
女
者
，
兼
悉
三
从
四
德
，
纺
绩
针
指
、
厨
爨
井
臼
，
则
长
大
适
人
，
必
成

贤
妇
。
如
或
不
教
，
则
儿
女
不
才
，
有
辱
门
庭
。
凡
我
族
人
念
之
。

尚
勤
俭俭

可
助
贫
，
勤
能
补
拙
。
勤
俭
者
，
起
家
之
本
，
传
家
之
宝
，
立
业
之
基
，
人

生
当
务
也
。
勤
而
不
俭
，
则
财
流
于
奢
，
俭
而
不
勤
，
则
财
终
于
困
。
人
世
间
，
见

名
门
世
族
，
以
祖
考
勤
俭
为
成
立
之
本
，
下
代
之
福
，
因
子
孙
奢
侈
而
败
家
之
业
。

盖
俭
则
富
贵
长
保
，
家
计
不
难
振
兴
。
倘
男
不
务
耕
作
，
女
不
事
内
，
好
逸
恶
劳
，

鲜
衣
美
食
，
一
旦
娇
惰
，
习
惯
俯
仰
无
资
，
将
祖
资
财
一
败
而
空
，
拖
衣
漏
食
。
节

俭
者
治
家
之
要
义
也
。
饮
食
莫
嫌
蔬
食
，
衣
服
莫
嫌
布
素
，
房
屋
莫
嫌
湫
隘
，
婚
娶

莫
竞
妆
奁
，
死
丧
莫
竞
斋
醮
。
晏
客
伏
腊
有
时
，
不
可
常
时
群
饮
，
设
席
数
肴
成
礼
，

不
必
杯
盘
狼
藉
，
多
一
事
不
如
省
一
事
，
费
一
文
不
如
节
一
文
。
当
务
勤
俭
。
凡
我

族
众
念
之
。

恤
孤
寡鳏

寡
孤
独
，
天
下
最
苦
，
无
告
之
人
也
。
无
家
产
者
，
朝
不
能
保
暮
，
饥
不
能

谋
食
，
寒
不
能
谋
衣
；
有
家
产
者
，
鳏
寡
不
能
自
行
，
孤
儿
幼
弱
不
能
自
主
，
凡
百

家
事
，
皆
听
于
人
。
我
族
有
此
种
种
苦
愁
，
谁
诉
？
亲
房
伯
叔
族
众
当
秉
公
代
为
经

事
，
阖
族
尊
长
俱
宜
加
意
怜
悯
，
竭
力
扶
持
，
庶
穷
于
天
下
者
不
致
颠
连
失
所
、
仃

伶
无
靠
矣
。
凡
我
族
人
念
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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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
唆
讼人

之
好
讼
，
虽
其
人
之
无
良
，
总
起
於
无
赖
者
之
教
唆
。
然
无
赖
之
徒
，
专
以

人
之
告
状
为
酒
肉
之
窟
，
为
张
威
趁
钱
之
门
，
故
或
两
人
本
无
甚
怨
，
装
出
剖
腹
之

情
，
而
构
成
大
嫌
。
本
人
尚
可
含
容
，
捏
作
骑
虎
之
势
，
而
使
之
先
发
插
名
作
证
，

便
作
主
盟
。
两
家
索
贿
，
反
覆
颠
倒
，
弄
讼
者
於
掌
股
之
上
，
搅
得
邻
里
撩
乱
，
鸡

犬
不
安
。
渔
讼
者
之
财
，
破
讼
者
之
家
。
即
讼
者
事
后
懊
悔
，
亦
摆
他
不
去
。
若
而

人
者
，
国
法
之
所
不
容
。
即
逃
得
国
法
，
亦
皇
天
之
所
必
诛
者
也
。
凡
我
族
人
念
之
。

安
生
理士

农
工
商
者
，
然
视
其
天
赋
择
业
，
士
者
实
去
读
书
，
农
者
实
去
耕
耨
，
工
者

实
去
造
作
，
商
者
实
去
经
营
。
若
生
而
愚
鲁
，
不
适
读
书
，
家
道
贫
寒
，
无
田
可
种
，

又
无
本
钱
做
买
卖
，
又
不
会
做
手
艺
，
便
与
人
佣
工
，
替
人
苦
力
，
也
是
生
活
。
只

要
勤
心
鬻
力
，
安
分
守
己
，
此
中
稳
稳
当
当
，
便
有
无
限
受
用
。
至
若
妇
女
，
亦
要

勤
纺
绩
，
务
针
指
，
操
井
臼
，
协
同
丈
夫
，
共
成
家
业
，
方
是
贤
妇
。
凡
我
族
人
念

之
。

勿
非
为非

为
者
，
或
包
搅
金
帛
，
侵
欺
花
费
，
终
者
竟
要
卖
产
赔
补
不
足
，
殃
及
子
孙
，

甚
而
危
及
性
命
。
或
摊
场
赌
博
，
或
群
聚
酣
饮
，
倾
败
家
业
，
因
而
陷
死
妻
儿
老
小
。

或
掇
拐
掏
摸
，
或
抢
夺
吓
骗
，
或
争
斗
撒
泼
，
或
毁
廓
侵
坟
，
或
占
人
田
土
，
或
伪

造
货
币
，
或
横
行
乡
里
，
或
挟
制
政
府
，
或
嘱
托
赞
剌
，
此
皆
亡
身
破
家
之
举
，
受

祸
不
浅
。
凡
我
族
人
戒
之
。

忌
毒
染世

人
蠢
蠢
，
吸
嗜
烟
毒
！
日
久
难
收
，
体
魄
渐
削
，
形
若
骷
髅
，
力
莫
能
举
，

处
不
能
事
，
名
声
泯
灭
。
终
朝
烟
雾
缭
绕
，
男
女
混
杂
，
晨
错
夕
颠
。
典
当
家
财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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帛
金
耗
尽
，
绝
嗣
戕
年
。
全
无
利
益
，
自
取
尤
愆
。
堕
其
术
者
，
凡
我
族
人
绝
禁
之
。

慎
嫁
娶男

婚
女
嫁
者
，
人
伦
之
始
，
联
婚
不
可
不
慎
。
男
大
当
婚
，
女
大
当
嫁
，
古
之

常
情
。
执
德
为
首
，
男
女
婚
姻
，
不
能
包
办
代
替
，
嫁
女
择
佳
婿
，
娶
媳
求
贤
女
，

嫁
女
勿
计
厚
奁
，
勿
取
重
聘
，
勿
贻
误
族
女
。
时
下
婚
嫁
，
多
徇
财
俗
见
，
或
厚
赀

以
耀
聘
，
或
竭
财
以
侈
妆
名
。
为
争
门
面
，
则
败
家
产
而
为
。
昔
者
有
云
；
婚
姻
几

见
闻
丽
华
，
金
佩
银
饰
众
口
夸
。
转
眼
经
年
人
事
变
，
妆
奁
卖
与
别
人
家
。
则
女
之

适
人
，
必
戒
而
行
；
娶
妇
事
翁
姑
，
经
事
理
，
执
妇
道
。
凡
我
族
人
宜
知
之
。

勉
诵
读崇

师
道
，
习
圣
贤
之
书
，
明
君
臣
父
子
之
大
伦
，
忠
孝
仁
义
之
大
节
。
人
不
读

书
，
大
伦
大
节
何
由
而
知
？
子
弟
颖
悟
者
少
，
迟
钝
者
多
。
必
须
延
贤
师
，
访
益
友
，

涵
育
熏
陶
，
终
归
有
成
。
为
人
子
弟
者
，
当
体
父
兄
之
心
，
交
相
劝
勉
，
勿
恃
聪
明
，

勿
安
愚
昧
，
勿
沽
名
而
钓
誉
，
勿
勤
始
而
怠
终
，
随
其
性
之
敏
钝
，
以
为
读
书
多
寡

总
要
细
心
体
认
，
着
意
研
习
，
刻
刻
不
忘
于
久
之
，
隅
坐
向
难
析
疑
。
勿
生
厌
薄
，

勿
可
荒
嬉
，
耳
提
面
命
敬
而
听
之
，
自
有
融
会
贯
通
处
，
亦
得
以
所
学
训
子
弟
开
愚

蒙
诵
读
之
益
大
矣
。
我
族
子
弟
勉
之
。

重
交
游志

同
者
为
友
，
道
合
者
为
朋
。
交
游
以
信
为
先
，
信
者
相
通
，
守
望
相
助
。
既

诺
勿
欺
，
订
交
勿
苟
。
然
宜
谨
慎
，
择
善
而
握
。
与
善
者
交
如
入
馥
香
之
室
久
而
自

香
，
直
谅
多
闻
，
尤
宜
亲
厚
。
善
乎
平
仲
，
相
敬
耐
久
。
凡
我
族
人
念
之
。

谨
丧
祭丧

祭
者
，
慎
终
追
远
之
大
事
也
。
丧
尽
其
礼
，
祭
尽
其
诚
。
父
母
在
生
之
时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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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
力
供
养
，
逝
后
要
从
俭
治
丧
，
勿
须
无
财
大
操
大
办
。
丧
事
从
简
，
也
不
能
俭
而

不
顺
民
情
。
当
慎
谨
治
丧
执
事
。
凡
我
族
人
切
记
之
。

远
酗
酒酒

浆
之
酿
就
，
非
以
为
祸
，
冠
香
丧
祭
，
礼
用
清
酌
，
洗
爵
尊
戽
，
献
酬
交
错
。

惟
彼
贪
夫
。
不
知
节
治
。
终
日
醉
乡
，
颠
狂
失
措
，
耗
所
损
精
，
形
骸
脱
落
。
贪
杯

误
事
者
，
不
胜
数
也
。
凡
我
族
人
远
之
远
之
。

出
异
教邪

教
惑
众
蔑
国
，
触
逆
国
法
律
条
，
邪
说
诬
民
，
法
所
不
允
。
更
有
甚
者
无
赖

之
徒
，
往
往
假
凶
祥
祸
福
之
事
，
以
售
幻
诞
无
稽
之
谈
。
实
则
诱
取
资
财
，
阳
窃
向

善
之
名
，
阴
怀
不
轨
之
计
。
一
旦
发
觉
惩
逮
株
连
，
遗
患
无
穷
，
凡
我
族
人
应
出
其

异
教
，
以
正
家
风
。

省
自
身遵

圣
训
，
洁
身
自
律
，
日
当
三
省
，
常
思
己
过,

莫
论
他
人
是
非
，
切
不
得
自

甘
自
戕
，
辱
没
家
族
声
望
，
保
其
永
世
清
白
，
修
身
、
齐
家
、
治
国
，
平
天
下
，
乃

人
生
要
意
。
则
家
风
正
耶
。
享
用
斯
人
，
永
利
后
世
。
凡
我
族
人
记
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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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
辈
谱

天
、
維
（
维
）、
正
、
茂
、
傳
（
传
）
、
自
、
從
从
）、
開
（
开
）、
國
（
国
）、

承
、
長
（
长
）
、
發
（
发
）
、
其
、
祥
、
新
，

一
九
八
八
年
新
派
：
興
（
兴
）
、
隆
、
永
、
昌
、
盛
、
富
、
貴
（
贵
）、

久
、
榮
（
荣
）
、
華
（
华
）、
仁
、
厚
、
宜
、
善
、
繼
（
继
）、
孝
、
悌
、

能
、
起
、
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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