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族
贤
传
赞

汨
罗
市
剑
滩
杨
族
务
工
作
委
员
会

责
任
编
辑
：
杨
贡
湘
、
杨
正
根

一
、
重
教
硕
果
灿
中
华
—
—
杨
公
迪
吾
先
生
其
人
其
事
其
子
其
孙

杨
公
清
富
，
字
迪
吾
，
号
简
廷
，
诰
封
朝
议
大
夫
。
是
汨
罗
市
剑
滩
杨
始
祖
镇
科
公
第
二
十
四
代
孙
。
生

于
清
道
光
二
十
四
年
甲
辰
（
一
八
四
四
年
）
三
月
初
三
。
大
荆
镇
白
杨
村
东
山
里
人
。

他
有
儿
子
杨
震
华
，
孙
子
杨
高
岱
，
孙
女
：
杨
沫
、
韵
琴
、
白
杨
。

公
因
父
亲
祖
发
公
之
兄
祖
新
公
乏
嗣
俾
公
出
继
，
祖
新
公
早
逝
，
家
寒
而
事
工
商
买
卖
，
以
所
得
微
利
供

朱
太
夫
人
赡
养
之
资
，
无
微
不
至
，
深
得
族
人
赞
颂
。

他
赋
性
刚
直
，
待
人
接
物
和
蔼
可
亲
。
具
侠
义
，
习
武
术
。
见
人
急
难
乐
意
相
帮
。
虽
幼
失
怙
少
学
而

尊
儒
重
士
，
故
乡
里
士
夫
多
乐
与
之
交
游
。

公
族
人
丁
兴
旺
，
贫
困
子
弟
失
学
甚
多
，
他
召
集
族
人
亲
友
集
巨
资
，
创
立
义
仓
，
支
持
教
育
，
失
学

者
日
趋
减
少
，
族
人
深
得
其
益
。



他
热
心
公
益
事
业
，
如
宗
祠
修
建
，
庙
宇
营
葺
，
桥
梁
修
造
，
慈
善
事
业
，
他
极
力
提
倡
而
惟
恐
不
及
。

公
之
家
乡
，
原
古
仑
、
大
荆
一
带
，
毗
连
岳
郡
，
远
离
湘
阴
县
城
。
那
时
，
此
地
民
情
放
肆
，
随
心
所

欲
，
乡
里
矛
盾
争
执
之
事
甚
多
，
而
公
能
公
正
无
私
，
乐
意
排
难
解
纷
，
视
他
人
之
急
如
己
之
急
，
往
往
冒
严

寒
酷
暑
，
废
寝
忘
餐
，
患
病
忘
医
，
且
数
十
年
如
一
日
，
深
得
地
方
官
吏
和
群
众
好
评
。

重
视
教
育
，
是
公
人
生
最
大
的
亮
点
。

清
朝
末
年
，
朝
廷
锐
意
兴
学
，
当
时
，
赵
抚
次
珊
主
政
湖
南
。
他
抓
住
机
遇
，
于
清
光
绪
二
十
八
年
，

即
一
九
零
二
年
，
在
省
城
长
沙
首
创
师
范
馆
，
聘
王
益
吾
先
生
为
馆
长
，
招
收
全
省
英
才
入
校
深
造
。

当
年
，
震
华
先
生
在
乡
试
中
崭
露
头
角
，
入
选
师
范
馆
，
深
得
赵
抚
次
珊
及
馆
长
王
益
吾
诸
先
生
器
重
。

一
九
零
四
年
，
仁
卿
先
生
在
师
范
馆
毕
业
时
，
正
值
日
俄
争
夺
满
洲
发
生
冲
突
，
引
起
全
国
震
扰
。
于

是
，
仁
卿
与
同
志
发
起
组
建
武
备
研
究
团
，
练
习
军
事
，
拟
办
全
省
乡
团
，
并
推
黄
总
兵
忠
浩
董
其
事
，
以
御

外
侮
，
以
挽
国
危
。
事
情
已
妥
，
但
经
费
困
难
。
迪
吾
先
生
闻
讯
后
，
即
寄
书
仁
卿
，
愿
意
以
私
有
田
产
捐
助

之
，
于
是
，
湘
人
闻
风
继
起
者
不
乏
其
人
。
不
幸
的
是
，
此
事
为
清
廷
所
闻
后
，
因
其
惟
恐
湘
中
民
气
伸
张
，

对
朝
廷
不
利
，
电
令
赵
抚
次
珊
阻
之
，
致
使
事
败
垂
成
。

公
认
为
，
办
武
备
不
行
，
可
以
移
此
以
办
教
育
。
于
是
，
仁
卿
遂
与
同
人
商
议
，
将
武
备
团
体
改
为
教
育



机
关
，
只
是
原
始
发
起
人
多
已
离
散
，
仅
有
任
君
子
垣
，
李
君
经
畲
等
人
仍
共
事
如
故
。
甲
辰
夏
，
即
清
光
绪

三
十
年
（
一
九
零
四
年
），
云
卿
又
在
省
城
长
沙
创
办
师
范
学
校
，
但
开
课
后
不
久
，
赵
抚
次
珊
奉
召
入
京
，

湘
绅
本
已
颇
多
反
对
新
学
，
此
时
，
他
们
气
焰
更
加
嚣
张
，
学
校
同
人
无
奈
，
多
事
隐
避
，
校
事
艰
危
。
迪
吾

公
得
知
后
，
徒
步
赴
省
城
竭
力
维
持
，
并
允
许
将
自
己
所
捐
田
产
变
卖
充
费
，
以
维
持
校
务
。
他
还
惟
恐
资
金

不
足
，
又
商
同
湘
绅
，
请
求
教
务
处
颁
发
捐
照
，
向
邑
人
募
捐
。
公
为
此
事
，
奔
走
数
月
，
诸
绅
感
其
热
忱
，

捐
款
踊
跃
。

然
而
，
公
因
日
久
奔
波
劳
累
，
以
至
积
劳
成
疾
后
，
病
卧
不
起
。
其
后
，
校
事
由
邑
人
陈
树
藩
诸
先
生
之

提
议
，
将
师
范
学
校
更
名
为
长
郡
中
学
。

从
一
九
零
四
年
至
今
，
长
郡
中
学
已
经
历
一
百
二
十
年
的
沧
桑
岁
月
，
发
展
至
今
，
已
是
规
模
庞
大
，
人

才
济
济
，
质
量
优
良
，
成
为
享
誉
海
内
外
的
名
校
；
究
其
缘
由
，
我
们
不
能
忘
记
杨
公
迪
吾
先
生
当
日
不
惜
牺

牲
个
人
所
有
家
产
及
个
人
精
力
的
重
教
精
神
，
爱
国
情
怀
。

一
九
零
四
年
夏
，
仁
卿
考
入
京
师
大
学
（
北
大
前
身
）。
公
病
危
时
遗
言
，
如
己
一
旦
不
起
，
望
勿
传
耗
吾

儿
，
至
令
中
途
荒
学
。
还
遗
嘱
仁
卿
来
日
学
成
，
切
勿
驰
骛
个
人
荣
利
而
有
负
己
之
初
心
，
应
当
仍
立
教
育
根

本
计
划
，
为
国
家
培
养
人
材
，
以
竟
自
己
未
竟
之
事
业
。



一
九
零
五
年
二
月
二
日
，
杨
公
迪
吾
先
生
病
逝
于
家
乡
汨
罗
市
今
大
荆
镇
白
杨
村
东
山
里
，
享
年
六
一
岁
。

精
心
励
志
，
锲
而
不
舍
的
教
育
家
—
—
杨
震
华
先
生
。

杨
震
华
先
生
，
原
名
杨
风
穆
，
字
云
卿
，
晚
清
举
人
。
清
同
治
十
一
年
壬
申
（
一
八
七
二
年
）
十
月
初
五
，

生
于
汨
罗
市
今
大
荆
镇
白
杨
村
东
山
里
，
是
杨
公
迪
吾
先
生
的
儿
子
。

他
幼
年
发
奋
读
书
，
家
乡
流
传
着
一
个
真
实
的
故
事
：
某
年
大
年
三
十
日
夜
晚
，
他
母
亲
蒸
糯
米
粉
粑
粑
，

见
儿
子
读
书
辛
苦
，
就
将
热
气
腾
腾
的
粑
粑
和
红
糖
分
别
放
入
两
个
碗
中
，
送
到
他
读
书
的
案
头
上
，
当
母
亲

去
取
碗
时
，
竟
发
现
他
的
嘴
唇
上
全
是
墨
汁
，
而
红
糖
却
丝
毫
未
动
。

一
九
零
二
年
，
杨
震
华
先
生
由
乡
试
考
入
父
亲
在
长
沙
首
创
的
师
范
馆
，
一
九
零
四
年
毕
业
。
在
校
读
书

期
间
，
他
与
同
志
发
起
组
建
武
备
研
究
团
，
拟
建
全
省
乡
团
，
受
阻
后
，
又
与
同
人
于
一
九
零
四
年
在
省
城
长

沙
创
办
师
范
学
校
，
该
校
后
改
名
为
长
郡
中
学
。

同
年
（
一
九
零
四
年
）
夏
，
他
考
入
京
师
大
学
（
北
京
大
学
前
身
），
修
商
科
，
获
商
学
学
士
学
位
。
毕
业

后
，
分
配
到
清
政
府
户
部
任
职
。
期
间
，
他
被
当
选
为
中
央
学
会
候
补
议
员
和
孙
中
山
先
生
领
导
的
同
盟
军
总

司
令
部
顾
问
。
之
后
不
久
，
他
辞
官
回
乡
办
教
育
。

一
九
一
一
年
辛
亥
革
命
后
，
他
再
次
入
京
，
创
办
新
华
商
业
讲
习
所
，
教
授
新
的
商
业
和
财
会
知
识
，
培



养
了
一
批
商
业
、
金
融
专
业
人
才
。
还
在
当
时
一
些
官
绅
及
社
会
名
流
如
汪
大
燮
、
江
朝
宗
、
李
烈
钧
等
人
的

支
持
下
，
如
一
九
一
四
年
创
办
了
新
华
商
业
专
科
学
校
，
学
生
最
多
时
达
千
余
人
。

由
于
办
学
的
成
功
，
杨
震
华
先
生
深
得
时
任
交
通
部
部
长
叶
恭
绰
的
赏
识
，
并
命
任
他
为
交
通
部
主
事
，

他
婉
言
谢
绝
了
。
一
九
二
四
年
，
他
筹
建
了
民
国
后
的
我
国
第
一
所
私
立
大
学
—
—
新
华
大
学
。
为
解
决
办
学

经
费
，
他
在
热
河
省
的
滦
平
县
一
带
筹
措
了
农
田
，
以
收
取
地
租
和
到
处
募
捐
的
方
法
维
持
学
校
开
支
。

之
后
，
由
于
国
内
各
界
人
士
私
人
办
学
者
与
日
俱
增
，
新
华
大
学
生
源
不
足
，
经
费
也
十
分
困
难
，
致
使

学
校
于
一
九
三
零
年
停
办
。
无
奈
，
杨
震
华
先
生
于
一
九
三
五
年
回
到
家
乡
原
古
仑
乡
东
山
里
继
续
私
人
办
学
。

从
一
九
三
五
年
至
一
九
四
七
年
，
他
除
了
参
与
长
郡
中
学
的
指
导
和
管
理
外
，
还
在
离
老
家
东
山
里
仅
约

一
里
地
的
三
金
里
创
办
了
三
金
里
职
业
小
学
。
大
荆
镇
桂
花
村
大
屋
张
（
屋
场
名
）
的
张
楚
南
先
生
的
女
儿
张

清
莲
（
原
名
张
俱
秋
）
就
在
这
个
职
业
小
学
读
过
书
。
二
零
二
零
年
九
月
，
我
和
《
湖
南
杨
震
文
化
专
业
委
员

会
》、《
湖
南
杨
氏
宗
亲
联
谊
会
》
的
专
家
杨
若
平
女
士
采
访
过
她
。
她
说
：“
当
时
，
学
校
只
有
学
生
十
多
名
。

开
设
的
课
程
除
小
学
一
般
的
文
化
课
外
，
还
开
设
了
缝
纫
、
制
袜
、
珠
算
和
应
用
文
等
专
业
课
。”，
她
现
年
九

十
四
岁
，
家
住
长
乐
镇
鲁
家
塅
大
屋
。

一
九
三
七
年
，
抗
战
爆
发
后
，
杨
震
华
先
生
非
常
虑
及
国
家
前
途
，
曾
两
次
上
书
中
央
政
府
，
陈
述
保
卫



华
北
与
热
河
的
意
见
，
表
达
了
他
的
拳
拳
赤
子
之
心
。

先
生
配
丁
氏
凤
仪
，
为
平
江
县
丁
耿
光
先
生
之
女
。
她
自
幼
刻
苦
攻
读
，
知
书
达
理
，
富
才
情
胆
识
。
生

一
子
三
女
：
长
子
杨
高
岱
、
长
女
杨
成
业
即
杨
沫
、
次
女
杨
成
亮
即
韵
琴
、
小
女
杨
成
芳
即
白
杨
。

先
生
因
父
子
办
学
，
倾
家
荡
产
，
晚
年
清
苦
。
一
九
四
七
年
，
杨
震
华
先
生
病
逝
于
老
家
汨
罗
市
原
古
仑

乡
东
山
里
，
享
年
七
十
五
岁
。

继
承
父
辈
遗
志
，
教
育
报
国
的
杨
高
岱
君
。

杨
高
岱
，
男
，
字
选
光
，
号
成
勋
。
清
光
绪
二
十
八
年
壬
寅
（
一
九
零
二
年
）
二
月
十
四
日
生
于
汨
罗
市

古
仑
乡
东
山
里
。
是
杨
震
华
先
生
的
继
妻
长
子
。

他
毕
业
于
北
平
新
华
商
科
大
学
和
陆
军
交
通
大
学
。
曾
任
国
立
同
济
大
学
教
务
主
任
和
中
央
财
政
部
文
书

主
任
。
殁
时
未
祥
，
葬
北
平
法
演
寺
义
地
。

出
神
入
化
，
笔
底
生
花
的
著
名
作
家
—
—
杨
沫
女
士
。

杨
沫
，
女
，
原
名
杨
成
业
，
曾
用
名
杨
君
默
。
一
九
一
四
年
八
月
生
于
北
平
。



一
九
二
六
年
，
她
就
读
于
北
京
第
十
四
小
学
，
一
九
三
二
年
年
在
北
京
做
家
庭
教
师
和
书
店
店
员
。
其
间
，

接
触
了
共
产
党
人
，
阅
读
了
马
克
思
著
作
，
并
开
始
文
学
创
作
。
一
九
三
四
年
发
表
了
第
一
篇
散
文
《
热
南
山

地
居
民
生
活
素
描
》。
一
九
三
六
年
十
二
月
，
加
入
中
国
共
产
党
，
并
从
事
党
的
地
下
工
作
。

一
九
四
一
年
十
二
月
，
在
华
北
革
命
根
据
地
任
《
挺
进
报
》
社
编
辑
。
一
九
四
二
年
三
月
月
，
在
翼
中
地

区
后
方
政
治
部
的
《
黎
明
报
》、《
晋
察
冀
日
报
》、《
人
民
日
报
》
担
任
编
辑
，
并
曾
任
晋
察
冀
妇
联
主
办
的
《
时

代
妇
女
》
主
编
。

在
上
述
期
间
内
，
她
先
后
在
《
时
代
妇
女
》、《
时
代
青
年
》、《
晋
察
冀
日
报
》
上
发
表
了
《
在
后
方
医
院
》、

《
罪
恶
的
见
证
》、《
回
忆
》、《
在
兵
站
上
》、《
神
秘
的
大
苇
塘
》
等
作
品
，
抒
发
了
她
对
人
民
的
无
限
热
爱
和

对
日
军
的
刻
骨
仇
恨
。

一
九
四
九
年
五
月
，
任
北
京
市
妇
联
宣
传
部
副
部
长
。
一
九
五
零
年
，
发
表
了
描
写
抗
日
战
争
的
中
篇
小

说
《
苇
塘
纪
事
》。
一
九
六
三
年
一
月
，
调
北
京
市
文
联
从
事
专
业
文
学
创
作
，
先
后
担
任
中
国
作
家
协
会
北

京
分
会
筹
备
委
员
会
主
席
，
中
国
作
家
协
会
北
京
分
会
副
主
席
，
北
京
市
文
学
艺
术
联
合
会
副
主
席
、
主
席
等

职
。
一
九
六
四
年
，
当
选
为
第
三
届
全
国
人
大
代
表
。

北
京
市
出
版
社
出
版
的
近300

万
字
的
《
杨
沫
文
选
》
中
有
：《
青
春
之
歌
》（
卷
一
）、《
芳
菲
之
歌
》（
卷



二
）、《
英
华
之
歌
》（
卷
三
），
合
称
“
青
春
三
部
曲
”。
还
有
《
中
短
篇
小
说
选
》（
卷
四
）、《
散
文
集
》（
卷

五
）、《
自
白.

我
的
日
记
》（
卷
六.

卷
七
）。

一
九
八
零
年
十
月
，
杨
沫
回
到
故
乡
汨
罗
市
古
仑
乡
东
山
里
，
创
作
了
散
文
《
乡
情
》、《
思
乡
的
朝
和
暮
》，

寄
托
了
浓
厚
的
乡
情
，
并
给
汨
罗
市
图
书
馆
捐
赠
了
藏
书
。

一
九
九
五
年
十
二
月
十
一
日
，
杨
沫
病
逝
于
北
京
，
终
年
八
十
一
岁
。

一
九
九
六
年
，
其
子
女
遵
遗
嘱
，
将
杨
沫
的
部
分
书
籍
及
十
六
万
元
稿
费
捐
赠
给
了
中
国
现
代
文
学
馆
，

并
捐
赠
了
版
权
。

炉
火
纯
青
，
偷
天
妙
手
，
风
靡
海
内
外
的
电
影
艺
术
表
演
家
—
—
白
杨
。

白
杨
，
女
，
原
名
杨
成
芳
，
一
九
二
零
年
四
月
出
生
于
北
平
。
四
岁
时
，
被
送
到
北
京
郊
区
小
汤
山
农
村

奶
妈
家
抚
养
，
九
岁
时
，
回
北
平
读
小
学
。

一
九
三
一
年
，
华
联
影
业
公
司
在
北
平
设
立
第
五
分
厂
，
创
办
演
员
养
成
所
，
准
备
培
养
一
批
电
影
演
员
。

白
杨
是
应
考
生
中
年
龄
最
小
的
一
个
，
却
顺
利
被
录
取
，
从
此
，
她
踏
入
了
影
坛
。

一
九
三
六
年
，
白
杨
加
入
了
上
海
明
星
影
业
公
司
，
一
九
三
七
年
四
月
，
她
因
和
男
演
员
赵
丹
联
合
成
功

主
演
了
《
十
字
街
头
》
而
一
举
成
名
。
对
此
，
英
国
的
《
泰
晤
士
报
》
有
评
论
说
：“
许
多
中
国
影
迷
”
都
觉



得
他
们
发
现
了
一
个
中
国
嘉
宝
，
那
就
是
具
有
和
嘉
宝
异
曲
同
工
的
白
杨
。”

抗
日
战
争
期
间
，
她
在
重
庆
参
加
了
《
中
华
儿
女
》、《
长
空
万
里
》、《
青
年
中
国
》
等
影
片
的
拍
摄
，
还

主
演
了
《
日
出
》、《
屈
原
》、《
法
西
斯
细
菌
》
等
话
剧
。

一
九
四
六
年
，
她
回
到
上
海
，
参
加
拍
摄
了
《
八
千
里
路
云
和
月
》、《
一
江
春
水
向
东
流
》。
这
两
部
影
片

得
到
了
周
恩
来
总
理
的
充
分
肯
定
和
赞
扬
。

从
上
世
纪
五
十
年
代
至
六
十
年
代
初
，
她
先
后
主
演
了
《
团
结
起
来
到
明
天
》、《
为
了
和
平
》、《
祝
福
》、

《
金
玉
姬
》、《
春
满
人
间
》
和
《
冬
梅
》
等
影
片
。

她
是
中
国
电
影
家
协
会
副
主
席
，
著
名
的
电
影
艺
术
表
演
家
，
一
九
五
八
年
光
荣
地
加
入
了
中
国
共
产
党
。

她
的
一
生
，
为
中
国
的
电
影
事
业
作
出
了
杰
出
的
贡
献
，
受
到
了
党
和
政
府
的
高
度
关
心
和
爱
护
。
江
泽

民
总
书
记
在
她
从
影
六
十
周
年
时
，
还
亲
笔
为
她
题
词
：“
从
人
民
吸
取
营
养
，
向
人
民
贡
献
才
华
”。

一
九
八
零
年
十
月
月
，
白
杨
回
到
故
乡
汨
罗
市
古
仑
乡
东
山
里
，
并
作
词
《
桂
殿
秋.

还
乡
》。

一
九
九
六
年
九
月
十
八
日
，
白
杨
在
上
海
病
逝
，
终
年
七
十
六
岁
。

二
、
忠
孝
双
全
，
无
私
奉
献
，
敬
宗
睦
族
的
杨
耿
初
老
人



杨
耿
初
老
人
（
一
九
二
六
—
二
零
一
七
），
汨
罗
市
大
荆
镇
白
杨
村
团
墈
上
人
。

他
出
身
贫
寒
，
幼
年
清
苦
。
父
亲
杨
岳
松
于
一
九
二
九
年
（
民
国
十
九
年
）
在
为
他
人
敬
神
燃
放
鞭
炮
时
，

被
人
发
现
误
判
而
击
毙
。
后
母
亲
迫
于
生
活
，
改
嫁
去
了
长
乐
广
联
棉
花
坡
，
不
满
两
岁
的
他
，
只
得
跟
随
母

亲
去
继
父
家
生
活
。

他
只
念
过
小
学
，
这
不
仅
因
为
经
济
困
难
，
还
因
为
祖
母
相
信
‘
八
字
’，
说
他
不
宜
学
文
，
只
宜
习
武
，

故
念
完
小
学
三
年
级
后
，
就
去
‘
学
打
’，
因
而
练
就
了
一
身
武
功
。

上
世
纪
五
十
年
代
初
期
，
平
江
县
在
长
乐
街
的
对
河
办
了
个
农
场
—
—
平
江
县
时
丰
国
营
农
场
。
其
中

的
工
作
人
员
有
不
少
是
被
判
刑
的
劳
教
人
员
。
因
他
具
有
武
功
，
被
人
介
绍
招
到
该
农
场
看
管
犯
人
，
后
又
调

他
担
任
农
场
红
茶
厂
厂
长
，
妻
子
则
安
排
在
农
场
当
话
务
员
。

一
九
六
一
年
，
他
母
亲
患
病
，
需
人
照
顾
，
无
奈
，
他
只
得
辞
去
农
场
的
工
作
，
回
到
母
亲
身
边
。
母
亲

去
世
后
的
一
九
六
五
年
，
他
回
到
老
家
古
仑
乡
团
墈
上
，
并
在
当
时
的
大
队
担
任
过
治
安
员
。
之
后
不
久
，
公

社
调
他
负
责
古
仑
乡
石
英
矿
石
粉
的
转
运
工
作
，
他
驻
桃
林
寺
火
车
站
。

他
每
到
一
处
，
忘
我
工
作
，
吃
苦
耐
劳
，
不
但
任
务
完
成
出
色
，
还
乐
于
助
人
，
深
得
领
导
和
同
志
们
的

信
任
和
好
评
。



耿
爹
的
另
一
项
高
贵
品
质
是
，
他
非
常
尊
敬
祖
先
，
和
睦
族
人
。

我
汨
罗
市
剑
滩
杨
的
始
祖
是
杨
镇
科
公
，
他
是
封
姓
先
祖
世
系
第
一
代
的
扬
杼
的
第
六
十
五
代
孙
（
杨
姓

由
扬
姓
演
变
而
来
），
也
是
中
国
历
史
上
有
名
的
清
白
吏
—
—
关
西
夫
子
杨
震
的
第
三
十
一
代
孙.

镇
科
公
生
于
唐
僖
宗
（
李
儇
）
二
年
，
即
公
元
八
七
四
年
，
卒
于
宋
太
祖
（
赵
匡
胤
）
元
年
，
即
公
元
九

六
零
年
，
享
年
八
十
七
岁
。

镇
科
公
娶
鄢
氏
，
夫
妻
合
葬
于
汨
罗
市
古
仑
乡
渡
头
村
（
今
大
荆
镇
金
渡
村
）
鲇
鱼
山
。
此
墓
历
史
悠
久
，

保
护
完
好
，
距
今
已
有
一
零
六
三
年
。
二
零
二
一
年
，
汨
罗
市
因
此
墓
填
补
了
我
地
五
代
时
期
古
墓
的
空
白
，

定
为
了
汨
罗
市
文
物
保
护
单
位
。

该
墓
为
何
保
护
得
如
此
完
好
？
这
得
从
耿
爹
的
敬
宗
睦
族
精
神
说
起
。

极
左
路
线
盛
行
与
文
化
大
革
命
期
间
，
有
人
认
为
古
墓
保
护
、
清
明
与
冬
至
祭
祖
、
家
族
修
谱
是
反
动
的

封
建
宗
族
活
动
，
甚
至
有
人
认
为
是
封
建
迷
信
活
动
，
故
此
三
事
很
多
人
敢
想
而
不
敢
为
。



就
是
在
这
种
历
史
背
景
下
，
耿
爹
在
粉
碎
“
四
人
帮
”
后
的
一
九
八
零
年
—
—
二
零
一
零
年
的
三
十
年
中
，

自
发
的
，
百
折
不
挠
的
做
好
了
两
件
著
有
历
史
意
义
的
大
事
，
一
是
保
护
好
了
镇
科
公
墓
，
二
是
续
修
了
我
剑

滩
杨
氏
九
修
族
谱
。

保
护
祖
墓
，
情
况
如
下
：

该
墓
地
处
鲇
鱼
山
东
北
部
边
缘
，
墓
边
有
小
河
流
过
，
墓
下
的
优
质
花
岗
岩
伸
入
河
中
，
周
边
的
生
产
队

为
开
采
花
岗
石
卖
钱
，
时
常
有
人
在
这
里
作
业
、
放
炮
。
耿
爹
为
了
保
护
祖
墓
，
他
经
常
来
此
查
看
，
若
发
现

有
人
在
此
采
石
，
他
就
极
力
劝
阻
；
劝
阻
无
效
时
，
他
就
躺
在
石
洞
里
不
走
。

上
世
纪
八
十
年
代
某
年
，
周
边
有
人
将
死
在
野
外
的
一
个
乞
丐
，
埋
葬
在
镇
科
公
墓
边
，
他
发
现
后
，
立

即
将
乞
丐
的
遗
骸
迁
去
了
另
地
。

他
与
德
隆
先
生
一
起
，
发
动
族
人
出
钱
出
力
，
维
修
了
镇
科
公
墓
，
补
砌
了
罗
围
，
铺
上
了
水
泥
，
重
立

了1958

年
人
民
公
社
化
后
被
人
挖
掉
的
墓
碑
，
先
后
举
行
了
三
次
全
族
性
的
清
明
与
冬
至
祭
祖
活
动
。
在
最

困
难
无
钱
购
物
时
，
他
曾
两
次
宰
杀
了
自
己
辛
辛
苦
苦
喂
养
的
两
条
大
肥
猪
。

耿
爹
的
敬
宗
睦
族
精
神
更
表
现
在
家
族
修
谱
上
。

我
剑
滩
杨
氏
八
修
族
谱
是
一
九
四
七
年
至
一
九
八
零
年
，
三
十
三
年
过
去
了
。
因
此
，
从
一
九
八
零
年
起
，



耿
爹
除
了
采
取
措
施
保
护
镇
科
公
墓
外
，
心
里
更
挂
着
我
剑
滩
杨
氏
九
修
族
谱
的
问
题
。

从
一
九
八
零
年
至
一
九
九
四
年
，
耿
爹
用
十
四
年
的
时
间
，
同
地
多
次
步
行
走
访
了
汨
罗
、
岳
阳
、
湘
阴
、

平
江
、
浏
阳
、
临
湘
、
屈
原
行
政
管
理
区
等
镇
科
公
子
孙
聚
住
地
的
宗
亲
。
联
络
了
台
湾
的
杨
德
隆
先
生
，
得

到
了
当
地
杨
楚
雄
、
杨
稽
尧
等
先
生
及
十
大
柱
柱
长
的
大
力
支
持
。
费
尽
了
周
折
，
找
到
了
十
大
柱
中
仅
存
的

一
套
八
修
族
谱
，
为
九
修
族
谱
奠
定
了
基
础
。

一
九
九
四
年
，
由
旅
台
同
胞
捐
资
，
大
陆
宗
亲
出
力
，
我
剑
滩
杨
氏
九
修
族
谱
顺
利
完
成
，
几
万
宗
亲
欢

腾
雀
跃
。

耿
爹
为
九
修
族
谱
，
煞
费
了
苦
心
，
克
服
了
重
重
困
难
，
历
尽
了
千
辛
万
苦
。

一
九
八
零
年
，
他
五
十
一
岁
，
在
六
个
儿
子
和
两
个
女
儿
中
，
有
第
四
个
儿
子
杨
中
农
在
解
放
军
部
队
服

役
，
另
有
两
个
还
没
有
成
家
。
那
时
，
田
地
的
产
量
比
现
在
低
得
多
，
上
交
大
队
的
任
务
很
繁
重
，
每
年
的
辛

劳
只
能
基
本
解
决
吃
饭
问
题
。

那
时
交
通
没
有
现
在
发
达
，
泥
巴
公
路
有
的
只
通
到
公
社
驻
地
，
有
的
没
有
，
下
汽
车
后
一
般
都
要
走
七
、

八
里
，
十
几
里
，
甚
至
几
十
里
，
才
能
到
达
他
要
去
的
地
方
。
宗
亲
门
散
居
各
地
，
有
的
要
爬
山
涉
水
去
寻
找
。

如
：
湘
阴
的
花
石
岩
，
那
里
山
路
陡
峭
，
转
弯
抹
角
，
如
今
汽
车
开
上
山
去
，
也
要
花
上
约20

分
钟
时
间
；



那
时
，
他
只
能
步
行
上
山
。
本
届
十
修
族
谱
时
，
族
长
杨
正
根
同
志
领
我
们
去
花
石
岩
时
，
那
里
的
宗
亲
说
，

耿
爹
曾
去
过
那
里
多
次
，
而
且
最
后
的
两
次
，
他
是
拄
着
拐
杖
上
山
的
。

那
时
，
人
们
因
长
期
贫
困
，
缺
吃
少
穿
，
不
可
能
出
很
多
钱
来
支
援
祖
墓
维
修
、
改
造
与
修
谱
。
窑
岭
的

杨
爱
平
、
筻
口
的
杨
华
请
、
折
桥
的
杨
新
法
、
湘
阴
的
杨
子
谷
、
杨
志
勇
等
同
志
都
告
诉
我
们
，
耿
爹
的
辛
劳

收
到
了
和
睦
宗
亲
，
增
进
团
结
与
凝
聚
力
的
作
用
，
但
未
集
到
多
少
资
金
。

在
三
十
年
的
先
后
跋
涉
途
中
，
耿
爹
曾
受
过
小
伤
多
次
，
重
伤
两
次
。

重
伤
的
一
次
是
一
九
九
零
十
月
，
他
去
岳
阳
关
王
桥
，
在
山
路
上
不
幸
跌
倒
，
下
巴
砸
在
石
头
上
被
扎
穿
，
周

围
被
扎
伤
，
共
缝
了
八
针
。
上
嘴
唇
被
扎
破
，
缝
了
三
针
。
他
在
那
里
住
了
十
五
天
医
院
后
，
才
由
五
位
宗
亲

护
送
回
家
。

另
一
次
受
重
伤
是
二
零
零
五
年
八
月
，
这
是
他
在
这
之
前
的
一
次
轻
微
中
风
后
的
又
一
次
受
伤
。
这
次
，

他
是
去
桃
林
朗
山
杨(

属
折
桥
柱)

，
也
是
在
路
途
中
不
幸
跌
倒
，
受
伤
时
间
是
下
午
四
点
，
晚
上
十
点
，
那
里

的
柱
长
杨
立
珊
先
生
才
知
道
，
他
打
来
电
话
，
无
奈
，
杨
中
农
只
得
求
助
于
汨
罗
市
公
安
局
的
战
友
，
出
动
车

辆
于
半
夜
十
二
点
钟
开
车
去
接
，
凌
晨
四
点
才
赶
到
家
。
这
次
受
伤
，
主
要
是
脑
震
荡
，
加
剧
了
他
上
次
轻
微

中
风
的
病
情
，
之
后
，
他
的
身
体
日
趋
衰
弱
。
五
年
后
的2
二
零
一
零
年
，
他
已
无
法
坚
持
工
作
，
不
能
走
路
。



于
是
，
他
选
择
了
自
己
的
接
班
人
—
—
杨
勇
军
。

从
一
九
八
零
年
至
二
零
一
零
年
，
耿
爹
为
联
络
宗
亲
，
增
进
团
结
和
凝
聚
力
，
为
保
护
我
剑
滩
杨
氏
始
祖

镇
科
公
墓
，
为
我
剑
滩
杨
氏
九
修
族
谱
—
—
即
为
保
护
、
传
承
中
华
民
族
的
珍
贵
文
化
遗
产
，
辛
勤
地
、
不
辞

劳
苦
地
奋
斗
了
整
整
三
十
个
春
秋
，
徒
步
行
程
上
万
公
里
，
从
未
得
到
过
任
何
误
工
工
资
、
也
未
得
到
分
文
旅

差
、
伙
食
、
住
宿
补
贴
，
而
且
，
他
起
初
工
作
的
时
间
比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国
家
档
案
局
、
教
育
部
、
文
化
部

关
于
协
助
编
好
《
中
国
家
谱
综
合
目
录
》
的
通
知
的
国
档
会
字
（
一
九
八
四
年
）
七
号
文
件
的
时
间
提
早
了
四

年
。
更
令
人
感
动
的
是
，
耿
爹
的
行
为
是
自
发
的
—
—
社
会
的
变
革
，
致
使
在
此
之
前
的
三
十
多
年
中
，
祖
墓

保
护
与
修
谱
已
无
人
问
津
，
他
在
我
剑
滩
杨
氏
没
有
族
务
工
作
班
子
，
无
人
领
头
开
会
，
选
他
担
任
族
长
的
情

况
下
，
是
他
自
发
地
挑
起
了
这
副
重
担
，
而
且
一
干
就
是30

年
，
任
务
还
完
成
得
如
此
出
色
、
圆
满
，
使
他

终
于
成
为
了
我
剑
滩
杨
氏
宗
亲
们
公
认
的
优
秀
族
长
，
这
不
能
不
使
我
们
对
他
怀
有
真
情
的
感
谢
和
虔
诚
的
敬

意
。

杨
耿
初
老
人
的
敬
宗
睦
族
的
高
尚
情
怀
；
忘
我
工
作
，
无
私
奉
献
的
宝
贵
精
神
；
不
怕
困
难
、
百
折
不
回

的
坚
强
意
志
；
善
解
人
意
、
忍
辱
负
重
的
天
生
性
格
；
传
承
文
化
，
忠
于
祖
国
的
坚
定
立
场
，
永
远
是
我
剑
滩

杨
氏
镇
科
公
海
内
外
子
孙
们
学
习
的
光
辉
榜
样
。



杨
耿
初
老
人
，
永
垂
不
朽
。

三
、
杨
贡
林
同
志
生
平

杨
贡
林
同
志
（
一
九
三
四
—
—
二
零
零
一
），
男
，
汉
族
，
湖
南
省
汨
罗
市
大
荆
镇
折
桥
村
人
，
中
共
党
员
。

一
九
五
零
年
六
月
，
新
中
国
刚
刚
成
立
，
朝
鲜
战
争
爆
发
，。
十
二
月
，
年
仅
十
六
岁
的
他
，
从
长
沙
市
长

郡
中
学
高
中
二
年
级
，
投
笔
从
戎
，
参
加
了
中
国
人
民
志
愿
军
，
分
配
到
中
国
人
民
解
放
军
西
北
空
军
司
令
部

当
兵
。一

九
五
五
年
九
月
，
他
从
部
队
考
入
中
国
人
民
大
学
，
一
九
五
九
年
毕
业
后
，
分
配
到
清
华
大
学
教
书
。

其
间
，
曾
任
清
华
大
学
工
程
物
理
系
政
工
组
长
、
革
委
会
副
主
任
、
系
办
公
室
主
任
和
党
总
支
副
书
记
。
一
九

七
三
年
，
为
贯
彻
毛
主
席
的
教
学
、
科
研
、
生
产
三
结
合
方
针
，
清
华
大
学
工
程
物
理
系
与
我
国
第
一
个
原
子

能
电
站
（
秦
山
核
电
站
）
合
并
办
公
，
他
担
任
副
主
任
。
在
清
华
大
学
任
教
期
间
，
一
九
六
一
年
至
一
九
六

三
年
，
被
借
调
到
国
务
院
助
理
厅
、
秘
书
厅
工
作
过
三
年
。

一
九
八
二
年
九
月
至
一
九
九
一
年
六
月
，
从
清
华
大
学
调
入
中
国
人
民
银
行
总
行
工
作
，
先
后
任
总
行
金



融
行
政
管
理
司
和
条
法
司
副
司
长
，
总
行
研
究
生
部
导
师
和
北
京
大
学
客
座
教
授
。

一
九
九
一
年
六
月
，
调
往
中
国
国
家
外
汇
管
理
局
，
任
政
策
法
规
司
司
长
、
局
新
闻
发
言
人
、《
中
国
外
汇

管
理
》
杂
志
主
要
创
刊
者
、
主
编
和
发
刊
词
的
撰
写
人
。
期
间
，
仍
担
任
中
国
人
民
总
行
研
究
生
部
导
师
和
北

京
大
学
客
座
教
授
。

一
九
九
四
年
退
休
后
，
被
聘
为
中
国
国
际
经
济
贸
易
仲
裁
委
员
会
委
员
。

杨
贡
林
同
志
，
从
青
少
年
起
，
就
思
想
进
步
，
追
求
革
命
。
他
年
幼
参
军
，
通
过
部
队
的
培
养
锻
炼
，
使

他
由
学
生
成
为
革
命
战
士
、
干
部
。
大
学
毕
业
后
，
积
极
投
入
到
祖
国
的
教
育
事
业
中
，
在
清
华
大
学
教
书
育

人
，
一
干
就
是
二
三
年
，
奉
献
了
自
己
一
生
中
最
美
好
的
时
光
。
任
教
期
间
，
教
学
认
真
，
工
作
努
力
，
参
与

了
大
学
基
础
教
材
的
编
辑
工
作
，
为
国
家
培
养
大
批
栋
梁
之
材
，
作
出
了
自
己
应
有
的
贡
献
。

杨
贡
林
同
志
，
在
中
国
人
民
银
行
总
行
和
国
家
外
汇
管
理
局
工
作
期
间
，
充
分
运
用
自
己
多
年
学
习
和
教

学
所
积
累
的
法
律
、
政
治
经
济
学
知
识
，
理
论
联
系
实
际
，
提
出
了
在
金
融
和
外
汇
管
理
工
作
中
，
应
建
立
一

整
套
法
规
制
度
的
管
理
目
标
。
先
后
参
与
、
组
织
、
修
改
和
起
草
了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银
行
管
理
暂
行
条
例
》、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金
银
管
理
条
例
》、《
保
险
企
业
管
理
暂
行
条
例
》
和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外
汇
管
理
条
例
》

等
法
规
。
为
促
进
经
融
法
规
宣
传
教
育
，
他
撰
文
在
《
中
国
金
融
》、《
中
国
法
制
报
》、《
农
民
日
报
》
和
《
法



制
建
设
》
等
多
种
报
刊
杂
志
上
发
表
多
篇
有
关
法
规
条
文
的
解
释
文
章
，
编
写
、
修
改
了
《
经
济
法
词
典
》
中

关
于
金
融
、
保
险
部
分
的
词
条
；
还
多
次
在
电
视
台
、
广
播
电
台
、
院
校
和
一
些
重
要
的
会
议
上
就
有
关
金
融
、

外
汇
法
规
进
行
讲
座
、
答
记
者
问
；
他
还
作
为
中
国
外
汇
管
理
专
家
，
参
加
了
我
国
恢
复
关
贸
总
协
定
（G

A
TT

）

的
谈
判
工
作
。
他
是
经
国
务
院
法
制
局
审
定
的
政
府
法
制
干
部
培
训
教
材
《
金
融
法
教
程
》
的
主
编
。

在
国
家
经
融
管
理
工
作
中
，
他
提
出
了
“
港
币
不
是
外
币
”
的
理
论
观
点
，
引
起
了
当
时
经
融
界
的
热
烈

争
论
，
事
实
证
明
，
他
的
这
一
观
点
是
正
确
的
，

多
年
来
，
他
以
强
烈
的
政
治
责
任
感
和
事
业
心
，
积
极
探
索
和
参
与
了
我
国
一
系
列
有
关
金
融
、
外
汇
、

保
险
，
证
券
体
制
改
革
，
为
促
进
我
国
金
融
、
外
汇
管
理
法
制
化
、
国
际
化
进
程
作
出
了
重
要
贡
献
。

他
坚
持
原
则
，
立
场
鲜
明
，
不
惧
安
危
，
敢
于
斗
争
，
对
工
作
有
责
任
心
和
使
命
感
，
为
人
正
直
，
敢
于

批
评
与
自
我
批
评
。
他
一
生
清
正
廉
洁
，
作
风
正
派
，
严
于
律
己
，
保
持
了
一
名
共
产
党
员
的
优
良
品
质
。

杨
贡
林
同
志
的
一
生
，
是
革
命
的
一
生
，
是
光
荣
、
勤
奋
的
一
身
，
是
为
新
中
国
的
教
育
事
业
和
金
融
、

外
汇
事
业
无
私
奋
斗
的
一
生
。

杨
贡
林
同
志
永
垂
不
朽
。

本
文
摘
自
二
零
零
一
年
十
月
十
三
日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国
家
外
汇
管
理
局
的
《
杨
贡
林
同
志
生
平
》
一
文
。



四
、
海
峡
隔
不
断
的
亲
情
—
—
杨
德
隆
先
生
回
乡
记

祖
籍
寨
里
，
旅
居
台
湾
，
时
念
宗
祖
，
涕
泪
凭
栏
。
绕
道
日
本
，
途
经
香
港
，
风
尘
仆
仆
，
为
返
乡
关
。

（
一
九
八
五
年.

五
月
）

长
风
送
行
，
青
云
铺
路
，
长
岛
宴
客
，
一
片
心
丹
。
及
至
抵
家
，
祭
祀
双
亲
，
兄
弟
直
奔
，
金
渡
鱼
山
。

祖
坟
不
见
，
地
种
油
菜
，
遍
施
粪
水
，
目
不
忍
看
。
思
我
始
祖
，
朝
廷
命
官
，
开
发
湖
南
，
落
业
剑
滩
。

（
后
唐
同
光
二
年
，
即
公
元
九
二
四
年
）

伏
虎
降
魔
，
披
荆
斩
棘
，
含
辛
茹
苦
，
露
宿
风
餐
。
坟
今
不
在
，
似
木
无
本
，
中
断
香
火
，
令
人
心
寒
。

继
问
族
谱
，
极
左
文
革
，
视
如
草
芥
，
烟
散
云
霄
。
呜
呼
我
祖
，
肇
始
周
朝
，
繁
衍
百
代
，
历
岁
三
千
。

（
西
周
：
前
一
零
四
六-

七
七
一
前
）

族
谱
火
焚
，
何
谈
继
承
，
历
史
中
断
，
丧
失
人
伦
。
思
前
想
后
，
彻
夜
难
眠
，
泪
如
泉
涌
，
痛
彻
心
田
。

遂
下
决
心
，
复
原
祖
墓
，
九
修
族
谱
，
方
可
心
安
。
四
处
奔
波
，
斡
旋
李
府
，
勒
石
立
碑
，
仅
用
七
天
。

（
一
九
八
九
四
月
）
遍
访
宗
亲
，
四
县
三
市
，
寻
得
老
谱
，
历
时
七
年
。（
一
九
八
一
—
一
九
八
七
）。

急
飞
台
北
，
告
捷
宗
亲
，
慷
概
慈
囊
，
踊
跃
捐
钱
。（
七
人
捐
美
元
八
千
，
折
人
民
币
七
万
）
公
驻
岳
麓
，

稽
任
主
编
，
耿
挥
汗
水
，
协
力
空
前
（
稽
：
指
稽
尧
公
：
耿
：
指
耿
初
公
）



鱼
山
焕
彩
，
谱
牒
生
辉
，
瓜
熟
蒂
落
，
美
梦
终
圆
。（
一
九
九
四
）

睹
此
情
状
，
族
人
感
慨
，
耄
耋
挥
毫
，
赞
勉
诗
曰
：

德
公
杰
作
色
斑
斓
，
切
记
守
成
创
业
艰
。
韬
节
继
承
先
辈
志
，
光
宗
耀
祖
勇
登
攀
。

老
谱
在
平
江
大
杨
伸
柱
找
到
，
但
缺
首
一
、
二
、
三
、
四
、
五
、
六
、
卷
。
又
在
拔
毛
柱
大
杨
伸
杨
选
，
访
贤

处
找
到
两
册
连
环
谱

九
修
族
谱
台
湾
捐
款
七
人
是
继
修
、
幹
儒
、
楚
溪
、
汉
溪
、
振
春
、
世
华
及
德
隆
等
先
生
。

九
修
族
谱
主
修
杨
德
隆
先
生
时
年
七
十
八
岁
。

五
、
八
修
族
谱
继
任
主
编
杨
笃
三
先
生
颂

拜
读
八
修
序
，
油
然
敬
意
添
。
三
公
频
去
世
，
重
任
独
挑
肩
。
收
族
情
谊
重
，
敬
宗
世
代
传
。
时
艰
难
履
步
，

浪
激
勇
扬
帆
。
执
教
台
湾
岛
，
争
光
日
月
谭
。
待
荣
归
故
里
，
万
众
仰
高
贤
。

我
剑
滩
杨
氏
八
修
族
谱
，
从
一
九
四
三
年
始
修
至
一
九
四
八
年
修
成
，
历
时
六
年
。
其
原
因
是
日
寇
侵
华
，

四
次
犯
湘
，
致
使
人
民
流
离
失
所
，
甚
至
家
破
人
亡
。
另
一
原
因
是
，
受
任
主
编
硃
砂
柱
的
瑞
星
公
时
年
七



十
，
曾
数
度
随
谱
物
避
难
于
平
江
岑
川
，
终
因
劳
累
，
于
一
九
四
六
年
冬
逝
世
。
继
任
主
编
琯
笙
公
又
于
一

九
四
七
年
八
月
辞
尘
。
在
族
人
敦
促
下
，
笃
三
先
生
上
任
后
，
寄
希
望
云
卿
先
生
相
助
，
不
料
一
九
四
七
年

秋
，
云
卿
先
生
又
中
道
去
世
。
至
此
，
修
谱
重
任
由
笃
三
先
生
一
人
承
担
。

八
修
族
谱
，
收
获
颇
丰
。
荆
竹
杨
回
孟
锦
。
海
通
杨
轩
归
拔
茅
。
大
湾
杨
属
东
山
。
郭
家
洞
一
支
暂

收
大
杨
伸
。
琬
乾
公
等
葬
地
巷
青
山
，
查
明
为
今
平
江
女
子
桥
附
近
的
金
鸡
坳
，
如
此
等
等
。

数
读
笃
三
先
生
的
八
修
族
谱
序
，
使
人
无
限
感
慨
，
夜
不
能
寐
。
故
作
五
律
《
八
修
族
谱
继
任
主
编

笃
三
先
生
颂
》
以
记
之
。

六
、
九
修
族
谱
（
一
九
九
四
）
主
编
杨
稽
尧
先
生
赞

寿
届
稀
龄
喜
变
迁
，
增
光
家
族
记
心
田
。
柔
情
酷
似
东
流
水
，
意
志
坚
如
壁
立
岩
。

谱
牒
九
修
挥
巨
笔
，
祖
莹
几
上
换
新
颜
。
高
风
赢
得
宗
亲
颂
，
亮
节
弘
扬
世
代
传
。

七
、
心
诚
通
坦
道
，
族
务
铸
丰
碑
—
—
记
剑
滩
杨
氏
族
务
工
作
委
员
会
主
任
杨
正
根
宗
亲

二
零
二
一
年
四
月
，
在
剑
滩
杨
氏
清
明
的
祭
祖
大
会
上
，
杨
正
根
宗
亲
被
推
举
全
票
当
选
为
汨
罗

市
剑
滩
杨
氏
族
务
工
作
委
员
会
主
任
。



上
任
后
，
他
立
即
遴
选
人
员
，
组
成
班
子
，
名
曰
：
汨
罗
市
剑
滩
杨
氏
族
务
工
作
委
员
会
，
由
正
副
主
任
、

正
副
秘
书
长
、
会
计
、
出
纳
组
成
。
另
聘
请
顾
问
多
人
。
制
定
了
健
全
管
理
制
度
。
确
定
了
任
内
的
工
作
目
标
。

从
二
零
二
一
年
至
二
零
二
四
年
的
四
年
中
，
他
带
领
族
务
委
员
会
的
成
员
们
，
不
辞
劳
苦
，
栉
风
沐
雨
，

先
后
多
次
走
访
了
江
西
、
湖
北
、
汨
罗
、
屈
原
行
政
管
理
区
、
湘
阴
、
平
江
、
临
湘
、
醴
陵
、
岳
阳
、
浏
阳
、

宁
乡
、
长
沙
，
江
西
、
湖
北
等
省
地
县
市
。
为
申
请
祖
墓
为
文
物
保
护
单
位
，
他
历
尽
千
辛
万
苦
，
费
尽
周
折
，

收
集
资
料
，
向
大
荆
镇
政
府
、
汨
罗
市
政
府
、
市
文
物
局
汇
报
，
最
后
请
武
汉
市
文
物
有
关
设
计
单
位
设
计
。

修
建
拜
祖
路
和
祖
墓
建
设
工
程
时
，
他
亲
历
亲
为
，
披
荆
斩
棘
，
衣
服
曾
被
划
破
，
脸
、
手
、
足
曾
多
处
受
伤
。

为
宣
传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民
政
部
、
教
育
部
、
国
家
档
案
总
局
《
关
于
协
助
编
写
中
国
家
谱
目
录
的
通
知
》，

他
组
织
编
写
了
有
关
材
料
下
发
给
各
柱
宗
亲
。
为
筹
措
资
金
他
更
是
想
方
设
法
，
四
处
奔
波
。
在
他
的
带
领
下
，

通
过
四
年
努
力
，
其
任
内
的
三
项
工
作
目
标
全
部
圆
满
完
成
。

三
项
目
标
是
：

①
敬
宗
收
族
，
十
修
族
谱
获
得
成
功
。

②
文
物
申
报
，
二
零
二
一
年
，
镇
科
公
夫
妇
墓
，
已
成
为
汨
罗
市
文
物
保
护
单
位
后
，
又
按
照
五
代
十
国
的
墓

制
，
以
旧
修
旧
进
行
修
葺
，
焕
然
一
新
。



③
六
百
多
米
长
，
三
米
宽
，
两
公
寸
厚
的
水
泥
公
路
直
达
镇
科
公
墓
地
，
解
决
了
长
期
以
来
宗
亲
们
祭
祖
道
路

弯
曲
泥
泞
问
题
。

杨
正
根
主
任
有
很
强
的
工
作
能
力
合
经
验
。
青
年
时
期
，
曾
在
古
仑
乡
企
业
办
工
作
，
后
任
渡
头
村
支
部

书
记
近
二
十
年
。
担
任
族
务
委
员
会
主
任
后
，
他
谢
绝
了
长
沙
、
汨
罗
两
地
的
高
薪
聘
请
，
一
心
扑
在
族
务
工

作
上
，
为
了
彰
显
杨
正
根
宗
亲
敬
祖
睦
族
的
可
贵
精
神
，
特
以
绝
句
记
之
：

之
一
：
族
务
倾
情
意
气
豪
，
栉
风
沐
雨
任
煎
熬
。
寻
亲
岂
惧
山
高
峻
，
拜
祖
何
愁
路
远
遥
。

之
二
：
从
前
祭
祖
路
泥
泞
，
曲
曲
弯
弯
斗
折
行
。
今
日
水
泥
铺
大
道
。
宽
平
直
厚
世
人
称
。

之
三
：
巍
巍
祖
墓
史
千
年
，
文
物
标
牌
屹
立
前
，
肃
穆
庄
严
千
万
载
，
补
填
空
白
足
登
先
。

之
四
：
祖
茔
雄
踞
渡
头
边
，
际
遇
明
时
景
万
千
。
多
谢
宗
亲
齐
努
力
，
千
年
古
墓
换
新
颜
。

之
五
：
九
修
瞬
过
卅
年
头
，
瓜
瓞
绵
延
谱
牒
收
。
收
族
敬
宗
光
史
册
，
十
修
果
硕
灿
金
秋
。

之
六
：
镇
公
官
职
贮
粮
道
，
献
力
中
华
洒
汗
多
。
伟
绩
千
秋
昭
日
月
，
丰
功
万
代
誉
湘
罗
。

之
七
：
族
事
艰
辛
岁
月
稠
，
千
斤
重
担
后
人
挑
。
继
承
榜
样
正
公
志
，
耀
祖
光
宗
争
上
游
。



八
、
杨
水
清
先
生
爱
女
杨
松
兰
赞

少
年
立
志
，
奋
勇
攀
登
。
川
大
深
造
，
学
业
有
成
。
深
圳
工
作
，
平
步
青
云
。
致
富
不
忘
，
饮
水
思
源
。

孝
敬
父
母
，
友
爱
兄
弟
。
尊
师
重
教
，
睦
族
敬
宗
。
捐
钱
捐
物
，
敬
献
爱
心
。
忠
诚
族
女
，
宗
亲
榜
样
。

九
、
杨
林
先
生
颂

为
人
耿
介
，
志
坚
如
钢
。
生
平
只
为
，
固
国
兴
邦
。
锐
意
进
取
，
奋
发
图
强
。

创
办
企
业
，
致
富
岳
阳
。
职
业
道
德
，
牢
记
心
房
。
纳
税
大
户
，
干
群
赞
扬
。

艰
苦
朴
素
，
勤
俭
不
忘
。
振
兴
梓
里
，
重
任
担
当
。
敬
宗
睦
族
，
出
手
大
方
。

捐
钱
捐
物
，
大
爱
无
疆
。
数
十
万
计
，
谢
绝
表
彰
。
人
大
代
表
、
议
政
优
良
。

媒
体
报
道
，
人
格
闪
光
。
族
之
娇
子
，
世
代
留
芳
。
特
作
此
记
，
以
致
不
忘.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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