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含
环
雀
报

西
汉
末
年
，
华
阴
杨
宝
，
杨
氏
第
三
十
四
世
嗣
孙
。
九
岁
时
，
他
在
华
阴
山
北
，
见

一
只
美
丽
的
黄
雀
（
喜
雀
）
被
一
只
大
雕
抓
住
，
啄
伤
。
大
雕
见
杨
宝
来
了
，
吓
得
飞
走

了
；
而
那
只
黄
雀
坠
落
在
树
下
，
地
上
成
群
结
队
的
蚂
蚁
向
它
围
拢
过
来
。
杨
宝
见
此
情

景
，
便
把
奄
奄
一
息
的
黄
雀
捡
了
起
来
，
驱
掉
它
身
上
的
蚂
蚁
，
将
它
拢
在
袖
中
带
回
了

家
。
之
后
，
他
把
黄
雀
放
在
巾
箱
里
面
，
每
天
用
黄
花
来
喂
养
它
。
就
这
样
，
他
把
黄
雀

精
心
养
了
三
个
月
后
，
它
伤
势
痊
愈
了
，
羽
毛
长
得
更
加
丰
满
了
，
杨
宝
便
打
开
巾
箱
，

任
它
飞
去
。
一
天
夜
里
，
杨
宝
梦
到
一
个
黄
衣
童
子
，
对
他
拜
了
几
拜
说
：
“
我
是
西
天

王
母
娘
娘
的
使
者
，
蒙
受
您
的
仁
爱
，
救
了
我
的
性
命
，
实
在
感
激
。
”
那
童
子
说
完
，

从
身
上
摸
出
四
枚
白
玉
环
来
，
送
给
了
杨
宝
，
说
：
“
这
四
枚

像
这
玉
环
白
玉
环
用
来
答
谢
您
的
大
恩
，
保
佑
您
的
子
孙
清
白
登
上
三
公
高
位
，
他
们
的

品
德
就
一
样
洁
白
无
瑕
。
”
后
来
，
果
然
有
所
应
验
。



杨
宝
很
好
学
，
是
名
著
一
方
的
学
问
家
。
前
汉
末
年
，
哀
、
平
两
个
皇
帝
昏
淫
无
道
，

朝
政
被
他
们
弄
的
一
塌
糊
涂
。
因
此
，
杨
宝
不
愿
意
出
来
做
官
，
便
隐
居
起
来
，
专
门
教

授
学
生
。
到
王
莽
篡
权
，
做
了
新
朝
皇
帝
的
时
候
，
他
就
更
加
不
肯
出
世
做
官
了
。
居
摄

二
年
（
公
元7
年
）
，
杨
宝
与
龚
胜
、
龚
舍
、
蒋
翊
等
人
被
王
莽
征
聘
做
官
，
他
闻
讯
后
，

逃
的
不
知
去
向
。
后
汉
中
兴
以
后
，
光
武
帝
刘
秀
很
佩
服
他
的
清
高
气
节
，
曾
经
特
别
嘉

奖
他
，
并
且
派
出
自
己
坐
的
车
子
，
去
请
他
出
来
做
官
。
可
是
他
已
经
年
老
，
不
能
到
京
，

最
终
老
死
在
家
里
。

杨
氏
后
人
为
了
感
谢
黄
雀
传
书
赠
环
，
在
每
年
过
年
祭
祖
时
，
做
些
“
喜
鹊
粑
”
，

粑
上
放
糯
米
饭
，
让
黄
雀
啄
食
，
以
示
谢
恩
。
环
形
“
犁
口
桥
粑
”
，
喻
比
白
环
，
告
示

后
人
做
人
要
德
如
白
环
，
洁
白
无
瑕
。

出
自
《
绪
齐
谐
记
》

《
杨
氏
北
泉
公
祠
首
修
族
谱
》
编
纂
委
员
会

公
元
二
零
二
零
年
庚
子
七
月
二
十
四
日



四
知
辞
金

杨
宝
的
儿
子
杨
震
，
杨
氏
第
三
十
五
世
嗣
孙
，
是
东
汉
和
帝
、
安
帝
时
期
人
。
他

少
年
好
学
，
“
名
经
博
览
，
无
不
穷
究
”
，
是
当
时
的
儒
学
大
家
。
他
长
期
客
居
河
南
湖

城
县
，
任
教
二
十
余
年
。
一
般
有
学
问
的
人
，
都
称
他
为
“
关
西
孔
子
杨
伯
起
”
。
州
郡

里
多
次
请
他
去
做
官
，
他
都
拒
绝
了
，
只
在
家
里
教
书
。
有
一
天
，
一
只
冠
雀
含
了
三
条

黄
鳝
，
飞
到
他
的
讲
台
上
，
他
的
学
生
把
黄
鳝
拿
起
来
讲
：
“
老
师
，
蛇
一
样
的
鳝
鱼
，

听
说
是
象
征
卿
大
夫
衣
服
颜
色
的
；
三
条
的
数
目
，
是
表
示
三
公
的
职
位
。
老
师
自
此
以

后
要
高
升
发
达
了
！
”
杨
震
听
后
，
更
是
勉
励
自
己
，
发
奋
用
功
。

他
在
五
十
岁
的
时
候
，
才
开
始
做
官
，
官
至
荆
州
刺
史
和
东
莱
太
守
。

杨
震
做
东
莱
太
守
的
时
候
，
他
前
往
郡
州
路
过
昌
邑
，
从
前
他
推
举
的
荆
州
王
密
正

担
任
昌
邑
县
长
。
深
夜
里
，
王
密
去
看
杨
震
，
并
偷
偷
地
拿
了
十
斤
黄
金
送
给
他
。
杨
震

不
肯
接
受
，
并
责
备
王
密
说
：
“
故
人
知
君
，
君
不
知
故
人
，
何
也
？
”
他
的
意
思
是
说



“
我
知
道
你
，
所
以
我
才
举
荐
你
为
孝
廉
，
你
却
不
知
道
我
是
个
清
廉
的
官
员
，
这
是
为

什
么
？
”
王
密
却
说
：
“
暮
夜
无
知
者
。
”
意
思
是
“
三
更
半
夜
的
，
不
会
有
人
知
道
的
，

请
收
下
吧
！
”
杨
震
很
严
肃
的
说
：
“
你
这
是
什
么
话
？
天
知
，
神
知
，
我
知
，
子
知
。

你
怎
么
可
以
说
没
有
人
知
道
呢
？
”王
密
听
了
，便
非
常
羞
惭
的
谢
罪
走
了
。这
就
是
“
四

知
辞
金
”
的
典
故
。

杨
震
做
官
清
正
廉
明
，
虽
然
做
了
大
官
，
家
里
仍
然
是
清
贫
，
后
来
杨
震
蒙
冤
受
屈
，

饮
鸠
而
死
。
一
年
后
，
汉
顺
帝
以
厚
礼
改
葬
，
先
葬
十
余
日
，
四
方
送
者
万
人
。
更
为
传

奇
的
是
，
有
大
鸟
高
丈
余
，
率
群
鸟
为
杨
震
送
葬
，
俯
仰
悲
鸣
，
泪
下
湿
土
，
葬
毕
，
乃

飞
去
。
顺
帝
对
杨
震
受
诬
陷
而
死
，
甚
表
内
疚
，
于
是
下
诏
，
为
他
彻
底
平
反
昭
雪
。
时

人
立
石
鸟
像
于
杨
震
墓
前
，
帝
令
一
并
祭
祀
。



《
后
汉
书
》
对
杨
震
作
了
高
度
评
价
。
杨
姓
子
孙
，
也
以
杨
震
为
榜
样
，
以
“
四
知

辞
金
”
为
荣
，
故
将
“
关
西
”
、
“
四
知
”
作
为
堂
号
，
把
“
清
白
传
家
”
当
作
祖
训
，

教
育
后
人
！

《
杨
氏
北
泉
公
祠
首
修
族
谱
》
编
纂
委
员
会

公
元
二
零
二
零
年
庚
子
七
月
二
十
四
日



杨
家
将

杨
继
业
（
公
元
？
—
—986

年
）
北
宋
名
将
。
本
名
重
贵
，
陇
上
雄
才
，
出
身
望
族
。

他
从
小
喜
欢
骑
射
，
喜
欢
打
猎
，
以
骁
勇
著
称
。
成
年
后
辅
佐
刘
崇
，
被
任
命
为
保
卫
指

挥
使
。
在
对
契
丹
的
战
争
中
，
他
武
艺
绝
伦
，
因
屡
建
战
功
，
以
功
升
迁
至
建
雄
军
节
度

使
。公

元979

年
，
宋
太
宗
征
讨
北
汉
，
杨
继
业
坚
守
古
城
，
直
到
北
汉
皇
帝
刘
继
元
投

降
，
他
才
解
甲
归
降
。
刘
继
元
投
降
后
，
宋
太
宗
派
使
者
召
见
他
，
并
封
他
为
左
领
军
卫

大
将
军
，
郑
州
防
御
使
，
因
他
对
防
御
辽
国
有
着
丰
富
经
验
，
又
改
任
他
为
代
州
刺
吏
兼

三
交
驻
泊
兵
马
部
署
。

归
宋
之
后
，
杨
继
业
治
军
严
明
，
整
饬
所
部
，
针
对
边
地
及
辽
军
作
战
特
点
，
悉
心

钻
研
战
法
，
亲
临
教
场
，
严
格
督
教
。



公
元980

年
，
辽
景
宗
发
兵
十
万
攻
打
雁
门
关
。
杨
继
业
临
危
不
惧
，
率
数
千
骑
兵

从
西
陉
而
出
，
绕
到
雁
门
关
以
北
，
往
南
突
袭
辽
军
，
与
潘
美
前
后
夹
击
，
大
败
辽
兵
，

杀
辽
国
附
马
侍
中
萧
咄
李
，
活
捉
马
步
军
都
指
挥
使
李
重
诲
，
缴
获
铠
甲
、
革
马
甚
众
。

他
因
功
擢
升
为
云
州
观
察
使
，
依
然
兼
任
郑
州
、
代
州
职
务
。

杨
继
业
在
辽
军
中
声
威
大
震
，
契
丹
人
但
凡
见
到
他
的
旗
号
，
即
刻
逃
遁
。
守
边
疆

的
主
将
忌
惮
他
的
威
名
，
心
生
妒
忌
，
暗
中
上
书
诽
谤
他
。
宋
太
宗
阅
毕
后
从
不
多
问
，

封
好
奏
章
交
给
他
，
以
示
信
任
！

公
元986

年
，
宋
太
宗
派
出
三
路
军
征
讨
辽
国
，
收
复
燕
地
，
潘
美
为
西
路
军
主
将
，

杨
继
业
为
副
将
。
起
初
各
路
发
展
顺
利
，
杨
继
业
一
路
夺
取
辽
国
的
寰
、
朔
、
云
、
应
四

州
。
但
主
力
军
中
路
曹
彬
失
利
。
宋
太
宗
命
令
各
路
人
马
班
师
，
后
命
令
潘
美
等
大
军
将

已
收
复
四
州
的
民
众
迁
移
到
内
地
。
当
时
，
辽
国
十
余
万
大
军
已
经
反
击
，
攻
破
寰
州
。

辽
军
兵
力
占
很
大
的
优
势
，
杨
继
业
等
人
的
任
务
只
是
迁
移
民
众
。
在
百
姓
内
迁
时
，
监



军
王
侁
和
刘
文
裕
对
辽
国
军
力
强
大
不
以
为
然
，
非
要
与
辽
国
正
面
交
锋
，
并
嘲
笑
杨
继

业
怯
敌
。
杨
继
业
只
得
执
行
主
将
潘
美
的
蛮
干
策
略
，
率
军
与
敌
交
战
，
被
辽
军
重
兵
包

围
，
潘
美
、
王
侁
见
死
不
救
。
他
孤
军
作
战
，
身
受
十
几
处
伤
，
结
果
全
军
覆
没
，
被
生

擒
。
被
生
擒
后
，
辽
主
多
次
劝
降
他
，
他
说
：
“
宋
太
宗
待
我
甚
厚
，
我
总
想
打
败
辽
军
，

捍
卫
边
疆
，
以
报
效
国
家
，
没
想
到
却
被
奸
臣
嫉
妒
，
逼
我
去
送
死
，
落
得
全
军
覆
没
，

我
还
有
什
么
脸
活
在
世
上
呢
？
”
他
以
身
殉
国
，
绝
食
三
日
而
亡
。
这
就
是
金
沙
滩
之

战
。
他
的
英
勇
事
迹
传
为
佳
话
，
此
后
，
辽
国
有
人
在
密
云
古
北
口
修
建
杨
无
敌
庙
，
以

祭
祀
他
。

宋
太
宗
知
道
杨
继
业
以
身
殉
国
之
后
，
悲
痛
惋
惜
，
随
后
下
诏
，
为
他
举
行
典
礼
，

以
表
彰
他
的
节
义
忠
烈
。
同
时
追
赠
他
为
大
尉
、
大
同
军
节
度
（
官
职
名
）
，
赏
赐
他
的

家
人
布
帛
一
千
匹
，
粮
食
一
千
石
。
大
将
军
潘
美
降
职
三
级
，
监
军
王
侁
免
官
，
被
流
放

到
金
州
，
刘
文
裕
免
官
，
被
流
放
到
登
州
。



杨
继
业
的
第
六
子
杨
延
昭
，
英
勇
善
战
，
所
得
赏
赐
全
部
分
给
部
下
，
公
而
忘
私
。

他
作
风
简
朴
，
号
令
严
明
，
镇
守
边
防
二
十
多
年
。
辽
国
对
他
非
常
敬
畏
。
辽
国
人
迷
信
，

相
信
天
上
北
斗
七
星
中
，
第
六
颗
是
专
克
辽
国
的
。
杨
延
昭
对
辽
国
人
很
有
威
慑
力
，
因

此
辽
国
人
认
为
他
是
第
六
颗
星
转
世
，
故
称
他
为
杨
六
郎
。
杨
延
昭
处
在
北
宋
对
辽
国
防

御
时
期
，
为
捍
卫
宋
朝
边
防
贡
献
很
大
的
力
量
，
赢
得
百
姓
爱
戴
，
延
续
了
杨
家
威
名
。

据
正
史
《
宋
史
》
记
载
，
杨
延
昭
的
第
三
个
儿
子
杨
文
广
，
主
要
成
就
是
抗
击
西
夏
，

献
出
攻
取
的
幽
燕
阵
图
，同
时
继
承
了
杨
家
忠
心
报
国
的
传
统
，为
守
护
边
疆
恪
尽
职
守
。

相
传
，
杨
家
将
一
口
金
刀
八
杆
枪
，
令
辽
兵
闻
风
丧
胆
，
对
宋
朝
居
功
至
伟
。
在
山

西
省
忻
州
市
代
县
城
有
一
座
古
老
的
钟
鼓
楼
，
楼
上
悬
挂
着
“
威
震
三
关
”
、
“
声
闻
四

达
”
两
块
巨
大
的
题
匾
。
传
说
这
是
人
们
为
纪
念
杨
家
三
代
戍
守
北
疆
及
抗
辽
的
事
迹
，

流
传
至
今
的
一
处
珍
贵
遗
迹
。



杨
继
业
原
籍
麟
州
（
今
陕
西
神
木
北
）
，
后
徙
并
州
，
归
宋
后
，
任
职
代
州
（
今
山

西
省
忻
州
市
代
县
）
，
代
县
不
仅
是
杨
家
将
出
生
入
死
的
战
场
，
更
是
杨
家
将
的
坟
茔
和

故
居
所
在
地
。
鹿
蹄
涧
村
位
于
代
县
城
东18

公
里
，108

公
路
北
向
的
枣
林
镇
，
原
名

联
庄
。
杨
忠
武
祠
堂
就
建
在
此
处
。

传
说
中
，
元
朝
初
年
，
杨
继
业
的
十
三
世
嗣
孙
杨
友
与
他
的
弟
弟
杨
山
，
率
军
屯
垦

于
留
属
（
在
今
代
县
城
东
）
。
一
天
，
二
人
外
出
狩
猎
，
行
至
马
峪
河
（
今
繁
峙
县
雁
头

地
界
）
忽
遇
一
只
梅
花
巨
鹿
。
杨
友
张
弓
搭
箭
，
射
中
鹿
蹄
，
鹿
带
箭
而
逃
。
杨
友
、
杨

山
兄
弟
二
人
策
马
紧
追
至
联
庄
（
今
鹿
蹄
涧
村
）
，
巨
鹿
以
头
触
地
，
顿
时
失
踪
。
杨
氏

兄
弟
急
令
亲
兵
在
鹿
没
处
挖
地
三
尺
，
最
后
发
现
一
块
怪
石
，
上
面
是
一
只
梅
花
鹿
的
图

像
，
杨
友
将
这
块
怪
石
带
回
家
，
加
工
后
留
作
纪
念
。
之
后
，
杨
家
人
认
为
鹿
与
“
禄
”

同
音
，
鹿
之
所
入
处
，
必
为
祥
瑞
之
地
，
便
将
杨
氏
一
族
迁
到
联
庄
定
居
，
改
名
为
“
鹿

蹄
涧
”
村
。
后
来
，
奉
旨
兴
建
祠
堂
，
并
将
“
鹿
蹄
石
”
置
于
祠
堂
后
院
大
殿
前
。



公
元
一
九
九
零
年
秋
天
，
全
球
董
杨
宗
亲
总
会
第
五
、
六
届
理
事
长
杨
清
钦
先
生
回

大
陆
寻
根
祭
祖
，
修
通
鹿
蹄
涧
村
通
往108

线
的
柏
油
马
路
，
并
命
名
为
杨
清
钦
路
。

杨
氏
家
族
共
同
商
定
：
每
六
十
年
集
会
于
鹿
蹄
涧
村
。
叙
世
系
，
修
家
谱
、
祭
祖
庙
，

永
为
定
例
。
为
缅
怀
先
祖
精
忠
报
国
的
高
尚
情
怀
，
鹿
蹄
涧
村
每
年
农
历
三
月
初
九
举
行

村
祭
，
年
年
村
祭
必
定
唱
戏
，
唱
戏
必
唱
《
杨
家
将
》
戏
。
但
每
回
唱
戏
绝
不
唱
金
沙
滩

一
段
，
因
往
常
村
祭
唱
戏
时
，
唱
起
金
沙
滩
一
段
，
便
风
云
大
变
，
几
次
皆
如
此
。
后
代

认
为
是
祖
先
不
愿
提
起
此
事
，
便
立
下
族
规
，
唱
戏
绝
不
唱
金
沙
滩
一
段
。

杨
继
业
、
杨
延
昭
、
杨
文
广
三
个
人
是
杨
家
将
的
主
要
人
物
。
杨
家
将
三
代
血
战
报

国
的
事
迹
，
为
后
人
所
传
颂
，
他
们
的
气
节
激
荡
风
云
！

《
杨
氏
北
泉
公
祠
首
修
族
谱
》
编
纂
委
员
会

公
元
二
零
二
零
年
庚
子
八
月
二
十
八
日



杨
香
扼
虎
救
父

杨
香
，
东
晋
未
期
人
，
自
幼
丧
母
，
家
境
贫
寒
。
他
是
在
苦
水
中
泡
大
的
，
他
同
父

亲
杨
丰
相
依
为
命
。
杨
香
十
四
岁
那
年
秋
天
，
他
跟
随
父
亲
到
地
里
去
收
割
庄
稼
，
爷
俩

来
到
地
头
，
立
即
忙
活
起
来
，
他
们
哪
能
想
到
一
场
灾
祸
就
将
降
临
。
原
来
离
爷
俩
不
远

处
的
树
林
里
潜
伏
着
一
只
大
老
虎
，
棕
色
的
底
子
，
白
道
道
贯
身
，
额
上
有
清
晰
可
见
的

“
王
”
字
，
铁
棒
一
般
的
尾
巴
，
凶
恶
的
目
光
正
对
着
杨
香
父
子
，
乘
他
爷
俩
不
备
之
际
，

突
然
，
那
只
老
虎
以
迅
雷
不
及
掩
耳
之
势
向
杨
丰
扑
去
。
杨
香
只
听
父
亲
“
哎
呀
！
”
一

声
被
老
虎
扑
倒
在
地
上
。
杨
香
眼
尖
手
快
，
挥
动
镰
刀
，
一
个
箭
步
蹄
到
老
虎
身
旁
，
骑

上
虎
背
，
向
老
虎
的
耳
朵
面
部
砍
去
，
“
噗
哧
”
一
声
镰
刀
剁
进
老
虎
的
耳
朵
，
刀
拔
血

溅
，
溅
了
杨
香
一
手
血
，
明
亮
的
镰
刀
顿
时
变
成
了
血
淋
淋
的
红
刀
。
接
着
杨
香
又
去
砍

老
虎
的
眼
睛
，
一
刀
下
去
，
砍
偏
了
，
只
削
去
老
虎
的
鼻
尖
，
凶
猛
的
老
虎
疼
得
扬
起
它

那
铁
棒
似
的
尾
巴
直
扫
杨
香
的
头
部
，
杨
香
头
部
一
歪
，
没
有
扫
着
。
杨
香
眼
尖
手
快
，



第
三
刀
直
剁
老
虎
的
咽
喉
，
左
手
力
推
刀
背
，
右
手
反
拉
刀
把
，
将
老
虎
的
咽
喉
死
死
地

卡
住
。
老
虎
被
卡
得
喘
不
过
气
来
，
两
只
前
爪
只
好
松
开
身
子
下
的
杨
丰
，
连
同
虎
头
猛

地
上
扬
，
形
成
了
坐
姿
，
摆
脱
了
杨
香
的
镰
刀
。
老
虎
饱
尝
了
杨
香
镰
刀
的
滋
味
，
不
敢

再
施
威
。
忽
地
一
下
蹿
出
一
丈
多
远
，
接
着
一
溜
风
似
的
逃
窜
了
。
所
跑
路
上
隔
不
远
就

可
看
到
滴
滴
血
迹
。
这
时
，
杨
香
一
愣
神
，
回
头
慌
忙
去
看
已
经
站
起
来
的
父
亲
，
父
亲

的
上
衣
背
部
肩
部
被
扯
裂
，
背
和
肩
膀
被
抓
伤
。
杨
香
前
去
搀
扶
，
包
扎
伤
口
，
好
在
伤

势
不
怎
么
重
，
杨
丰
还
能
走
路
。
惊
险
的
一
幕
就
这
样
过
去
了
，
杨
香
扼
虎
救
父
的
消
息

不
翼
而
飞
。
杨
香
成
了
远
近
闻
名
的
少
年
英
雄
，
人
们
称
赞
他
的
胆
量
，
更
称
赞
他
的
孝

心
。
有
诗
道
：
深
山
逢
白
额
，
努
力
搏
腥
风
。
父
子
俱
无
恙
，
脱
身
虎
口
中
。

《
杨
氏
北
泉
公
祠
首
修
族
谱
》
编
纂
委
员
会

公
元
二
零
二
零
年
庚
子
八
月
三
十
日



浏
阳
知
县-

杨
时

杨
时
（1053

～1135

年
）
，
字
中
立
，
号
龟
山
，
学
者
称
龟
山
先
生
。
祖
籍
弘
农
华

阴
（
今
陕
西
华
阴
东
）
，
南
剑
西
镛
州
龙
池
团
（
今
福
建
省
三
明
市
将
乐
县
古
铺
镇
龙
池

社
区
）
人
。
北
宋
著
名
的
哲
学
家
、
文
学
家
、
官
吏
。

他
自
幼
在
将
乐
县
城
含
云
寺
和
杨
希
旦
“
西
斋
”
读
书
，
天
资
聪
慧
，
于
北
宋
熙
宁

九
年
（1076

）
中
进
士
。
历
任
徐
州
、
虔
州
司
法
和
浏
阳
、
余
杭
、
萧
山
等
知
县
，
以
及

无
为
军
判
官
、
建
阳
县
丞
、
荆
州
府
学
教
授
、
南
京
墩
宗
院
宗
子
博
士
、
秘
书
郎
、
迩
英

殿
说
书
、
右
谏
议
大
夫
、
国
子
监
祭
酒
、
给
事
中
、
徽
猷
阁
直
学
士
、
工
部
侍
郎
、
龙
图

阁
直
学
士
等
职
。

他
先
后
受
学
于
程
灏
、
程
颐
，
与
游
酢
、
吕
大
临
、
谢
良
佐
并
称
程
门
四
先
生
。
成

语
“
程
门
立
雪
”
讲
的
就
是
他
。
徽
宗
时
，
官
右
谏
议
大
夫
。
高
宗
时
，
以
龙
图
阁
直
学

士
致
仕
，
专
事
著
述
讲
学
。
被
东
南
学
者
奉
为
“
程
氏
正
宗
”
。
又
与
罗
从
彦
、
李
侗
并



称
“
南
剑
三
先
生
”
。
朱
熹
之
学
得
程
氏
之
正
，
渊
源
即
出
于
此
。
辑
《
二
程
粹
言
》
，

著
《
龟
山
语
录
》
、
《
龟
山
集
》
。

绍
圣
元
年
（1095

）
，
他
赴
浏
阳
县
担
任
知
县
。
翌
年
夏
末
初
秋
，
浏
阳
县
出
现
严

重
旱
灾
，
许
多
农
民
颗
粒
无
收
，
纷
纷
外
出
逃
荒
，
杨
时
立
即
赶
写
《
上
程
漕
书
》
、《
上

提
举
议
差
役
顾
钱
书
》
向
上
反
映
灾
情
，
使
朝
廷
及
时
拨
给
赈
灾
粮
款
，
将
官
仓
三
千
石

稻
谷
迅
速
赈
济
灾
民
，
缓
解
了
灾
民
的
苦
难
。
绍
圣
四
年
（1097

）
，
浏
阳
连
降
暴
雨
，

成
了
“
水
泽
之
国
”
，
大
片
农
田
被
淹
，
杨
时
上
呈
《
上
州
牧
书
》
禀
报
浏
阳
灾
情
，
请

求
拨
粮
钱
赈
灾
和
减
免
灾
民
赋
庸
调
。

宋
绍
圣
元
年
至
四
年
（1094
～1097

）
，
杨
时
在
浏
阳
县
治
南
向
阳
门
内
西
街
传
习

讲
学
，
后
来
这
里
建
为
文
靖
书
院
，
于
县
治
作
飞
鴳
亭
、
归
鸿
阁
。
杨
时
在
任
四
年
其
慧

政
深
得
人
心
，
既
去
，
浏
民
思
之
不
忘
，
建
祠
以
祀
。
浏
阳
建
有
龟
山
祠
和
二
贤
祠
纪
念

杨
时
。



晚
年
，
他
隐
居
龟
山
，
南
宋
绍
兴
五
年
（1135

）
四
月
二
十
四
日
病
逝
，
享
年83

岁
！

《
杨
氏
北
泉
公
祠
首
修
族
谱
》
编
纂
委
员
会

公
元
二
零
二
零
年
庚
子
八
月
三
十
日



师
姥
杨
母
邱
老
孺
人
生
平
事
略

吾
师
家
老
先
生
讳
伯
淇
乃
邑
南
名
士
，
其
弟
讳
仲
南
亦
与
吾
师
齐
誉
乡
里
。
吾
自
一
九

八
四
年
春
从
师
学
礼
之
后
，
始
知
其
琼
珠
家
史
，
尤
於
师
姥
邱
老
孺
人
之
生
平
事
略
，
感

慕
系
之
。
承
二
老
嘱
托
，
兹
将
其
谨
识
如
后
。
一
则
以
颂
，
一
则
以
示
不
忘
也
。
师
姥
生

於
前
清
光
绪
二
十
八
年
壬
寅
岁
二
月
十
一
日
，
乃
大
瑶
镇
排
山
邱
公
先
宝
之
独
女
也
。
业

农
，
家
甚
贫
。
师
姥
年
十
五
即
适
吾
师
翁
。
师
翁
讳
字
其
多
，
乡
之
名
士
也
。
家
亦
贫
，

陋
室
数
间
而
外
别
无
所
有
。
惟
赖
设
塾
课
童
，
兼
行
勘
舆
以
维
生
计
。
师
姥
素
性
聪
敏
，

虽
不
谙
诗
书
却
娴
妇
道
。
不
以
家
困
为
苦
，
反
以
为
适
，
与
吾
师
翁
相
处
至
谐
、
互
敬
如

宾
、
并
生
并
育
、
恩
爱
至
笃
。

民
国
六
年
岁
次
丁
已
即
生
吾
师
，
襁
褓
缺
乳
，
劳
苦
至
极
。
民
国
八
年
岁
次
己
未
重

九
之
日
，
又
生
吾
师
之
弟
，
恰
值
师
翁
兄
弟
折
箸
。
自
后
助
夫
治
家
、
躬
耕
园
圃
、
戴
月

披
星
、
不
辞
劳
瘁
。
其
事
上
也
，
至
孝
，
奉
养
无
违
，
深
得
翁
姑
欢
心
；
其
相
夫
也
，
以



道
，
恭
忍
勤
顺
，
如
昔
之
德
曜
然
；
其
待
妯
娌
也
，
以
和
，
谦
让
互
爱
、
不
负
鐘
郝
遗
徽
；

其
待
侄
也
，
如
子
，
慈
祥
和
蔼
，
俨
若
亲
母
；
其
待
人
也
，
以
礼
，
必
恭
必
敬
，
必
以
殷

勤
，
湛
著
侃
母
之
风
；
其
待
贫
穷
劳
苦
之
人
也
，
恺
恻
慈
祥
，
有
求
必
应
；
其
律
己
也
，

则
严
，
勤
劳
俭
朴
，
品
德
端
庄
，
人
皆
称
贤
；
其
教
子
也
，
慈
严
并
济
，
训
诲
谆
谆
，
实

慈
母
而
兼
严
父
。
总
之
四
德
俱
备
，
甚
类
昔
贤
而
其
遭
遇
则
又
过
焉
。

民
国
庚
午
，
师
翁
从
事
革
命
，
旋
而
转
入
低
潮
，
被
迫
逃
难
。
始
则
奉
父
母
、
率
妻

孥
离
家
出
逃
，
白
匪
紧
紧
尾
追
，
经
澄
潭
江
镇
、
文
家
市
镇
、
中
和
镇
至
严
坪
、
小
洞
、

黄
茅
等
地
。
后
以
赤
地
席
卷
无
法
藏
身
，
乃
念
父
母
年
迈
不
堪
流
离
之
苦
，
将
其
送
归
。

别
时
，
依
依
情
至
凄
切
，
父
子
婆
媳
俱
相
泪
下
。
当
时
，
师
年
仅
十
三
龄
，
其
弟
才

十
一
岁
，
目
睹
家
人
分
离
之
惨
，
亦
掎
裳
悲
恸
不
已
。
别
后
，
师
姥
随
夫
挈
子
远
奔
，
转

自
湘
潭
、
湘
乡
、
直
达
双
峰
青
树
坪
，
始
获
喘
息
。
栖
身
三
年
，
以
鞭
炮
营
生
。



在
此
其
间
，
每
以
骨
肉
分
离
、
莫
叙
天
伦
为
叹
。
翁
家
之
后
即
遭
当
地
以
李
家
珠
为

首
之
共
队
迫
害
。
匪
徒
闯
入
其
家
、
掘
翻
地
表
、
冀
觅
藏
金
、
终
无
所
得
。
乃
劫
去
什
物
、

扬
长
而
去
。
去
前
将
师
家
房
屋
拆
下
、
火
焚
，
企
图
一
柱
毁
之
。
幸
族
老
定
公
竭
力
求
情
，

始
免
其
灾
。

癸
酉
年
，
吾
师
祖
父
母
先
后
云
亡
。
师
姥
闻
报
，
悲
恸
欲
绝
。
无
奈
夫
以
革
命
故
，

欲
归
不
得
，
乃
自
携
子
束
装
奔
丧
，
留
夫
匿
身
於
醴
陵
江
家
垞
友
家
。
事
后
师
翁
因
孝
未

酬
、
蓼
莪
难
废
、
哀
绪
萦
怀
、
坐
卧
不
安
，
竟
不
顾
安
危
，
黑
夜
潜
归
，
伏
墓
大
恸
。
师

姥
睹
此
万
分
恐
惧
，
邀
请
韶
伯
善
言
劝
慰
，
促
其
远
遁
，
幸
而
免
祸
。
师
姥
之
贤
如
此
，

师
翁
之
孝
若
是
，
闻
者
能
不
泪
下

翌
年
甲
戌
，
师
翁
获
归
。
时
人
鄙
之
，
不
堪
其
辱
。
乃
于
乙
亥
春
，
迁
居
杨
家
棚
，

以
教
书
糊
口
，
师
姥
亦
从
之
。
困
窘
若
此
，
而
师
姥
毫
无
尤
怨
，
勤
以
十
指
相
之
，
且
更

节
衣
缩
食
。
命
次
男
就
读
于
浏
阳
国
学
专
修
馆
。



是
年
初
夏
，
师
姥
夫
妇
染
疾
病
危
。
期
间
，
吾
师
欲
告
其
弟
假
归
侍
疾
，
而
姥
止
之
，

恐
荒
学
业
也
。
直
待
吾
师
之
弟
归
家
取
费
，
始
知
其
情
。
师
姥
又
不
顾
自
身
急
需
费
用
，

即
出
仅
存
之
数
元
银
币
付
儿
，
促
其
返
校
学
习
。
其
爱
子
律
子
如
此
，
非
慈
严
兼
备
，
若

何
？是

年
七
月
初
九
，
师
翁
大
去
，
师
姥
获
痊
。
可
怜
遗
下
三
口
，
梵
莞
子
立
、
形
影
相

吊
，
况
甚
凄
。
其
时
姥
年
才
而
立
又
三
，
旁
人
猜
度
必
定
改
适
。
而
师
姥
坚
贞
不
渝
，
决

心
抚
子
教
子
，
相
依
为
命
。
遂
以
母
道
而
兼
父
职
，
勤
俭
艰
辛
，
更
胜
师
翁
在
时
。
果
然

苍
天
不
负
师
姥
心
血
，
终
结
硕
果
。
抚
孤
成
立
、
教
读
婚
配
，
如
愿
以
偿
。
是
乃
师
姥
之

荣
也
。
吾
尝
读
泷
冈
阡
表
，
知
妪
母
半
生
苦
节
，
宜
树
丰
碑
。
师
姥
其
类
之
。

后
值
祸
事
相
连
，
壬
午
水
患
、
甲
申
日
祸
。
家
空
如
洗
，
子
然
数
口
，
常
愁
温
饱
。

乃
於
民
国
乙
酉
年
秋
季
，
由
陈
家
塅
享
堂
迁
回
祖
居
。
归
时
满
目
疮
痍
，
家
徒
壁
立
，
只



得
仍
如
既
往
，
夙
夜
匪
懈
，
奋
发
图
强
。
厥
后
人
丁
日
增
于
今
，
五
代
欣
荣
，
竟
达
三
十

六
口
矣
。
此
系
师
姥
之
德
荫
然
。
无
今
日
社
会
，
亦
难
获
至
此
盛
况
。

师
姥
据
己
所
历
，
对
此
亦
深
悟
焉
。
故
自
解
放
初
期
至
文
革
中
，
吾
师
与
弟
因
不
同

因
素
失
去
自
由
。
尤
以
其
弟
身
受
五
年
囚
活
，
含
冤
饮
恨
，
无
处
伸
张
为
最
。
迄
于
一
九

六
三
年
，
吾
师
之
弟
获
释
归
来
，
姥
心
始
安
。
讵
料
逆
运
未
消
，
祸
事
重
临
。
一
九
六
六

年
社
教
运
动
中
，
吾
师
之
弟
继
被
管
制
，
每
有
运
动
惴
惴
不
安
。

丁
巳
年
，
长
孙
媳
王
氏
素
华
病
逝
。
越
三
年
，
岁
值
辛
酉
，
次
子
媳
危
氏
季
莲
云
亡
。

师
姥
一
则
忧
子
，
一
则
恸
媳
。
日
夜
焦
虑
，
跪
求
神
佑
。
而
对
党
政
则
毫
无
尤
怨
，
深
信

儿
案
必
将
明
晰
，
沉
冤
终
必
得
伸
。
果
然
一
九
八
一
年
，
儿
案
落
实
全
属
错
假
，
遂
获
平

雪
复
职
休
老
。
姥
喜
形
于
色
，
更
感
党
恩
之
厚
矣
。
嗟
夫
人
贵
有
德
，
岂
必
处
尊
。
昔
之

孟
光
少
君
，
不
亦
然
乎
？
师
姥
生
平
盛
德
，
故
能
光
前
裕
后
，
寿
臻
耄
龄
。
岂
徒
身
健
？

德
实
然
之
。



诗
曰
：

往
事
憧
憧
现
目
前
，
艰
辛
历
尽
有
谁
先
。

萍
踪
举
案
分
夫
虑
，
昼
获
扶
孤
续
父
严
。

五
代
同
欢
因
一
念
，
双
难
济
美
赖
三
迁
。

泷
冈
阡
表
重
温
罢
，
应
叹
今
贤
似
昔
贤
。

杨
花
完
小
校
长
人
佑
谨
识

公
元
一
九
八
五
年
乙
丑
岁
中
秋



杨
开
裕
先
生
生
平
事
略





黄
皮
肤
的
中
国
人
，
不
论
生
活
在
哪
里
，
都
能
找
到
自
己
的
根
。
那
是
因
为
我
们
有

祠
堂
，
有
祖
坟
，
有
族
谱
。
每
一
座
祠
堂
后
面
都
有
一
批
虔
诚
的
老
人
在
守
护
着
，
每
一

条
通
往
光
宗
耀
祖
，
让
家
族
繁
荣
昌
盛
的
路
上
，
都
有
无
数
忠
孝
贤
达
之
人
在
为
家
族
事

业
无
私
奉
献
。
近
二
十
多
年
来
，
北
泉
公
后
裔
杨
开
裕
先
生
为
杨
氏
文
化
的
传
承
和
发
展

作
出
了
杰
出
贡
献
，
为
后
人
树
了
好
榜
样
！

杨
开
裕
，
以
良
公
十
八
世
嗣
孙
，
于
公
元
一
九
四
一
年
农
历
三
月
十
四
日
已
时
生
。

高
中
文
化
，
共
产
党
员
，
经
济
师
。
曾
任
大
瑶
镇
南
山
村
支
部
书
记
，
大
瑶
镇
瑶
发
街
社

区
支
部
书
记
，
湘
赣
边
境
杨
氏
联
宜
会
会
长
，
湖
南
杨
氏
联
宜
会
会
长
，
湖
南
杨
震
历
史

文
化
研
究
会
会
长
，
世
界
杨
氏
联
宜
会
副
会
长
等
多
项
职
务
。

改
革
开
放
之
初
，
他
认
真
领
会
党
和
国
家
的
政
策
方
针
，
勇
于
尝
试
，
敢
于
创
新
，

创
办
了
浏
阳
市
鸿
隆
化
工
烟
花
材
料
贸
易
有
限
公
司
，
经
营
鞭
炮
烟
花
原
辅
材
料
。
他
坚

苦
创
业
，
注
重
质
量
，
坚
守
诚
信
，
获
得
了
浏
阳
市
企
业
家
光
荣
称
号
。



致
富
不
忘
回
报
社
会
，
致
富
不
忘
报
答
祖
恩
。1994

年
，
他
带
头
捐
资
支
持
谢
家
洲
总

祠
编
修
《
四
修
联
谱
》
及
建
祠
。
由
于
他
乐
于
奉
献
，
热
爱
家
族
事
业
，
敢
于
担
当
，
在

杨
绍
享
宗
亲
的
引
领
和
支
持
下
，
积
极
投
身
杨
氏
文
化
的
传
承
工
作
，
历
经
三
年
努
力
，

于1998
年
在
湘
赣
边
境
成
立
了
第
一
个
杨
氏
联
宜
会
，
使26

万
杨
氏
宗
亲
拥
有
了
自
己

的
联
宜
组
织
，
在
任
会
长
期
间
主
持
修
缮
了
湘
赣
边
境
杨
氏
总
祠
（
谢
家
洲
总
祠
）
，
从

此
湘
赣
边
境
杨
氏
宗
亲
拥
有
了
共
同
祭
祀
祖
先
的
场
所
和
宗
亲
联
宜
平
台
。并
主
持
编
辑

出
版
了
《
湘
赣
边
境
杨
氏
通
志
》
。

接
下
来
，
跟
杨
金
秋
、
杨
进
良
一
起
走
遍
湖
南
每
个
地
市
区
县
，
联
系
宗
亲500

多

支
，
在
无
经
费
、
无
办
公
场
所
、
无
专
业
人
员
的
情
况
下
，
自
陶
腰
包
，
负
重
前
行
，
凭

着
一
颗
对
家
族
事
业
的
执
着
和
赤
诚
之
心
，
于2013

年3

月
成
立
了
湖
南
杨
氏
联
宜
总

会
。
因
宗
亲
联
宜
会
只
是
民
间
组
织
，
要
长
期
发
展
，
必
须
要
有
一
个
合
法
身
份
。
他
通

过
多
方
联
系
，
寻
找
合
法
渠
道
申
报
。2013
年9
月
，
湖
南
杨
震
历
史
文
化
研
究
会
正



式
成
立
了
，
它
是
全
国
杨
氏
宗
亲
组
织
最
早
成
立
的
合
法
组
织
，
是
湖
南
炎
黄
文
化
研
究

会
的
二
级
社
团
组
织
。

本
是
在
家
含
饴
弄
孙
、
尽
享
天
伦
之
乐
的
年
龄
，
但
他
为
了
家
族
事
业
的
发
展
，
处

处
率
先
垂
范
，
事
无
巨
细
、
以
身
作
则
，
事
必
躬
亲
。
在
上
海
参
加
《
杨
氏
命
脉
回
溯
》

一
书
的
研
讨
会
上
，
与
来
自
湖
南
师
范
大
学
教
授
，
著
名
谱
牒
专
家
杨
布
生
先
生
达
成
编

辑
出
版
《
湖
南
杨
氏
通
谱
》
的
默
契
，
并
立
即
行
动
着
手
布
局
谋
篇
。
联
络
了
怀
化
、
娄

底
、
常
德
、
湘
潭
、
衡
阳
、
邵
阳
等
地
的
热
爱
家
族
文
化
的
族
人
。
在
湖
南
娄
底
召
开
了

来
自
三
湘
四
水100

多
位
宗
亲
的
“
湖
南
杨
氏
杨
震
历
史
文
化
研
究
会
第
一
次
代
表
大

会
”
，
与
会
代
表
一
致
表
决
通
过
编
辑
《
湖
南
杨
氏
通
谱
》
。
历
时
两
年
多
，
他
带
领
研

究
会
、
编
委
会
成
员
走
访
了
湖
南
省60
多
个
县
市
，
联
络
了
几
百
位
宗
长
、
宗
亲
，
翻

阅
了
大
量
的
谱
书
资
料
，
校
对
了
多
支
流
源
，
得
到
了
广
大
族
人
的
拥
护
和
认
同
。
于

2014

年4

月
达
功
告
成
并
举
办
颁
谱
庆
典
。



全
国
哪
里
有
家
族
大
型
活
动
，
哪
里
就
有
他
的
身
影
。
他
带
领
湖
南
杨
氏
宗
亲
捐
资40

多
万
元
建
杨
震
公
祠
，并
率
湖
南
杨
氏
宗
亲
参
加
中
华
杨
震
公
陵
园
中
华
杨
氏
总
祠
落
成

庆
典
，
多
次
参
加
杨
氏
总
祠
祭
祖
活
动
。

他
曾
引
导
湘
赣
边
境
宗
亲
新
修
祠
堂35

座
，
其
中
浏
阳12

座
。2019

年
，
兴
建
杨

氏
北
泉
公
祠
时
，
八
十
岁
高
龄
的
他
带
领
儿
女
大
力
支
持
建
祠
事
业
。

他
认
识
到
湖
南
杨
氏
文
化
传
承
要
紧
跟
时
代
脉
搏
，
要
跟
上
信
息
和
数
字
时
代
大
潮
，

他
大
力
支
持
湖
南
杨
氏
联
宜
会
建
数
字
信
息
平
台
，
并
动
员
儿
子
参
与
平
台
建
设
。

二
十
多
年
来
，
他
恪
尽
职
守
、
乐
于
奉
献
，
一
心
扑
在
杨
氏
家
族
事
业
上
，
他
彰
显

了
杨
家
无
私
奉
献
的
家
风
，
是
值
得
我
们
去
拥
护
和
尊
重
的
好
会
长
。
正
是
他
的
努
力
付

出
，
湖
南
杨
氏
家
族
的
文
化
研
究
活
动
在
日
益
发
展
壮
大
，
并
在
全
国
杨
氏
文
化
研
究
的

舞
台
上
占
有
一
席
之
地
。

以
良
公
十
八
世
嗣
孙
庆
日
敬

公
元
二
零
二
一
年
辛
丑
十
月
二
十
六
日



杨
传
甫
先
生
简
介



杨
姓
氏
族
源
远
流
长
，
根
深
叶
茂
。
以
良
公
一
脉
发
展
至
今
二
十
余
世
，
瓜
瓞
绵
延
，

各
行
各
业
英
才
辈
出
，
影
响
盛
大
，
近
几
十
多
年
来
，
北
泉
公
祠
经
商
者
杨
传
甫
先
生
，

为
杨
氏
家
族
事
业
传
承
与
发
展
作
出
了
杰
出
贡
献
。

杨
传
甫
，
以
良
公
十
九
世
嗣
孙
、
共
产
党
员
、
经
济
师
。
公
元
一
九
五
八
年
农
历
正

月
初
一
寅
时
出
生
于
浏
阳
市
金
刚
镇
。

高
中
毕
业
后
，1978
年12

月
，
他
应
征
入
伍
，
服
役
中
国
人
民
解
放
军53516

部
队
，

人
伍
后
历
任
战
士
、
副
班
长
、
班
长
。
获
嘉
奖
七
次
，
被
部
队
团
党
委
评
选
为
优
秀
标
兵

战
士
。1979

年2

月17

日
至3
月12

日
参
加
中
越
自
卫
还
击
战
，1982

年12

月
退
伍
。

他
干
一
行
爱
一
行
，
精
益
求
精
、
任
劳
任
怨
、
兢
兢
业
业
的
优
良
作
风
誉
满
梓
里
。

1983

年
，
他
担
任
浏
阳
市
金
刚
乡
集
镇
民
兵
营
长
，
金
刚
乡
镇
集
镇
副
主
任
，
金
刚

乡
集
镇
出
口
花
炮
厂
生
产
厂
长
。

1994

年
至1997

年
，
他
担
任
浏
阳
市
金
期
乡
集
镇
党
支
部
书
记
。



1998

年
，
改
革
开
放
之
初
，
他
自
营
生
产
销
售
锥
形
烟
花
。
后
来
，
创
办
了
浏
阳
市

杨
氏
维
形
纸
制
品
厂
。子
承
父
业
，他
优
秀
的
儿
子
杨
忠
标
创
办
了
浏
阳
市
质
邦
模
压
厂
。

浏
阳
市
新
发
环
保
技
术
有
限
公
司
。

他
在
小
康
之
家
长
大
，
祖
父
杨
宏
朴
实
仁
厚
、
忠
孝
有
加
，
于
民
国29

年
，
率
元
林

公
位
下
宗
亲
兴
建
了
志
曾
公
祠
。
父
亲
杨
开
族
心
怀
大
爱
，
乐
于
泰
献
，
公
益
事
业
处
处

有
他
的
身
影
。
他
从
小
身
受
祖
辈
影
响
，
家
庭
重
陶
，
内
敛
祥
和
，
志
存
高
远
。
不
但
继

承
了
祖
辈
的
忠
孝
、
乐
善
好
施
的
家
风
，
同
时
也
继
承
了
祖
辈
弘
扬
杨
氏
文
化
事
业
的
的

传
统
。
信
念
笃
定
的
他
，
从
此
踏
上
了
弘
扬
家
族
文
化
的
传
承
与
发
展
之
路
。

他
是
大
孝
子
，
父
母
在
世
时
，
对
他
们
照
顾
周
全
。
现
在
，
父
母
去
世
了
，
堂
屋
正

厅
香
案
上
摆
放
的
不
是
财
神
像
，
而
是
父
母
的
遗
像
。

他
为
人
乐
善
好
施
、
致
富
不
忘
本
，
无
论
是
建
祠
、
建
庙
、
修
桥
、
铺
路
、
他
人
有

困
难
、
还
是
全
国
各
地
杨
氏
家
族
事
业
活
动
，
处
处
有
他
的
善
举
。



2005

年
，
他
被
族
人
推
选
为
杨
氏
志
曾
公
祠
第
四
届
理
事
长
（
族
长
）
。
后
来
又
担

任
浏
阳
市
杨
震
历
史
文
化
专
业
委
员
会
、
浏
阳
市
杨
氏
宗
亲
联
谊
会
常
务
副
会
长
，
浏
阳

市
谢
家
洲
杨
氏
教
育
基
金
会
常
务
副
会
长
，湘
赣
边
境
杨
氏
联
谊
总
会
常
务
副
会
长
等
社

团
职
务
。

2019

年
，
他
带
头
捐
资
二
十
多
万
元
，
号
召
北
泉
公
族
人
捐
资
捐
物
，
经
过
两
年
多

的
努
力
，
完
成
祠
堂
建
设
工
作
。
在
建
祠
过
程
中
，
大
事
小
事
，
他
必
定
亲
力
亲
为
，
面

对
困
准
、
他
带
领
族
人
迎
难
而
上
；
面
对
争
议
、
非
议
，
他
总
是
以
友
善
的
笑
脸
和
姿
态

对
待
族
人
。
祠
堂
的
修
缮
竣
工
，
让
北
泉
公
族
人
有
了
祭
祀
祖
先
的
圣
地
；
有
了
教
化
后

人
的
场
所
；
有
了
宗
亲
联
谊
的
平
台
。

2020

年
，
为
了
给
后
人
寻
根
溯
源
留
下
宝
贵
资
料
。
他
担
任
编
纂
族
谱
主
编
，
带
领

族
人
成
功
编
纂
了
《
杨
氏
北
泉
公
首
修
族
谱
》
。



2021

年8

月
，
他
带
领
族
人
修
缮
了
志
曾
公
祖
坟
。
气
势
恢
宏
的
祖
坟
，
在
慎
终
追

远
的
路
上
，
让
我
们
心
怀
感
慨
，
倍
增
感
恩
！

他
彰
显
了
杨
家
无
私
奉
献
的
家
风
，
是
值
得
我
们
去
尊
敬
、
去
拥
护
的
好
族
长
！
北

泉
公
祠
建
好
后
，
族
人
再
次
拥
护
他
为
北
泉
公
祠
第
一
届
理
事
长
（
族
长
）
。

俎
豆
千
秋
话
祖
德
，
千
年
不
泯
说
宗
功
：
期
盼
千
秋
忠
义
的
杨
氏
，
世
代
瞻
依
、
贤

德
辈
出
！

以
良
公
十
八
世
嗣
孙
庆
日
敬
撰

公
元
二
零
二
一
年
辛
丑
十
月
二
十
六
日



杨
水
珍
女
士
简
介



在
男
尊
女
卑
的
封
建
社
会
里
，
祠
堂
是
家
族
的
圣
地
，
有
专
人
看
护
的
，
那
时
候
，
女

人
是
不
能
进
祠
堂
的
，
甚
至
不
小
心
在
祠
堂
门
口
多
望
一
眼
，
都
会
受
到
惩
罚
，
更
加
触

碰
不
得
的
是
族
谱
。

有
史
以
来
，
北
泉
公
祠
有
一
位
普
通
平
凡
的
女
性
，
她
敢
于
打
破
世
俗
观
念
，
为

家
乡
，
为
杨
氏
家
族
事
业
的
兴
旺
发
达
而
呼
吁
、
奔
忙
。

她
就
是
杨
水
珍
女
士
，
以
良
公
十
八
世
嗣
孙
，
杨
宏
元
宗
贤
的
长
女
，
公
元
一
九
五

八
年
农
历
五
月
十
五
日
出
生
于
大
瑶
镇
南
阳
村
。
她
积
极
参
与
公
益
事
业
，
任
湘
赣
边
境

杨
氏
联
谊
总
会
副
会
长
，
浏
阳
市
杨
震
文
化
专
业
委
员
会
、
浏
阳
市
杨
氏
宗
亲
联
谊
会
副

会
长
，
北
泉
公
祠
副
族
长
等
职
务
。
她
有
一
个
幸
福
美
满
的
家
庭
，
丈
夫
蒋
太
信
曾
在
湖

南
省
政
府
工
作
，
长
期
从
亊
新
闻
宣
传
工
作
，
现
已
退
休
。
女
儿
蒋
莹
在
美
国
留
学
七
年
，

现
任
天
津
市
萧
山
管
业
有
限
公
司
财
务
总
监
，天
津
市
凯
元
汽
车
装
饰
有
限
公
司
执
行
董

事
兼
总
经
理
。

凡
是
熟
悉
杨
水
珍
女
士
的
人
，
无
不
为
她
宽
厚
待
人
的
品
德
而
感
动
。



在
娘
家
人
眼
中
，
她
从
小
是
父
母
的
好
帮
手
，
任
劳
任
怨
，
一
直
以
来
都
是
娘
家
的
顶

梁
柱
。
在
夫
家
人
眼
中
，
她
孝
敬
长
辈
，
相
夫
教
子
，
家
庭
和
睦
，
曾
获
湖
南
省
政
府
授

予
的
“
五
好
家
庭
”
光
荣
称
号
。
在
同
事
眼
中
，
她
与
人
为
善
，
工
作
积
极
，
每
年
被
评

为
先
进
工
作
者
，
曾
获
湖
南
省
广
电
“
十
佳
先
进
工
作
者
”
光
荣
称
号
。
善
根
深
厚
的
她

一
生
素
食
，
奉
行
素
食
，
经
常
跟
寺
院
里
的
法
师
、
居
士
一
起
参
禅
念
佛
，
一
起
去
慰
问

敬
老
院
的
老
人
，
一
起
去
资
助
失
学
的
孩
子
…
…
她
乐
善
好
施
，
存
有
一
颗
对
世
间
万
物

的
恭
敬
之
善
心
。
一
九
七
四
年
高
中
毕
业
后
，
她
回
乡
村
曾
担
任
会
计
、
出
纳
。
开
药
铺
，

当
赤
脚
医
生
，
为
全
村
实
行
免
费
医
疗
。
其
后
考
入
湖
南
中
医
学
院
学
习
。

八
十
年
代
，
国
家
刚
恢
复
佛
教
事
业
，
她
带
头
捐
资
、
筹
资
修
复
石
霜
寺
、
复
兴
庵
、

峨
王
宫
等
寺
庙
；
带
头
捐
资
、
筹
资
修
桥
、
修
路
等
。
这
些
实
属
利
国
利
民
之
善
举
。

九
十
年
代
，
南
阳
村
小
学
倒
塌
，
村
长
蔡
立
丰
找
到
她
，
请
她
为
修
建
小
学
筹
集

资
金
。
她
义
不
容
辞
，
立
即
请
丈
夫
找
省
、
市
相
关
部
门
领
导
，
解
决
修
建
学
校
资
金
。



二
零
一
四
年
，
她
在
湖
南
省
有
线
网
络
有
限
公
司
退
休
后
，
创
办
了
湖
南
省
湘
茂
安

达
贸
易
有
限
公
司
，
任
董
事
长
。

二
零
一
九
年
，
兴
建
北
泉
公
祠
时
，
她
不
辞
辛
劳
，
为
建
祠
献
计
献
策
，
并
且
带
领

女
儿
蒋
莹
为
祠
堂
购
置
了
办
公
桌
椅
、
灯
具
、
钟
、
鼓
、
龙
王
爷
塑
像
、
观
音
娘
娘
塑
像

等
，
乐
捐
累
计
人
民
币
八
万
余
元
。

二
零
二
一
年
清
明
节
，
浏
阳
市
杨
氏
联
谊
会
组
织
一
百
余
位
宗
亲
去
陕
西
潼
关
祭

祖
，
水
珍
女
士
带
父
母
一
同
前
往
。
一
路
上
，
她
与
人
方
便
，
细
致
周
到
。
上
车
前
，
她

为
宗
亲
备
好
了
矿
泉
水
、
果
糕
、
茶
叶
蛋
、
晕
车
药
、
彩
旗
、
彩
带
等
；
由
于
车
路
甚
远
，

水
珍
姑
姑
讲
笑
话
、
唱
歌
，
大
家
一
路
欢
声
笑
语
，
其
乐
融
融
，
减
轻
了
旅
途
中
的
疲
惫
。

二
零
二
一
年
，
她
跟
政
府
、
宗
亲
一
起
筹
措
资
金
，
致
力
修
缮
杨
世
明
将
军
故
居
。

修
缮
前
后
，
召
开
记
者
招
待
会
，
她
忙
前
忙
后
，
端
茶
送
水
，
并
自
己
掏
钱
款
待
记
者
及

宗
亲
。
在
修
缮
过
程
中
，
从
图
纸
设
计
到
施
工
，
她
都
层
层
把
关
。



她
不
仅
宽
以
待
人
，
还
严
以
律
己
。
年
轻
时
，
她
敢
打
敢
拼
，
创
下
了
丰
厚
家
业
。

现
虽
六
十
有
四
，
她
依
旧
积
极
进
取
，
多
次
为
家
乡
招
商
引
资
、
福
泽
桑
梓
；
但
凡
修
桥
、

铺
路
、
建
庙
、
他
人
有
困
难
…
…
处
处
有
他
的
身
影
。
她
为
家
乡
以
及
杨
氏
家
族
事
业
的

发
展
竭
尽
所
能
，
作
出
了
杰
出
贡
献
。

杨
水
珍
女
士
，
杨
家
的
好
女
儿
，
一
个
快
乐
的
善
良
人
，
言
谈
举
止
处
处
是
理
解
与

宽
容
。
她
一
头
短
发
、
笑
容
可
掬
、
为
人
耿
直
、
做
事
干
练
果
敢
的
形
象
一
直
印
刻
在
我

的
脑
海
里
。
时
间
沉
淀
了
最
真
的
情
感
，
爱
到
慈
悲
的
境
界
，
她
心
中
早
已
生
起
了
一

朵
小
莲
花
，
这
朵
小
莲
花
在
感
恩
的
岁
月
里
，
香
溢
梓
里
，
福
泽
后
人
。

以
良
公
十
九
世
嗣
孙
媳
刘
建
红
敬
撰

公
元
二
零
二
一
年
辛
丑
十
二
月
二
十
日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