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翠



序族
者
，
众
也
；
论
者
，
序
也
。
尊
卑
长
幼
定
而
不
乱
，
才
能
天
下
太
平
诸
父
子
侄
天
伦
一
本
之
源
，
本
是
同
根

连
枝
，
凡
事
不
忘
亲
情
，
自
然
就
敦
睦
而
敬
爱
也
。

谱
者
，
叙
族
人
根
源
，
世
系
，
流
布
，
功
业
，
名
人
事
迹
，
千
古
兴
衰
之
况
。
荟
萃
家
族
血
缘
網
派
，
先
祖
丰
功

伟
业
，
硕
德
逸
事
，
以
至
继
宗
旋
。
承
祖
考
，
辨
亲
疏
，
明
血
统
，
知
己
之
宗
，
晓
而
之
源
。

族
谱
者
，
记
载
一
族
之
人
丁(
子
孙)

繁
衍
，
瓜
帙
绵
延
之
历
史
典
籍
也
。
为
研
究
族
群
变
化
和
发
展
轨
迹
，
都

是
弥
足
珍
贵
的
资
料
。
家
族
之
始
，
肇
源
家
庭
，
各
族
相
聚
，
形
成
国
家
。
谱
牒
系
凝
聚
族
群
情
感
力
量
之
重
要
工

具
。
修
谱
以
尊
祖
，
敬
宗
睦
族
为
宗
旨
。
故
尊
祖
必
修
谱
牒
，
敬
宗
当
建
祠
堂
，
睦
族
必
办
祭
祀
，
赈
济
，
兴
学
也
。

祠
堂
已
建
，
编
谱
当
成
急
务
也
。

国
家
编
史
，
地
方
修
志
，
家
族
篡
谱
。
族
谱
与
正
史
，
方
志
相
比
肩
，
其
义
一
也
。
均
系
重
要
之
历
史
典
籍
，

史
学
之
重
要
组
成
部
分
也
。



杨
家
均
杨
氏
编
修
族
谱
，
它
将
记
载
本
族
之
史
，
承
载
本
族
分
脉
。
树
有
根
，
根
固
则
枝
繁
叶
茂
。
水
有
源
，

源
远
则
奔
流
不
息
。
吾
族
自
嗣
恩
公
开
基
以
来
，
其
起
源
发
展
，
繁
衍
生
息
，
迁
徙
演
变
及
重
要
事
迹
，
均
载
入
族

谱
，
只
有
族
谱
记
述
详
细
，
才
能
理
清
支
脉
系
派
，
本
族
后
世
才
有
根
有
脉
，
循
而
有
序
，
承
前
启
后
，
继
往
开
来
。

自
古
至
今
，
杨
家
均
杨
氏
，
曾
五
修
族
谱
。
清
道
光
十
二
年
岁
次
壬
辰
季
秋
一
修
，
清
咸
丰
四
年
岁
次
甲
寅
二

修
，
清
光
绪
三
十
年
岁
次
甲
辰
仲
夏
三
修
，
民
国
三
十
二
年
癸
未
四
修
，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(1995

年)

岁
次
乙
亥
五

修
。

按
其
惯
例
，
三
十
年
一
修
也
。
因
历
时
三
十
年
，
椒
衍
瓜
绵
，
生
殁
嫁
娶
均
当
纪
之
，
故
六
修
族
谱
正
当
其
时
，

亦
成
要
务
也
。

“
治
世
则
修
史
，
族
旺
则
编
谱
”
。
欣
逢
盛
世
：
河
清
海
晏
，
政
通
人
和
，
文
化
事
业
飞
速
发
展
，
姓
氏
文
化

生
机
勃
发
。
经
杨
氏
理
事
会
研
究
，
加
之
全
族
宗
胞
孝
亲
敬
祖
之
心
，
木
本
水
源
之
思
油
然
兴
焉
。
就
癸
卯
年
清
明

节
祭
祖
扫
墓
之
机
，
在
吉
临
山
庄
召
开
理
事
会
成
员
，
各
房
房
长
及
宗
亲
代
表
会
议
，
共
同
商
榷
，
赢
得
共
鸣
，
众

议
筹
决
，
六
修
族
谱
。



六
修
族
谱
，
务
必
始
终
贯
彻
“
与
时
俱
进
，
开
拓
进
取
，
古
为
今
用
，
推
陈
出
新
”
的
原
则
，
以
弘
扬
杨
氏
家

族
精
神
，
承
传
祖
德
宗
功
，
凝
聚
宗
族
力
量
，
作
为
编
纂
本
谱
主
旨
和
奋
斗
目
标
。
故
在
总
体
结
构
上
，
力
求
做
到

古
今
贯
通
，
珠
联
檗
合
。
在
篇
目
设
计
与
内
容
编
排
上
，
力
求
做
到
清
理
源
流
世
系
与
发
挥
“
存
史
、
教
化
、
资
治
”

等
功
能
相
结
合
。
在
源
流
世
系
上
，
力
求
简
准
细
稳
，
支
支
脉
络
清
晰
。
在
文
化
资
源
发
掘
应
用
文
字
表
述
上
，
均

以
国
家
正
史
，
文
献
资
料
为
依
据
，
要
求
真
实
，
客
观
，
持
之
有
据
。
力
求
全
谱
思
想
内
容
贯
串
高
扬
爱
国
主
义
思

想
红
线
，
突
出
宣
扬
杨
氏
先
贤
，
世
代
忠
良
的
优
秀
传
统
和
美
德
。
可
以
自
信
地
说
，
这
是
一
部
前
所
未
有
的
族
谱
，

这
是
一
部
与
时
俱
进
，
富
有
创
意
的
杰
作
。
同
时
可
以
深
信
，
该
谱
的
问
世
，
对
于
激
励
杨
氏
族
人
承
传
祖
德
宗
功
，

构
建
和
谐
家
族
，
必
将
起
到
很
好
启
迪
教
化
作
用
。
今
国
之
强
，
族
亦
兴
。
吾
族
全
体
宗
亲
，
当
弘
扬
杨
氏
忠
贞
爱

国
、
廉
洁
奉
公
、
自
强
不
息
，
诗
书
传
家
之
精
神
，
竭
尽
忠
责
，
共
襄
祖
国
之
复
兴
。
重
溯
本
清
源
之
义
，
敬
亲
收

族
之
旨
，
倾
尽
全
力
，
修
好
族
谱
，
以
慰
先
祖
在
天
之
灵
，
以
合
族
人
之
意
。
族
谱
付
梓
，
反
映
家
族
血
脉
相
承
的

执
着
信
念
，
尊
祖
敬
宗
的
虔
诚
情
怀
，
敦
宗
睦
族
的
殷
切
希
望
。
潜
移
默
化
，
折
服
人
心
，
齐
志
睦
族
，
势
在
必
然
。



经
族
理
事
会
授
权
，
加
之
全
族
宗
亲
的
大
力
支
持
。
全
体
采
编
人
员
，
历
墨
濡
笔
耕
之
劳
，
奉
献
殷
殷
心
血
，

悉
心
采
集
，
多
方
考
证
，
精
心
梳
理
。
彰
显
史
料
丰
富
、
翔
实
、
厚
重
、
真
实
、
可
信
，
又
突
显
清
白
传
家
之
史
实
，

达
到
图
文
并
茂
。
集
史
实
性
、
教
育
性
、
趣
味
性
、
可
读
性
于
一
谱
。
成
为
谱
牒
百
花
园
中
之
精
品
、
奇
葩
。

谱
牒
付
梓
，
利
在
当
代
，
惠
及
千
秋
，
承
前
启
后
，
继
往
开
来
。
发
扬
光
大
，
再
创
辉
煌
。

是
为
序

恩
公
第
十
二
世
嗣
孙

族
理
事
会
会
长
主
编
深
龙
敬
撰

癸
卯
年
仲
冬
月



序乘
国
家
改
革
开
放
之
强
劲
东
风
，
值
盛
世
修
谱
蔚
然
成
风
之
际
，
杨
家
均
杨
氏
籍
此
良
机
，
六
修
族
谱
。

国
史
，
方
志
，
族
谱
是
中
华
民
族
历
史
文
化
的
三
大
支
柱
。
我
族
编
修
族
谱
之
宗
旨
是
：
本
着
尊
重
历
史
，
注

重
现
状
。
继
承
老
谱
的
内
容
形
式
，
又
不
乏
时
代
特
色
。
坚
持
真
实
性
、
系
统
性
、
通
俗
性
，
男
女
平
等
的
原
则
。

对
族
源
迁
徙
、
生
息
繁
衍
、
历
史
人
物
、
年
代
、
地
名
、
历
史
事
件
应
有
可
靠
性
，
文
字
朴
实
简
洁
。

族
谱
的
主
体
部
分
是
世
系
源
流
，
要
求
真
实
，
脉
络
清
晰
，
对
接
简
而
准
，
细
而
稳
，
不
疏
忽
，
不
带
随
意
性
。

谱
牒
系
纪
实
性
文
体
，
不
必
虚
浮
矫
饰
，
需
详
则
详
，
需
慎
则
慎
，
真
实
地
展
现
历
史
之
本
来
面
目
。
编
纂
出
一
部

同
宗
共
祖
，
以
血
缘
为
纽
带
记
载
本
族
世
系
和
事
迹
的
历
史
典
籍
，
达
到
“
存
史
、
鉴
古
、
资
治
、
教
化
”
之
目
的
，

具
有
现
实
意
义
和
深
远
的
历
史
意
义
。

杨
家
均
是
一
个
颇
具
包
容
性
的
家
族
。
后
裔
为
六
修
族
谱
，
其
心
拳
拳
，
其
情
殷
殷
，
人
天
可
鉴
。
采
编
人
员

夜
以
继
日
为
之
操
劳
，
不
负
重
托
，
不
辱
使
命
，
历
经
一
度
寒
暑
，
《
族
谱
》
终
于
与
宗
亲
见
面
了
。



捧
读
斯
谱
，
我
们
可
以
中
认
知
祖
根
族
源
，
迁
徙
繁
衍
，
世
系
源
流
。
领
悟
祖
训
家
风
，
欣
赏
文
化
风
采
。《
族

谱
》
系
传
世
宝
典
，
激
励
杨
氏
子
孙
光
前
裕
后
，
力
行
善
举
，
促
进
亲
情
族
谊
，
凝
聚
增
强
宗
族
团
结
。
使
宗
亲
奉

献
之
心
，
报
国
之
志
油
然
而
生
。
为
构
建
和
谐
社
会
为
中
华
民
族
伟
大
复
兴
而
贡
献
力
量
。

皇
皇
华
夏
，
赫
赫
杨
门
。
“
清
白
传
家
”
熠
熠
闪
光
之
匾
额
，
高
悬
族
祠
之
中
，
铭
刻
族
谱
之
内
。
它
是
正
义

的
品
牌
，
力
量
的
泉
源
，
孝
道
的
象
征
，
前
进
的
航
标
。
凡
我
杨
氏
后
裔
，
或
出
将
入
相
，
或
布
衣
平
民
，
必
将
以

清
白
为
贵
，
以
廉
洁
为
荣
，
处
世
光
明
，
启
后
承
先
，
继
往
开
来
，
发
扬
光
大
，
永
振
家
声
矣
。

寥
寥
数
语
，
谨
此
为
序
。

恩
公
第
九
世
嗣
孙

六
谱
名
誉
主
编
辉
枝
敬
撰

癸
卯
年
仲
冬
月



序泱
泱
中
华,

悠
悠
华
夏
。
杨
姓
者,

源
远
流
长,

根
深
叶
茂
之
旺
族
也
。
遍
布
长
城
内
外,

大
江
南
北,

人
口
众
多
国
列

第
六
。姓

氏
者,

文
明
之
曙
光,

血
缘
之
标
志,

婚
姻
之
纽
带,

国
家
之
根
基
也
。谱
煤
则
是
通
过
姓
氏
这
根
纽
带,

凝
聚
宗
族

力
量,

增
进
民
族
凝
聚
力,
进
而
增
强
综
合
国
力,

故
谱
崇
具
有
极
其
重
要
的
价
值
。族
谱
与
正
史,

方
志
相
比
肩,

国
家
编

史,

地
方
修
志,

家
族
篡
谱,

其
义
一
也
。
谱
书
者,

重
要
之
历
史
典
籍,

史
学
之
重
要
组
成
部
分
也
。

谱
者,

翔
世
系,

明
昭
穆,

序
长
幼,
收
宗
族,

联
聚
散,

厚
风
俗,

使
人
不
忘
其
本
末,

莫
不
如
是
。
尊
祖
先
而
联
族
众,

乃
承
先
启
后
之
谋,

莫
切
于
此
。面
对
生
命
之
源,

家
族
之
根,

世
系
之
链
去
探
究,

思
索
其
中
奥
秘,

寻
找
自
己
的
初
始
和

归
宿,

乃
人
之
常
情
。
若
不
修
谱,

后
嗣
萍
水
相
逢,
或
成
陌
路,

亲
者
胡
以
睦,

疏
者
胡
以
联
。
寻
根
溯
源,

敦
宗
睦
族,

本

系
人
的
天
性
所
致,

是
不
能
抹
杀
的,

是
可
超
越
时
空
而
永
恒
存
在
的
。
子
孙
益
多,

祖
宗
益
远,

故
族
谱
不
可
不
修
也
。

参
天
之
树,

必
有
其
根,

江
河
之
水,

必
有
其
源
。
追
根
溯
源,

杨
姓
之
根,

植
于
陕
西
黄
陵
峤
山,

源
自
山
西
省
洪
洞

县
东
南
。
杨
姓
得
姓
于
西
周,

自
受
姓
始
至
今,

历
三
千
余
载
矣
。
名
人
志
士
班
班
辈
出,

忠
臣
良
将
灿
若
群
星
。
今
择

其
要
者,

志
述
褒
扬:

汉
杨
震
为
官
清
廉,

存"

四
知"

辞
金
之
畏,

著
万
世
之
誉
。
隋
杨
坚
父
子
一
统
中
华,

兴
科
举,

凿
大



运
河,
开
创
帝
业
。
宋
杨
业
父
子
骁
勇
善
战,

保
宋
室
边
疆,

建
平
辽
之
功,

树
满
门
忠
烈
。
杨
万
里
文
辞
拔
苹,

创
诚
斋
诗

体,

雄
踞
诗
坛
。
杨
时
程
门
立
雪,

著
述
宏
富,

成
理
学
儒
尊
。
述
不
胜
述,

先
祖
风
范,

若
非
谱
崔
记
述,

何
以
概
悉
。
试

瞻
今
世,

佼
佼
者
灿
耀
怀
宇,

有
共
和
国
主
席
杨
尚
昆,

开
国
上
将
杨
成
武
、
杨
勇
、
杨
得
志
等
等,

悉
为
神
州
之
精
良,

吾
族
之
英
杰
也
。
冀
群
贤
奋
而
效
之,

勇
而
超
之
哉
。

吾
族
开
基
祖
嗣
恩(
君
锡)

公
者,

格
公
五
子
云
岫
公
之
后
裔
也
。于
明
末
清
初
自
赣
吉
水
迁
湘
浏
阳
南
乡,

至
碧
溪

杨
家
坳
整
基
立
业,

至
今
历
时
四
百
余
载
矣,

繁
衍
十
五
代,

现
有
人
丁
二
千
五
百
余
众
。于
赵
光
庚
寅
年(1830)

选
址
坳

西
柞
树
坪
兴
建
祠
堂,

越
明
年,

辛
卯
竣
工
。
祖
祠
前
眺
六
峰,

后
依
福
牛,

左
毗
九
狮,

右
邻
大
象,

系
九
狮
拜
象
之
风
水

宝
地
也
。
吾
族
谱
崇
前
已
五
届
修
编
。
于
乙
亥
岁(1995)

由
老
会
长
辉
邱
、
辉
枝
叔
为
首
五
修
族
谱
。
老
会
长
秉
承

使
命,

总
揽
全
局,

与
同
仁
们
一
道,

弹
精
竭
虑
修
编
而
成,

其
殷
殷
心
血
则
灿
然
其
中
矣
。
按
照
惯
例,

三
十
年
一
修
也,

如
今
正
逢
其
时,

三
十
年
权
衍
瓜
绵,

生
没
嫁
娶
等
均
当
纪
之,

故
修
谱
则
已
成
要
务
也
。

今
逢
盛
世,

宗
胞
孝
亲
敬
祖
之
心,

木
本
水
源
之
思
油
然
兴
焉
。
于
葵
卯
年12023)

清
明
节,

以
深
龙
会
长
为
首
之

理
事
会,

就
商
各
房
房
长,

赢
得
共
鸣,

众
议
筹
决,

六
修
族
谱
。
其
要
求
是:

世
系
传
承
井
然
有
序,

昭
穆
叙
述
有
条
不
紊,

史
料
翔
实
可
靠,

文
化
内
涵
丰
富,

语
言
清
晰
流
畅
。总
体
结
构,
力
求
做
到
古
今
通
融
。源
流
世
系
对
接,

达
到
简
而
准
、



细
而
稳
。
文
章
表
述
均
以
国
家
正
史
、
文
献
资
料
为
依
据,

真
实
可
靠
。
注
重
学
术
性
、
资
料
性
、
文
学
性
、
趣
味

性
之
完
美
结
合
。
同
时
坚
持
男
女
平
等
的
原
则,

风
纯
女
户,

女
及
入
赘
者,

有
意
愿
要
求
加
盟,

可
以
入
谱
。
但
入
谱
后,

既
享
有
同
等
权
利,

又
须
承
担
同
等
义
务
。
尚
博
、
尚
祯
公
已
在
祠
堂
神
殿
上
安
放
了
祖
位,

已
经
认
祖
故
修
谱
则
顺

理
成
章,

两
公
后
嗣
一
视
同
仁
入
编
六
谱
。
通
过
宗
胞
们
的
共
同
努
力,

编
篡
出
一
部
同
宗
共
祖,

以
血
缘
为
纽
带,

记
述

本
族
世
系
和
事
迹
的
历
史
典
籍,

达
到"

存
史
、
鉴
古
、
资
治
、
教
化"

之
目
的,

使
之
成
为
一
部
鲜
活
的
历
史
教
科
书,

成
为
谱
书
百
花
园
中
之
一
朵
奇
葩
。

族
谱
的
编
篡,

是
一
项
纷
繁
复
杂
的
系
统
工
程,

绝
非
顺
手
粘
来
之
易
事
。
赖
智
者
献
策,

富
者
捐
资,

文
者
执
笔,

勇
者
效
力,

人
丁
藤
金,

方
能
成
就
。族
谱
系
纪
实
性
文
体,

不
必
虚
浮
矫
饰
。采
编
人
员
应
做
到
需
详
则
详,

需
慎
则
慎
。

惟
缺
者
补
之,

讹
者
正
之,

疑
者
存
之,

待
后
人
考
证
。
协
修
房
长
及
采
编
人
员
应
带
五
谱
逐
户
上
门
添
加
核
实,

朝
稽
多

查
、
严
格
把
关
。
使
族
谱
内
容
丰
富
、
准
确
、
全
面,
存
史
价
值
高,

条
纷
缕
晰,

成
为
扬
先
世
之
清
芬,

为
后
人
之
芳
炬,

教
育
激
励
后
嗣
之
宝
典
。

捧
读
斯
谱,

使
近
亲
者
相
亲,

远
亲
者
相
近,

究
高
曾
祖
以
上
之
远
祖,

知
根
于
一
脉
。对
祖
父
以
来
之
近
祖,

知
本
于

一
源,

虽
散
居
各
地,

俨
若
同
堂
。
迁
徙
繁
衍,

悉
数
了
然
。
而
相
合
相
睦,

共
奋
于
鸿
均
和
谐
之
世,

则
一
倡
而
百
和
矣
。



国
之
强,

族
亦
兴,

企
盼
恩
公
之
嗣
孙,

当
竭
尽
忠,

共
襄
祖
国
之
复
兴
。
践
行
为
官
者
廉,

为
富
者
仁,

为
将
春
勇,

为

文
者
实,
有
劳
者
寿,

有
功
者
福
。
牢
记"

九
实
既
睦,

百
世
不
迁"

之
祖
训,

文
明
谦
恭,

世
代
祥
和,

坚
守
清
白
家
风,

圣
守
请
白
家
风,

承
先
启
后,

继
往
开
来,

再
创
辉
煌
。
族
谱
付
样,

吾
宗
可
庆,

吾
族
其
兴,

吾
国
其
昌
。

是
为
序,

时
葵
卯
岁
仲
春
谷
旦

杨
代
六
修
族
谱
执
行
主
编

恩
公
第
十
世
嗣
孙
剑
芳
顿
首
拜
撰



序吾
杨
氏
兮
，
赫
赫
然
，
人
丁
兴
旺
，
国
列
第
六
。
娘
娘
然
，
文
韬
武
略
，
人
才
辈
出
。
杨
氏
伴
随
沧
桑
之
巨
变
，

犹
如
一
株
挺
拔
茂
盛
的
骄
杨
，
根
深
叶
茂
，
本
固
枝
荣
，
春
华
秋
实
。
枝
柯
遍
布
长
城
内
外
，
大
江
南
北
，
五
湖
四

海
，
以
致
世
界
各
地
矣
。

族
之
有
谱
，
犹
国
之
有
史
也
。
木
有
本
，
水
有
源
，
慎
终
追
远
，
溯
本
清
源
，
乃
后
代
子
孙
之
天
职
。
人
人
皆

知
血
缘
，
晓
来
自
，
识
世
系
，
悉
派
别
，
明
辈
分
。
承
先
启
后
，
不
忘
宗
功
祖
德
。

“
治
世
则
修
史
，
族
旺
则
编
谱
”
。
盛
世
修
谱
，
垂
鉴
未
来
，
泽
惠
千
秋
。
吾
认
为
六
修
族
谱
，
务
须
突
出
“
尊

古
、
存
真
、
求
新
”
三
大
特
点
。
尊
古
即
仿
欧
苏
体
例
，
为
杨
家
均
之
杨
氏
，
辨
门
第
，
探
木
本
，
续
水
源
，
尊
长

幼
，
明
昭
穆
。
纵
观
綱
举
目
张
，
横
阅
条
纷
缕
晰
。
存
真
是
史
料
确
凿
，
对
得
姓
由
来
，
迁
徙
繁
衍
，
各
人
传
录
均

以
正
史
为
据
，
对
尚
不
能
定
论
的
，
既
不
倚
势
评
论
，
亦
不
武
断
定
论
。
对
人
物
接
续
疑
点
也
不
轻
易
更
改
原
谱
记

载
，
如
实
照
登
于
存
疑
栏
内
，
以
待
后
贤
研
究
。
这
是
一
种
史
德
，
凡
编
谱
者
，
必
须
引
以
为
范
。
求
新
是
遵
循
与

时
俱
进
，
开
拓
进
取
，
弘
扬
杨
氏
廉
洁
奉
公
，
忠
贞
爱
国
，
自
强
不
息
，
诗
书
传
家
之
精
神
，
承
传
祖
德
宗
功
。
既

遵
循
谱
牒
之
传
统
旧
制
，
又
彰
显
其
时
代
风
貌
。
进
而
达
到
世
系
传
承
井
然
有
序
，
昭
穆
尊
卑
有
条
不
紊
，
史
料
丰



富
翔
实
，
文
化
内
涵
厚
重
，
体
例
新
颖
，
行
文
流
畅
。
使
其
所
编
谱
牒
，
既
有
史
实
性
，
教
育
性
，
又
有
趣
味
性
，

可
读
性
。
成
为
谱
之
上
乘
，
牒
之
精
品
。

杨
家
均
杨
氏
一
支
，
自
明
末
清
初
，
迁
基
祖
嗣
恩(

君
锡)

公
，
自
赣
吉
水
迁
徙
湘
浏
阳
南
乡
杨
家
均
开
基
立
业
。

恩
公
德
配
徐
氏
，
继
配
彭
氏
，
子
四
：
承
贤
、
承
毓
、
承
烈
、
承
徙
，
构
成
老
四
房
。
承
毓
公
之
子
志
伊
公
，
德
配

陈
氏
。
子
六
：
崇
星
、
崇
渊
、
崇
胜
、
崇
清
、
崇
礼
、
崇
翼
，
构
成
老
二
房
之
新
六
房
。
加
上
嗣
恩
公
胞
弟
嗣
辅
公

一
脉
之
尚
祯
、
尚
博
二
公
认
祖
归
宗
，
自
成
一
房
，
故
杨
家
均
杨
氏
计
十
房
之
盛
，
十
全
其
美
。
恩
公
迁
浏
至
今
已

历
时
四
百
余
载
，
繁
衍
十
五
代
，
现
有
人
丁
二
千
五
百
人
之
众
。
真
可
谓
：
脉
承
关
西
忠
孝
传
家
枝
繁
叶
茂
成
旺
族
；

支
分
吉
水
贤
良
处
世
起
凤
腾
蛟
展
新
元
。

杨
氏
，
在
中
华
民
族
大
家
庭
中
，
是
一
支
大
族
群
，
她
历
来
以
名
门
望
族
米
著
称
。
“
在
皇
为
皇
轩
，
在
帝
为

帝
喾
，
在
王
为
武
王
，
在
霸
为
晋
文
，
此
谓
之
不
朽
也
”
。
西
京
为
丞
相
，
魏
室
为
九
卿
，
晋
朝
为
八
座
，
此
谓
之

大
禄
也
。
杨
氏
宗
族
可
谓
辉
煌
显
赫
，
从
秦
汉
魏
晋
时
期
的
四
世
三
公
和
西
晋
三
杨
，
到
隋
朝
的
皇
族
。
从
唐
朝
的

十
一
宰
相
到
宋
朝
的
满
门
忠
烈
杨
家
将
，
杨
氏
家
族
的
风
光
不
言
而
喻
矣
。



谱
书
既
成
，
企
盼
杨
氏
后
裔
，
从
政
者
正
直
清
廉
爱
民
，
从
軍
者
竭
忠
戎
边
卫
国
，
从
学
者
治
学
严
谨
传
道
，

从
工
者
艰
苦
创
业
立
基
，
从
商
者
诚
信
经
营
为
本
。
从
耕
者
勤
勉
丰
衣
足
食
。
士
农
工
商
学
，
代
代
踵
兴
哉
。
六
修

族
谱
圆
卷
，
虽
不
敢
谓
美
具
善
兼
，
毫
发
无
憾
。
翼
后
之
续
修
者
，
循
其
例
而
精
益
求
精
，
以
迪
前
光
，
而
踵
事
增

华
哉
。

时
公
元
二O

二
三
年
岁
癸
卯
仲
冬
月
谷
旦

恩
公
第
十
世
嗣
孙
光
绵
沐
手
谨
撰

六
修
族
谱
执
行
主
编



序杨
家
坳
《
杨
氏
宗
祠
》
六
修
族
谱
历
时
近
一
年
，
在
编
撰
人
员
的
竭
诚
尽
力
，
不
辞
劳
苦
，
潜
心
编
修
下
，
数

易
其
稿
，
于
本
年
冬
至
节
前
出
版
，
与
大
家
见
面
。
受
编
委
之
托
，
嘱
其
撰
写
后
记
，
本
人
不
才
，
颇
有
猪
鼻
子
插

葱
—
—
装
象
之
嫌
，
各
位
长
辈
宗
亲
见
笑
了
。

族
谱
是
一
部
特
殊
的
历
史
，
记
载
着
宗
族
自
始
祖
以
来
繁
衍
生
息
。
分
支
迁
徒
，
记
载
着
历
代
先
辈
治
理
家
政

经
验
，
子
孙
为
人
处
世
的
教
训
。
一
部
族
谱
是
一
个
宗
族
发
展
史
，
生
生
不
息
的
生
命
史
。
也
是
一
个
生
命
链
条
与

血
缘
纽
带
，
故
族
谱
不
可
无
，
家
史
不
可
忘
。

编
写
族
谱
，
看
似
简
单
，
实
则
繁
杂
。
从
开
始
策
划
，
召
集
商
议
，
排
查
摸
底
，
再
根
据
老
谱
的
相
关
内
容
进

行
考
证
，
衔
接
，
导
根
溯
源
，
全
面
整
理
，
最
后
汇
总
，
校
对
打
印
，
正
式
定
稿
，
工
程
繁
杂
，
难
度
之
大
，
可
想

而
知
。此

次
修
谱
是
在
恩
公
九
世
孙
辉
枝
等
的
倡
导
下
，
由
十
二
世
孙
深
龙
全
面
主
持
，
十
世
孙
剑
芳
，
光
绵
负
责
编

撰
校
对
等
日
常
全
面
工
作
，
各
房
房
长
负
责
摸
底
，
统
计
造
册
，
协
对
各
种
资
料
信
息
，
在
此
过
程
中
大
家
都
做
出

了
大
量
的
工
作
，
克
服
一
切
困
难
，
齐
心
协
议
，
力
求
本
次
修
谱
尽
量
完
美
，
在
此
特
别
提
到
十
世
孙
剑
芳
年
届
八



十
有
四
，
以
亲
历
修
谱
为
荣
，
严
谨
负
责
，
殚
精
竭
虑
，
阙
疑
纤
编
，
补
漏
拾
遗
，
查
证
求
实
，
不
辞
劳
苦
，
爱
族

奉
献
之
心
，
可
鉴
可
敬
。
六
修
族
谱
在
所
有
参
与
人
员
的
共
同
努
力
下
，
得
以
顺
利
完
成
。
在
这
里
我
代
表
全
族
宗

亲
，
谢
谢
你
们
，
辛
苦
了
。

在
编
审
过
程
中
，
虽
然
都
在
以
尽
善
尽
美
为
宗
旨
，
核
真
校
实
，
力
求
完
美
，
但
智
者
千
虑
，
必
有
一
失
。
可

能
在
本
次
编
写
过
程
中
还
有
不
足
之
处
，
特
别
是
房
族
造
册
时
出
现
用
字
误
差
等
，
疏
漏
差
错
，
在
所
难
免
，
望
族

人
谅
解
指
正
，
有
待
本
族
后
来
贤
能
重
新
编
撰
。

修
谱
不
仅
仅
是
怀
念
过
去
，
重
要
的
是
创
造
未
来
，
凝
聚
族
人
，
召
唤
敬
祖
之
心
和
责
任
感
，
振
兴
宗
族
，
达

此
目
的
，
上
可
告
慰
先
祖
在
天
之
灵
。
下
可
昭
示
子
孙
后
代
，
责
之
既
尽
，
吾
辈
无
愧
。
至
此
向
所
有
支
持
我
族
修

谱
工
作
的
社
会
贤
达
名
士
致
敬
，
向
积
极
支
持
，
慷
慨
解
囊
的
宗
亲
，
致
谢!

愿
我
族
每
个
家
庭
人
兴
财
旺
，
幸
福
美
满
，
子
孙
欢
乐
安
康
，
兴
旺
发
达
。

谨
此
为
序

恩
公
十
世
孙
六
修
族
谱
副
主
编
光
祖
撰



跋
国
家
立
史
，
地
方
编
志
，
家
族
修
谱
，
乃
盛
世
之
善
举
也
。
这
对
于
弘
扬
中
华
民
族
传
统
文
化
，
理
清
国
家
、

地
方
、
族
群
发
展
脉
络
，
促
进
社
会
和
谐
，
推
动
社
会
发
展
进
步
，
均
具
有
十
分
重
要
的
意
义
。

编
修
族
谱
，
其
主
旨
是
：
载
祖
功
、
记
宗
德
、
溯
源
流
、
明
宗
支
、
叙
昭
穆
、
正
人
伦
、
厚
风
俗
，
尊
祖
敬
宗

睦
族
矣
。
修
纂
族
谱
，
既
要
尊
重
历
史
，
又
力
求
创
新
，
新
谱
是
老
谱
的
继
承
发
展
，
上
以
敬
宗
，
下
以
归
族
。
达

到
新
老
谱
书
，
珠
联
璧
合
，
光
前
裕
后
，
继
往
开
来
，
古
为
今
用
，
推
陈
出
新
。

谱
系
千
秋
志
，
情
连
万
里
疆
。
族
谱
所
记
载
的
是
一
族
之
世
系
，
一
支
之
繁
衍
，
它
与
国
家
之
兴
衰
，
地
方
之

治
理
，
息
息
相
关
矣
。
考
一
族
之
繁
衍
，
可
窥
国
家
之
变
迁
。
征
一
族
之
隆
替
，
可
睹
地
方
之
兴
废
。
故
国
史
与
族

谱
齐
驱
，
方
志
与
谱
牒
并
立
也
。

修
编
族
谱
，
存
一
族
之
谱
，
隆
一
脉
相
传
，
老
幼
尊
卑
，
不
失
其
序
，
亲
疏
远
近
，
不
乱
其
伦
，
使
仁
让
成
风
，

雍
和
兴
族
矣
。
族
谱
是
历
史
与
现
实
相
结
合
的
学
科
，
无
需
像
小
说
、
戏
剧
那
样
塑
造
、
加
工
，
应
以
历
史
事
实
为

基
础
，
还
历
史
之
本
来
面
目
。
用
科
学
创
新
的
方
法
，
去
开
启
历
史
之
尘
封
，
打
捞
历
史
之
沉
淀
，
对
采
编
之
材
不



可
不
慎
，
对
历
史
事
件
评
价
不
可
不
公
，
对
疑
点
不
可
倚
势
定
论
。
要
求
内
容
真
实
。
时
间
准
确
，
经
得
起
历
史
检

验
。

杨
氏
族
谱
编
纂
成
功
，
一
是
有
赖
党
的
改
革
开
放
好
政
策
，
二
是
有
赖
于
祖
宗
的
福
荫
，
三
是
得
益
于
编
辑
人

员
，
日
夜
兼
程
，
墨
濡
笔
耕
不
辍
，
无
私
奉
献
。
四
是
得
益
全
族
宗
亲
的
大
力
支
持
。
族
谱
付
梓
，
是
全
体
族
人
集

体
智
慧
的
结
晶
。

余
认
为
，
凡
谱
修
之
举
，
务
需
克
己
奉
公
，
任
劳
任
怨
，
任
劳
则
为
勤
，
任
怨
则
为
公
，
既
勤
且
公
则
心
无
愧

焉
。
心
无
愧
，
则
谱
可
成
，
代
可
昭
，
族
可
兴
矣
。
谱
既
成
，
则
功
在
社
会
，
利
在
家
族
，
福
在
宗
亲
也
。
值
族
谱

编
纂
之
日
，
浅
学
之
辈
，
聊
述
数
语
以
陈
心
迹
，
何
敢
言
跋
。

谨
此
为
记

恩
公
第
九
世
嗣
孙
副
主
任
辉
韶
敬
撰

时
癸
卯
年
仲
冬
月



跋“
治
世
则
编
史
，
族
旺
则
修
谱
”
。
杨
氏
理
事
会
抓
住
政
通
人
和
，
文
化
事
业
飞
速
发
展
，
姓
氏
文
化
生
机
勃

发
的
大
好
时
机
，
六
修
族
谱
。
由
理
事
会
授
权
，
加
之
全
族
宗
亲
的
大
力
支
持
，
经
编
委
们
的
连
续
作
战
，
艰
苦
奋

斗
，
历
时
一
载
墨
濡
笔
耕
之
劳
，
六
谱
面
世
。
这
是
杨
氏
族
人
一
大
盛
举
，
也
是
谱
牒
文
化
之
一
大
喜
事
，
值
得
庆

贺
。

国
有
史
，
地
方
有
志
，
家
族
有
谱
，
这
是
中
华
文
化
的
优
良
传
统
。
中
华
文
明
五
千
年
之
所
以
能
延
绵
不
断
至

今
，
家
谱
的
编
纂
起
着
重
要
的
作
用
。
国
之
基
本
细
胞
是
家
，
家
是
最
小
的
国
，
国
是
最
大
的
家
，
有
国
才
有
家
。

《
尚
书·

尧
典
》
云
：
“
克
明
俊
德
，
以
亲
九
族
，
九
族
既
睦
，
平
章
百
姓
。
百
姓
昭
明
，
协
和
万
邦
”
。
可
见
尧

所
建
立
的
雍
和
社
会
即
和
谐
社
会
，
是
从
“
亲
九
族
”
开
始
的
。
既
然
家
族
于
国
如
此
重
要
，
为
使
家
族
的
行
迹
不

至
于
流
散
，
只
有
修
编
谱
牒
才
能
传
承
。
对
我
族
近
四
百
年
的
族
史
，
若
非
谱
牒
记
述
，
何
以
概
悉
。
故
谱
书
必
须

按
惯
例
续
修
也
。

纵
观
杨
氏
先
贤
们
所
编
的
一
至
五
修
族
谱
。
均
按
欧
氏(
五
代
谱)

格
式
编
辑
的
。
言
之
有
物
，
事
出
有
据
，
实

事
求
是
，
论
证
至
精
。
秉
笔
直
书
，
兼
及
历
史
，
古
今
名
人
，
祖
训
家
风
，
格
言
等
。
叙
述
至
确
。
内
容
全
面
丰
富
，



存
史
价
值
高
，
行
文
流
畅
，
是
一
组
团
结
教
育
族
人
励
志
之
宝
典
。
但
遗
憾
的
是
：
一
至
四
修
族
谱
存
量
十
分
有
限
。

故
六
修
族
谱
计
划
印
六
十
套
，
按
高
字
辈
各
颁
发
一
套
，
达
到
提
质
增
量
，
以
利
查
阅
方
便
。

开
基
祖
嗣
恩
公
，
迁
浏
至
今
近
四
百
载
矣
，
繁
衍
十
五
代
，
现
有
人
丁
二
千
五
百
余
众
。
居
住
地
集
中
，
分
布

范
围
不
广
，
资
料
备
齐
不
难
，
所
有
人
丁
可
全
部
入
谱
。
这
样
就
使
所
编
之
族
谱
资
料
齐
全
且
准
确
可
信
，
使
谱
与

族
人
融
为
一
体
。
达
到
团
结
、
沟
通
族
人
之
目
的
。
使
族
人
了
解
其
亲
缘
关
系
，
增
进
血
浓
于
水
的
感
情
。
使
族
人

认
定
六
修
族
谱
是
一
本
写
自
己
的
宝
典
，
而
倍
感
荣
光
和
自
豪
。

盛
世
溯
源
，
安
定
思
祖
。
六
谱
是
一
本
同
根
源
，
共
血
脉
的
鲜
活
教
科
书
。
确
乎
杨
氏
大
观
，
诚
哉
世
族
至
宝
。

它
的
出
版
，
对
杨
氏
文
化
建
设
也
将
是
一
大
贡
献
。
冀
杨
氏
后
裔
，
光
前
裕
后
，
力
行
善
举
，
为
国
为
民
，
再
立
新

功
。

谨
此
为
跋

恩
公
第
十
世
嗣
孙
汉
成
撰
理
事
会
副
会
长

时
癸
卯
年
仲
冬
月



跋有
祖
才
有
国
，
祖
与
国
密
不
可
分
，
故
称
祖
国
。
我
们
所
说
的
热
爱
祖
国
，
其
实
包
含
两
层
意
思
，
一
是
指
对

先
祖
生
活
并
开
拓
的
大
好
河
山
的
热
恋
；
二
是
指
对
先
祖
所
创
造
的
灿
烂
历
史
和
文
化
的
厚
爱
。
血
浓
于
水
。
我
国

是
一
个
多
民
族
的
国
家
。
各
个
民
族
又
由
同
根
的
以
血
缘
关
系
为
纽
带
的
各
个
世
族
所
组
成
。
数
千
年
来
，
各
姓
氏

家
族
的
繁
衍
生
息
，
悲
欢
聚
散
，
记
录
着
中
华
民
族
祖
祖
辈
辈
感
人
至
深
的
创
业
历
程
，
折
射
出
中
华
民
族
灿
烂
的

文
化
之
光
。
姓
氏
文
化
、
宗
族
文
化
是
中
华
民
族
传
统
文
化
的
重
要
组
成
部
分
。
杨
姓
是
中
国
姓
氏
中
重
要
一
支
，

人
数
在
全
国
姓
氏
中
名
列
第
六
。
杨
氏
有
光
辉
灿
烂
的
历
史
。
三
千
多
年
来
，
诞
生
了
不
少
伟
人
名
将
、
英
才
俊
杰
，

向
来
有
“
清
白
传
家
”
的
优
良
传
统
，
为
中
华
民
族
的
发
展
作
出
了
不
可
磨
灭
的
贡
献
。

在
绵
延
三
千
多
年
的
历
史
发
展
长
河
中
，
杨
氏
世
代
子
孙
以
清
白
自
守
，
心
怀
天
下
，
始
终
与
国
家
民
族
，
同

呼
吸
共
命
运
。
先
后
涌
现
了
西
汉
赤
泉
候
杨
喜
，
东
汉
关
西
夫
子
杨
震
，
隋
朝
帝
王
杨
坚
、
杨
广
父
子
，
唐
朝
贤
相

杨
绾
、
杨
炎
、
杨
嗣
复
等
十
一
位
宰
相
，
宋
代
名
将
杨
业
一
家
。
先
祖
不
乏
帝
王
将
相
，
忠
勇
豪
雄
。
在
华
夏
素
享

“
精
忠
报
国
，
清
白
传
家
”
之
美
誉
。
为
国
家
民
族
作
出
了
“
文
能
治
国
，
武
能
安
邦
”
之
辉
煌
业
绩
。
历
代
杨
氏

忠
臣
良
将
而
载
入
国
史
者
逾
越
千
人
，
国
人
对
杨
氏
之
史
迹
有
口
皆
碑
。



国
家
有
史
，
可
鉴
古
今
，
知
兴
衰
，
明
荣
辱
，
识
忠
奸
。
家
族
有
谱
，
可
继
宗
旗
，
承
祖
考
，
辨
亲
疏
，
明
血

统
，
可
继
前
人
之
志
，
了
今
人
之
愿
。
故
编
修
族
谱
，
应
增
设
杨
氏
中
略
，
各
人
传
录
，
姓
氏
文
化
，
孝
道
文
化
，

祖
训
家
风
等
篇
目
。
从
多
维
度
，
多
视
角
反
映
杨
氏
族
人
历
朝
历
代
之
活
动
及
成
就
使
后
嗣
透
过
这
本
具
有
丰
厚
文

化
底
蕴
的
族
谱
，
看
到
变
幻
着
的
历
史
风
云
，
跌
宕
起
伏
的
人
世
沧
桑
。
这
就
使
族
谱
，
既
有
史
实
性
，
教
育
性
，

又
有
趣
味
性
，
可
读
性
。
使
新
时
期
族
谱
真
正
起
到
“
存
史
、
教
化
、
资
治
”
之
功
能
。
谱
者
，
巨
大
的
资
料
宝
库
。

它
蕴
藏
社
会
学
、
历
史
学
、
考
古
学
、
经
济
学
、
民
俗
学
、
民
族
学
、
人
物
传
记
、
家
族
制
度
等
。
极
具
文
物
保
护
、

学
术
研
究
，
道
德
教
育
等
价
值
。
它
记
载
家
族
人
丁
繁
衍
，
瓜
帙
绵
延
的
历
史
往
事
。
维
系
彼
此
家
族
人
伦
关
系
，

其
中
蕴
藏
无
尽
有
价
值
的
史
料
。
为
研
究
族
群
巨
变
，
人
类
发
展
轨
迹
，
都
是
十
分
珍
贵
的
瑰
宝
。

杨
氏
伴
随
着
沧
桑
巨
变
，
犹
如
一
棵
挺
拔
茂
盛
的
骄
杨
。
让
杨
氏
子
孙
携
起
手
来
，
共
同
培
植
这
棵
参
天
大
树
，

使
之
枝
繁
叶
茂
，
花
盛
果
硕
而
万
古
长
青
。

恩
公
第
十
一
世
嗣
孙

杨
氏
六
修
族
谱
副
主
编
源
基
谨
撰

时
癸
卯
年
仲
冬
月



跋据
考
证
：
杨
氏
胚
胎
于
周
，
鼎
盛
于
汉
，
曼
延
于
唐
，
而
繁
于
晋
。
至
是
其
脉
渊
蕴
蓄
之
深
，
根
珠
盘
错
之
厚
，

故
姓
氏
蒸
蒸
蔚
起
，
得
天
地
之
气
独
厚
，
以
致
其
盛
乎
。

族
之
有
谱
，
溯
源
流
，
序
世
系
，
辨
昭
穆
，
别
亲
疏
也
。
虽
传
至
百
世
之
遠,

徙
居
不
一
，
殊
乡
异
境
，
不
相

闻
问
。
而
族
存
有
谱
，
世
系
可
考
，
后
之
千
载
而
生
者
，
知
所
由
来
。
睦
族
和
宗
，
而
孝
悌
之
心
，
则
油
然
而
生
矣
。

征
之
文
献
，
杨
氏
之
系
，
出
自
黄
帝
，
周
成
王
桐
叶
封
弟
叔
虞
于
杨
。
康
王
六
年
叔
虞
次
子
姬
抒
首
封
杨
候
，

距
今
已
三
千
余
载
矣
。
杨
氏
之
族
，
范
世
忠
厚
，
开
垂
教
之
风
，
培
纯
朴
之
俗
。
东
汉
大
尉
杨
震
，
得
衔
环
雀
报
，

四
知
拒
金
，
开
清
白
家
风
。
杨
坚
统
一
南
北
朝
，
建
立
大
隋
。
杨
广
开
凿
大
运
河
，
贯
通
南
北
水
路
。
万
里
创
诚
斋

诗
体
，
跻
身
宋
朝
四
大
家
。
士
奇
逮
事
四
朝
，
忠
贞
耆
硕
。
令
公
奉
命
征
戎
，
致
忠
竭
力
。
时
公
程
门
立
雪
，
载
道

南
归
。
杨
氏
先
贤
，
文
臣
武
将
，
名
士
大
儒
，
彪
炳
史
册
，
威
震
中
外
。
耿
于
周
，
灼
于
汉
，
统
于
隋
，
烨
于
唐
，

忠
于
宋
，
灿
于
明
，
焊
于
清
，
炽
于
民
国
，
振
于
共
和
。



在
历
史
长
河
中
，
杨
氏
一
大
批
青
史
留
芳
之
精
英
，
不
仅
以
文
治
武
功
的
宏
伟
业
绩
演
绎
了
一
幕
幕
风
云
变
幻

之
历
史
画
卷
，
也
奠
定
了
杨
氏
在
华
夏
文
明
史
上
之
崇
高
地
位
。
刚
健
有
为
，
自
强
不
息
，
精
忠
报
国
，
清
白
传
家
，

固
为
杨
氏
之
传
统
美
德
矣
。

试
瞻
今
世
，
杨
氏
枝
繁
叶
茂
，
播
迁
四
方
。
文
臣
武
将
，
造
福
家
邦
。
平
型
关
前
，
德
志
打
狼
；
成
武
建
功
，

鏖
战
台
庄
；
杨
勇
御
敌
，
威
震
太
行
。
抗
美
援
朝
，
杨
家
将
帅
，
三
杨
开
泰
，
文
韬
武
略
，
保
家
卫
国
，
丰
功
伟
绩
，

青
史
留
芳
。
先
哲
伴
驾
紫
禁
城
。
封
疆
晋
九
卿
。
今
贤
翘
楚
科
政
軍,

环
球
游
精
英
。

族
谱
者
，
考
一
族
之
繁
衍
，
征
一
族
之
隆
替
。
存
一
族
之
谱
，
隆
一
脉
之
传
。
欲
使
后
之
阅
谱
者
，
悉
数
了
然
。

亦
知
前
代
之
本
本
源
源
，
后
人
之
绳
绳
继
继
，
祠
墓
之
累
累
可
考
，
世
系
之
凿
凿
堪
凭
，
支
派
繁
而
不
乱
，
世
次
远

而
不
淆
。
人
人
同
咏
螽
斯
之
句
，
共
颂
麟
趾
之
音
，
披
三
公
之
世
泽
，
承
四
世
之
家
风
。
盖
谱
既
修
，
则
长
幼
序
而

昭
穆
明
，
亲
疏
辨
而
远
近
定
。
亲
亲
之
仁
有
所
施
，
尊
尊
之
义
有
听
措
。
利
乐
与
共
，
患
难
相
恤
，
雍
雍
熙
熙
，
相

保
勿
失
，
上
对
得
住
祖
宗
，
下
能
教
育
子
孙
。
古
今
一
体
，
善
莫
大
焉
。

是
为
跋

恩
公
第
十
世
嗣
孙
剑
芳
谨
撰

六
修
族
谱
执
行
主
编
时
癸
卯
年
仲
冬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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