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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校
注
说
明

一

本
志
以
记
述
明
代
历
史
资
料
为
主
体
其
主
修
者
纂
修
者
多
易
其
人
其
资
料
下
限
跨
越
到
清
代
初
期

校

注
者
就
︽朔
方
新
志
︾纂
修
及
其
史
料
评
述
予
以
专
文
介
绍
置
于
志
末


二

依
照
古
代
修
志
贯
例
保
留
明
万
历
朝
以
后
至
清
初
原
始
资
料
并
遵
循
今
人
对
原
志
志
名
称
谓
习
惯
故
校

注
本
定
名
为
︽增
补
万
历
朔
方
新
志
校
注
︾

三

原
志
约
二
十
万
字
卷
首
设
舆
图
序
文
凡
例
目
录

全
志
五
卷
详
见
目
录


四

原
志
卷
下
分
目
细
目
繁
多
部
分
层
次
不
清

为
了
便
于
查
阅
校
注
本
在
保
持
原
志
基
本
体
例
结
构
的
基

础
上
分
别
以
序
号
黑
体
和
楷
体
标
明
不
同
目
级
层
次
以
求
结
构
清
晰

校
注
本
标
明
古
诗
作
序
号
到
一
六
四
然

原
志
一
诗
题
下
有
多
首
出
现
实
有
古
体
诗
二
百
○
三
首


五

原
志
各
卷
重
复
内
容
较
多
校
注
本
采
用
合
理
删
裁
衔
接
办
法
予
以
处
理
并
加
以
注
释
形
式
予
以
说
明


六

为
便
于
查
阅
校
注
本
在
历
史
纪
年
干
支
纪
年
之
后
一
律
用
︵
︶加
注
公
元
纪
年


七

为
适
应
更
多
读
者
校
注
本
主
要
采
用
分
段
断
句
标
点
补
漏
以
及
化
繁
为
简
等
办
法
对
原
志
进
行
技

术
处
理

个
别
人
名
地
名
专
用
名
词
保
留
繁
体
字
俗
体
字
或
异
体
字
和
通
假
字

校
本
亦
坚
持
﹁存
真
复
原
﹂校
勘

原
则
同
时
标
注
今
人
习
惯
使
用
之
字
以
作
参
照


八

原
志
错
别
字
以
︵
︶注
明
并
以
︹
︺更
正

增
补
字
以
︹
︺表
明

无
法
辨
认
或
缺
漏
字
句
用
□
表
示


一
□
表
示
一
字


九

原
志
中
的
夹
注
采
用
双
行
小
字
排
列
校
注
本
一
律
改
用
单
行
排
印
并
以
不
同
于
正
文
的
字
体
字
号
加
以
区
别


一
○

原
志
藏
于
中
国
国
家
图
书
馆
上
海
图
书
馆
南
京
图
书
馆
校
注
本
据
︽故
宫
珍
本
丛
刊
︾并
参
照
︽宁

夏
历
代
方
志
萃
编
︾影
印
本


一

校
注
说
明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朔
方
志
序

朔
方
志
止
疏
其
方
事
耳

脱
犹
有
遗
奚
取
志
故
志
贵
悉

然
上
下
千
余
年
间
其
事
大
积
易
繁
且
俚
约
之
而

蕲
于
文
斯
几
矣

悉
其
事
而
约
以
文
惟
大
雅
寔
能

兹
志
始
自
庆
靖
王
昭
韪
完
戒
其
事
洵
核
后
凡
三
修
竟
流
而

为
簿
书
︻一
︼
观
者
疵
焉
︻二
︼

夫
图
志
国
之
诞
章
︻三
︼

矧
朔
方
为
雍
要
塞
经
略
防
御
审
画
攸
关
筹
边
者
将
按
图
而

运
之
簿
书
其
志
可
乎


余
承
乏
是
方
凡
六
稔
方
事
略
晓
鬯

戊
寅
︵一
五
七
八
年
︶冬
余
乃
按
旧
志
整
齐
其
故
实
拾
遗
约
繁
矫
俚
为

文
作
志
十
篇
曰
志
地
志
边
志
□
志
祀
志
赋
志
兵
志
宦
志
人
志
举
志
杂
析
为
四
卷
经
画
发
微
︻四
︼
著
言

以
断
中
寓
讽
褒
放
怫
迁
固
论
赞
︻五
︼
非
敢
附
于
大
雅

庶
几
述
往
事
贻
来
者
可
考
镜
于
一
方
耳


顾
边
务
倥
偬
载
籍
不
博
愧
无
以
成
一
家
言
冀
有
洽
闻
者
订
正
之
云


万
历
己
卯
︵一
五
七
九
年
︶二
月
初
吉
奉
敕
巡
抚
宁
夏
等
处
地
方
赞
理
军
务
都
察
院
右
副
都
御
史
前
巡
按
直
隶

山
东
大
理
寺
左
少
卿
蒲
坂
念
山
罗
凤
翱
︻六
︼
撰
书


注
释
︻一

︼簿
书

官
署
中
的
文
书
簿
册


︻二
︼疵
焉

︽庄
子
·
内
篇
·
人
间
世
︾有
颜
回
对
孔
子
说
﹃为
人
之
所
为
者
人
亦
无
庛
焉
﹄之
句
意
为
做
一
般
人
臣
都
做
的
事
人
们
也
就
不
会
责
难

了
吧

疑
应
为
﹃无
疵
焉
﹄

︻三
︼国
之
诞
章

指
国
家
大
法
或
一
部
巨
著


︻四
︼发
微

阐
发
微
妙
之
处

指
对
某
一
事
理
或
事
物
原
委
的
探
索


︻五
︼迁
固
论
赞

指
司
马
迁
︽史
记
︾﹃太
史
公
曰
﹄及
班
固
︽汉
书
︾﹃赞
曰
﹄
这
些
论
赞
序
皆
为
二
人
议
论
之
言


︻六
︼罗
凤
翱

多
名
学
者
多
部
著
述
文
章
称
为
﹃罗
凤
翔
﹄
罗
凤
翱
字
高
输
号
念
山
山
西
蒲
州
︵今
山
西
省
永
济
市
︶
人
生
卒
年
不
详

︽
明
实

录
︾有
散
见
事
迹
︽山
西
通
志
︾有
传


二

增
补
万
历
朔
方
新
志
校
注



朔
方
新
志
序

宁
夏
古
朔
方
地
故
其
志
以
朔
方
名

志
凡
四
修
矣
新
之
者
何


粤
稽
国
初
开
镇
建
节
列
障
张
︻一
︼
官
文
物
典
章
灿
然
往
牒
迨
罹
壬
辰
兵
燹
遂
举
二
百
余
年
之
所
经
理
者


荡
然
有
同
草
昧

迄
兹
再
纪
而
藩
统
官
寺
之
增
损
舆
地
营
寨
之
废
兴
甲
兵
钱
谷
之
盈
朒
︻二
︼
习
俗
民
隐
之
变
迁


考
往
按
今
岂
其
时
异
势
殊
然
!


前
抚
振
峰
崔
公
︻三
︼
安
攘
之
暇
有
慨
乎
中
念
旧
章
不
可
以
遂
湮
近
事
不
可
以

缺
载

会
癸
丑
︵一
六
一
三
年
︶杨
君
︻四
︼
假
归
檄
道
礼
延
主
笔
暨
一
二
逢
掖
︻五
︼
开
局
纂
修
甫
就

而
公
奉
简
命

入
贰
枢
管

杨
君
亦
以
谒
选
行

适
余
来
代
访
旧
问
遗
乃
获
君
稿
于
儒
官
黄
机
︹
黄
︺
机
固
佐
君
共
襄
考
订
者
也


方
下
所
司
督
锓
︻六
︼
诸
梓
而
君
复
以
司
农
使
事
过
里
门
又
间
加
参
续
请
余
言
弁
诸
简
端


余
惟
古
者
国
必
有
史
志
者
史
之
征
也

今
天
下
一
郡
一
邑
莫
不
有
志

矧
兹
有
夏
肇
于
城
朔
扼
孤
悬
而
控

区
脱
实
全
秦
之
北
门

高
皇
帝
不
难
分
王
所
亲
爱
若
此
其
重
也

然
而
风
气
之
亭
毒
教
化
之
渐
陶
从
来
文
献
他

镇
不
敢
望
焉

君
更
以
鸿
裁
卓
识
构
所
睹
闻
故
其
上
下
古
今
焕
乎
鳞
次
分
纲
衍
目
为
帙
有
五

于
天
堑
兵
食


风
俗
理
乱
著
有
儆
敕
之
词
思
深
哉
足
以
昭
炯
鉴
而
垂
典
则
矣


虽
然
斯
志
也
感
壬
辰
而
修
也

以
彼
其
时
谁
实
稔
衅
︻七
︼
而
鼓
凶

谁
实
沉
几
︻八
︼
而
定
乱

以
此
思
罪
罪

可
知

以
此
思
功
功
可
纪

若
夫
揭
赤
心
以
拒
逆
蹈
白
刃
以
留
芳
凛
凛
誓
不
共
生
烈
烈
殉
以
一
死

光
争
日

月
气
壮
山
河
岂
非
皇
灵
所
由
以
扬
休
天
道
所
由
以
祚
顺
群
策
群
力
所
由
以
宣
畅
者
耶


览
斯
志
也
臣
可
劝
于
忠
子
可
劝
于
孝
士
可
劝
于
义
妇
可
劝
于
贞

斯
固
崔
公
檄
修
之
意
而
杨
君
文
字
足
以

发
之

苟
有
采
风
以
备
惇
史
︻九
︼
则
斯
志
为
之
征
矣

倘
云
武
兢
示
威
储
峙
示
豫
︻一
○
︼
险
堑
用
复
废
弛
用
张
此

三

序



制
治
保
邦
之
令
图
亦
唯
︵填
︶︹镇
︺
抚
兹
土
之
责

余
窃
志
焉
而
才
弗
逮
安
敢
以
时
诎
为
之
辞

因
感
斯
志
而
乐

观
其
成
也
援
笔
为
序
敬
告
来
斯


万
历
丁
巳
︵一
六
一
七
年
︶春
王
正
月
︻一
一
︼
既
望
吉
赐
进
士
出
身
通
议
大
夫
奉
敕
巡
抚
宁
夏
等
处
地
方
赞
理
军

务
都
察
院
右
副
都
御
史
前
太
仆
光
禄
少
卿
兵
部
职
方
司
郎
中
怀
远
楚
璞
杨
应
聘
撰
︻一
二
︼


注
释
︻一

︼张

设
陈

︽史
记
·
孝
武
本
纪
︾
﹃张
羽
旗
设
供
具
﹄

︻二
︼盈
朒

︽九
章
算
术
︾第
七
章
为
﹃盈
朒
﹄
刘
徽
注

﹃盈
者
谓
之
脁
不
足
者
谓
之
朒
﹄

︻三
︼崔
公

指
前
任
宁
夏
巡
抚
崔
景
荣


︻四
︼杨
君

指
本
志
纂
修
者
杨
寿
进
士
宁
夏
镇
人


︻五
︼逢
掖

古
代
读
书
人
所
穿
一
种
袖
子
宽
大
的
衣
服

此
处
指
儒
生


︻六
︼锓

特
指
刻
书
板

叶
德
辉
︽书
林
清
话
︾卷
一

﹃刻
板
盛
于
赵
宋
其
名
甚
繁


曰
锓
板
曰
锓
木
曰
锓
梓
﹄

︻七
︼稔
衅

成
语
衅
稔
恶
盈
犹
言
罪
大
恶
极


︻八
︼沉
几

沉
几
欢
变
冷
静
观
察
随
机
应
变


︻九
︼惇
史

有
德
行
之
人
的
言
行
记
录


︻一
○
︼豫

安
适

如
忧
劳
可
以
兴
国
逸
豫
可
以
亡
身


︻一
一
︼王
正
月

︽春
秋
︾有
﹃隐
公
元
年
春
王
正
月
﹄条

每
年
头
一
个
月
谓
正
月

每
月
头
一
天
谓
朔

古
时
王
者
受
命
必
改
正
朔

﹃王
正
月
﹄是

说
奉
周
王
的
正
朔

此
处
指
明
万
历
四
十
五
年
︵一
六
一
七
年
︶正
月


︻一
二
︼序
末
落
款
有
﹃楚
璞
﹄﹃杨
应
聘
印
﹄阴
阳
两
方
印
文


四

增
补
万
历
朔
方
新
志
校
注



重
修
宁
夏
志
序

今
僻
郡
下
邑
率
多
有
志
以
纪
其
事
而
边
陲
则
尤
不
可
缺
焉

盖
边
陲
之
务
重
在
经
略

先
自
治
之
道
慎
未

然
之
防
则
戎
狄
虽
强
莫
能
为
我
患
我
得
而
鞭
挞
之
矣

酌
古
以
揆
今
溯
往
以
矩
来
该
人
之
情
而
极
事
之
变
经

略
者
之
所
用
心
也
舍
志
则
奚
適
︻一
︼
矣


我
皇
明
御
宇
隆
治
列
镇
以
控
制
夷
虏
在
陕
者
有
四
而
宁
夏
居
其
一
焉
屹
然
为
西
北
重
地

旧
有
志
弘
治
辛

酉
︵一
五
○
一
年
︶中
丞
王
公
珣
延
胡
公
汝
砺
纂
修
者

嘉
靖
庚
子
︵一
五
四
○
年
︶中
丞
杨
公
守
礼
又
延
管
君
律

重
修
之
今
几
四
十
年
矣

因
革
废
置
大
异
焉

余
惧
将
来
之
无
所
考
也
因
檄
兵
粮
道
佥
宪
解
君
学
礼
重
修
之

解

君
则
礼
延
长
史
孙
汝
汇
相
与
考
索
订
正
逾
年
告
成

旧
志
可
因
者
因
之
未
备
者
增
之
繁
芜
者
则
芟
刈
之

为
卷

者
四
为
目
者
四
十
有
二
大
都
以
有
关
于
政
体
边
事
为
准
外
此
弗
录
也

华
而
不
浮
质
而
不
俚
疆
域
故
实
及
昔

贤
经
略
之
迹
︵犁
︶︹历
︺然
在
目

呜
呼

核
且
备
矣

稽
往
範
来
是
不
可
以
传
乎


盖
常
论
之
宁
夏
为
地
贺
兰
峙
其
西
崒
嵂
盘
亘

黄
河
在
其
东
洪
流
环
带

而
汉
唐
诸
渠
举
锸
为
云
决

渠
为
雨
有
灌
浸
之
利
以
育
五
谷
以
故
视
诸
边
镇
称
善
地
焉


秦
以
前
无
论
已
自
汉
武
置
朔
方
郡
嗣
后
赫
连
拓
跋
氏
据
之
雄
视
一
方

而
拓
跋
之
后
绵
延
数
世
元
昊
勒

兵
侵
轶
︻二
︼
中
原
震
撼
虽
以
韩
范
︻三
︼
诸
贤
极
经
略
制
图
之
力
迄
不
能
有
以
靖
之

说
者
谓

﹃
其
地
四
塞
险

固
藉
山
河
之
助
居
多
是
则
其
大
势
然
耳
﹄
北
虏
自
窃
据
河
套
以
来
种
类
蔓
滋

盖
以
所
抄
掠
之
众
充
其
中
每
鼓

流
浮
河
西
渡
莫
之
能
遮

而
冬
寒
冰
合
坦
若
通
衢
冰
墙
不
足
以
遏
之
黄
河
之
险
我
且
与
彼
共
矣

贺
兰
山
多

︵溪
︶︹蹊
︺径
十
掫
之
吏
少
不
戒
狄
即
生
心

花
马
池
东
西
地
势
漫
衍
平
旷
虏
每
大
举
必
由
此
深
入
则
原
州


朝
那
环
庆
诸
处
受
其
荼
毒

西
之
中
卫
广
武
山
后
之
虏
亦
时
时
南
下
蹂
躏
内
地

往
岁
之
事
可
鉴
也
则
所
谓

五

序



山
河
之
助
者
直
得
其
一
二
焉
耳
盖
亦
重
在
自
治
也
耶

夫
固
其
城
池
险
其
走
集
︻四
︼
谨
其
烽
燧
简
材
官
练
军

马
制
器
械
备
粮
储
自
治
之
经
也


今
圣
天
子
德
威
洪
敷
北
虏
俯
首
纳
款
然
犹
加
意
边
陲
屡
饬
边
臣
以
修
实
政

盖
以
豺
狼
之
性
不
常
驯
也


前
后
有
疆
场
之
任
者
恪
慎
厥
事
朝
夕
不
遑
诸
所
经
略
既
毖
既
详
矣

然
边
政
无
时
可
忽
而
旧
迹
久
则
易
湮
时

加
绸
缪
不
废
已
成
之
务

广
集
众
思
益
增
未
备
之
图

非
所
当
深
念
者
乎

且
夷
狄
之
强
弱
异
时

事
机
之

利
害
异
情

措
置
之
缓
急
异
便

无
必
定
之
规
也

因
已
然
之
筹
以
善
其
谋

度
之
于
时
以
通
其
变

矢
之

以
忠
勤
以
弘
其
功
则
经
略
之
事
尽
之
矣


志
之
所
载
咸
足
取
镜
焉

后
之
有
考
于
斯
者
循
名
责
实
可
免
无
征
之
叹
是
作
志
者
意
也

或
曰
河
套
土
肥

饶
可
耕
旧
我
地
也

今
为
胡
虏
巢
穴
与
我
比
邻
矣

不
驱
之
于
河
外
夏
人
未
得
安
枕

而
镇
远
关
黑
山
营
亟
宜

复
之
以
为
平
虏
藩
篱

呜
呼

是
矣

然
未
易
言
焉
以
俟
后
之
君
子


万
历
五
年
︵一
五
七
七
年
︶仲
冬
之
望
赐
进
士
第
资
政
大
夫
奉
敕
总
督
陕
西
三
边
军
务
兵
部
尚
书
兼
都
察
院

右
副
都
御
史
北
海
石
茂
华
撰


注
释
︻一

︼奚
適

奚
旧
时
谓
仆
役

適
旧
时
谓
官
爵
相
同
的
人

又
﹃適
﹄同
﹃适
﹄到
也

全
句
为
动
词
﹃适
﹄的
宾
语
﹃奚
﹄前
置


︻二
︼侵
轶

侵
扰
突
击

︽左
传
·
隐
公
九
年
︾
﹃惧
其
侵
轶
我
也
﹄

︻三
︼韩
范

指
北
宋
名
臣
韩
琦
范
仲
淹


︻四
︼险
其
走
集

︽左
传
︾有
﹃夫
正
其
疆
场
修
其
土
田
险
其
走
集
亲
其
民
人
﹄之
语

集
︽春
秋
左
传
注
疏
︾谓
﹃边
境
之
垒
辟
也
﹄

六

增
补
万
历
朔
方
新
志
校
注



重
修
宁
夏
新
志
序
︻一
︼

宁
夏
镇
志
成
于
弘
治
辛
酉
︵一
五
○
一
年
︶岁
作
之
者
郡
人
郎
中
胡
公
汝
砺
实
大
中
丞
曹
南
王
公
珣
之
意
也


嘉
靖
己
亥
︵一
五
三
九
年
︶
岁
守
礼
叨
抚
其
地
暇
日
披
图
阅
志
因
革
损
益
殆
相
矛
盾
遂
作
而
叹
曰

﹃
志

成
不
四
十
年
更
易
如
是
久
而
人
亡
事
讹
何
以
考
证

﹄
命
督
粮
佥
事
孟
公
霦
礼
请
刑
科
给
事
中
致
仕
郡
人
管
公

律
重
编
不
三
月
而
成

因
旧
而
新
随
事
而
正

政
有
关
于
大
体
者
不
厌
其
烦

事
有
益
于
军
民
者
备
记
其
实


凡
百
家
众
技
之
流
旧
制
新
设
之
颠
末
纲
分
目
悉
且
随
类
附
以
不
尽
之
意

该
博
之
学
经
济
之
才
可
以
见
矣


南
涧
子
︻二
︼
复
作
而
叹
曰

﹃司
马
迁
以
无
罪
废
而
学
发
于
史
子
美
︻三
︼
不
见
用
于
时
而
学
发
于
诗
古
今
文
人

之
厄
也

管
子
其
安
命
矣
夫

﹄特
命
刊
木
以
传


呜
呼

我
明
亿
万
年
无
疆
之
休
家
有
谱
郡
有
志
国
有
史
人
文
兼
备
法
制
森
然

胡
元
不
足
言
矣

汉


唐
宋
一
统
之
盛
无
如
今
日

继
是
而
往
作
之
者
非
一
人
成
之
者
非
一
手
先
后
同
心
共
成
良
志
以
备
国
史
顾

不
美
欤

谨
稽
首
顿
首
以
赘
于
简
端
云


嘉
靖
庚
子
︵一
五
四
○
年
︶
岁
秋
八
月
吉
旦
钦
差
巡
抚
宁
夏
地
方
都
察
院
右
副
都
御
史
晋
蒲
南
涧
子
杨
守

礼
识


注
释
︻一

︼此
为
杨
守
礼
为
︽嘉
靖
宁
夏
新
志
︾所
作
序
言
原
志
收
录
校
注
本
存
之


︻二
︼南
涧
子

指
作
者
杨
守
礼
封
为
少
保
南
涧
公


︻三
︼子
美

指
唐
代
诗
圣
杜
甫
字
子
美


七

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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朔
方
新
志
目
录

卷

一
图
考

总
镇
图

镇
城
图

河
西
总
图

河
东
总
图

东
路
图

中
路
图

南
路
图

西
路
图

北
路
图

建
置
沿
革

天
文

星
野

地
理

疆
域

城
池

卫
寨

坊
市

风
俗

山
川
形
胜
附

食
货

户
口

屯
田

赋
役

水
利

盐
法

物
产

土
贡

税
课

卷

二
内
治

帝
幸

藩
封

官
制

宦
迹

兵
马

钱
谷

公
署

学
校

仓
库

驿
递

外
威

边
防

关
隘

烽
燧

俘
捷

款
贡

卷

三
文
学

科
贡

乡
献

流
寓

武
阶

武
科
附

忠
孝
节
义

窃
据
叛
乱

坛
祠

八

增
补
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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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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寺
观
仙
释
附

陵
墓

古
迹

祥
异

方
技

卷

四
词
翰

卷

五
词
翰

遗
事

九

朔
方
新
志
目
录



总
镇
图
说

宁
夏
古
雍
州
域
亦
朔
方
地
也

春
秋
而
下
沿
革
靡
常


国
朝
置
宁
夏
府
东
南
连
延
庆
西
南
接
固
兰
贺
兰
右
屏
黄
河
左
带
而
山
河
之
表
腋
背
皆
为
虏
巢

所
属
有

五
路
内
设
宁
左
右
前
中
外
列
后
中
共
七
卫
暨
灵
州
兴
武
平
虏
三
所
隶
陕
西
都
司


庆
王
藩
封
在
焉
盖
屹
然
西
北
一
重
镇
也

开
镇
备
边
以
武
臣
镇
守

正
统
间
设
巡
抚
都
御
史
赞
理
军
务


历
朝
宪
臬
︻一
︼
郡
丞
副
参
游
守
始
备

东
路
之
沙
湃
中
路
之
碱
沟
红
山
暗
洞
南
路
之
井
沟
诸
隘
口
悉

极
冲
要
︵害
︶之
地

北
路
平
虏
乃
全
镇
咽
喉
其
孤
悬
一
隅
势
亦
孔
棘
而
西
路
中
卫
更
甚

弘
︹治
︺正
︹德
︺以

前
地
方
殷
富
仓
廪
充
盈
额
设
营
兵
数
敷
战
守
即
有
虏
警
尚
不
觉
有
捉
襟
露
肘
之
虞

隆
︹庆
︺万
︹历
︺
以
来


边
事
如
操
漏
舟
如
窒
溃
堤
矣
何
也

势
以
武
节
不
竞
备
以
款
贡
乃
弛
延
及
壬
辰
降
胡
煽
乱
︻二
︼
疆
土
残
破
民

社
丘
墟
千
里
之
间
皆
为
虏
尘
马
灶

顷
更
内
苦
歉
岁
外
患
剥
肤
原
额
旗
军
已
耗
︵
太
︶︹
大
︺
半
额
有
钱
谷
每

岁
告
艰

且
昔
之
险
为
我
凭
今
之
险
为
虏
据
夏
事
殆
难
收
拾
矣

幸
督
抚
宪
臣
烈
振
城
方
修
增
险
隘
谋
先
兵

食
请
益
运
银

凡
内
治
外
威
如
营
始
造
之
家
而
干
既
裕
之
蛊
︻三
︼
矣

第
瓯
脱
之
乱
︻四
︼
形
已
兆
而
肘
腋
之
隐
忧
尚

存

矧
法
格
于
奸
蟊
人
狃
于
嬉
愒
彻
桑
未
雨
︻五
︼
何
可
一
日
弛
备
哉

计
者
谓

勿
溺
处
堂
之
小
康
冀
贻
绥
疆

之
远
略

要
在
纪
律
训
齐
俾
士
卒
可
战

经
制
积
蓄
务
本
折
有
余

复
贺
兰
严
夷
夏
之
巨
防

慎
市
赏
折
犬
羊

之
骄
气

斯
可
易
危
为
安
转
弱
为
强
矣


注
释
︻一

︼宪
臬

泛
指
朝
廷
委
驻
各
地
高
级
官
员

如
清
代
称
抚
藩
臬
为
三
大
宪

具
体
言

宪
属
吏
对
上
司
的
尊
称

臬
主
管
一
省
司
法
官
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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︻二
︼降
胡
煽
乱

指
明
万
历
二
十
年
︵一
五
九
二
年
︶发
生
在
宁
夏
镇
的
哱
拜
之
乱
史
称
﹃壬
辰
之
乱
﹄或
﹃壬
辰
之
变
﹄

︻三
︼干
既
裕
之
蛊

语
出
︽周
易
·
蛊
︾﹃干
父
之
蛊
﹄
另
︽象
辞
︾
有
﹃
裕
父
之
蛊
﹄
干
承
担
从
事

蛊
事
事
业

原
意
为
继
承
并
能
胜
任
父

亲
曾
从
事
的
事
业


︻四
︼瓯
脱
之
乱

匈
奴
语
称
边
境
屯
戍
或
守
望
之
处
为
﹃瓯
脱
﹄
此
处
指
双
方
中
间
的
缓
冲
地
带


︻五
︼彻
桑
未
雨

言
在
没
有
下
雨
前
就
剥
下
桑
树
皮
︵捆
扎
门
窗
︶与
未
雨
绸
缪
意
同


一
一

朔
方
新
志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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