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一二

中
山
堂
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
公
元
二
零
二
二
年

農
曆
壬
寅
年

編
修

孫
氏
宗
譜

唐
山
市
豐
南
區
王
打
刁
村
孫
氏
宗
譜

中
山
堂

謹
書

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三四

中
山
堂

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五六

中
山
堂

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七八

中
山
堂

王
打
刁
村

王
打
刁
村
局
部
俯
瞰
景
及
眾
濟
湖

王
打
刁
村
百
草
園

王打刁村大藥王寺

王打刁村大藥王寺萬佛琉璃寶塔

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九十

中
山
堂

大
藥
王
寺
藥
王
殿

大
藥
王
寺
藥
王
殿

大
藥
王
寺
大
雄
寶
殿

王打刁村大藥王寺及眾濟湖

王打刁村大藥王寺山門

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十
一

十
二

中
山
堂

大
藥
王
寺
大
雄
寶
殿

王
打
刁
村
大
藥
王
寺

王
打
刁
村
大
藥
王
寺

王打刁村大藥王寺

王打刁村大藥王寺

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十
三

十
四

中
山
堂

王
打
刁
村
村
委
會

王
打
刁
村
主
街

王
打
刁
村
民
居

王打刁村俯瞰全景

王打刁村村內街道



十
五

十
六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目
錄

卷
一

目
錄

唐
山
王
打
刁
村
孫
氏
宗
譜
目
錄

共
六
卷

第
一
卷

卷
一

村
賦

譜
序

宗
牌

元
朝
族
譜

族
訓

遷
徙
分
佈

名
賢
錄

功
德
錄

編
修
名
單

跋

村
賦

第
三
十
三
頁

譜
序

第
三
十
五
頁

宗
牌

第
四
十
三
頁

元
朝
族
譜

第
五
十
一
頁

族
訓

第
六
十
九
頁

遷
徙
分
佈

第
七
十
九
頁

名
賢
錄

第
九
十
一
頁

功
德
錄

第
九
十
五
頁

費
用
帳
單

第
一
百
零
五
頁

編
修
名
單

第
一
百
零
七
頁

跋

第
一
百
一
十
三
頁



十
七

十
八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目
錄

卷
一

目
錄

卷
二

唐
山
孫
氏
宗
族
前
十
二
世
統
譜

一
世

唐
山
中
山
堂
孫
氏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十
一
頁

二
世

唐
山
中
山
堂
孫
氏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十
三
頁

三
世

唐
山
中
山
堂
孫
氏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十
五
頁

四
世

唐
山
中
山
堂
孫
氏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二
十
一
頁

五
世

唐
山
中
山
堂
孫
氏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二
十
九
頁

六
世

唐
山
中
山
堂
孫
氏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三
十
五
頁

七
世

唐
山
中
山
堂
孫
氏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四
十
七
頁

八
世

唐
山
中
山
堂
孫
氏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五
十
九
頁

九
世

唐
山
中
山
堂
孫
氏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七
十
三
頁

十
世

唐
山
中
山
堂
孫
氏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九
十
三
頁

十
一
世

唐
山
中
山
堂
孫
氏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一
百
二
十
一
頁

十
二
世

唐
山
中
山
堂
孫
氏
統
譜

第
二
册

第
十
一
頁

世
系
圖
譜

第
二
册

第
五
十
九
頁



十
九

二
十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目
錄

卷
一

目
錄

卷
三

中
山
堂
少
長
門
祖
仲
金
公
支
譜

一
世

第
十
三
頁

二
世

第
十
五
頁

三
世

第
十
七
頁

四
世

第
二
十
三
頁

五
世

第
二
十
五
頁

六
世

第
二
十
七
頁

七
世

第
二
十
九
頁

八
世

第
三
十
一
頁

九
世

第
三
十
三
頁

十
世

第
三
十
五
頁

十
一
世

第
三
十
七
頁

十
二
世

第
三
十
九
頁

十
三
世

第
四
十
一
頁

十
四
世

第
四
十
三
頁

十
五
世

第
四
十
五
頁

十
六
世

第
四
十
九
頁

十
七
世

第
五
十
三
頁

十
八
世

第
五
十
七
頁

十
九
世

第
六
十
三
頁

二
十
世

第
七
十
一
頁

二
十
一
世

第
七
十
九
頁



二
十
一

二
十
二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目
錄

卷
一

目
錄

二
十
二
世

第
八
十
三
頁

世
系
圖
譜

第
八
十
五
頁

敬
宗
收
族



二
十
三

二
十
四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目
錄

卷
一

目
錄

卷
四

中
山
堂
少
二
門
祖
仲
銀
公
支
譜

一
世

第
十
三
頁

二
世

第
十
五
頁

三
世

第
十
七
頁

四
世

第
二
十
三
頁

五
世

第
二
十
五
頁

六
世

第
二
十
七
頁

七
世

第
二
十
九
頁

八
世

第
三
十
一
頁

九
世

第
三
十
三
頁

十
世

第
三
十
五
頁

十
一
世

第
三
十
七
頁

十
二
世

第
三
十
九
頁

十
三
世

第
四
十
一
頁

十
四
世

第
四
十
三
頁

十
五
世

第
四
十
七
頁

十
六
世

第
五
十
一
頁

十
七
世

第
五
十
五
頁

十
八
世

第
六
十
一
頁

十
九
世

第
六
十
九
頁

二
十
世

第
七
十
九
頁

二
十
一
世

第
八
十
五
頁



二
十
五

二
十
六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目
錄

卷
一

目
錄

世
系
圖
譜

第
八
十
七
頁

承
謀
先
祖



二
十
七

二
十
八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目
錄

卷
一

目
錄

卷
五

中
山
堂
少
三
門
祖
仲
財
公
支
譜

一
世

第
十
三
頁

二
世

第
十
五
頁

三
世

第
十
七
頁

四
世

第
二
十
三
頁

五
世

第
二
十
五
頁

六
世

第
二
十
七
頁

七
世

第
二
十
九
頁

八
世

第
三
十
一
頁

九
世

第
三
十
三
頁

十
世

第
三
十
五
頁

十
一
世

第
三
十
七
頁

十
二
世

第
三
十
九
頁

十
三
世

第
四
十
一
頁

十
四
世

第
四
十
五
頁

十
五
世

第
四
十
九
頁

十
六
世

第
五
十
三
頁

十
七
世

第
五
十
九
頁

十
八
世

第
六
十
七
頁

十
九
世

第
七
十
七
頁

二
十
世

第
八
十
七
頁

二
十
一
世

第
九
十
三
頁



二
十
九

三
十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目
錄

卷
一

目
錄

世
系
圖
譜

第
九
十
七
頁

燕
翼
貽
謀

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目
錄

卷
一

目
錄

三
十
一

三
十
二

中
山
堂

卷
六

中
山
堂
老
三
門
祖
遇
雲
公
統
譜

合
谱
声
明

新
房
子
村
孫
氏
族
譜
序

合
譜
聲
明

第
一
册

第
十
三
頁

新
房
子
村
孫
氏
族
譜
序

第
一
册

第
十
五
頁

一
世

第
一
册

第
十
七
頁

二
世

第
一
册

第
十
九
頁

三
世

第
一
册

第
二
十
一
頁

四
世

老
三
門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二
十
七
頁

五
世

老
三
門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三
十
一
頁

六
世

老
三
門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三
十
三
頁

七
世

老
三
門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三
十
七
頁

八
世

老
三
門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三
十
九
頁

九
世

老
三
門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四
十
一
頁

十
世

老
三
門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四
十
五
頁

十
一
世

老
三
門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四
十
九
頁

十
二
世

老
三
門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五
十
七
頁

十
三
世

老
三
門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六
十
五
頁

十
四
世

老
三
門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七
十
七
頁

十
五
世

老
三
門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九
十
一
頁

十
六
世

老
三
門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一
百
零
五
頁

十
七
世

老
三
門
統
譜

第
一
册

第
一
百
二
十
七
頁

十
八
世

老
三
門
統
譜

第
二
册

第
十
三
頁

世
系
圖
譜

第
二
册

第
五
十
五
頁

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村
赋

卷
一

村
赋

中
山
堂

三
十
三

三
十
四

王
打
刁
村
賦

渤
海
近
濱
，
燕
山
遠
麓
，
京
畿
重
地
，
源
遠
古
昔
。
然
唐
山
之
盛
名
，
如
涅
槃
重
生
，
冠
以
鳳
凰
城
，

聞
名
遐
邇
。
言
其
龍
脈
，
巍
巍
燕
山
，
絕
河
海
之
巨
擘
，
震
萬
世
而
長
安
。

古
有
浭
陽
城
，
城
南
百
里
有
村
王
打
刁
莊
。
時
及
大
明
天
啟
元
年
，
有
王
氏
建
莊
然
後
遷
居
寧
河
縣
。

數
載
耳
，
孫
公
至
，
工
之
，
拓
塬
野
以
為
田
，
開
農
桑
以
為
源
，
平
素
丘
以
為
廈
，
引
運
河
以
為
環
。

伏
丘
鳳
儀
，
沃
野
良
田
，
庇
蔭
葳
蕤
，
草
木
遮
天
。

自
孫
氏
始
遷
祖
孫
公
諱
守
富
伊
始
，
年
逾
四
百
載
，
瓜
瓞
綿
延
，
流
澤
孔
長
。
於
今
，
村
中
姓
氏
有

孫
、
劉
、
鄭
、
李
、
張
、
廉
、
段
、
池
，
枝
分
葉
布
，
有
民
數
百
戶
，
詩
書
耕
讀
以
濟
世
，
忠
厚
勤

儉
以
傳
家
，
以
稼
穡
為
本
，
以
崇
學
為
尚
，
鄰
里
和
睦
，
民
風
淳
樸
，
士
農
工
商
，
四
民
俱
興
。
村

中
老
街
舊
有
娘
娘
廟
，
後
因
變
毀
之
。
現
有
屋
舍
數
千
間
，
鱗
次
櫛
比
，
縱
橫
風
景
。
而
今
景
域
沿

革
，
由
是
建
設
，
於
村
南
複
築
大
藥
王
寺
，
寺
之
大
，
蓋
數
頃
，
殿
宇
嵯
峨
，
寶
塔
聳
雲
，
晨
鐘
暮

鼓
，
禪
聲
悠
遠
，
香
客
雲
集
，
名
揚
萬
裏
。
眾
濟
嵌
湖
，
百
草
豐
園
，
荷
塘
數
裏
，
藥
田
百
畝
，
茂

林
修
竹
，
魚
蟲
皆
歡
。
噫
籲
嚱
，
斯
瓊
宇
而
袤
萬
頃
，
盛
景
而
絕
方
圓
；
叢
林
而
籠
碧
野
，
鏡
湖
而

映
雲
天
。

天
澤
地
潤
，
鐘
靈
毓
秀
，
四
民
富
足
，
衣
食
風
光
。
歷
代
村
民
秉
持
耕
讀
，
薪
火
相
傳
，
塾
庠
施
教
，

褎
然
舉
首
，
遍
佈
四
海
而
稱
善
。
然
盛
世
之
風
景
，
雄
振
以
後
世
，
繼
往
開
來
，
昌
盛
共
榮
。

峕
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歲
在
庚
子
仲
春
於
北
京
宣
武

孫
長
宇

書

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譜
序

卷
一

譜
序

三
十
五

三
十
六

孫
氏
宗
譜
序

粵
稽
古
昔
，
禹
貢
別
壤
，
國
風
陳
詩
，
周
禮
小
史
，
掌
侯
國
之
志
。
於
時
，
列
國
皆
有
史
也
。
秦
漢

而
降
，
罷
黜
封
建
，
置
有
郡
縣
，
迻
世
踵
古
人
遺
意
。
郡
邑
有
志
，
家
有
譜
書
，
曰
彝
倫
有
敘
。
然

則
追
本
溯
源
，
豈
可
略
乎
哉
？

考
吾
孫
氏
，
思
吾
祖
之
興
也
，
系
天
水
派
別
中
山
孫
氏
，
然
世
系
相
傳
，
蓋
聞
此
也
。
延
綿
數
載
，

子
孫
繁
衍
，
枝
分
葉
布
，
流
澤
孔
長
。
大
明
肇
造
之
年
，
正
吾
祖
熾
昌
之
會
，
迨
至
大
明
永
樂
二
年
，

始
遷
祖
諱
龍
公
，
敬
遵
上
憲
，
奉
旨
遷
民
實
直
北
，
自
中
書
省
真
定
路
中
山
府
定
州
輦
子
莊
始
遷
，

去
往
山
東
棗
林
莊
移
民
分
局
，
山
東
兗
州
府
兗
州
滋
陽
縣
東
大
南
社
棗
林
莊
，
應
詔
遷
於
北
直
隸
順

天
府
薊
州
豐
潤
縣
小
集
鎮
孫
家
莊
。
漢
世
徙
民
，
五
陵
及
邊
，
皆
豪
富
，
明
紀
有
徙
民
之
文
，
而
無

選
富
之
文
，
父
老
傳
說
故
事
，
前
明
奉
遷
，
皆
丁
戶
，
蕃
盛
者
中
選
。
然
則
吾
孫
氏
之
瓜
瓞
綿
延
，

自
始
時
而
已
然
矣
。
孫
家
莊
西
有
遺
塚
，
稽
之
墓
碣
，
墓
表
大
明
墓
誌
碑
文
，
皇
明
故
孫
府
君
諱
龍

公
妣
孺
人
吳
太
君
之
墓
，
碑
陰
刻
有
遷
自
中
山
四
個
大
字
，
系
孫
氏
始
遷
祖
諱
龍
公
墓
碑
，
昭
然
可

接
。
始
遷
祖
諱
龍
公
者
，
為
唐
山
孫
氏
大
宗
一
世
祖
，
妣
孺
人
吳
太
君
，
生
子
三
，
長
祖
諱
逢
雲
公
，

次
祖
諱
得
雲
公
，
三
祖
諱
遇
雲
公
。
年
未
遠
，
三
世
祖
自
豐
潤
縣
小
集
鎮
孫
家
莊
遷
於
豐
潤
縣
爽
坨

鎮
柳
林
莊
，
並
設
牛
眠
福
地
於
村
之
邊
，
詳
盡
葬
位
失
考
也
，
表
以
墓
碣
。
歲
及
大
明
萬
歷
年
，
五

世
祖
諱
文
興
公
，
自
北
直
隸
順
天
府
薊
州
豐
潤
縣
爽
坨
鎮
柳
林
莊
遷
居
於
豐
潤
縣
老
莊
子
鎮
甄
家

莊
，
葬
甄
家
莊
之
村
西
，
以
此
設
牛
眠
福
地
，
表
以
墓
塚
，
綿
延
以
計
十
三
座
墳
，
間
有
一
座
孤
墳

設
於
祖
塋
邊
。
迨
至
大
清
順
治
年
，
八
世
祖
諱
守
富
公
攜
妻
兒
挑
擔
南
遷
，
自
豐
潤
縣
老
莊
子
鎮
甄

家
莊
遷
居
於
王
蘭
莊
鎮
王
打
刁
村
，今
唐
山
市
豐
南
區
東
田
莊
鄉
王
打
刁
村
，設
塋
地
於
村
東
震
位
，

表
以
墓
碣
，
墓
表
大
清
墓
誌
碑
文
，
皇
清
待
贈
孫
府
君
諱
守
富
公
妣
柳
太
君
之
墓
，
其
地
名
為
仙
鶴

地
，
此
乃
風
水
福
地
焉
。
自
一
世
祖
往
今
，
四
百
餘
載
耳
，
瓜
瓞
綿
延
，
流
澤
孔
長
。
而
今
，
吾
唐

山
孫
氏
宗
族
乃
於
一
方
之
大
宗
，
後
嗣
遍
及
全
國
，
諸
孝
子
賢
孫
者
，
追
本
溯
源
，
遷
自
中
山
，
有

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譜
序

卷
一

譜
序

三
十
七

三
十
八

心
之
所
向
焉
，
欲
銘
以
先
祖
養
育
之
恩
德
厚
重
，
佑
以
宗
族
之
昌
盛
和
睦
，
乃
為
吾
本
宗
始
祖
諱
龍

公
宗
脈
追
立
堂
號
中
山
堂
，
為
吾
本
村
始
遷
祖
諱
守
富
公
宗
脈
追
立
分
堂
號
富
宗
堂
，
再
傳
之
以
後

世
，
班
班
如
也
，
仰
賴
。

追
本
溯
源
，
考
吾
孫
氏
近
代
世
系
，
歲
在
大
明
萬
歷
時
，
有
五
世
祖
諱
文
興
公
，
自
豐
潤
縣
爽
坨
鎮

柳
林
莊
遷
居
於
豐
潤
縣
老
莊
子
鎮
甄
家
莊
，
葬
甄
家
莊
之
村
西
，
以
此
設
牛
眠
福
地
，
表
以
墓
塚
，

綿
延
以
計
十
三
座
墳
，
間
有
一
座
孤
墳
設
於
祖
塋
邊
，
此
乃
祖
塋
詳
況
。
父
老
傳
說
故
事
，
吾
宗
族

多
有
言
，
曰
有
柳
氏
舊
戚
世
代
看
守
祖
塋
，
相
予
祖
塋
前
十
餘
畝
高
崗
良
田
，
以
慰
之
勞
苦
，
甄
家

莊
一
脈
則
衍
之
後
嗣
數
支
，
有
外
遷
南
泊
，
乃
吾
本
支
祖
諱
守
富
公
之
宗
門
，
亦
有
外
遷
北
泊
，
詳

盡
失
考
，
無
往
來
之
親
，
另
有
外
遷
東
北
，
落
地
之
處
無
考
矣
，
數
百
載
耳
，
未
嘗
書
信
，
亦
無
傳

說
故
事
。
於
今
，
甄
家
莊
再
無
孫
氏
，
此
數
支
近
宗
未
有
往
來
，
音
信
皆
無
，
迨
至
文
革
耳
，
十
三

座
祖
塋
盡
數
破
也
，
無
存
遺
跡
，
現
已
為
良
田
餘
畝
，
有
事
農
桑
，
然
村
中
人
遙
指
謂
此
孫
家
墳
也
。

時
及
八
世
祖
諱
守
富
公
者
，
攜
妻
兒
挑
擔
南
遷
，
遷
居
於
王
蘭
莊
鎮
王
打
刁
村
，
今
唐
山
市
豐
南
區

東
田
莊
鄉
王
打
刁
村
，
設
塋
地
於
村
東
震
位
，
表
以
墓
碣
，
其
地
名
為
仙
鶴
地
，
此
乃
風
水
福
地
焉
。

迨
至
文
革
耳
，
八
世
祖
諱
守
富
公
大
墳
與
九
世
祖
三
座
墳
，
此
四
座
墳
以
破
之
無
跡
，
時
及
公
元
一

九
七
八
年
，
即
農
曆
戊
午
年
耳
，
因
建
校
之
需
，
前
兩
代
祖
四
座
墳
壓
覆
於
校
基
，
此
校
之
有
名
曰

王
打
刁
小
學
。
迨
至
公
元
二
零
一
三
年
清
明
，
即
農
曆
癸
巳
年
清
明
，
因
建
設
唐
津
運
河
沿
岸
風
景

區
被
迫
遷
墳
，
少
有
祖
塋
遷
出
，
多
數
被
埋
於
景
區
之
下
。
於
此
，
祖
塋
福
地
已
無
存
，
後
嗣
追
念

先
祖
之
憑
亦
無
，
惟
有
心
念
之
，
痛
心
矣
。
嘗
念
吾
祖
，
興
盛
之
時
，
雄
踞
一
方
之
地
，
子
孝
孫
賢
，

宗
族
雍
睦
，
民
風
淳
樸
，
流
澤
綿
遠
。
數
百
載
耳
，
瓜
瓞
綿
延
，
已
數
十
代
有
餘
，
數
千
之
裔
孫
，

乃
一
方
大
宗
也
。

追
憶
古
昔
，
年
湮
無
考
，
嘗
與
族
人
憶
古
往
，
宗
族
猶
存
譜
牒
留
單
，
書
錄
詳
實
，
皆
破
於
文
革
，

只
片
未
遺
，
迨
至
於
今
，
宗
譜
無
存
，
餘
心
甚
痛
矣
。
而
憑
以
父
老
傳
說
，
乃
有
故
事
，
以
餘
躬
親

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譜
序

卷
一

譜
序

三
十
九

四
十

事
之
，
擔
以
此
任
，
嘔
心
瀝
血
，
誓
於
成
譜
之
日
，
白
於
族
人
，
餘
生
當
不
枉
矣
。

初
視
族
源
，
盡
可
迷
惘
，
不
知
首
尾
，
不
曉
緣
由
，
嘗
念
吾
祖
，
盛
衰
幾
何
，
餘
心
甚
憂
之
，
已
六

載
有
餘
，
乃
留
心
採
訪
，
遍
訪
宗
族
，
不
可
單
查
一
門
，
不
可
疏
漏
一
戶
，
凡
系
宗
族
，
躬
自
詳
錄
。

於
時
，
族
人
共
議
之
，
各
述
己
見
，
將
以
知
曉
之
事
，
詳
盡
述
出
，
皆
以
父
老
傳
說
代
代
相
傳
為
憑

為
據
，
視
其
胸
竹
，
當
以
不
可
觀
乎
左
右
而
疑
之
。
觀
此
諸
多
宗
脈
共
識
，
且
欲
與
族
人
心
之
所
向
，

遵
以
先
人
之
遺
志
，
尚
以
後
人
之
德
孝
，
乃
助
以
本
宗
族
尋
覓
族
源
，
而
基
成
偉
業
之
譜
，
白
於
宗

族
，
傳
以
後
世
，
此
為
吾
輩
之
大
任
矣
。

相
與
於
今
，
七
年
有
餘
，
已
有
定
論
，
當
以
此
書
詳
盡
述
出
，
與
諸
宗
親
相
議
，
而
書
於
譜
牒
。
祖

宗
厚
德
，
培
支
流
曼
，
餘
以
恐
源
遠
而
失
其
本
愛
，
鳩
其
族
人
，
相
宜
而
論
，
詳
盡
咨
之
，
俾
各
家

列
其
世
次
，
匯
成
一
支
，
乃
統
三
門
歸
一
本
，
此
我
宗
祖
啟
佑
，
後
人
各
懷
孝
悌
之
心
願
，
譜
吾
族

而
教
之
睦
也
，
然
亦
有
年
湮
難
辨
或
高
會
遠
移
及
莫
辨
其
源
者
，
細
節
難
詳
，
舉
萬
漏
一
，
終
為
譜

闕
，
久
而
決
焉
。
向
已
有
譜
，
然
傳
之
無
考
，
惟
斷
數
載
，
故
不
免
絕
潢
斷
港
之
虞
，
以
往
者
不
可

咎
矣
。
然
譜
牒
之
事
尤
有
轉
機
，
於
農
曆
辛
醜
年
之
初
，
有
舊
友
孫
塘
莊
孫
兆
猛
、
趙
金
勇
仁
兄
、

趙
國
峰
仁
兄
將
本
族
世
系
圖
譜
傳
於
我
，
世
系
見
於
小
集
鎮
新
房
子
村
之
族
譜
上
，
其
譜
上
詳
盡
相

載
吾
族
之
世
系
直
至
十
四
世
福
字
輩
一
代
，
記
載
之
詳
盡
，
出
乎
吾
之
所
想
，
亦
因
於
此
，
吾
族
之

世
系
相
傳
有
考
可
究
，
故
而
相
續
。

餘
當
壯
年
，
卓
力
而
書
，
通
以
學
識
，
曉
以
大
道
，
上
敬
祖
宗
，
下
協
子
姓
，
敬
遵
祖
志
，
恪
守
祖

訓
，
維
繫
我
族
，
一
脈
骨
血
，
相
親
相
愛
，
相
輔
相
成
。
凡
吾
族
人
，
士
農
工
商
四
民
者
，
皆
國
之

石
，
民
也
。
各
守
本
業
，
勿
有
忤
逆
，
勿
有
非
為
，
少
毋
淩
長
，
強
毋
欺
弱
，
雍
雍
然
有
睦
風
。
家

有
睦
族
，
國
則
安
泰
，
後
嗣
當
以
敬
遵
之
，
銘
以
心
智
間
，
端
正
士
品
，
善
明
禮
讓
，
長
幼
有
別
，

尊
卑
有
序
，
此
乃
家
風
陳
樸
，
代
代
傳
習
，
後
嗣
之
大
任
矣
，
不
容
有
疑
，
任
之
敬
也
。

思
吾
族
源
，
謹
遵
現
譜
，
已
成
事
實
，
吾
輩
於
此
，
盡
可
遵
以
史
實
，
通
以
世
故
，
曉
以
大
義
，
廣

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譜
序

卷
一

譜
序

四
十
一

四
十
二

集
今
世
之
史
料
，
留
心
相
傳
之
故
事
，
秉
持
中
正
之
心
，
繼
而
宗
族
之
事
，
事
無
大
小
之
別
，
然
不

可
平
心
而
論
，
無
乎
人
情
，
皆
有
法
度
，
亦
不
可
一
意
孤
行
，
凡
有
定
奪
，
當
以
族
人
共
議
之
，
方

可
著
書
於
譜
牒
，
此
乃
為
書
譜
第
一
大
義
也
。

自
此
著
書
，
七
年
有
餘
，
竭
盡
心
力
，
未
敢
耽
擱
，
自
知
年
少
，
資
閱
淺
薄
，
而
習
讀
譜
牒
數
百
部
，

捭
闔
各
支
脈
族
譜
，
相
較
而
習
之
，
通
曉
史
實
，
終
有
心
得
。
餘
嘗
數
外
調
，
驅
車
奔
赴
諸
多
吾
孫

氏
村
落
，
拜
訪
宗
族
，
咨
之
舊
事
，
留
心
寫
錄
，
嘗
赴
各
宗
族
塋
地
，
觀
其
世
次
，
辨
其
長
序
，
詳

錄
之
。
及
至
家
中
，
數
翻
閱
之
，
謄
抄
於
大
紙
，
再
視
之
，
仍
有
疑
處
，
數
思
慮
，
再
視
吾
宗
族
，

統
觀
三
門
，
脈
絡
明
晰
，
匯
成
一
本
。
於
此
，
上
至
一
世
祖
諱
孫
龍
公
，
下
至
二
十
餘
世
，
昭
然
可

接
，
流
澤
綿
遠
，
銘
於
譜
牒
，
宗
傳
後
世
。
由
是
初
本
三
門
，
但
屬
一
脈
，
合
三
門
為
一
譜
，
以
敦

宗
誼
，
千
秋
亙
古
，
豈
不
甚
善
。

此
次
修
譜
，
相
助
之
人
甚
多
，
於
今
成
譜
，
由
是
感
激
。
特
此
銘
謝
孫
塘
莊
同
宗
族
人
孫
兆
猛
、
福

泉
堂
趙
金
勇
仁
兄
、
大
新
莊
鎮
趙
國
峰
仁
兄
助
於
吾
族
接
續
族
譜
之
事
，
上
述
三
位
摯
友
屢
將
其
多

年
嘔
心
瀝
血
搜
集
而
來
的
諸
多
村
落
族
譜
資
料
舊
存
慷
慨
予
我
，吾
亦
因
此
可
統
觀
諸
多
世
系
而
彙

集
整
理
纂
成
今
日
盡
全
之
譜
，以
及
銘
謝
小
集
鎮
新
房
子
村
同
宗
持
譜
人
將
吾
族
之
世
系
圖
留
存
至

今
，
歷
經
多
事
而
未
泯
滅
，
實
乃
同
宗
同
德
，
感
激
涕
零
。
吾
初
觀
新
房
子
村
族
譜
而
明
確
於
大
清

咸
豐
年
間
兩
個
宗
族
曾
一
同
續
譜
而
合
譜
成
本
，
後
因
世
事
戰
亂
而
斷
通
往
來
，
亦
因
年
久
不
傳
而

未
知
此
村
同
宗
之
事
，
相
與
於
今
，
吾
將
書
錄
詳
實
，
將
現
有
老
三
門
遇
雲
公
後
裔
柳
林
莊
三
村
族

譜
、
新
房
子
村
族
譜
、
王
打
刁
村
族
譜
合
全
統
譜
，
匯
成
一
本
，
以
備
其
後
世
尋
根
溯
源
之
需
，
故

將
萬
世
留
存
。

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宗
牌

卷
一

宗
牌

中
山
堂

四
十
三

四
十
四

宗
牌

此
次
修
譜
未
遵
從
鼻
祖
諱
躍
梁
公
為
一
世
祖
而
續
修
世
系
，
因
其
年
久
而
無
從
考
證
，
而
非
不
孝
，

實
屬
難
為
，
待
竭
盡
心
血
查
詢
考
證
後
，
再
行
論
續
。
因
此
，
此
宗
譜
謹
奉
大
大
元
年
間
天
朝
之
民

孫
氏
族
譜
於
卷
首
，
為
後
世
參
修
。
故
此
宗
譜
仍
以
始
遷
祖
諱
龍
公
為
一
世
祖
接
續
世
系
，
特
此
說

明
，
供
考
證
。

自
大
元
朝
孫
氏
族
譜
鼻
祖
諱
躍
梁
公
至
始
遷
祖
諱
龍
公
共
計
十
五
代
，
除
其
中
三
世
祖
、
七
世
祖
、

十
五
世
祖
為
單
字
外
，
餘
下
詳
列
之
。

自
孫
氏
鼻
祖
諱
躍
梁
公
伊
始
至
始
遷
祖
諱
龍
公
共
計
十
五
代
世
系
字
輩
宗
牌

躍

聖

雲

應

悅

賓

端

瑞

仰

其

高

學

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宗
牌

卷
一

宗
牌

中
山
堂

四
十
五

四
十
六

吾
孫
氏
中
山
堂
上
現
有
宗
牌
十
八
位
，
上
自
二
世
祖
諱
遇
雲
公
之
伊
始
，
下
至
二
十
一
世
孫
，
除
三

世
祖
與
六
世
祖
單
字
外
，
餘
下
詳
列
之
。

然
下
列
世
次
宗
牌
其
間
有
同
輩
不
同
字
之
並
用
宗
牌
，
士
字
宗
牌
與
光
字
宗
牌
同
輩
，
殿
字
宗
牌
與

占
字
宗
牌
同
輩
，
長
字
宗
牌
與
萬
字
宗
牌
同
輩
，
慶
字
宗
牌
與
景
字
宗
牌
同
輩
。
宗
牌
並
用
之
事
，

蓋
如
此
也
。

自
孫
氏
中
山
堂
二
世
伊
始
至
二
十
一
世
共
計
二
十
代
字
輩
宗
牌

雲

仁

文

秉

守

仲

自

良

彥

文

福

連

士

殿

長

慶

立

國

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宗
牌

卷
一

宗
牌

中
山
堂

四
十
七

四
十
八

宗
族
之
中
字
輩
不
同
自
古
有
之
，
然
年
久
矣
，
時
代
更
替
，
字
輩
世
代
甚
亂
，
有
違
先
祖
之
意
願
，

適
逢
盛
世
，
舉
國
祥
盛
，
國
政
尤
重
家
風
建
設
，
故
而
，
各
家
姓
氏
皆
重
修
宗
譜
，
新
續
字
輩
宗
牌
，

傳
揚
後
世
。

謹
為
祖
佑
宗
族
，
啟
繼
後
世
，
故
新
接
續
二
十
字
宗
牌
，
自
中
山
堂
二
十
二
世
起
續
，
後
至
四
十
一

世
字
輩
宗
牌
。
深
思
酌
慮
，
謹
言
慎
行
，
嘗
與
宗
族
共
議
之
，
而
成
今
日
之
宗
牌
譜
，
藉
以
此
序
白

於
族
人
，
望
吾
宗
族
以
此
宗
牌
為
命
名
號
之
，
舉
我
宗
族
之
昌
盛
，
綿
延
後
世
，
流
澤
孔
長
。

自
孫
氏
中
山
堂
二
十
二
世
伊
始
至
四
十
一
世
共
計
二
十
代
字
輩
宗
牌

伯

毓

銘

宗

廷

振

克

繼

衡

臣

敬

邦

延

承

嗣

兆

元

啟

緒

昌

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宗
牌

卷
一

宗
牌

中
山
堂

四
十
九

五
十

望
後
有
孝
子
賢
孫
敬
遵
此
字
輩
宗
牌
世
譜
，
上
敬
祖
宗
，
下
協
子
姓
，
敬
遵
祖
志
，
恪
守
祖
訓
，
永

言
孝
思
，
孝
思
維
則
，
高
山
仰
止
，
景
行
行
止
，
端
正
士
品
，
善
明
禮
讓
，
長
幼
有
別
，
尊
卑
有
序
，

父
慈
子
孝
，
兄
友
弟
恭
，
萬
福
攸
同
，
昌
盛
共
榮
。

垂
裕
後
昆

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元
朝
族
譜

卷
一

元
朝
族
譜

五
十
一

五
十
二

大
元
年
間
天
朝
之
民
孫
氏
族
譜

一
世

躍
棟

行
一
妣

氏

躍
梁

行
二
妣

氏
生
子
二

聖
公

聖
影

躍
俊

行
三
妣

氏

躍
材

行
四
妣

氏

二
世

躍
棟

行
一

躍
梁

行
二
子
二

聖
公

行
一
妣

氏
生
子
五

仁

義

禮

智

信

遷
居
山
後
六
州

聖
影

行
二
妣

氏
生
子
二

賢

仕

躍
俊

行
三

躍
材

行
四

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元
朝
族
譜

卷
一

元
朝
族
譜

五
十
三

五
十
四

三
世

聖
公

行
一
子
五

仁

行
一
妣

氏
生
子
二

雲
賓

雲
客

義

行
二
妣

氏
生
子
一

雲
保

禮

行
三
妣

氏
生
子
一

雲
廣

智

行
四
妣

氏
生
子
一

雲
昂

信

行
五
妣

氏
無
子

聖
影

行
二
子
二

賢

行
一
妣

氏

仕

行
二
妣

氏
生
子
一

雲
秀

四
世

仁

行
一
子
二

雲
賓

行
一
妣

氏

雲
客

行
二
妣

氏

義

行
二
子
一

雲
保

行
一
妣

氏

禮

行
三
子
一

雲
廣

行
一
妣

氏

智

行
四
子
一

雲
昂

行
一
妣

氏
生
子
三

應
龍

應
鳳

應
鸞

信

行
五
無
子

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元
朝
族
譜

卷
一

元
朝
族
譜

五
十
五

五
十
六

賢

行
一

仕

行
二
子
一

雲
秀

行
一
妣

氏

五
世

雲
賓

行
一

雲
客

行
二

雲
廣

行
一

雲
昂

行
一
子
三

應
龍

行
一
妣

氏
生
子
一

悅
理

應
鳳

行
二
妣

氏

應
鸞

行
三
妣

氏

雲
秀

行
一

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元
朝
族
譜

卷
一

元
朝
族
譜

五
十
七

五
十
八

六
世

應
龍

行
一
子
一

悅
理

行
一
妣

氏
生
子
三

廉

易

志

應
鳳

行
二

應
鸞

行
三

七
世

悅
理

行
一
子
三

廉

行
一
妣

氏
生
子
二

賓
仕

賓
德

易

行
二
妣

氏
生
子
一

賓
鴻

志

行
三
妣

氏
生
子
二

賓
雁

賓
鵬

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元
朝
族
譜

卷
一

元
朝
族
譜

五
十
九

六
十

八
世

廉

行
一
子
二

賓
仕

行
一
妣

氏
生
子
一

端
敬

賓
德

行
二
妣

氏
生
子
四

端
齊

端
莊

端
中

端
正

易

行
二
子
一

賓
鴻

行
一
妣

氏

志

行
三
子
二

賓
雁

行
一
妣

氏

賓
鵬

行
二
妣

氏

九
世

賓
仕

行
一
子
一

端
敬

行
一
妣

氏
生
子
一

瑞
客

賓
德

行
二
子
四

端
齊

行
一
妣

氏
生
子
二

瑞
伯

瑞
太

端
莊

行
二
妣

氏
生
子
一

瑞
雲

端
中

行
三
妣

氏
生
子
二
出
嗣
一

瑞
彩

瑞
賓
出
嗣

端
正

行
四
妣

氏
嗣
子
一

瑞
賓

賓
鴻

行
一

賓
雁

行
一

賓
鵬

行
二

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元
朝
族
譜

卷
一

元
朝
族
譜

六
十
一

六
十
二

十
世

端
敬

行
一
子
一

瑞
客

行
一
妣

氏

端
齊

行
一
子
二

瑞
伯

行
一
妣

氏

瑞
太

行
二
妣

氏

端
莊

行
二
子
一

瑞
雲

行
一
妣

氏

端
中

行
三
子
二
出
嗣
一

瑞
彩

行
一
妣

氏
生
子
一

仰
高

瑞
賓

行
二
出
嗣

端
正

行
四
嗣
子
一

瑞
賓

嗣
子
行
一
妣

氏
生
子
一

仰
玉

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元
朝
族
譜

卷
一

元
朝
族
譜

六
十
三

六
十
四

十
一
世

瑞
客

行
一

瑞
伯

行
一

瑞
太

行
二

瑞
雲

行
一

瑞
彩

行
一
子
一

仰
高

行
一
妣

氏
生
子
四
出
嗣
一

其
道

其
秀

其
潤
出
嗣

其
澤

瑞
賓

行
二
出
嗣

瑞
賓

行
一
子
一

仰
玉

行
一
妣

氏
嗣
子
一

其
潤

十
二
世

仰
高

行
一
子
四
出
嗣
一

其
道

行
一
妣

氏

其
秀

行
二
妣

氏

其
潤

行
三
出
嗣

其
澤

行
四
妣

氏

仰
玉

行
一
嗣
子
一

其
潤

嗣
子
行
一
妣

氏
生
子
三

高
升

高
政

高
傑

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元
朝
族
譜

卷
一

元
朝
族
譜

六
十
五

六
十
六

十
三
世

其
道

行
一

其
秀

行
二

其
潤

行
三
出
嗣

其
澤

行
四

其
潤

行
一
子
三

高
升

行
一
妣

氏
生
子
二
出
嗣
一

學
梁

學
棟
出
嗣

高
政

行
二
妣

氏
嗣
子
一

學
棟

高
傑

行
三
妣

氏

十
四
世

高
升

行
一
子
二
出
嗣
一

學
梁

行
一
妣

氏
生
子
二

洪

龍

學
棟

行
二
出
嗣

高
政

行
二
嗣
子
一

學
棟

嗣
子
行
一
妣

氏
生
子
一

聖

高
傑

行
三



中
山
堂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元
朝
族
譜

卷
一

元
朝
族
譜

六
十
七

六
十
八

十
五
世

學
梁

行
一
子
二

洪

行
一
妣

氏
生
子
二

行
雲

步
雲

龍

行
二
妣
吳
氏
生
子
三

逢
雲

得
雲

遇
雲

大
明
永
樂
二
年
自
中
山
府
定
州
輦
子
莊
始
遷

遷
居
順
天
府
薊
州
豐
潤
縣
孫
家
莊

葬
孫
家
莊
村
西

墓
表
大
明
墓
誌
碑
文

皇
明
故
孫
府
君
諱
龍
公
妣
孺
人
吳
太
君
之
墓

碑
陰
刻
有
遷
自
中
山
四
個
大
字

堂
號
中
山
堂

學
棟

行
二
出
嗣

學
棟

嗣
子
行
一
子
一

聖

行
一
妣

氏
生
子
一

祥
雲

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族
訓

卷
一

族
訓

中
山
堂

六
十
九

七
十

唐
山
孫
氏
族
訓

敬
祖
宗

物
本
乎
天
，
人
本
乎
祖
。
子
孫
之
身
，
祖
宗
之
所
遺
也
。
尤
木
有
根
，
無
根
則
枯
，
如
水
有
源
，
無

源
則
涸
。
子
孫
永
世
得
享
，
承
國
樂
利
之
澤
，
祖
宗
積
慶
之
所
致
也
。
不
敬
祖
宗
則
忘
本
，
忘
本
則

枝
葉
不
昌
。
故
歲
時
祭
祀
，
晨
昏
香
火
，
必
敬
必
恭
，
無
厥
無
慢
。
至
於
立
身
修
德
，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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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極
人
倫
。
十
月
懷
胎
，
三
朝
乳
哺
，
推
幹
就
濕
，
保
抱
撫
摩
，
憂

疾
病
，
聞
饑
飽
，
調
寒
暑
，
父
母
受
盡
萬
苦
千
辛
，
方
得
子
女
成
人
長
大
。
為
子
女
者
，
即
幸
遇
父

母
有
壽
，
急
急
孝
養
，
難
報
天
恩
。
人
生
時
日
限
也
，
萬
一
錯
過
，
歿
後
即
披
麻
帶
孝
，
三
牲
五
鼎
，

竟
亦
何
裨
？
且
孝
則
天
佑
，
不
孝
則
天
譴
，
吲
敢
拂
違
，
自
罹
罪
罟
。

凡
我
族
人
念
之
。

睦
宗
族

宗
族
者
，
同
宗
共
祖
之
人
也
。
雖
有
親
疏
貴
賤
之
別
，
其
始
同
出
於
一
人
之
身
，
故
堯
典
曰
：
親
睦

九
族
，
周
室
則
大
封
同
姓
宗
親
之
誼
，
由
來
重
矣
。
今
世
俗
薄
淡
間
，
有
挾
富
貴
，
而
厭
貧
賤
，
恃

強
眾
，
而
淩
寡
弱
者
，
獨
不
思
富
貴
強
眾
，
皆
祖
宗
身
後
之
身
耶
？
觀
於
此
，
而
利
與
害
共
，
休
戚

相
關
，
一
體
同
視
可
也
。
倘
有
博
眾
以
暴
寡
，
藉
智
以
欺
愚
者
，
當
睦
宗
族
為
念
，
凡
我
族
人
戒
之
。

端
倫
常

尊
卑
有
別
，
長
幼
有
敘
，
乃
定
於
天
人
，
忤
長
上
乃
亂
天
倫
也
。
須
坐
則
讓
席
，
行
則
讓
路
，
口
勿

亂
宣
，
事
不
亂
專
。
智
不
敢
先
，
富
不
敢
加
。
謙
恭
遜
順
，
絕
去
驕
傲
放
肆
之
態
，
方
是
為
倫
常
之

理
。
先
賢
雲
：
幼
而
不
事
長
，
賤
而
不
事
貴
，
不
肖
而
不
事
賢
，
謂
之
三
不
祥
。
子
弟
者
不
肯
安
分

循
理
，
任
情
倨
傲
。
行
不
讓
路
，
坐
不
讓
席
，
揖
不
低
頭
，
言
不
遜
順
，
曾
不
思
爾
將
來
也
。
做
人

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族
訓

卷
一

族
訓

中
山
堂

七
十
一

七
十
二

尊
長
，
爾
做
窳
劣
示
人
，
亦
將
忤
爾
忤
人
，
實
所
以
自
忤
。
凡
我
族
人
念
之
。

友
昆
仲

兄
弟
姊
妹
，
同
氣
連
枝
。
父
母
左
提
右
攜
，
前
襟
後
裾
，
饗
食
傳
衣
，
親
愛
無
間
，
且
一
本
所
生
，

同
胞
共
乳
，
除
卻
兄
弟
姊
妹
，
更
有
誰
親
？
且
從
父
母
分
形
而
來
，
子
女
之
身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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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聽
他
人
離
間
攛
掇
兄
弟
姊
妹
中
縱

有
不
是
，
大
家
遜
讓
些
何
妨
？
若
錙
錙
銖
銖
計
較
多
寡
，
彼
此
相
戕
，
則
父
母
之
心
不
安
，
死
亦
不

能
瞑
目
。
詩
雲
：
兄
弟
既
翕
，
和
樂
且
耽
。
凡
我
族
人
念
之
。

和
夫
婦

夫
婦
為
人
倫
之
始
。
夫
和
其
婦
，
婦
敬
其
夫
。
夫
以
修
身
齊
家
事
為
本
，
婦
以
人
倫
道
德
情
操
為
重
，

同
事
耕
耘
理
家
創
業
，
夫
婦
協
同
，
修
身
、
齊
家
、
治
國
、
平
天
下
，
休
戚
與
共
，
百
年
好
和
，
白

頭
偕
老
，
同
建
和
諧
家
庭
，
萬
事
興
矣
。
凡
我
族
人
念
之
。

教
子
孫

家
之
盛
衰
，
不
在
田
地
多
寡
、
帛
金
有
無
，
且
看
子
孫
何
如
耳
。
古
雲
：
未
看
山
前
土
，
先
觀
屋
下

人
。
子
孫
果
不
肖
也
，
眼
前
富
貴
不
足
恃
；
子
孫
果
賢
也
，
眼
前
貧
賤
不
必
憂
。
然
人
未
有
生
而
皆

能
賢
者
也
，
當
其
幼
時
不
可
失
教
。
禁
其
驕
奢
，
戒
其
淫
逸
，
出
外
親
正
人
。
聞
正
言
，
則
心
胸
日

開
，
聰
明
日
啟
，
久
之
義
理
明
白
，
世
務
通
曉
，
自
能
擔
事
，
振
家
聲
，
光
大
門
楣
。
家
有
一
賢
子

孫
，
則
家
門
生
色
，
子
孫
不
肖
，
則
家
門
遺
羞
。
故
為
父
母
者
，
切
不
可
不
教
子
孫
。
有
不
如
教
便

當
責
訓
。
至
若
女
子
，
亦
尚
且
當
教
他
親
兄
弟
，
務
教
以
節
孝
廉
恥
。
為
女
者
，
兼
悉
三
從
四
德
，

紡
績
針
指
、
廚
爨
井
白
，
則
長
大
適
人
，
必
成
賢
婦
。
如
或
不
教
，
則
兒
女
不
才
，
有
辱
門
庭
。
凡

我
族
人
念
之
。

尚
勤
儉

儉
可
助
貧
，
勤
能
補
拙
。
勤
儉
者
，
起
家
之
本
，
傳
家
之
寶
，
立
業
之
基
，
人
生
當
務
也
。
勤
而
不

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族
訓

卷
一

族
訓

中
山
堂

七
十
三

七
十
四

儉
，
則
財
流
於
奢
，
儉
而
不
勤
，
則
財
終
於
困
。
人
世
間
，
見
名
門
世
族
，
以
祖
考
勤
儉
為
成
立
之

本
，
下
代
之
福
，
因
數
孫
奢
侈
而
敗
家
之
業
。
蓋
儉
則
富
貴
長
保
，
家
計
不
難
振
興
。
倘
男
不
務
耕

作
，
女
不
事
內
，
好
逸
惡
勞
，
鮮
衣
美
食
，
一
旦
嬌
惰
，
習
慣
俯
仰
無
資
，
將
祖
資
財
一
敗
而
空
，

拖
衣
漏
食
。
節
儉
者
治
家
之
要
義
也
。
飲
食
莫
嫌
蔬
食
，
衣
服
莫
嫌
布
素
，
房
屋
莫
嫌
湫
隘
，
婚
娶

莫
竟
妝
奩
，
死
喪
莫
競
齋
醮
。
晏
客
伏
臘
有
時
，
不
可
常
時
群
飲
，
設
席
數
肴
成
禮
，
不
必
杯
盤
狼

藉
，
多
一
事
不
如
省
一
事
，
費
一
文
不
如
節
一
文
。
當
務
勤
儉
。
凡
我
族
眾
念
之
。

恤
孤
寡

鰥
寡
孤
獨
，
天
下
最
苦
，
無
告
之
人
也
。
無
家
產
者
，
朝
不
能
保
暮
，
饑
不
能
謀
食
，
寒
不
能
謀
衣
；

有
家
產
者
，
鰥
寡
不
能
自
行
，
孤
兒
幼
弱
不
能
自
主
，
凡
百
家
事
，
皆
聽
於
人
。
我
族
有
此
種
種
苦

愁
，
誰
訴
？
親
房
伯
叔
族
眾
當
秉
公
代
為
經
事
，
固
族
尊
長
俱
宜
加
意
憐
憫
，
竭
力
扶
持
，
庶
窮
於

天
下
者
不
致
顛
連
失
所
、
仃
伶
無
靠
矣
。
凡
我
族
人
念
之
。

戒
訴
訟

人
之
好
訟
，
雖
其
人
之
無
良
，
總
起
於
無
賴
者
之
教
唆
。
然
無
賴
之
徒
，
專
以
人
之
告
狀
為
酒
肉
之

窟
，
為
張
威
趁
錢
之
門
，
故
或
兩
人
本
無
甚
怨
，
裝
出
剖
腹
之
情
，
而
構
成
大
嫌
。
本
人
尚
可
含
容
，

捏
作
騎
虎
之
勢
，
而
使
之
先
發
插
名
作
證
，
便
作
主
盟
。
兩
家
索
賄
，
反
覆
顛
倒
，
弄
訟
者
於
掌
股

之
上
，
攪
得
鄰
里
撩
亂
，
雞
犬
不
安
。
漁
訟
者
之
財
，
破
訟
者
之
家
。
即
訟
者
事
後
懊
悔
，
亦
擺
他

不
去
。
若
而
人
者
，
國
法
之
所
不
容
。
即
逃
得
國
法
，
亦
皇
天
之
所
必
誅
者
也
。
凡
我
族
人
念
之
。

安
生
理

士
農
工
商
者
，
然
視
其
天
賦
擇
業
，
士
者
實
去
讀
書
，
農
者
實
去
耕
耨
，
工
者
實
去
造
作
，
商
者
實

去
經
營
。
若
生
而
愚
魯
，
不
適
讀
書
，
家
道
貧
寒
，
家
道
貧
寒
，
無
田
可
種
，
又
無
本
錢
做
買
賣
，

又
不
會
做
手
藝
，
便
與
人
傭
工
，
替
人
苦
力
，
也
是
生
活
。
只
要
勤
心
鬻
力
，
安
分
守
己
，
此
中
穩

穩
當
當
，
便
有
無
限
受
用
。
至
若
婦
女
，
亦
要
勤
紡
績
，
務
針
指
，
操
井
白
，
協
同
丈
夫
，
共
成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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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
族
訓

卷
一

族
訓

中
山
堂

七
十
五

七
十
六

業
，
方
是
賢
婦
。
凡
我
族
人
念
之
。

勿
非
為

非
為
者
，
或
包
攪
金
帛
，
侵
欺
花
費
，
終
者
竟
要
賣
產
賠
補
不
足
，
殃
及
子
孫
，
甚
而
危
及
性
命
。

或
攤
場
賭
博
，
或
群
聚
酣
飲
，
傾
敗
家
業
，
因
而
陷
死
妻
兒
老
小
。
或
掇
拐
掏
摸
，
或
搶
奪
嚇
騙
，

或
爭
鬥
撒
潑
，
或
毀
廓
侵
墳
，
或
占
人
田
土
，
或
偽
造
貨
幣
，
或
橫
行
鄉
里
，
或
挾
制
政
府
，
或
囑

託
贊
刺
，
此
皆
亡
身
破
家
之
舉
，
受
禍
不
淺
。
凡
我
族
人
戒
之
。

忌
毒
染

世
人
蠢
蠢
，
吸
嗜
煙
毒
！
日
久
難
收
，
體
魄
漸
削
，
形
若
骷
髏
，
力
莫
能
舉
，
處
不
能
事
，
名
聲
泯

滅
。
終
朝
煙
霧
繚
繞
，
男
女
混
雜
，
晨
錯
夕
顛
。
典
當
家
財
，
帛
金
耗
盡
，
絕
嗣
戕
年
。
全
無
利
益
，

自
取
尤
愆
。
墮
其
術
者
，
凡
我
族
人
絕
禁
之
。

慎
嫁
娶

男
婚
女
嫁
者
，
人
倫
之
始
，
聯
婚
不
可
不
慎
。
男
大
當
婚
，
女
大
當
嫁
，
古
之
常
情
。
執
德
為
首
，

男
女
婚
姻
，
不
能
包
辦
代
替
，
嫁
女
擇
佳
婿
，
娶
媳
求
賢
女
，
嫁
女
勿
計
厚
奩
，
勿
取
重
聘
，
勿
貽

誤
族
女
。
時
下
婚
嫁
，
多
徇
財
俗
見
，
或
厚
貲
以
耀
聘
，
或
竭
財
以
侈
妝
名
。
為
爭
門
面
，
則
敗
家

產
而
為
。
昔
者
有
雲
；
婚
煙
幾
見
聞
麗
華
，
金
佩
銀
飾
眾
口
誇
。
轉
眼
經
年
人
事
變
，
妝
奩
賣
與
別

人
家
。
則
女
之
適
人
，
必
戒
而
行
；
娶
婦
事
翁
姑
，
經
事
理
，
執
婦
道
。
凡
我
族
人
宜
知
之
。

勉
誦
讀

崇
師
道
，
習
聖
賢
之
書
，
明
君
臣
父
子
之
大
倫
，
忠
孝
仁
義
之
大
節
。
人
不
讀
書
，
大
倫
大
節
何
由

而
知
？
子
弟
穎
悟
者
少
，
遲
鈍
者
多
。
必
須
延
賢
師
，
訪
益
友
，
涵
育
薰
陶
，
終
歸
有
成
。
為
人
子

弟
者
，
當
體
父
兄
之
心
，
交
相
勸
勉
，
勿
恃
聰
明
，
勿
安
愚
昧
，
勿
沽
名
而
釣
譽
，
勿
勤
始
而
怠
終
，

隨
其
性
之
敏
鈍
，
以
為
讀
書
多
寡
總
要
細
心
體
認
，
著
意
研
習
，
刻
刻
不
忘
於
久
之
，
隅
坐
向
難
析

疑
。
勿
生
厭
薄
，
勿
可
荒
嬉
，
耳
提
面
命
敬
而
聽
之
，
自
有
融
會
貫
通
處
，
亦
得
以
所
學
訓
子
弟
開



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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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
族
訓

卷
一

族
訓

中
山
堂

七
十
七

七
十
八

愚
蒙
誦
讀
之
益
大
矣
。
我
族
子
弟
勉
之
。

重
交
遊

志
同
者
為
友
，
道
合
者
為
朋
。
交
遊
以
信
為
先
，
信
者
相
通
，
守
望
相
助
。
既
諾
勿
欺
，
訂
交
勿
苟
。

然
宜
謹
慎
，
擇
善
而
握
。
與
善
者
交
如
入
馥
香
之
室
久
而
自
香
，
直
諒
多
聞
，
尤
宜
親
厚
。
善
乎
平

仲
，
相
敬
耐
久
。
凡
我
族
人
念
之
。

謹
喪
祭

喪
祭
者
，
慎
終
追
遠
之
大
事
也
。
喪
盡
其
禮
，
祭
盡
其
誠
。
父
母
在
生
之
時
，
盡
力
供
養
，
逝
後
要

從
儉
治
喪
，
勿
須
無
財
大
操
大
辦
。
喪
事
從
簡
，
也
不
能
儉
而
不
順
民
情
。
當
慎
謹
治
喪
執
事
。
凡

我
族
人
切
記
之
。

遠
酗
酒

酒
漿
之
釀
就
，
非
以
為
禍
，
冠
香
喪
祭
，
禮
用
清
酌
，
洗
爵
尊
戽
，
獻
酬
交
錯
。
惟
彼
貪
夫
。
不
知

節
治
。
終
日
醉
鄉
，
顛
狂
失
措
，
耗
所
損
精
，
形
骸
脫
落
。
貪
杯
誤
事
者
，
不
勝
數
也
。
凡
我
族
人

遠
之
遠
之
。

出
異
教

邪
教
惑
眾
蔑
國
，
觸
逆
國
法
律
條
，
邪
說
誣
民
，
法
所
不
允
。
更
有
甚
者
無
賴
之
徒
，
往
往
假
凶
祥

禍
福
之
事
，
以
售
幻
誕
無
稽
之
談
。
實
則
誘
取
資
財
，
陽
竊
向
善
之
名
，
陰
懷
不
軌
之
計
。
一
旦
發

覺
懲
逮
株
連
，
遺
患
無
窮
，
凡
我
族
人
應
出
其
異
教
，
以
正
家
風
。

省
自
身

遵
聖
訓
，
潔
身
自
律
，
日
當
三
省
，
常
思
己
過
，
莫
論
他
人
是
非
，
切
不
得
自
甘
自
戕
，
辱
沒
家
族

聲
望
，
保
其
永
世
清
白
，
修
身
、
齊
家
、
治
國
，
平
天
下
，
乃
人
生
要
意
。
則
家
風
正
耶
。
享
用
斯

人
，
永
利
後
世
。
凡
我
族
人
記
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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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
遷
徙
分
佈

卷
一

遷
徙
分
佈

中
山
堂

七
十
九

八
十

唐
山
孫
氏
家
族
後
裔
分
遷
村
莊

詩
經
曰
，
親
親
以
睦
友
，
友
賢
不
棄
，
不
遺
故
舊
，
則
民
德
歸
厚
矣
。
更
何
況
先
祖
以
一
人
之
身
，

傳
至
百
萬
人
之
身
。
本
為
血
肉
至
親
，
一
脈
傳
承
，
自
當
親
親
睦
睦
，
尊
卑
有
序
。
修
續
族
譜
其
要

意
即
在
敬
祖
敦
宗
，
收
族
睦
親
，
宣
化
家
教
，
傳
於
百
代
。

今
就
我
唐
山
孫
氏
龍
祖
一
脈
長
門
祖
諱
逢
雲
公
、
二
門
祖
諱
得
雲
公
、
三
門
祖
諱
遇
雲
公
後
裔
散
播

唐
山
境
內
村
落
輯
成
一
頁
，
以
便
我
後
之
人
知
其
族
屬
，
使
榮
辱
一
體
，
休
戚
與
共
，
雍
雍
熙
熙
，

滿
堂
和
氣
，
不
致
往
來
慶
吊
如
同
秦
越
，
以
泯
宗
誼
之
倫
常
也
。

豐
南
區
東
田
莊
鄉
王
打
刁
村
（
三
門
）

豐
南
區
小
集
鎮
大
孫
莊
村
（
長
門

二
門

三
門
）

豐
南
區
小
集
鎮
小
孫
莊
村
（
原
村
名
橋
子
莊
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小
集
鎮
小
集
村
（
長
門
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小
集
鎮
鄭
坨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小
集
鎮
藥
王
廟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小
集
鎮
起
莊
子
村
（
原
村
名
客
莊
子

長
門
玘
公
後
裔
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小
集
鎮
堿
城
村
（
原
村
名
壞
堿
城
莊

長
門
玘
公
後
裔
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小
集
鎮
小
北
柳
河
村
（
二
門
後
祭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小
集
鎮
油
房
莊
村
（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小
集
鎮
輝
坨
村
（
二
門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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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
遷
徙
分
佈

卷
一

遷
徙
分
佈

中
山
堂

八
十
一

八
十
二

豐
南
區
小
集
鎮
錢
莊
村
（
原
村
名
錢
家
莊

長
門
後
孫
玘
後
裔
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小
集
鎮
北
韓
莊
村
（
原
村
名
北
韓
家
莊

長
門
後
孫
玘
後
裔
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小
集
鎮
東
小
莊
村
（
原
村
名
小
柳
林

北
小
莊
子
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小
集
鎮
新
房
子
村
（
三
門
）

豐
南
區
小
集
鎮
東
劉
莊
村
（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小
集
鎮
西
劉
莊
村
（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小
集
鎮
西
鄭
莊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小
集
鎮
宋
家
營
（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柳
林
一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
二
門

三
門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柳
林
二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
二
門

三
門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柳
林
三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
二
門

三
門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李
公
道
村
（
原
村
名
王
圈
公
元
一
九
六
一
年
併
入
李
公
道
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孫
沙
坨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薄
港
村
（
原
村
名
薄
家
港
莊
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薄
莊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棗
園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東
八
戶
村
（
原
村
名
八
戶
莊
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南
董
莊
村
（
原
村
名
董
家
莊
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黑
坨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六
個
莊
村
（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菜
園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大
新
莊
一
村
（
長
門

二
門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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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一

遷
徙
分
佈

卷
一

遷
徙
分
佈

中
山
堂

八
十
三

八
十
四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大
新
莊
二
村
（
長
門
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養
馬
坨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河
沿
莊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大
佟
莊
一
村
（
原
村
名
佟
家
莊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大
佟
莊
二
村
（
原
村
名
佟
家
莊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東
塘
溝
村
（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西
塘
溝
村
（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閆
魏
莊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大
嶺
子
村
（
長
門
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小
嶺
子
村
（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大
河
莊
村
（
長
門
）
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大
趙
莊
村
（
長
門
）

豐
南
區
西
葛
鎮
西
葛
村
（
原
村
名
大
葛
各
莊
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西
葛
鎮
東
葛
村
（
原
村
名
大
葛
各
莊

長
門
）

豐
南
區
西
葛
鎮
傅
坨
村
（
原
村
名
傅
家
莊
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王
蘭
莊
鎮
王
蘭
莊
村
（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柳
樹
圈
鎮
戟
門
村
（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尖
子
沽
鄉
雁
翎
莊
村
（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南
孫
莊
鄉
南
孫
莊
村
（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南
孫
莊
鄉
北
孫
莊
村
（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南
孫
莊
鄉
董
莊
子
村
（
二
門
）

豐
南
區
南
孫
莊
鄉
李
新
莊
村
（
二
門
）

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遷
徙
分
佈

卷
一

遷
徙
分
佈

中
山
堂

八
十
五

八
十
六

豐
南
區
黃
各
莊
鎮
黃
各
莊
一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黃
各
莊
鎮
黃
各
莊
二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黃
各
莊
鎮
郝
莊
子
村
（
二
門
後
祭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胥
各
莊
鎮
王
家
河
（
公
元
二
零
一
五
年
整
體
拆
遷
到
新
河
莊
園
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南
區
錢
營
鎮
小
張
各
莊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曹
妃
甸
區
城
關
（
長
門

二
門

三
門
）

曹
妃
甸
區
一
農
場
場
部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曹
妃
甸
區
六
農
場
曾
家
灣
（
長
門

二
門

三
門
）

曹
妃
甸
區
八
農
場
南
新
莊
村
（
二
門
）

曹
妃
甸
區
八
農
場
孫
塘
莊
村
（
二
門
）

曹
妃
甸
區
八
農
場
太
平
莊
村
（
二
門
）

曹
妃
甸
區
八
農
場
新
河
頭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曹
妃
甸
區
八
農
場
東
桑
坨
村
（
長
門

二
門
）

曹
妃
甸
區
八
農
場
西
桑
坨
村
（
長
門

二
門
）

曹
妃
甸
區
八
農
場
南
田
莊
村
（
二
門
）

曹
妃
甸
區
八
農
場
蘆
葦
莊
村
（
原
村
名
儒
莊

二
門
）

曹
妃
甸
區
八
農
場
韓
莊
子
村
（
二
門
）

曹
妃
甸
區
八
農
場
前
李
莊
村
（
長
門
後
孫
玘
後
裔

二
門
）

曹
妃
甸
區
八
農
場
朝
武
莊
村
（
二
門

三
門
）

曹
妃
甸
區
八
農
場
十
字
沽
村
（
公
元
二
零
一
五
年
整
體
拆
遷
到
曹
妃
甸
城
區
幸
福
花
園
社
區
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曹
妃
甸
區
濱
海
鎮
南
申
立
村
（
長
門

二
門
）

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遷
徙
分
佈

卷
一

遷
徙
分
佈

中
山
堂

八
十
七

八
十
八

曹
妃
甸
區
濱
海
鎮
北
申
立
村
（
長
門

二
門
）

曹
妃
甸
區
十
農
場
孫
家
坨
村
（
二
門
）

曹
妃
甸
區
十
一
農
場
南
孫
家
灶
村
（
二
門
）

曹
妃
甸
區
十
一
農
場
北
孫
家
灶
村
（
二
門
）

曹
妃
甸
區
二
農
場
王
鳳
坨
村
（
二
門
）

南
堡
開
發
區
濱
海
鎮
張
莊
子
村
（
二
門
）

灤
南
縣
柏
各
莊
鎮
孫
家
坨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灤
南
縣
安
各
莊
鎮
安
各
莊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灤
南
縣
安
各
莊
鎮
葛
各
莊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灤
南
縣
油
盤
莊
鎮
後
孟
各
莊
村
（
二
門
）

樂
亭
縣
城
關
小
王
莊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路
南
區
稻
地
鎮
孫
家
樓
村
（
二
門
）

路
南
區
稻
地
鎮
東
大
夫
坨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
已
部
分
拆
遷
）

路
南
區
稻
地
鎮
西
大
夫
坨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
已
部
分
拆
遷
）

路
北
區
韓
城
鎮
中
門
莊
三
村
（
二
門
）

路
北
區
缸
窯
上
（
長
門
）

灤
州
市
茨
榆
坨
鎮
茨
榆
坨
中
街
（
三
門
）

灤
州
市
茨
榆
坨
鎮
茨
榆
坨
西
街
（
三
門
）

灤
州
市
榛
子
鎮
王
官
營
村
（
二
門
）

灤
州
市
楊
柳
莊
鎮
夏
官
營
村
（
二
門
）

開
平
區
栗
園
鎮
栗
園
村
（
二
門
）

古
冶
區
城
關
東
菜
園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遷
徙
分
佈

卷
一

遷
徙
分
佈

中
山
堂

八
十
九

九
十

豐
潤
區
任
各
莊
鎮
東
龍
虎
莊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潤
區
任
各
莊
鎮
西
龍
虎
莊
村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豐
潤
區
新
軍
屯
鎮
山
王
寨
村
（
二
門
）

豐
潤
區
新
軍
屯
鎮
王
莊
子
村
（
二
門
）

豐
潤
區
新
軍
屯
鎮
楊
家
莊
村
（
二
門
）

豐
潤
區
白
官
屯
鎮
白
官
屯
村
（
二
門
）

豐
潤
區
老
莊
子
鎮
甄
家
莊
村
（
三
門
）

玉
田
縣
鴉
鴻
橋
鎮
鴉
鴻
橋
河
西
村
（
二
門
）

遷
西
縣
舊
城
鄉
南
孫
家
峪
村
（
二
門
）

遷
西
縣
舊
城
鄉
北
孫
家
峪
村
（
二
門
）

遵
化
市
城
關
（
長
門
後
玘
公
後
裔
）

截
至
公
元
二
零
二
零
年
十
月
末
根
據
各
門
家
譜
統
計
為
一
百
一
十
座
村
莊

遷
居
年
代
均
為
民
國
以
前
，
公
元
一
九
四
九
年
以
後
遷
居
未
做
統
計
。



中
山
堂

九
十
一

九
十
二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名
賢
錄

卷
一

名
賢
錄

唐
山
王
打
刁
村
孫
氏
家
族
名
賢
錄

嘗
念
吾
宗
祖
，
冠
之
以
姓
，
由
是
感
激
。
吾
祖
興
盛
之
時
，
雄
踞
一
方
之
地
，
子
孝
孫
賢
，
宗
族
雍

睦
，
民
風
淳
樸
，
流
澤
綿
遠
。

吾
宗
族
自
始
時
而
興
，
大
家
之
族
，
久
有
盛
名
，
瓜
瓞
綿
延
，
人
才
輩
出
，
士
農
工
商
四
民
者
，
皆

國
之
石
，
賢
也
。
皆
能
各
守
本
業
，
勿
有
忤
逆
，
勿
有
非
為
，
雍
雍
然
有
睦
風
。

歷
代
族
人
秉
持
耕
讀
，
薪
火
相
傳
，
塾
庠
施
教
，
褎
然
舉
首
，
遍
佈
四
海
而
稱
善
。
得
其
家
風
，
由

是
育
德
，
無
分
對
待
，
一
視
同
仁
，
因
才
而
施
，
擇
其
而
教
，
故
而
吾
族
得
以
興
盛
至
今
，
人
文
蔚

起
，
祖
德
流
芳
，
人
丁
興
旺
，
具
為
人
傑
先
賢
。
然
年
湮
無
考
，
故
有
前
時
先
賢
未
能
作
傳
入
錄
，

謹
錄
入
部
分
族
人
，
未
完
待
續
，
期
寄
後
來
人
，
但
期
為
之
修
全
，
甚
善
。

吾
輩
後
生
，
仁
以
為
己
任
，
謹
奉
仁
義
禮
智
信
五
字
箴
言
，
敬
遵
先
賢
之
重
任
，
為
國
而
盡
其
忠
，

為
民
而
盡
其
憂
，
繼
往
開
來
，
昌
盛
共
榮
。

一
十
六
世

孫
士
會



中
山
堂

九
十
三

九
十
四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名
賢
錄

卷
一

名
賢
錄

孫
士
會
同
志
，
生
於
中
華
民
國
十
四
年
七
月
即
公
元
一
九
二
五
年
七
月
，
卒
於
公
元
一
九
八
四
年
二

月
，
漢
族
，
中
共
黨
員
，
曾
任
冀
東
平
原
抗
日
遊
擊
大
隊
第
二
小
隊
交
通
員
，
參
加
過
抗
日
戰
爭
和

解
放
戰
爭
，
解
放
後
在
王
打
刁
村
委
員
會
任
生
產
大
隊
長
、
政
治
指
導
員
、
黨
支
部
委
員
等
職
務
，

為
王
打
刁
村
的
土
改
運
動
、
思
想
解
放
、
鄉
村
建
設
做
出
重
大
貢
獻
。

在
抗
日
戰
爭
期
間
，
王
打
刁
村
處
於
敵
佔
區
，
孫
士
會
同
志
與
諸
多
有
志
青
年
紛
紛
抗
爭
，
於
中
華

民
國
二
十
九
年
即
公
元
一
九
四
零
年
加
入
冀
東
平
原
抗
日
遊
擊
隊
，後
應
組
織
任
務
參
加
津
山
鐵
路

三
道
橋
田
莊
火
車
站
戰
役
、
四
道
橋
五
道
橋
據
點
戰
役
等
戰
役
，
攻
擊
日
軍
軍
事
碉
堡
，
破
壞
日
軍

鐵
路
運
輸
等
交
通
要
道
，
重
創
日
軍
據
點
，
為
冀
東
平
源
抗
日
戰
爭
的
勝
利
做
出
重
大
力
量
。

在
抗
日
戰
爭
中
，
孫
士
會
同
志
貢
獻
卓
著
、
思
想
進
步
、
求
先
進
取
，
積
極
向
黨
組
織
靠
近
，
於
中

華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即
公
元
一
九
四
二
年
經
吳
德
同
志
介
紹
正
式
加
入
中
國
共
產
黨
。

在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即
公
元
一
九
四
八
年
冀
東
平
原
解
放
後
，
孫
士
會
同
志
致
力
於
土
改
運
動
、

思
想
解
放
、
鄉
村
建
設
，
在
村
委
會
擔
任
生
產
大
隊
長
、
政
治
指
導
員
、
黨
支
部
委
員
等
職
務
。
在

文
革
中
身
受
迫
害
，
被
開
除
黨
籍
，
停
止
任
職
，
於
公
元
一
九
七
七
年
平
反
恢
復
黨
籍
，
又
回
到
村

委
會
工
作
。

在
公
元
一
九
八
二
年
，
因
積
勞
成
疾
在
唐
山
人
民
醫
院
住
院
，
同
年
因
病
卸
任
職
務
。
於
公
元
一
九

八
四
年
二
月
醫
治
無
效
逝
世
，
享
年
五
十
九
歲
，
葬
禮
上
豐
南
縣
委
組
織
部
人
員
登
門
弔
唁
敬
挽
花

圈
。



中
山
堂

九
十
五

九
十
六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功
德
錄

卷
一

功
德
錄

功
德
錄

編
修
宗
譜
捐
款
贊
助
倡
議
書

我
孫
氏
家
族
自
明
朝
永
樂
二
年
始
遷
至
唐
山
，
迄
今
已
歷
時
六
百
餘
年
，
現
如
今
我
孫
氏
家
族
人
文

蔚
起
，
祖
德
流
芳
，
人
丁
興
旺
，
遍
及
全
國
各
地
。
而
我
村
孫
氏
一
族
，
原
有
族
譜
在
特
殊
年
代
焚

毀
，
至
今
已
有
四
十
餘
年
，
只
片
未
遺
，
致
使
存
在
斷
代
脫
節
現
象
，
而
眾
族
人
對
我
孫
氏
家
族
淵

源
歷
史
、
家
族
世
系
、
先
祖
狀
況
知
之
甚
少
，
甚
至
無
從
知
曉
。
故
而
，
開
創
先
河
，
編
修
族
譜
勢

在
必
行
。

編
修
族
譜
工
作
細
緻
複
雜
，
工
序
繁
多
，
任
務
艱
巨
，
體
量
龐
大
，
極
其
耗
費
精
力
物
力
，
加
之
先

輩
們
未
留
下
舊
族
譜
，
給
此
次
編
修
造
成
的
難
度
非
常
之
大
，
自
公
元
二
零
一
五
年
開
始
編
修
，
走

訪
各
地
，
歷
時
七
年
才
編
纂
完
成
。
此
次
編
修
族
譜
，
功
在
當
代
，
惠
及
子
孫
，
告
慰
先
祖
，
昭
示

後
代
。

為
此
，
特
向
孫
氏
後
裔
發
出
捐
款
倡
議
如
下
：

凡
捐
款
一
百
至
一
千
元
者
，
可
在
宗
譜
功
德
錄
留
名
在
冊
；

凡
捐
款
一
千
元
以
上
者
，
可
在
宗
譜
功
德
錄
留
名
在
冊
，
另
附
贈
送
孫
氏
宗
譜
一
套
（
每
套
一
函
六

卷
共
八
冊
）
；

以
上
倡
議
，
願
我
孫
氏
後
裔
，
各
界
能
人
志
士
和
有
識
之
士
熱
切
關
心
，
慷
慨
解
囊
，
鼎
力
支
持
，

踴
躍
捐
資
，
將
流
芳
千
古
，
永
載
史
冊
。

峕
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公
元
二
零
二
二
年
歲
次
壬
寅
仲
春
於
北
京
通
州

孫
長
宇

書



中
山
堂

九
十
七

九
十
八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功
德
錄

卷
一

功
德
錄

光
前
裕
後

茂
垂
勳
名

功
在
當
代

利
在
千
秋



中
山
堂

九
十
九

一
百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功
德
錄

卷
一

功
德
錄

功
德
錄
名
單

以
下
名
單
按
世
次
順
序
排
列

一
十
七
世

孫
殿
權

捐
款
五
百
元

孫
華
北

捐
款
一
千
元

孫
士
俊
長
女

附
贈
宗
譜
一
套
留
存

孫
建
軍

捐
款
三
百
元

一
十
八
世

孫
長
照

捐
款
五
百
元

孫
長
在

捐
款
五
百
元

孫
長
濤

捐
款
五
百
元

孫
長
遠

捐
款
二
百
元

孫
長
廣

捐
款
五
百
元

孫
長
宇

捐
款
一
千
五
百
元

與
父
一
十
七
世
孫
殿
權
共
計
捐
款
兩
千
元

附
合
贈
宗
譜
兩
套
留
存

孫
秋
嶺

捐
款
六
百
六
十
六
元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〇
一

一
百
〇
二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功
德
錄

卷
一

功
德
錄

一
十
九
世

孫
志
武

捐
款
五
百
元

孫
慶
傑

捐
款
二
百
八
十
八
元

孫
慶
彪

捐
款
二
百
元

孫
慶
奎

捐
款
五
百
元

孫

浩

捐
款
五
百
元

孫
慶
濤

捐
款
五
百
元

一
十
八
世
孫
長
環
次
子

二

十

世

孫
立
忠

捐
款
一
千
元

一
十
九
世
孫
慶
海
長
子

附
贈
宗
譜
一
套
留
存

孫
立
輝

捐
款
五
百
元

再
捐
款
一
千
元

第
二
次
組
織
刊
印
再
捐
款
一
千
元
整

附
贈
宗
譜
一
套
留
存

孫
立
新

捐
款
一
千
元

附
贈
宗
譜
一
套
留
存

孫
立
德

捐
款
五
百
元

孫
立
富

捐
款
六
百
六
十
六
元

與
長
兄
孫
立
德
共
計
捐
款
一
千
一
百
六
十
六
元

合
贈
宗
譜
一
套
留
存

孫
立
姣

捐
款
二
百
元

孫
立
旺

捐
款
二
百
元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〇
三

一
百
〇
四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功
德
錄

卷
一

功
德
錄

孫
立
平

捐
款
五
百
元

孫
立
欣

捐
款
八
百
元

第
二
次
組
織
刊
印
捐
款
八
百
元
整

附
贈
無
木
匣
宗
譜
一
套
留
存

克
昌
厥
後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〇
五

一
百
〇
六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費
用
帳
單

卷
一

費
用
帳
單

編
修
唐
山
王
打
刁
村
孫
氏
宗
譜
費
用
帳
單

此
次
編
修
宗
譜
，
收
支
明
細
，
將
詳
盡
說
明
，
做
以
公
示
。

此
次
刊
印
宗
譜
共
計
六
套
，
每
套
計
一
函
六
卷
八
冊
，
其
中
卷
二
與
卷
六
各
兩
冊
，
每
冊
外
封
面
裝

幀
為
明
黃
團
龍
圖
案
，
並
且
每
套
有
三
尺
見
方
純
棉
紅
布
包
裹
，
外
有
香
樟
木
浮
雕
雙
龍
漆
金
黃
綢

內
襯
木
匣
存
放
。

首
次
刊
印
六
套
及
二
次
刊
印
兩
套
宗
譜
留
存
情
況
如
下
，
一
十
七
世
孫
華
北
（
一
十
六
世
孫
士
俊
長

女
）
留
存
一
套
，
一
十
八
世
孫
長
宇
留
存
兩
套
，
二
十
世
孫
立
忠
留
存
一
套
，
二
十
世
孫
立
輝
留
存

一
套
，
二
十
世
孫
立
新
留
存
一
套
，
二
十
世
孫
立
德
與
胞
弟
孫
立
富
合
留
存
一
套
，
二
十
世
孫
立
欣

留
存
一
套
。
但
期
後
世
賢
俊
妥
善
為
之
保
存
，
諸
孝
子
賢
孫
敬
而
為
之
奉
，
傳
之
後
世
，
亙
古
千
秋
。

另
自
編
修
以
來
，
數
年
外
走
尋
訪
，
車
輛
使
用
具
由
族
人
一
十
七
世
孫
殿
權
提
供
，
因
其
車
馬
費
用

慷
慨
捐
贈
，
故
不
做
統
計
，
特
此
致
以
銘
謝
。

收
入

捐
款
總
收
入
：
一
萬
五
千
零
二
十
元
整
（
大
寫
：
壹
萬
伍
仟
零
贰
拾
元
整
）

支
出

排
版
費
用
：
五
千
五
百
元
整
（
大
寫
：
伍
仟
伍
佰
元
整
）

刊
印
費
用
：
六
千
三
百
元
整
（
大
寫
：
陆
仟
叁
佰
元
整
）

紅
布
費
用
：
九
十
元
整
（
大
寫
：
玖
拾
元
整
）

族
譜
木
匣
費
用
：
兩
千
元
八
百
元
整
（
大
寫
：
兩
仟
捌
佰
元
整
）

宗
譜
快
遞
郵
費
：
三
百
元
整
。

共
計
總
支
出
：
一
萬
四
千
九
百
九
十
元
整
（
大
寫
：
壹
萬
肆
仟
玖
佰
玖
拾
元
整
）

餘
款

剩
餘
錢
款
：
三
十
元
整
（
大
寫
：
叁
拾
元
整
）
餘
款
暫
由
一
十
八
世
孫
長
宇
代
為
保
管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〇
七

一
百
〇
八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編
修
名
單

卷
一

編
修
名
單

編
修
唐
山
王
打
刁
村
孫
氏
宗
譜
參
修
人
員
名
單

主
編

倡
修

纂
修

一
十
八
世

孫
長
宇

協
修

倡
修

一
十
七
世

孫
殿
佑

孫
殿
權

一
十
八
世

孫
長
立

一
十
九
世

孫
慶
美

二

十

世

孫
立
忠
（
少
長
門
仲
金
公
後
裔
）

特
別
銘
謝

二
十
一
世

孫
兆
猛
（
老
二
門
得
雲
公
後
裔

現
住
唐
海
縣
孫
塘
莊
）

趙
氏
福
泉
堂

趙
金
勇
（
吉
林
省
長
春
市
）

趙
國
峰
（
豐
南
區
大
新
莊
鎮
）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〇
九

一
百
一
十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編
修
名
單

卷
一

編
修
名
單

主修一十八世孫長宇 孫
長

宇
與

中
門

莊
村

孫
占

國
先

生
研

討
宗

族
世

系
圖

譜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一
十
一

一
百
一
十
二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編
修
名
單

卷
一

編
修
名
單

丕
承
先
志

崇
宗
祀
祖

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跋

卷
一

跋

中
山
堂

一
百
一
十
三

一
百
一
十
四

跋餘
以
曆
七
年
之
久
，
統
書
三
門
，
匯
成
一
本
，
世
次
有
序
，
長
幼
尊
卑
，
遠
近
親
疏
，
骨
血
未
分
。

吾
書
於
此
，
後
嗣
謹
記
，
相
約
三
十
載
一
小
修
，
六
十
載
一
大
修
，
世
代
相
承
，
傳
之
萬
年
，
上
敬

祖
宗
，
下
協
子
姓
，
宗
族
和
睦
，
有
禮
相
讓
，
民
風
陳
樸
，
國
泰
民
安
。
但
期
後
有
孝
子
賢
孫
於
已

經
修
明
者
，
再
為
重
修
之
，
是
則
相
與
暉
之
深
幸
也
，
夫
是
為
序
。

峕
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公
元
二
零
二
二
年
歲
次
壬
寅
仲
春
上
浣

榖
旦

孫
氏
中
山
堂
一
十
八
世
裔
孫

長
宇

薰
沐
謹
書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一
十
五

一
百
一
十
六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一
十
七

一
百
一
十
八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一
十
九

一
百
二
十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二
十
一

一
百
二
十
二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二
十
三

一
百
二
十
四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二
十
五

一
百
二
十
六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二
十
七

一
百
二
十
八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二
十
九

一
百
三
十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三
十
一

一
百
三
十
二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三
十
三

一
百
三
十
四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三
十
五

一
百
三
十
六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三
十
七

一
百
三
十
八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三
十
九

一
百
四
十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四
十
一

一
百
四
十
二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四
十
三

一
百
四
十
四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四
十
五

一
百
四
十
六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四
十
七

一
百
四
十
八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四
十
九

一
百
五
十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五
十
一

一
百
五
十
二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五
十
三

一
百
五
十
四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五
十
五

一
百
五
十
六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五
十
七

一
百
五
十
八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


中
山
堂

一
百
五
十
九

一
百
六
十

孫

氏

宗

譜

卷
一

卷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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