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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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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代
棗
陽
人
：
楊
宗
聰
撰
述

一
、 
窺
漢
業
中
興
源
地─

白 

水 

白
水
之
名
有
二
：
白
水
鄉
、
白
水
寺
。

︵
一
︶
白
水
鄉
在
漢
地
方
自
治
有
郡
、
邑
、

鄉
之
稱
，
白
水
鄉
屬
南
陽
邵
下
轄
，
在
舂
陵
邑
南
境

外
，
劉
秀
九
歲
喪
父
後
寄
叔
劉
良
居
住
地
，
秀
廿
八

歲
前
生
長
生
活
讀
書
居
住
地
，
地
皇
二
年
劉
繽
起
義

滅
莽
復
漢
發
祥
地
，
現
稱
湖
北
省
棗
陽
市
吳
店
鄉
，

其
所
已
載
史
冊
者
，
則
因
有
龍
則
名
。

︵
二
︶
白
水
寺
，
係
白
水
鄉
境
，
有
山
，
有

林
，
林
有
古
剎
，
剎
有
枯
井
，
寺
無
僧
侶
駐
足
，
地

皇
二
年
劉
縯
、
李
重
在
宛
境
起
義
不
密
，
李
重
捕
殺

並
誅
族
子
李
通
逃
到
宜
秋
，
劉
縯
同
宛
境
豪
俠
四
百

餘
人
逃
到
此
山
寺
中
藏
匿
，
秀
勇
助
兄
義
，
在
舂

陵
招
募
舂
陵
子
弟
成
立
柱
天
都
部
於
此
，
山
林
寺
前

抹
馬
勵
兵
，
因
飲
水
必
需
，
每
日
往
返
山
腳
汲
水
，

於
是
秀
乃
清
淘
枯
井
，
汲
水
供
應
，
整
理
後
水
濁
不

能
飲
用
，
秀
率
眾
祝
告
：
﹁
願
上
天
助
我
，
除
暴
安

民
，
枯
井
湧
泉
助
我
成
軍
﹂
，
說
也
奇
怪
，
忽
一
夜

將
近
黎
明
時
，
枯
井
冒
白
煙
，
旋
旋
高
數
丈
直
沖
天

空
，
白
煙
散
後
井
水
清
澈
可
飲
，
助
秀
成
軍
，
秀
於

為
光
武
皇
帝
後
返
白
水
寺
巡
視
舊
地
古
剎
枯
井
，
深

感
天
助
乃
命
名
該
古
剎
為
白
水
寺
，
至
今
每
年
正
、

二
月
間
，
香
火
鼎
盛
，
三
月
三
日
有
廟
會
，
近
年

來
，
地
方
開
發
資
源
，
加
強
古
蹟
文
物
整
理
，
白
水

寺
是
棗
陽
地
方
重
點
文
物
景
點
之
一
，
我
棗
在
台
同

鄉
會
中
鄉
紳
耆
宿
，
有
供
獻
捐
贈
，
這
正
應
俗
語
：

﹁
山
不
在
高
，
有
仙
則
名
﹂
的
事
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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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窺
漢
業
劉
宗
采
邑─

舂 

陵

公
元
前
二
九
六
年
劉
邦
平
定
中
原
，
登
基
長

安
，
大
封
功
臣
諸
侯
，
封
吳
芮
為
長
沙
王
，
芮
與
陳

涉
、
吳
廣
同
義
之
士
，
漢
非
劉
氏
不
王
者
特
例
也
，

芮
在
位
六
年
卒
，
無
後
則
國
除
。
公
元
前
一
五
五
年

孝
景
皇
帝
登
基
二
年
封
十
四
子
劉
發
為
長
沙
定
王
，

發
封
其
子
劉
買
為
舂
陵
侯
，
食
采
邑
舂
陵
。
漢
創
帝

王
封
諸
侯
賜
采
邑
數
十
郡
、
邑
、
鄉
。
年
奉
祭
祀
。

天
子
庶
子
封
諸
侯
食
米
采
邑
封
境
四
十
里
週
境
，
不

得
奉
祀
。
劉
宗
族
望
，
買
生
二
子
，
長
子
外
居
舂
陵

次
子
熊
渠
居
平
林
，
三
世
後
王
莽
篡
漢
自
立
，
暴
苛

殃
民
，
劉
氏
興
兵
分
別
於
白
水
、
劉
縯
、
劉
秀
，
於

平
林
、
劉
賜
、
劉
玄
起
義
反
莽
，
四
野
燎
原
，
劉
玄

義
軍
共
主
，
建
更
始
年
，
稱
更
始
帝
，
在
位
兩
年
之

餘
。
劉
秀
敦
厚
仁
德
，
自
助
人
助
天
助
，
復
興
漢
室

建
都
洛
陽
繼
道
統
為
東
漢
。

三
、 

窺
漢
業
皇
裔
子
弟─

─
 

時
勢
英
雄

 

漢
室
中
興
，
自
劉
縯
白
水
起
義
至
劉
秀
在
鄗
邑

登
基
中
有
更
始
王
朝
，
兩
年
之
餘
，
歷
經
艱
辛
，
披

荊
介
，
開
洪
荒
，
拋
頭
顱
，
灑
熱
血
，
漢
室
皇
裔
子

弟
因
利
導
，
奉
天
承
命
，
悲
劇
英
雄
，
苦
難
英
雄
，

甘
草
英
雄
，
各
有
職
司
，
共
創
中
興
。

︵
一
︶
創
業
先
鋒─

─

劉　

縯

劉
縯
，
性
豪
邁
，
尊
賢
納
士
，
善
與
人
交
，

家
居
住
宛
城
，
與
宛
士
李
重
善
，
重
熟
知
天
文
，
觀

劉
氏
興
，
王
莽
無
道
苛
政
不
久
。
重
棄
王
氏
宗
師
回

宛
，
與
縯
合
謀
起
義
不
密
，
李
重
被
殺
誅
族
，
子
王

通
逃
往
宜
秋
投
下
江
軍
與
下
江
軍
渠
王
常
善
，
王
常

素
有
賢
名
。
劉
縯
率
宛
境
豪
俠
四
百
名
逃
到
白
水
山

林
，
古
剎
遁
居
，
秀
勇
助
兄
義
成
立
柱
天
都
部
軍
號

召
天
下
，
於
地
皇
三
年
元
月
起
義
白
水
首
攻
勝
，
佔

據
棗
陽
，
智
謀
夜
襲
藍
鄉
劫
糧
械
，
毅
勇
突
擊
泚
水

紮
營
地
殺
莽
將
甄
阜
、
梁
邱
賜
，
再
戰
莽
將
嚴
尤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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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獲
全
勝
，
縯
聲
威
大
震
，
引
起
新
市
平
林
諸
渠
目

膽
寒
嫉
妒
，
妥
協
下
產
生
更
始
皇
帝
，
詐
謀
中
殺
死

劉
縯
首
義
英
雄
哀
眠
宛
城
，
壯
志
未
酬
，
任
務
未
達

成
。

︵
二
︶
過
度
皇
帝─

─

劉　

玄

劉
玄
，
性
豪
爽
，
溫
良
和
善
，
能
樂
群
，
在
平

林
軍
中
任
渠
目
之
一
，
善
與
人
交
，
眾
人
稱
更
始
將

軍
，
新
市
平
林
諸
渠
目
懼
縯
威
猛
、
有
智
，
心
生
嫉

妒
，
乃
推
出
劉
玄
為
更
始
皇
帝
，
意
在
傀
儡
人
生
。

絆
著
劉
縯
當
時
之
勢
，
柱
天
都
部
小
長
安
全
部
犧

牲
，
王
常
心
存
觀
望
。
劉
秀
分
派
在
另
一
路
軍
北
指

穎
川
孤
掌
難
鳴
，
只
好
暫
為
妥
協
，
隨
有
更
始
王
朝

誕
生
，
盜
匪
奸
詐
殺
死
劉
縯
，
上
天
的
安
排
，
還
有

劉
賜
正
義
化
身
護
衛
劉
玄
，
保
障
劉
秀
，
延
續
時
日

助
成
正
果
，
自
然
殞
落
著
劉
玄
。
縊
死
郊
野
，
厚
葬

霸
陵
。︵

三
︶
護
駕
將
軍─

─

劉　

賜

劉
賜
，
性
和
睦
，
講
仁
義
，
富
正
義
感
，
在
更

始
王
朝
繼
劉
縯
任
大
司
徒
，
漢
軍
組
織
成
份
複
雜
，

盜
賊
積
習
，
惡
性
難
改
，
心
欲
不
朿
，
隨
意
殺
人
，

安
集
椽
任
光
美
少
年
，
愛
著
華
服
，
漢
軍
見
而
妒
，

欲
殺
之
，
劉
賜
聞
之
立
保
不
死
，
復
因
功
昇
信
都
太

守
。
當
劉
秀
奔
兄
喪
回
宛
，
明
昇
暗
降
，
奪
權
禁
錮

於
新
野
時
，
諸
渠
目
意
欲
乘
隙
殺
之
，
賜
時
加
保

護
，
諸
渠
無
隙
可
翻
，
而
復
任
司
棣
校
尉
赴
洛
陽
，

又
力
保
秀
任
大
司
馬
職
，
持
節
逕
巡
河
北
。
劉
賜
不

謹
是
保
護
劉
秀
未
曾
被
害
，
亦
在
更
始
王
朝
主
持
正

義
，
保
護
劉
玄
不
受
諸
渠
目
威
協
左
右
，
有
這
樣
一

位
更
始
王
朝
中
大
司
徒
，
伸
張
正
義
，
主
持
公
道
，

現
任
皇
帝
劉
玄
少
受
威
協
，
也
保
護
了
復
興
漢
室
的

光
武
皇
帝
，
歷
史
安
排
乏
人
詢
問
，
更
可
受
公
平
。

︵
四
︶
真
命
天
子─

─

劉　

秀

劉
秀
，
性
敦
厚
，
心
寬
仁
，
富
進
取
，
深
省

思
，
生
年
祥
瑞
，
一
莖
九
穗
，
冑
甲
帝
王
滿
業
中

興
，
天
佑
其
三
。
人
助
則
五
，
自
立
自
助
謹
慎
裕

如
：

天
助
有
三
：

1. 

地
皇
一
年
七
月
，
秀
勇
助
兄
義
成
立
柱
天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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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於
白
水
山
中
，
秣
馬
勵
兵
得
枯
井
湧
泉
之
助
，
起

義
成
功
，
天
助
其
一
。

2.

更
始
元
年
七
月
，
昆
陽
之
戰
天
驟
降
雨
，
雷

電
交
加
，
虎
貊
象
群
，
一
息
驚
散
，
衝
破
陣
營
，
百

萬
雄
師
，
崩
敗
莫
名
，
四
海
震
驚
，
天
助
其
二
。

3.

更
始
三
年
二
月
，
王
朗
僭
尊
，
秀
在
盧
奴
，

聞
警
倉
促
奔
逃
途
至
滹
沱
河
，
天
助
堅
冰
，
眾
乃
得

渡
，
安
抵
鉅
鹿
，
天
助
其
三
。

人
助
有
五
：

1. 

劉
賜
，
更
始
王
朝
大
司
徒
，
秀
被
奪
權
禁

錮
新
野
，
新
市
平
林
諸
渠
目
，
無
時
無
刻
的
在
計
謀

殺
害
以
除
後
患
，
在
劉
賜
保
護
中
無
隙
可
乘
乃
得
不

死
。

2. 

鄧
禹
，
博
學
多
識
，
與
秀
同
在
洛
陽
遊
學
時

之
知
友
，
秀
任
大
司
馬
持
節
逕
巡
河
北
，
在
鄴
城
相

遇
，
評
論
天
下
，
共
謀
漢
鼎
，
良
師
益
友
，
漢
興
功

臣
。

3. 

耿
純
，
宋
子
人
，
任
邯
騎
督
校
尉
，
秀
逕
巡

河
北
旨
途
邯
鄲
郡
，
純
見
眾
員
吏
皆
有
法
度
，
即
心

儀
嚮
往
。
當
王
朗
僭
尊
，
即
懷
符
節
赴
盧
投
秀
，
隨

及
返
宋
子
燒
房
舍
聚
集
，
一
心
侍
秀
。

4. 

劉
植
，
昌
城
人
，
聚
眾
萬
人
守
昌
城
，
不
受

王
朗
檄
文
，
劉
秀
慰
撫
任
饒
騎
都
尉
，
兵
至
盧
奴
真

定
王
劉
揚
擁
眾
數
十
萬
自
守
，
劉
植
願
憑
三
寸
不
爛

之
舌
，
說
項
劉
揚
歸
服
，
並
娶
得
郭
女
是
為
平
定
河

北
擒
王
朗
之
最
大
助
力
。

5. 

馮
異
，
父
城
人
，
博
學
沈
穩
幹
練
，
任
穎
川

郡
椽
吏
，
秀
任
中
常
偏
將
北
征
穎
川
，
在
打
鐵
樓
俘

護
，
眾
皆
欲
殺
之
，
獨
秀
愛
而
收
之
。
秀
任
司
棣
校

尉
前
導
洛
陽
，
隨
身
輕
騎
數
十
，
直
赴
父
城
，
召
馮

異
任
主
簿
。
秀
柱
大
司
馬
持
節
河
北
平
定
後
，
銳
意

收
復
洛
陽
，
派
鄧
禹
為
前
將
軍
，
征
討
關
內
，
孤
立

洛
陽
，
派
馮
異
鎮
孟
津
關
，
攔
阻
洛
陽
軍
朱
鮪
，
馮

異
先
智
服
李
軼
，
再
掃
河
南
邵
邑
。
當
眾
將
吏
皆
欲

勸
進
時
，
秀
不
能
剛
斷
，
乃
立
召
馮
異
來
鄗
邑
，
議

定
乾
綱
，
登
基
帝
位
，
創
立
建
武
，
經
始
東
漢
。



第
二
十
六
期

12

四
、 

窺
漢
業
復
興
契
機─

─
 

人
心
思
漢

漢
興
啟
迪
，
應
是
公
元
前
二○

一
年
，
沛
公

入
咸
陽
，
秦
王
子
嬰
降
，
平
秦
後
沛
公
兵
還
居
壩

上
。
公
元
前
二
九
六
年
劉
邦
平
定
天
下
，
長
安
登
基

稱
高
祖
皇
帝
，
分
奉
功
臣
諸
侯
位
。
至
王
莽
篡
漢
，

殺
平
帝
而
自
立
，
計
二
九
六
年
，
天
下
陳
平
，
大

世
鼎
昌
，
百
姓
安
居
，
漢
之
文
治
武
功
精
神
開
導
，

既
深
且
遠
，
文
景
之
治
，
蘊
藏
民
心
，
王
莽
篡
位
殺

平
帝
，
毀
陵
寢
，
行
征
伐
，
施
暴
苛
，
加
之
連
年
荒

旱
，
盜
匪
蜂
竄
，
是
人
心
思
漢
的
主
要
原
因
，
懷
念

漢
治
，
懷
念
劉
宗
，
當
白
水
起
義
，
更
始
建
年
，
四

海
望
風
景
從
、
新
市
、
平
林
草
莽
賊
，
逢
會
乘
世
，

攀
扶
際
時
風
雲
，
沐
猴
而
寇
登
隴
，
不
知
新
生
，
賊

性
難
移
，
據
有
山
東
、
河
南
、
陜
南
廣
大
土
地
。
更

始
新
政
，
其
皇
帝
乾
網
不
斷
，
將
帥
無
才
不
智
，
不

能
成
大
統
，
始
中
繼
有
德
者
居
，
劉
秀
登
基
鄗
邑
，

創
建
武
平
，
廢
更
始
年
，
史
家
稱
東
漢
是
正
統
一

極
。

五
、 

窺
舂
陵
巖
脈
龍
踞─

─
 

人
傑
地
靈

舂
陵
邑
，
劉
宗
買
舂
陵
侯
采
邑
封
地
，
地
處

在
大
別
山
山
脈
系
之
南
向
走
脛
、
支
脈
抵
漢
水
而

終
，
地
屬
崗
巒
丘
嶺
地
帶
，
人
民
生
活
簡
樸
，
耕
讀

持
家
，
境
內
沿
自
鹿
頭
抵
漢
水
而
終
，
地
屬
崗
巒
丘

嶺
地
帶
，
人
民
生
活
簡
樸
，
耕
讀
持
家
，
境
內
沿
自

鹿
頭
山
麓
細
流
，
由
北
向
南
在
轉
往
西
流
，
是
唯
一

的
水
資
源
。
舂
陵
侯
買
生
二
子
，
長
子
劉
外
承
襲
舂

陵
，
三
世
至
劉
欽
生
三
子
劉
縯
、
劉
仲
、
劉
秀
。

次
子
熊
渠
居
平
林
，
三
世
至
劉
嘉
生
二
子
劉
賜
、
劉

玄
。
王
莽
篡
漢
十
八
年
改
元
三
次
，
新
皇
、
天
鳳
、

地
皇
。
地
皇
三
年
元
月
劉
縯
在
白
水
鄉
起
義
，
結
合

新
市
、
平
林
諸
渠
大
戰
莽
軍
甄
阜
勝
利
後
，
劉
秀
戰

昆
陽
以
少
勝
多
創
造
歷
史
，
於
淯
水
之
陽
成
立
更

始
，
共
推
劉
玄
為
更
始
皇
帝
，
乾
網
不
整
、
兩
年
之

餘
，
被
赤
眉
兼
併
，
帝
死
郊
野
，
骸
葬
霸
陵
，
劉
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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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立
自
強
，
天
助
、
自
助
、
人
助
、
仁
德
歸
厚
矣
，

於
更
始
三
年
六
月
六
日
在
鄗
邑
登
基
，
創
建
武
年
為

光
武
皇
帝
，
建
都
洛
陽
，
史
稱
東
漢
。
舂
陵
小
邑
巖

脈
龍
踞
，
白
水
鄉
養
龍
蓄
士
，
有
龍
成
功
，
則
名
滿

天
下
。
平
林
生
龍
，
養
劉
玄
世
受
天
命
丕
拯
，
天
性

不
修
，
天
德
不
知
，
居
天
下
百
姓
至
尊
，
實
非
易

也
，
歷
史
中
帝
王
降
生
名
邑
寶
地
者
，
則
多
邑
，
而

舂
陵
小
邑
雖
地
脊
貧
，
然
巖
脈
暢
旺
獨
厚
劉
宗
，
是

漢
治
文
武
功
、
蘊
育
有
成
焉
，
積
德
後
裔
，
始
能
成

﹁
光
武
興
為
東
漢
﹂
垂
冊
之
容
。

六
、 

窺
舂
陵
子
弟
義
勇─

─
 

柱
天
都
郡

地
皇
二
年
四
月
李
重
、
劉
縯
在
宛
境
起
義
不

密
，
李
重
被
殺
誅
族
，
子
李
通
逃
到
宜
秋
，
劉
縯
率

宛
境
豪
俠
四
百
餘
人
，
逃
到
白
水
鄉
境
山
林
中
，
秀

勇
助
兄
義
，
招
募
舂
陵
子
弟
成
立
柱
天
都
部
軍
於
山

中
秣
馬
厲
兵
，
地
皇
二
年
元
月
結
合
新
市
、
平
林
，

在
白
水
鄉
起
義
，
連
戰
皆
捷
，
攻
佔
棗
陽
、
新
市
、

平
林
借
分
肥
不
均
，
意
欲
拆
伙
，
劉
秀
著
由
柱
天
都

部
軍
分
毫
不
取
，
乃
得
平
息
分
裂
危
機
。
劉
縯
計
謀

攻
打
宛
城
，
先
安
頓
家
眷
至
小
長
安
集
，
派
由
柱
天

都
部
護
送
，
途
中
遇
莽
甄
阜
軍
兩
萬
之
眾
，
攔
腰
襲

殺
，
義
軍
義
眷
全
部
慘
遭
殺
害
，
生
命
白
骨
長
眠
異

地
；
柱
天
都
部
軍
成
立
於
地
皇
二
年
九
、
十
月
間
，

陣
亡
於
地
皇
三
年
四
月
，
在
﹁
光
武
興
為
東
漢
﹂
歷

史
中
，
吹
響
起
義
號
，
團
結
領
導
中
心
不
使
分
裂
，

從
此
長
守
義
眷
塚
共
春
秋
，
柱
天
都
部
必
死
，
劉
縯

必
死
，
是
秉
天
命
之
為
信
，
其
若
不
死
，
則
劉
秀
中

興
漢
室
歷
史
留
名
將
不
屬
矣
。
顧
史
興
嘆
，
白
水
同

義
者
，
如
劉
縯
、
劉
玄
死
後
均
封
王
，
而
古
剎
、
枯

井
、
湧
泉
以
助
則
賜
白
水
寺
，
俯
今
追
昔
，
唯
我
舂

陵
子
弟
，
組
成
柱
天
都
部
軍
護
眷
成
仁
，
墨
制
不

銘
，
皇
帝
光
武
其
大
失
公
平
。

七
、 

窺
舂
陵
演
繹
棗
陽─

─
 

吾
鄉
吾
土

︵
一
︶
歷
史
載
舂
陵
邑
，
現
代
稱
棗
陽
市
，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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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一
地
，
因
何
如
何
替
進
演
輯
，
乏
陳
其
究
，
可
供

諸
世
人
者
。
古
城
城
型
如
ㄈ
字
，
南
、
西
、
北
三
面

牆
，
東
有
東
沙
河
，
為
天
塹
，
河
堤
高
而
固
防
洪
防

患
。
三
面
城
牆
青
磚
包
砌
，
三
門
上
有
門
樓
雕
樑
畫

棟
，
三
門
前
有
護
城
河
，
河
上
拱
橋
供
行
人
通
行
，

城
池
完
固
，
莊
嚴
美
觀
，
城
內
有
四
軸
心
街
道
，
貫

通
四
門
，
商
貿
形
態
各
具
特
色
，
適
合
人
民
生
活
居

住
，
日
常
之
需
各
具
特
色
。

︵
二
︶
民
國
廿
六
年
蘆
溝
橋
事
變
，
中
日
戰
爭

啟
端
，
侵
華
魔
煙
燎
及
中
原
，
武
漢
淪
陷
，
政
府
一

紙
命
令
，
徵
集
民
伕
，
拆
除
城
牆
，
螞
蟻
雄
兵
力
量

大
，
歷
約
十
餘
日
，
城
墻
、
城
垛
、
城
門
樓
、
拱
橋

化
為
平
地
，
巍
巍
雄
姿
，
竟
成
泡
影
，
古
城
城
池
永

沒
人
間
。

︵
三
︶
民
國
廿
九
年
宜
城
失
利
張
自
忠
將
軍

殉
國
，
棗
陽
淪
陷
，
兩
次
戰
邑
進
出
，
獸
性
大
發
的

日
本
鬼
，
燒
殺
擄
掠
，
寸
土
難
幸
，
大
火
連
燒
數
晝

夜
，
城
池
灰
燼
片
瓦
無
存
，
撫
今
追
昔
不
禁
鼻
酸
，

今
謹
及
回
憶
，
概
述
棗
陽
舊
貌
，
鄉
情
鄉
景
和
商
貿

動
態
，
環
境
特
色
，
共
我
鄉
紳
耆
賢
玩
味
夢
牽
和
指

導
。

︵
四
︶
城
內
中
軸
四
大
街
道
：

1. 

大
東
街
：
自
東
門
河
場
岸
至
中
心
十
字
大
街

口
，
商
業
貿
易
，
多
為
批
發
轉
運
站
，
如
棉
花
則
以

收
集
轉
運
為
主
，
油
鹽
則
以
批
發
為
主
，
民
眾
心
目

中
的
大
商
家
，
另
有
眼
鏡
鐘
錶
行
一
家
，
先
進
精
密

商
家
，
獨
一
無
二
。
鄉
民
進
城
時
，
多
會
去
觀
賞
留

戀
開
眼
界
。

2. 

大
南
街
：
自
南
門
入
口
，
至
城
中
心
十
字
街

口
，
商
貿
上
以
廣
洋
雜
貨
、
五
金
、
農
業
工
具
、
藥

材
批
發
轉
運
，
商
業
狀
況
春
、
夏
、
秋
均
旺
，
入
冬

後
即
門
可
羅
雀
。

3. 

大
西
街
：
自
西
門
入
口
至
城
中
十
字
街
口
，

大
西
街
內
有
縣
府
機
構
座
北
向
南
，
街
市
有
形
則
無

商
貿
行
為
，
家
業
刀
筆
精
華
，
官
事
架
書
狀
為
業
，

是
民
眾
心
目
中
：
﹁
衙
門
八
字
開
，
有
理
沒
錢
莫
進

來
﹂
的
畏
途
，
尤
其
是
傳
達
送
件
人
，
森
顏
勵
色
，

使
人
厭
惡
，
腳
程
錢
說
一
不
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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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

大
北
街
：
自
北
門
入
口
至
城
中
心
十
字
街

口
，
商
貿
動
態
活
躍
，
廣
洋
雜
貨
、
布
匹
綢
緞
、
金

銀
手
飾
，
唯
一
一
家
照
像
館
，
四
時
興
旺
，
入
夜
後

煤
氣
燈
高
照
光
亮
如
畫
，
大
姑
娘
小
媳
婦
應
景
配
裝

趕
時
髦
，
進
步
開
化
表
徵
。

5. 
小
南
門
：
小
南
門
是
小
南
街
出
門
，
走
過
拱

橋
，
有
幾
戶
人
家
是
打
鐵
為
業
，
像
耕
農
工
具
中
的

鐮
刀
、
鋤
頭
、
乂
耙
及
農
作
時
多
項
物
件
。
另
有
一

家
鐵
店
，
專
做

滑
、

面
，
因
是
生
鐵
熔
汁
後
倒

入
模
具
中
成
型
，
也
回
收
舊

滑
、

面
，
還
有
一

家
雜
貨
店
，
賣
煙
還
有
涼
粉
，
我
有
品
嚐
過
，
道
地

口
味
鮮
辣
。

6. 

小
北
街
、
小
東
街
、
小
南
街
各
具
特
色
：

�
小
北
街
：
又
稱
書
院
街
，
清
代
有
書
院
在
此

街
中
，
民
國
時
將
書
院
改
為
城
關
鎮
中
心
小
學
，
歷

史
悠
久
博
富
盛
名
，
育
英
搖
籃
，
人
材
倍
出
，
文
化

氣
息
濃
郁
現
為
機
關
用
，
不
復
舊
觀
。

�
小
東
街
：
街
區
內
有
古
宮
殿
式
建
築
一
棟
，

紅
牆
綠
瓦
，
門
前
有
合
抱
粗
細
杉
木
大
柱
四
棵
，
壯

麗
威
嚴
，
一
般
望
之
生
畏
，
但
又
一
心
嚮
往
之
。
因

為
他
是
清
代
地
方
初
試
闈
場
，
現
為
我
棗
陽
市
文
物

陳
列
館
。


小
南
街
：
地
近
南
城
牆
上
魁
星
樓
，
街
兩
傍

屋
宇
建
築
，
高
壁
拱
斗
，
富
有
人
家
居
，
藉
有
﹁
魁

星
高
照
﹂
之
意
，
據
說
多
為
我
鄉
地
主
鄉
紳
子
女
驛

宇
，
魁
星
同
時
拆
除
。
此
樓
與
城
門
樓
造
形
不
同

是
八
角
形
，
內
有
旋
轉
梯
，
一
樓
有
玉
石
皮
一
塊
，

遊
人
到
此
取
銅
錢
貼
石
壁
上
，
若
被
吸
住
則
為
魁
星

點
斗
，
吉
星
高
照
，
是
狀
元
及
第
之
兆
，
供
遊
人
助

興
。

7.

城
中
心
點
叫
十
字
大
街
，
其
實
是
一
條
七
八

公
尺
長
的
街
道
，
是
大
北
街
與
大
南
街
交
接
的
交
錯

接
點
，
南
北
不
直
通
的
橫
街
，
無
商
貿
行
為
只
有
一

個
崗
亭
，
另
有
小
十
字
街
稱
，
小
東
街
與
小
南
街
在

大
東
街
交
會
點
，
通
稱
為
小
十
字
街
。

︵
五
︶
城
門
外
四
關
鎮
：

1.

東
關
鎮
：
住
戶
零
落
商
貿
不
旺
，
有
河
堤
碼

頭
一
座
，
供
渡
河
人
通
行
，
其
主
要
者
為
挑
水
人
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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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，
四
季
絡
繹
，
雖
是
無
本
求
利
，
而
肩
挑
腳
程
，

日
曬
雨
淋
，
辛
苦
尤
甚
，
供
應
民
生
。

2.

南
關
鎮
：
兩
項
工
藝
名
產
，
一
種
是
製
糖

果
，
原
料
是
花
生
、
糯
米
、
芝
麻
及
糖
漿
，
香
酥
可

口
︵
前
幾
年
我
棗
旅
台
同
鄉
會
春
節
祭
祖
團
拜
時
，

鄉
親
提
供
尚
能
品
嚐
︶
，
另
是
民
間
用
品
臘
燭
、
椿

子
榨
油
，
澆
成
一
支
支
大
小
臘
燭
，
還
有
木
柴
行
、

炭
行
普
及
地
方
，
供
應
城
內
民
生
。

3.

西
關
鎮
：
因
受
限
環
境
因
素
，
在
西
門
護

城
河
外
有
一
土
墻
稱
外
城
牆
，
南
北
長
數
里
，
中
有

瞭
望
臺
、
把
西
關
鎮
隔
於
外
，
西
關
鎮
的
居
民
以
燒

製
碗
盆
窯
缶
用
具
，
銷
售
營
生
，
夕
陽
工
業
很
快
沒

落
，
而
後
成
菜
園
。

4.

北
關
鎮
：
以
米
糧
行
居
多
，
供
應
農
民
攜
來

的
米
糧
陳
設
買
賣
，
農
民
以
物
易
物
，
換
得
金
錢
買

油
鹽
布
匹
家
用
品
，
比
其
他
關
鎮
人
潮
暢
旺
，
鎮
上

有
一
家
飯
店
酸
漿
麵
有
名
，
每
日
午
後
高
朋
滿
座
。

︵
六
︶
城
關
鎮
外
有
四
園
圃
：

1.

東
園
：
東
沙
河
以
東
稱
之
，
住
戶
零
落
，

沙
質
泥
土
蘿
蔔
、
南
瓜
較
大
宗
，
尤
其
南
瓜
大
而
味

甜
。
還
有
一
種
工
業
爆
竹
，
居
民
多
依
為
副
業
，
設

備
簡
陋
，
安
全
性
為
民
智
不
足
時
代
。

2.

南
園
：
因
東
沙
河
南
北
向
迴
流
，
受
地
形
限

制
北
向
南
流
的
河
流
轉
流
向
西
形
成
河
灣
地
，
沙
質

黑
泥
，
土
地
肥
美
，
適
瓜
果
蔬
菜
，
境
內
有
盧
姓
人

家
名
盧
家
花
門
樓
有
菜
園
有
蘋
果
園
，
高
堂
華
門
，

其
子
喜
愛
福
壽
膏
，
父
死
後
不
幾
年
，
所
有
產
業
均

存
入
福
壽
膏
煉
爐
中
，
令
人
酸
鼻
，
深
以
為
戒
。

3.

西
園
：
西
園
與
西
關
鎮
同
是

業
，
其
產
品

各
異
，
西
園

業
燒
製
磚
瓦
為
主
，
目
前
任
是
磚
廠

不
燒
瓦
，
夕
陽
工
業
因
環
境
而
成
長
，
因
環
境
而
淘

汰
，
這
一
帶
又
叫
亂
葬
土
，
現
稱
為
西
城
開
發
區
。

4.

北
園
：
範
圍
較
無
定
點
，
一
般
區
分
是
通
往

鹿
頭
鎮
馬
路
與
東
沙
河
中
間
地
帶
，
沙
質
泥
土
，
甘

蔗
和
生
薑
較
著
稱
，
北
園
一
帶
土
質
及
生
產
量
比
其

他
城
中
四
園
中
環
境
優
，
居
民
生
活
收
益
安
定
，
生

活
也
富
裕
平
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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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、
結　

論

︵
一
︶
回
顧
人
生
：
有
很
多
很
多
的
﹁
偶

然
﹂
，
在
一
次
的
﹁
偶
然
﹂
裡
找
到
自
我
，
找
回
自

信
，
找
回
勇
氣
，
八
十
年
後
的
有
一
天
，
我
參
觀
書

法
展
中
看
到
﹁
三
字
經
﹂
中
句
語
：
﹁
光
武
興
為
東

漢
﹂
，
參
閱
歷
史
中
白
水
起
義
，
舂
陵
子
弟
義
助
，

成
立
柱
天
都
部
軍
，
我
的
家
，
你
們
的
鄉
邑
，
他
們

的
英
勇
，
生
存
生
長
自
立
自
強
復
興
漢
室
的
歷
史
人

物
。
現
代
棗
陽
人
，
撰
述
歷
史
舂
陵
人
劉
秀
，
奮
發

自
強
，
創
建
歷
史
歷
程
，
供
我
邑
後
進
參
考
勉
勵
。

︵
二
︶
我
備
述
棗
陽
城
址
，
回
顧
棗
陽
泛
人
深

省
，
自
己
的
母
親
不
能
保
護
自
己
骨
肉
，
而
任
由
人

摧
毀
，
思
之
痛
心
，
故
簡
述
棗
陽
城
址
，
供
大
家
回

憶
，
且
歷
史
實
證
，
古
蹟
價
值
，
一
端
毀
棄
，
是
永

遠
不
能
彌
補
的
創
痛
、
記
憶
和
難
安
。

︵
三
︶
開
放
後
返
鄉
探
親
，
棗
陽
縣
成
棗
陽

市
，
家
原
是
城
關
鎮
四
保
八
甲
十
九
鄰
，
現
為
西
城

開
發
區
，×

×

大
隊
第×

組
，
證
明
還
是
在
變
。
城

市
因
交
通
而
改
變
商
貿
中
心
、
機
關
學
校
因
人
口
聚

集
而
設
立
。
時
代
巨
輪
前
進
，
創
造
人
文
創
造
社

會
，
創
造
人
類
幸
福
，
但
磨
滅
不
了
，
創
造
毀
滅
給

人
群
社
會
的
傷
害
和
悲
痛
的
回
憶
。

︵
四
︶
借
吾
鄉
諺
俗
語
：
﹁
騎
白
馬
，
衣
輕

裘
，
居

脊
，
藏
嬌
妻
，
華
貴
人
生
﹂
。
﹁
父
慈
子

孝
，
兄
友
弟
恭
，
妻
賢
德
，
享
受
人
生
﹂
。
﹁
吾
輩

同
濟
，
生
逢
亂
世
，
戎
馬
一
生
，
托
藉
異
地
，
奮
鬥

人
生
﹂
。
念
親
情
，
思
故
邑
，
魂
牽
夢
縈
，
雜
瑣
隨

筆
，
述
舂
陵
演
輯
，
概
我
棗
陽
城
址
古
蹟
，
顧
念
舊

城
情
誼
，
朝
代
更
替
，
民
風
亦
然
，
不
久
之
後
有
否

憶
及
我
舂
陵
棗
陽
古
城
、
古
蹟
、
遺
址
原
地
呢
？

舂
陸
演
輯　

棗
陽
古
城

有
註
明
街
名
，
另
有
縣
署
、
學
校
及
寺
廟
等

︵
圖
5─

11

︶
。
後
者
是
當
時
全
縣
10

區
行
政
區
劃

圖
，
除
了
10

區
的
界
線
，
尚
有
河
流
和
鄉
鎮
︵
圖
5

─
12

︶
。
這
兩
幅
地
圖
儲
存
，
例
如
後
者
顯
示
當
時

棗
陽
有
市
場
的
鄉
鎮
連
同
縣
城
共
有
52

處
，
這
是
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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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價
值
的
市
場
結
構
資
料
；
行
政
區
的
界
線
，
也
十

分
珍
貴
。
不
過
兩
個
都
沒
有
比
例
尺
，
用
毛
筆
畫

的
，
水
平
很
低
。

︵
同
鄉
會
提
供
縣
誌
圖
︶

縣

城
圖

（同鄉會提供縣誌圖）

（作者心憶自繪圖）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