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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周
列
國
卷
首
詞
曰
：

道
德
三
皇
五
帝
，
功
名
夏
后
商
周
。
英
雄
五
霸
鬧
春
秋
，
頃
刻
興
亡
過
手
。
青
史
幾

行
名
姓
，
北
邙
無
數
荒
邱
。
前
人
田
地
後
人
收
，
說
甚
龍
爭
虎
鬥
。

在
幾
位
老
友
聚
會
的
場
合
，
偶
然
聊
起
九
十
三
年
底
，
湖
北
棗
陽
同
鄉
會
，
出
版
的

湖
北
棗
陽
旅
台
鄉
賢
錄
一
書
。
某
君
認
為
此
書
，
名
不
副
實
。
書
中
有
幾
個
人
能
擔
當
得

起
﹁
賢
﹂
字
呢
？

聞
後
頗
覺
有
理
，
並
引
起
我
的
探
究
動
機
，
來
探
討
以
下
，
要
具
備
什
麼
條
件
，
才

夠
資
格
稱
得
起
一
個
﹁
賢
﹂
字
。

說
文
解
字
：
賢
多
財
也
，
凡
多
皆
曰
賢
。
賢
勞
也
，
賢
人
稱
賢
能
。

辭
源
：
多
才
也
，
有
善
行
也
。
書
咸
有
一
德
，
任
官
惟
賢
材
。
物
之
善
者
，
亦
謂
之

賢
。
﹁
賢
人
﹂
言
多
才
之
人
也
。
有
善
行
之
也
。

辭
海
：
賢
有
品
德
，
且
很
有
才
氣
。
﹁
賢
人
﹂
對
有
才
氣
，
且
有
品
德
良
好
者
的

美
稱
。
﹁
賢
慧
﹂
形
容
婦
女
的
品
德
很
好
。
﹁
賢
淑
﹂
稱
讚
品
德
高
雅
，
言
行
謙
恭
的
女

性
。
﹁
賢
妻
良
母
﹂
，
指
婦
女
在
家
做
好
一
個
盡
職
的
母
親
；
及
賢
良
妻
子
的
角
色
。

論
語
雍
也
：
子
曰
：
賢
哉
回
也
！
一
簞
食
，
一
瓢
飲
，
在
陋
巷
，
人
不
堪
其
憂
；
回

也
不
改
其
樂
。
賢
哉
回
也
！

述
而
：
伯
夷
叔
齊
何
人
也
？
曰
：
古
之
賢
人
也
。

公
冶
長
：
子
曰
：
伯
夷
叔
齊
，
不
念
舊
惡
，
怨
是
用
希
。

由
以
上
種
種
典
範
看
來
，
對
於
﹁
賢
﹂
的
要
求
條
件
，
並
不
嚴
苛
。

未登載的鄉賢

──王安瀾將軍──王安瀾將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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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貧
樂
道
，
用
功
讀
書
。
謙
讓
不
好
名
，
不
記
仇
，

作
好
事
。
作
事
盡
忠
職
守
，
態
度
負
責
到
底
。⋯

⋯

等
等

都
可
以
稱
謂
﹁
賢
﹂
。
由
此
看
來
，
鄉
賢
錄
登
載
名
姓
的

鄉
親
，
皆
名
實
相
副
。
最
低
限
度
，
雖
不
中
亦
不
遠
矣
！

鄉
賢
王
安
瀾
將
軍
，
未
被
登
載
於
棗
陽
旅
台
鄉
賢

錄
，
當
然
不
是
資
格
不
副
：
一
、
因
這
本
書
名
，
本
就
限

定
旅
台
，
是
現
代
。
二
、
是
年
代
稍
遠
，
參
考
資
料
不

易
收
集
的
緣
故
。
王
安
瀾
將
軍
事
蹟
，
僅
在
民
國
十
二

年
修
棗
陽
志
，
︵
二
︶
卷
二
十
二
選
舉
志
，
軍
學
附
。

四
百
七
十
三
頁
，
武
科
九
。
第
九
行
：

王
安
灁
：
湖
北
將
弁
學
堂
，
參
諆
班
畢
業
。
民
國

元
年
湖
北
第
三
師
師
長
，
勳
三
位
，
陸
軍
中
將
，
加
上
將

銜
。
如
此
而
已
！

這
真
符
合
了
卷
首
詞
：
青
史
幾
行
名
姓
，
而
且
僅
止

一
行
，
三
十
六
個
字
。
真
是
太
簡
略
，
對
於
先
賢
人
格
不

夠
尊
重
，
事
功
勳
業
未
與
重
視
，
甚
覺
遺
憾
。

所
幸
一
九
九
零
年
出
版
的
棗
陽
志
卷
三
十
二
人
物

篇
，
五
百
八
十
頁
有
傳
云
：

王
安
瀾
一
八
七
六─

一
九
二
三　

亦
名
正
江
，
號
梓

材
，
鹿
頭
庄
應
林
村
人
，
幼
年
家
貧
，
父
母
早
喪
，
靠
族

產
供
養
讀
書
。
一
八
九
八
年
春
，
被
任
典
元
聘
為
家
庭
教

師
。
一
次
王
要
騎
馬
回
家
，
主
人
說
：
﹁
你
屁
股
上
沒
長

騎
馬
的
毛
，
別
想
騎
馬
。
﹂
他
一
氣
之
下
，
棄
教
投
軍
，

在
黎
元
洪
的
馬
隊
當
兵
，
先
代
理
文
書
，
後
升
執
事
官
，

並
入
新
軍
參
謀
班
學
習
，
一
九
一
一
年
，
武
昌
起
義
，
王

隨
黎
元
洪
進
都
督
府
，
陽
夏
戰
爭
期
間
，
曾
任
兵
站
司

令
，
總
部
糧
台
，
在
漢
陽
歸
元
寺
設
總
糧
站
，
供
應
軍

需
。
十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清
軍
逼
近
漢
陽
，
王
組
織
力
量
星

夜
搶
運
糧
食
至
武
昌
。
漢
陽
失
守
後
，
又
收
集
散
兵
，
編

成
奮
勇
軍
，
誓
守
武
昌
。
一
九
二
二
年
一
月
，
王
寫
信
給

議
和
代
表
余
廷
芳
，
提
出
奮
戰
之
利
，
揭
露
袁
世
凱
採
取

議
和
手
段
，
竊
取
政
權
的
騙
局
。
同
年
黎
元
洪
擴
編
鄂
軍

為
八
鎮
，
委
王
為
第
六
鎮
統
制
。
一
九
一
三
年
裁
編
八
鎮

為
五
個
師
，
王
被
任
命
為
新
編
第
三
師
師
長
，
率
部
駐
防

德
安─

─

今
安
陸
，
以
監
督
駐
襄
陽
的
北
伐
左
路
軍
司
令

劉
公
，
後
移
防
襄
、
棗
一
帶
，
曾
受
命
鎮
壓
土
匪
白
狼
。

十
月
黎
元
洪
授
予
王
陸
軍
中
將
加
上
將
銜
。
段
芝
貴
來
湖

北
，
裁
新
編
第
三
師
，
王
改
任
省
稅
捐
徵
收
局
局
長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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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
閒
居
北
京
。
一
九
一
六
年
六
月
，
黎
元
洪
繼
任
大
總

統
，
調
主
任
廣
西
田
南
、
桂
林
道
伊
，
未
久
被
解
職
返
回

家
鄉
。一

九
一
七
年
十
二
月
五
日─

─

農
曆
十
月
二
十
一

日
，
王
於
鹿
頭
大
阜
山
豎
旗
招
兵
，
各
鄉
農
民
以
其
舊

屬
，
紛
紛
入
伍
，
有
兵
萬
餘
，
自
稱
鄂
北
靖
國
軍
，
以

﹁
不
燒
殺
，
不
搶
劫
，
不
傷
害
百
姓
﹂
為
軍
隊
紀
律
，
響

應
﹁
護
法
﹂
攻
打
汪
店
，
玉
皇
廟
等
團
防
局
，
獲
槍
三
百

多
支
，
又
自
造
鐵
炮
，
竹
竿
標
等
武
器
。
十
二
月
二
十
六

日
，
擊
潰
前
往
進
剿
的
縣
警
隊
與
國
防
局
武
裝
，
旋
進

駐
棗
陽
，
籌
備
糧
餉
，
整
編
軍
隊
。
一
九
一
八
年
春
進
駐

襄
陽
，
與
黎
天
才
靖
國
軍
會
師
整
編
，
並
同
荊
州
鎮
守
使

石
星
川
部
連
絡
，
推
黎
天
才
為
湖
北
靖
國
軍
聯
總
司
令
。

北
洋
軍
閥
吳
佩
孚
援
鄂
，
黎
天
才
率
部
向
竹
山
、
房
縣
撤

退
，
王
部
為
先
鋒
，
挺
進
恩
施
、
利
川
。
六
月
，
在
入
川

途
中
，
遭
川
軍
阻
擊
，
激
戰
後
轉
入
陝
西
邊
境
，
又
轉
入

四
川
巫
溪
、
巫
山
一
帶
，
在
堿
口
縣
過
春
節
，
因
歡
度
節

日
，
放
鬆
警
戒
，
遭
川
軍
突
然
夾
擊
而
潰
散
。
王
率
殘
部

奔
往
恩
施
，
又
遭
湖
北
督
軍
王
占
元
部
截
擊
，
被
迫
下

台
。

一
九
一
九
年
三
月
，
隱
居
漢
口
槐
蔭
里
，
直
至
病

逝
。

嗚
呼
！
將
軍
！
一
介
寒
儒
，
受
辱
從
戒
，
以
其
智

勇
，
主
持
糧
台
，
供
應
軍
需
。
對
武
昌
起
義
，
推
翻
滿

清
，
肇
造
民
國
，
應
有
不
可
磨
滅
之
貢
獻
。
憑
其
忠
誠
，

受
知
於
黎
元
洪
，
集
功
至
勳
三
位
，
陸
軍
中
將
加
上
將

銜
。
民
初
局
勢
混
亂
，
軍
閥
割
據
，
遭
受
排
擠
，
下
台
回

鄉
。
復
以
平
民
之
身
，
登
高
一
呼
，
從
者
萬
餘
人
。
在
無

組
織
支
持
，
缺
餉
械
供
應
，
自
稱
靖
國
軍
，
響
應
護
法
，

縱
橫
於
鄂
西
、
川
陝
邊
界
數
年
，
屢
遭
排
擠
，
抱
恨
而

終
。
然
亦
人
傑
也
。

因
此
縣
志
，
印
刷
有
限
，
流
傳
不
廣
，
恐
許
多
鄉
親

無
緣
瀏
覽
，
故
抄
其
傳
略
如
上
，
以
饗
鄉
親
。

縣
之
志
，
猶
國
之
史
，
簡
繁
允
中
，
真
實
史
事
，
記

述
可
信
，
以
期
對
鄉
先
賢
勳
業
功
績
，
廣
為
宣
揚
，
不
致

湮
滅
不
彰
。
更
進
而
激
勵
吾
棗
青
年
，
後
生
晚
輩
，
效
法

先
賢
，
遺
風
事
蹟
，
而
興
大
丈
夫
當
若
是
，
及
見
賢
思
齊

之
志
，
是
所
願
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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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欲
更
一
步
瞭
解
，
王
安
灁
將
軍
事
功
。
請
參
閱
民

國
九
十
年
，
棗
陽
文
獻
第
十
九
期
，
其媂

外
孫
蕭
平
先
生

所
撰
將
軍
之
路
。─

─

記
外
祖
父
王
安
瀾
將
軍
戰
鬥
的
一

生
。

武昌起義戰地司令部重要成員：第二排中間坐者為總司令
黃興，左二即為戰地司令王安瀾將軍。

武昌起義，戰地司令部
兵戰司令王安瀾將軍畫
像。

黎元洪墨寶「道一風
同」。（翻照自中國風
俗）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