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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
山
縣

卷
三

一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横
山
縣

卷
三

物
産

穀
部

稷

苖

蘆
枝
葉
有
毛
而
低
小
每
株
恒
出
一
穗
其
顆
如
粟
較
黍
小
而
光
滑
有
百

日
熟
覇
王
鞭
九
節
穗
狼
尾
猪
糞
大
期
限
小
期
限
竹
葉
青
諸
名
稱
其
種
多
由
三
月

下
種
八
月
收
穫
分
青
穀
白
穀
紅
穀
數
種
其
不
黏
者
名
硬
穀
為
煮
飯
之
用
黏
者
名

軟
穀
亦
名
酒
穀
可
釀
造
酒

縣
境
多
山
岳
髙
寒
乾
燥
五
穀
外
他
非
所
宜
農
家
恒

以
種
穀
為
大
宗
故
收
穀
最
多
人
亦
樂
於
食
用
按
時
珍
曰
稷
與
黍
一
類
二
種
也
北

邊
地
寒
種
子
有
補
河
西
出
者
顆
粒
尤
硬
稷
熟
最
早
作
飯
疏
爽
香
美
為
五
穀
之
長

黍

莖

穀
惟
低
小
不
及
穗
疏
㪚
也
説
文
記
黍
可
作
酒
從
禾
入
水
為
意
也
通
常

有
軟
硬
二
種
即
黏
與
不
黏
也
黏
者
為
軟

子
軟

米

可
以
醸
酒
作
糕
製

作
糉
不

黏
者
為
硬

子
去
皮
成
黄
米
用
為
蒸
飯
其
用
甚
廣
顆
粒
較
穀
稍
大
而
光
澤
過
之

其
色
赤
白
黄
灰
不
一
土
性
鬆
疏
最
宜
種
此
縣
境
口
外
是
種
殆
居
稼
禾
大
宗
遲
種

早
收
七
月
可
成
有
馬
革
驢
皮
牛
黍
稻
尾
諸
名
詩
所
謂
誕
降
嘉
種
維
秬
維
秠
維

惟

也

稻

有
軟
硬
軟
即
糯
米
黏
性
最
大
俗
名
軟
稻
米
横
山
地
接
沙
漠
河
北
溝
渠
縱
横

稻
産
尚
矣
去
殻
成
米
潔
白
如
玉
如
珍
食
之
芳
香
行
銷
鄰
縣
甚
廣
其
種
有
紅
白
二

種
縣
属
波
羅
之
二
石
磕
鮑
家
渠
等
村
粒
肥
細
膩
所
産
尤
佳

蜀
黍

始
自
蜀
故
名
縣
産
紅
白
兩
種
俗
呼
稻
黍
即
髙

也
莖
髙
五
六
尺
狀

蘆

□
葉
肥
大
穗
如
菷
粒
碩
似
小
豆
赤
紅
色
黏
者
可
和
糯
秫
醸
酒
極
佳
硬
者
可
煑
粥

作
醋
餌
最
利
農
家

玉
蜀
黍

苗
葉
酷
似
蜀
黍
稍
肥
矮
穗
如
粃
麥
苗
心
别
出
苞
如
椶
吐
白
赭
鬚
熟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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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
二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苞
裂
子
出
顆
顆
攢
簇
味
甘
粉
富
俗
名
金
稻
黍
别
名
玉
米

粱

為
梁
州
産
或
以
性
凉
故
名
縣
産
頗
少
俗
呼
梁
穀
米
為
穀
之
一
種
米
粒
白
小

可
以
製
麪
作
餅

秫

黍
之
别
種
也
莖
狀
似

惟
枝
幹
堅
紉
可
作
苕
菷
粒
黏
力
最
大
炒
熟
磨
麫
味

美
可
口
俗
名
秫

小
麥

縣
多
産
春
種
夏
收
呼
為
春
麥
其
秋
種
者
呼
為
老
麥

大
麥

牟
麥
也
其
粒
稍
大
青
白
色
皮
厚
鄉
間
用
作
麫
蘖
可
煎

亦
有
煮
飯
作
食

者青
稞
麥

色
青
性
寒
粒
微
小
可
作
炒
麫

蕎
麫

一
名
荍
麫
莖
弱
翹
然
易
長
易
收
故
名
實
有
三
稜
黑
色
麫
如
粉
亞
於
麥
縣

境
多
産
人
亦
喜
食
製
粉
餌

燕
麥

即
雀
麥
為
燕
雀
所
食
也
莖
似
小
麥
粒
細
縣
境
草
地
種
植
最
宜
炒
熟
磨
麫

其
味
香
美
農
家
恃
為
主
要
食
品

苦
蕎
麫

味
苦
惡
穀
之
下
品
也
莖
青
似
蕎
麥
惟
實
稜
角
不
峭

稗

禾
之
卑
也
多
生
草
野
中
最
能
亂
苗
有
黄
白
紫
黑
二
種
可
以
備
荒
粒
褐
色
微

苦
詩
所
謂
五
穀
不
熟
不
如
稊
稗

沙
米

多
蔓
生
沙
漠
中
粒
微
細
而
曲
如
半
月
形
去
皮
可
作
羊
羹
滑
膩
可
食
縣
多

産
用
以
救
荒

西
米

有
赤
白
兩
種
莖
狀
如
菷
而
大
顆
小
多
產
熟
和
糖
食
之

麻

有
雌
雄
枲
麻
属
雄
苴
麻
苧
麻
属
雌
也
葉
狭
而
長
狀
如
益
母
草
其
子
可
榨
油

皮
可
作
麻
線
雌
者
結
子
繁
多
最
利
農
家
俗
名
小
麻
子
北
草
地
盛
産
其
名
線
麻
者

即
枲
也
莖
細
而
髙
直
剝
皮
纎
長
可
為
績
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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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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順
齋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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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
麻

即
芘
麻
其
莖
粗
大
葉
如
掌
形
花
苞
五
彩
美
觀
其
實
五
房
六
房
不
等
粒
白

班
色
有
光
澤
可
榨
油
燃
燈
氣
惡
不
堪
食
婦
女
喜
用
潤
髮
俗
名
大
麻
子

胡
麻

芝
麻
也
来
自
大
宛
國
稱
胡
者
别
漢
麻
也
葉
狭
尖
其
莖
方
秋
開
白
花
節
節

結
荚
有
數
稜
房
大
而
子
多
分
黑
赤
白
三
種
白
色
最
佳
其
油
芳
香
俗
名
香
油

黑
麻

俗
名
胡
麻
其
粒
色
黑
而
小
狀
似
芝
麻
味
則
遜
之
縣
俗
農
家
多
炒
熟
和

代
苿
用
者
名
胡
麻

菽

即
大
豆
也
有
黑
白
黄
褐
青
斑
數
色
菽
為
豆
之
總
稱
黑
者
名
黑
豆
可
入
葯
及

充
食
作
豉
黄
者
可
作
豆
腐
榨
油
造
醬
其
用
頗
廣
縣
俗
挫
豆
成
瓣
煮
粥
可
口

豇
豆

有
赤
白
兩
種
莢
長
六
七
寸
其
色
不
一
恒
并

顆
如
腎
形
富
粉
質
煮
粥
極

佳紅
豆

色
赤
紅
顆
大
光
艷
莢
稍
寛
而
短
縣
俗
夏
季
用
為
菜
蔬

緑
豆

粒
長
圓
而
小
性
涼
善
觧

益
氣
俗
磨
麫
瀘
粉
最
佳
兼
作
酒
浸
水
生
芽
豆

芽

為
菜
中
佳
品

小
豆

莖
顆

似
緑
豆
色
微
青
其
鮮
紅
可
玩
一
端
有
黑
點
者
名
赤
小
豆

豌
豆

即
回
回
豆
胡
豆
也
苗
柔
如
蔓
有
鬚
葉
微
圓
兩
兩
對
生
嫩
時
青
色
可
食
老

則
斑
麻
三
四
月
開
小
花
如
蛾
形
淡
紫
色
煮
炒
皆
佳
和
麥
磨
麫
味
尤
美
縣
俗
用
以

作
醬
飼
馬
喜
食

萹
豆

名
蛾
眉
豆
莖
柔
蔓
葉
似
蒺
藜
莢
短
圓

蛾
形
顆
扁
圓
而
小
色
淡
紅
味
平

甘
俗
多
用
煮
粥

刀
豆

多
植
園
圃
中
莖
葉
青
紅
色
蔓
延
善
縁
附
莢
形
如
刀
故
名
顆
大
如
鷄
腎
心

有
白
瓣
煮
肉
甚
美

菜
豆

苗
莖
繁
碩
莢
色
青
白
長
如
箸
吐
絲
蔓
延
疊
疊
下

夏
間
摘
取
為
菜
蔬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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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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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四

榆林

東
順
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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菜
部

韭

乆
生
也
一
嵗
三
四
割
其
根
不
傷
冬
季
壅
培
春
初
復
生
未
出
土
者
名
韭
黄
其

味
最
佳
生
於
野
中
為
山
韭
葉
硬
不
可
食
即
古
稱
藿
也

葱

外
直
中
空
有
漢
葱
樓
葱
冬
葱
水
葱
小
葱
諸
稱
漢
葱
樓
葱
生
於
山
野
其
味
卒

烈
蔬
肉
食
之
最
佳

蒜

有
兩
種
其
朶
大
而

辣
者
為
白
皮
蒜
縣
西
楊
胡
台
一
帶
所
産
最
佳
搗
爛
經

乆
不
臭
其
皮
紫
而
小
者
名
紫
皮
蒜
其
野
生
一
種
葉
細
顆
小
無
瓣
者
名
小
蒜
不
甚

辣
荒
年
多
食

白
菜

縣
境
所
在
多
産
有
大
捲
心
小
捲
心
黄
芽
菜
青
股
菜
等
名
其
出
於
畦
内
者

尤
肥

白
嫩
畧
無
筋
滓
為
白
菘
之
珍
品
也

菠
菜

一
名
菠
斯
草
唐
㑹
典
謂
太
宗
時
尼
波
羅
國
獻
波
稄
菜

紅
藍
實
如
蒺
藜

火
熟
之
能
益
食
味
蓋
即
此
也

芥
菜

葉
似
菠
菜
縐
而
有
柔
毛
味
辛
辣
其
子
白
如
梁
米
搗
末
可
侑
肉
食
善
利
竅

㪚
寒
敷
腫
毒

沙
芥
菜

莖
葉
深
綠
色
而
脆
嫩
味

芥
菜
其
根
長
白

醃
食
之
尤
佳
多
生
沙
漠

中
可
備
荒

蕪
菁

俗
名
菜
蔓
菁
一
名
諸
葛
菜
葉
如
菘
根
白
而
圓
縣
俗
削
凈
醃
藏
為
葅
本
草

□
為
塞
北
河
西
種
者
名
九
英
蕪
菁
即
此

萊
菔

即
蘿
葡
生
於
水
草
中
名
水
蘿
葡
葉
大
如
菘
根
有
紅
白
色
可
生
食
脆
而
甘
美

産
山
野
者
其
葉
似
芫
荽
有
毛
根
粗
大
色
黄
白
為
黄
蘿
葡
味
甚
甘
烹
肉
絶
美

薑

縣
境
種
生
薑
者
甚
少
是
種
多
來
自
逺

蒝
荽

一
名
胡
荽
其
種
来
自
西
域
北
直
人
呼
為
香
菜
莖
柔
葉
細
氣
香
辟
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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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
山
縣

卷
三

五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芹
菜

即
水
鄞
生
水
中
性
冷
滑
莖
葉
并
堪
作
葅
可
生
食
詩
所
謂
薄
菜
其
芹
也

山
藥

本
草
為

蕷
一
作
山
葯
老
者
謂
此
物
自
道
光
間
與
阿
芙
蓉
并
傳
来
二
月

采
根
剖
種
赤
莖
細
蔓
五
月
開
白
花
後
漸
結
根
塊
如
薑
有
白
紫
二
種
其
産
於
沙
地

者
尤
為
鮮
美
可
供
饌
縣
俗
農
家
恒
有
種
至
四
五
垧
者
收
穫
頗
多
可
以
代
糧

小
茴
香

俗
名
蒔
蘿
子
野
生
極
多
性
辛
辣
鄉
間
採
作
調
料

莧

色
黑
紫
霜
後
熟
縣
産
名
馬
齒
莧
葉
似
馬
齒

苦
菜

一
名
苦
苣
縣
境
山
谷
多
産
之
春
生
細
嫩
採
以
充
菜
性
涼
味
稍
苦
莖
中
空

断
之
有
白
汁
花
黄
似
菊
夏
季
莖
老
飼
畜
佳

莙
薘

即
菾
菜
取
其
味
甜
也
自
生
宿
根
葉
青
白
色
似
白
菜
可
蒸
食
花
白
其
莖
燒

灰
洗
衣
如
白
玉

苜
蓿

原
出
大
宛
漢
張
騫
帶

中
國
本
草
謂
陕
西
甚
多
用
飼
牛
馬
嫩
時
人
兼
食

之
刈
訖
復
生
莖
似
灰

花
紫
色
子
黑
内
有
米
可
為
飯
醸
酒

薺
菜

即
䕶
生
草
俗
名
搭
蝇
花
莖
硬
而
長
葉
鋪
地
六
月
開
白
花
可
辟
蝇
嫩
葉
堪

調
羹
莖
作
菷

落
藜

正
月
採
頭
湯
食
老
可
為
杖

灰
條

色
灰
莖
葉
有
細
粒
如
沙
一
名
灰
藋
鎮

志

嫩
時
可
作
菜
多
食
破
腹

摘
䝉

莖
圓
細
如
胎
苔
髮
多
野
生
七
月
尖
頂
開
淡
紫
花
婦
女
採
之
調
羹
味

辣
香

美
為

梅
之
用

玉

菜

俗
名
叠
流
莖
髙
三
四
尺
如
桑
株
根
結
節
莖
三
寸
長
白
如
玉
指
重
叠
繁

生
子
孫
衆
多
味
甘
炸
食
脆
甜

萵
芛

莖
青
白
槓
棒
狀
葉
綠
嫩
折
出
白
汁
削
皮
為
蔬
味
清
凉

芥
藍

俗
名
茜
蓮
甜
脆
為
蔬
中
極
品
葉
青
藍
根
上
結
實
露
外
大
如
瓜
葉
生
實
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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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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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三

六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亦
可
作
菜

蓮
花
菜

俗
名
囬
囬
白
葉
層
層
包
捲
甚
堅
其
味
似
菘
甚
甜
烹
肉
極
佳
往
往
一
顆

重
十
餘
觔

萵
苣

味
似
苦
菜
可
以
充
饑

野
豌
豆

即
薇
也
生
水
澤
葉
似
萍
蒸
食
利
人
微
賤
之
食
也

蒲
公
英

俗
名
黄
花
地
丁
葉
似
苦
苣
中
出
一
莖
開
黄
花

茄
子

一
名
落
蘇
皮
紫
色
形
圓
大

甜
瓜
可
供
菜
用

地
軟

即
地
木
耳
雨
後
沃
地
遍
生
色
青
綠
似
木
耳

地
椒

本
草
名
水
楊
梅
葉
細
味
美
採
為
椒
用
羊
食
此
草
其
肉
味
香
美

長
苗

根
味
甜
一
名
甜
苗

辣
子

有
大
小
兩
種
色
赤
紅
味
極
辣
大
者
名
洋
辣
子
大
如
熟
柿
可
代
菜
味

少

遜金
針

即
萱
草
花
未
開
時
狀
如
針
金
黄
色
一
名
黄
花
菜
炒
羊
肉
最
美

蕓
苔

莖
嫩
可
作
蔬
俗
呼
油
菜

蘑
菰

即
菌
蕈

也
有
兩
種
其
生
於
桐
柳
蔭
者
白
黑
不
一
形
大
如
張
傘
味
劣
有
毒

縣
境
草
地
納
令
河
盛
産
狀
如
蕊
珠
色
白
其
初
出
土
者
味
尤
珍
美
俗
名
丁
香
蘑
菰

延
綏
鎮

謂
懐
逺
向
産
蘑
菰
殆
然
歟
昔
年
土
人
秋
季
圈
籬
栽
養
獲
多
價
亷
為
貽

佳
品
今
則
外

□
□
日
多
非
復
如
前
之
易
得
矣

沙
耳

夏
季
多
産
沙
濕
中
肥
大
而
白
合
肉
可
食
味
遜
南
耳

瓜
部

西
瓜

性
涼
為
消
暑
佳
品
皮
綠
者
其
瓤
金
黄
皮
青
黑
者
内
恆
赤
紅
夏
至
施
種
秋

初
可
熟
詩
所
謂
七
月
食
瓜
者
也
先
結
者
名
伏
瓜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七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甜
瓜

似
菜
瓜
味
甜
有
青
綠
黄
斑
皮
諸
色
大
小
不
一
葉
如
黄
瓜
二
月
開
小
黄
花

七
月
可
熟
生
食
香
美
縣
境
山
園
多
産
俗
呼
香
瓜
兒
有
燈
籠
紅
八
月
黄
老
漢
棉
金

香
脆
蝦
蟇
皮
等
名

菜
瓜

即
越
瓜
俗
名
毛
菜
瓜
多
長
大
形
生
食
供
菜
用

倭
瓜

其
種
來
自
倭
國
大
如
盆
鄉
間
家
種
數
畝
供
餐
飽
食
可
代
糧
粟
色
青
黄
不

一
俗
名
雲
瓜
瓤
紅
黄

番
瓜

一
名
南
瓜
狀

倭
瓜
色
彩
鮮
紅
斑
爛
中
臍
突
出
作
波
濤
狀
蒸
食
最
甜
有

黏
力

枕
頭
瓜

大
如
枕
色
味
同
番
瓜

黄
瓜

一
名
胡
瓜
出
自
西
域
茎
蜿
蜒
作
架
狀
長
如
棒
生
食
味
涼
爽

冬
瓜

形
如
長
枕
色
青
經
霜
白
似
粉
味
淡

苦
瓜

即
癩
葡
萄
顆
小
味
苦
炒
食
去
火

葫
蘆

即
匏
瓜
大
小
數
種
柄
短
腹
大
者
可
為
壺
本
名
壺
蘆
剖
為
二
當
杓
用

西
壺
蘆

一
名
西
番
壺
蘆
形
長
圓
青
斑
色
幼
為
菜
老
則
壳
硬
瓤
為
黄
絲
甚
甘
美

果
部

李

生
青
熟
黄
狀
如
杏
按
王
禎
農
書
云
北
方
一
種
御
黄
李
形
大
而
肉
厚
核
小
而

甘
美

杏

二
月
放
淡
紅
花
縣
境
所
在
多
産
有
大
小
日
月
之
分
以
他
木
接
成
者
核
大
而

扁
其
味
最
勝
俗
呼
沙
杏
白
杏
者
色
青
白
稍
酸

桃

多
生
山
谷
間
色
綠
有
毛
熟
青
白
味
淡
而
甘
其
截
接
杏
條
者
名
接
桃
肉
肥
厚

富
甜
汁
味
殊
美

棗

色
赤
長
圓
形
縣
産
逺
遜
黄
河
沿
岸
一
帶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八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梨

邑
中
種
者
絶
少
近
来
縣
属
小
理
河
所
出
實
大
味
甜
適
口
多
水
分

林
檎

俗
呼
紅
花
果
熟
時
衆
禽
来
集
林
下
故
名

蘋
果

似
林
擒
色
青
稍
大
縣
多
産

胡
桃

即
核
桃
縣
西
南
山
間
有
之

葡
萄

来
自
西
域
園
田
及
川
原
院
宅
多
種
之
冬
以
糞
壓
春
初
展
枝
用
木
架
之
為

棚
納
涼
最
佳
易
招
蟲
蛇
有
紅
綠
兩
種
紅
者
味
甘
八
月
方
熟

木
瓜

金
黄
色
大
如
拳
味
苦
不
可
食
惟
香
爽
可
玩

椒

縣
少
産
惟
人
家
花
盆
多
栽
之
以
避
蛇
蝎

杜
李

即
詩
之
甘
棠
也
善
化
生
不
可
食

羊
棗

俗
名
酸
棗
多
野
生
山
畔
溝
堎
間
向
陽

實
大
而
甜
形
色
赤
圓
小
如
珠
味

烈
酸

無
花
果

俗
名
山
旦
旦

沙
棗

色
赤
紅
無
核
沙
粒
如
晶
甘
淡
山
中
産
之

木
部

栢

松
柏
為
衆
木
之
長
松
猶
公
也
柏
猶
伯
也
北
地
未
闢
柏
樹
至
多
今
則
童
山
濯

濯
他
木
尚
且
罕
覯
况
在
珍
材
安
問
及
耶

松

縣
境
小
理
河
川
及
祠
宇
古
刹
間
有
存
者

桑

乃
蠶
所
食
葉
之
神
木
也
縣
俗
尚
稼
紡
績
不
競
故
鮮
養
蚕
則
絲
無
矣
鄉
間
田

阡
非
無
桑
株
然
較
江
東
女
桑
則
望
塵
逺
也
桑
葉
飼
蚕
桑
椹
可
食
根
初
出
土
名
馬

額
旁
行
出
土
名
伏
蛇
皆
有
毒
殺
人
縣
俗
以
條
之
長
者
編
製
筐
籠
最
堅
耐
乆

榆

地
接
榆
塞
其
北
復
名
榆
中
則
是
地
多
榆
其
信
然
歟
况
縣
古
號
榆
川
旁
徴

乘
邑
境
内
有
榆
林
衞
榆
樹
澗
榆
兒
峁
等
村
所
見
不
一
尤
為
尚
矣
其
木
理
細
緻
為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九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性
堅
紉
莢
可
為
羹
皮
能
充
飢
應
用
之
廣
不
僅
區
區
也

柳

為
榆
之
次
者
一
名
楊
柳
其
葉
狭
長
而
青
綠
枝
條
長
軟
積
乆
條
分
成
椽
可
以

蓋
屋
其
倒
種
者

楊
挂
絲
則
謂
之

柳
也

蒲
柳

一
名
青
楊
水
楊
以
枝
硬
而
揚
起
故
謂
之
楊
性
宜
水
涘
蒲
萑
之
地
復
有
水

楊
蒲
楊
之
稱
詩
隰
有
楊
是
也

櫸
柳

俗
呼
為
柴
柳
其
樹
髙
舉
其
木
如
柳
故
名
似
柳
非
柳
似
槐
非
槐
大
者
髙
五

六
丈
合
二
三
人
抱
鄭
樵
通

謂
櫸
乃
榆

而
枝
烈
其
實
狀
如
榆
錢
采
其
葉
可
為

甜
茶

檉
柳

河
柳
也
皮
正
赤
枝
葉
似
松
又
名
沙
柳
今
俗
謂
之
三
春
柳
其
枝
幹
可
作
鞭

竿
其
皮
為
痘
症
之
聖
藥
也

杞
柳

叢
生
地
堎
其
條
柔
白
去
皮
可
製
畚
箕
俗
名
卧
柳

白
楊

一
名
獨
摇
俗
呼
青
楊
幹
直
而
髙
葉
尖
圎
而
肥
面
青
背
白
木
理
細
白
可
雕

刻
往
往
無
風
自
動
葉
響
聲
如
降
雨

水
桐

即
青
桐
多
生
溝
坡
幹
直
髙
大
最
易
成
材

樗
椿

香
者
名
椿
其
葉
春
初
作
萊
臭
者
即
樗
木
理
細
酷
似
榆
其
脱
節

有
巨
眼

故
亦
名
虎
目
樹
縣
多
産

桂

為
香
木
縣
境
向
絶
種
今
由
南
携
来
種
於
花
池
者
株
甚
矮
小

槐

一
作
櫰
葉
稍
圎
青
綠
色
六
月
開
黄
花
結
黑
子
炒
熟

黄
俗
名
槐
子
近
有
洋

槐
来
自
西
洋
取
子
播
種
成
長
較
速

肥
皂
莢

秋
間
結
黑
紅
莢
中
有
實
如
豆
大
鄉
曲
間
有

俗
名

針
鄉
人
砍
插
柵
籬
以
防
盗
賊

紫
荆

花
香
撲
鼻
産
崖
畔
間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十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枸
杞

縣
境
處
處
生
之
春
生
苗
葉
如
石
榴
葉
而
軟
薄
可
食
故
名
甜
菜
二
月
生
小

紅
紫
花
結
實
微
長
如
豆
而
紅
其
根
名
地
骨
皮
沈
存
中
筆
談
言
陕
西
極
邊
生
者
髙

丈
餘
葉
長
數
寸
無
刺
根
皮
為
厚
樸
可
入
葯
大
扺
祗
以
河
西
者
為
上
又
乆
服
堅
筋
骨

輕
身
耐
老
令
人
長
夀
按
陶
景
弘
言
枸
杞
根
實
為
家
用
服
食
西
河
女
子
服
枸
杞
根

莖
花
葉
實
俱
采
用
其
子
尤
為
滋
補
品
波
羅
堡
産
者
較
佳

黄
楊
木

多
生
山
野
根
葉
攢
簇
上
聳
四
時
不
凋
難
成
長
材

花
部

芍
藥

赤
者
名
木
芍
藥
白
者
為
金
芍
藥
縣
産
多
草
本
花
朶
小
鮮
紅
色
近
有
自
外

来
者
花
大
如
蓮
層
瓣
作
捲
狀
呼
為
洋
芍
藥
唐
書
地
理

榆
林
貢
芍
藥

牡
丹

一
名
木
芍
藥
縣
城
北
李
家
坬
有
日
本
種
牡
丹
花
瓣
僅
兩
層
淡
紅
色
逺
遜

漢
種
牡
丹

蜀
葵

名
大
蜀
薺
俗
呼
大
紅
花
莖
髙
六
七
尺
一
葉
一
花
由
下
而
上
次
第
開
放
可

至
九
月
色
赤
紅
層
多
鮮
豔

紫
蜀
葵

俗
名
紫
花
兒
狀
如
蜀
葵
色
黑
紫
可
染
衣

錦
葵

即
小
蜀
薺
枝
葉
繁
盛
花
小
有
紫
紅
白
黄
數
色

向
日
葵

每
株
頂
花
一
花
大
如
小
盆
性
喜
向
日
移
轉
色
金
黄
子
多
可
炒
食
俗
呼

向
日
黄

龍
葵

一
名
老
鴉
眼
睛
草
土
人
喚
為
天
茄
子
其
子
成
熟
色
赤
者
為
龍
珠

萱
花

即
忘
憂
草
俗
呼
川
草
花
姙
婦
佩
此
則
生
男
故
一
名
宜
男
詩
謂
焉
得
諼
草

言
樹
之
背
以
憂
思
中
樹
此
則
忘
憂
也
吳
中
呼
為
妓
女
其
花
可
作
蔬
食

玉
簪

六
月
抽
莖
出
花
長
二
三
寸
本
小
末
大
白
如
玉
形
如
簪
性
喜
隂
涼
遇
烈
日

則
葉
焦
苦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十
一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茉
莉

種
出
波
斯
味
芳
香
襲
人
能
掩
衆
花
縣
境
産
有
紫
茉
莉
婦
女
以
花
飾
頭
其

汁
可
敷
面
故
一
名
胭
粉
花

菊
花

早
開
者
為
六
月
菊
晚
開
者
名
九
月
菊
其
莖
葉
灰
白
而
綠
花
朶
大
較
耐
寒

有
紅
粉
紫
黄
白
各
色
大
小
不
等

鳳
仙

俗
名
指
甲
草
婦
女
採
花
搗
汁
用
染
指
甲
有
紅
白
紫
綠
各
色
花
瓣
簡
單
有

二
柄
托

石
榴

縣
少
産
多
栽
貧
中
其
花
艷
紅
可
賞
多
不
結
實

淡
竹

一
名
碧
蟬
花
嫩
時
可
食

珍
珠
蘭

即
米
囊
花
俗
名
懶
抬
頭
子
可
榨
油

金
盞

花
大
如
指
頭
色
金
黄
四
時
不
絶
故
一
名
長
春
花

鷄
冠

狀
似
雄
鷄
冠
有
赤
紅
白
黄
各
色
長
扁
形
最
耐
乆

虞
美
人

一
莖
作
蓓
蕾
開
花
五
六
瓣
翠
色
俗
名
後
姚
婆

石
竹

葉
叢
生
如
竹
花
小
亭
亭
可
愛
俗
呼
石
竹
竹
花

牽
牛

枝
莖
繁
茂
七
月
開
花
有
藍
紫
二
色

月
季

花
深
紅
按
月
開
放
葉
小
於
薔
薇
一
名
月
月
紅
人
家
多
栽
種
之

夾
竹
桃

花
如
桃
葉
似
竹
不
結
實

解
渴
兒

即
水
羅
莖
葉
脆
小
而
嫩
芳
香
撲
鼻
手
握
之
移
時
不
沒
婦
女
夏
季
用
以

香
髮
七
月
開
小
白
花
俗
名
奶
康
兒

酒
醉
兒

莖
細
葉
硬
有
毛
花
紫
紅
如
小
球

臭
金
蓮

即
金
菊
色
金
黄
長
柄
六
月
開
花
有
臭
味

刺
梅

即
玫
瑰
也
莖
多
刺
花
有
紫
黄
味
濃
香
和
糖
作
餅
㸃
侵
水
極
芬
芳

山
丹

即
百
合
花
色
赤
如
胭
脂
夏
間
放
花
鮮
艷
奪
目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十
二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水
紅
花

為
紅
寥
花
多
生
水
澤
旁

老
来
花

本
名
老
少
年
莖
大
至
八
九
月
葉
紫
而
頂
紅
如
菷
形

野
菊

葉
小
而
尖
花
小
蕊
多
如
蜂
窠
狀
多
生
澤
畔
莖
如
馬
蘭

藍
蝴
蝶

莖
葉
柔
蔓
花
藍
色
酷
似
蝴
蝶
形

洋
梅
花

莖
葉
似
瓦
松
花
紅
色

十
樣
錦

即
十
姊
妹
花
微
小
一
蓓
十
花
紅
紫
白
淡
色
色
不
一

竹
葉
梅

花
八
瓣
色
猩
紅
中
心
金
黄
嬌
艷
奪
目
葉
有
深
紋

碗
碗
花

枝
延
蔓
葉
如
桃
花
淡
紅
狀
如
唶
叭

生
郊
野

草
部
葯

草

附

甘
草

為
衆
葯
之
主
治
七
十
二
症
葉
似
槐
葉
七
月
開
紫
花
冬
結
實
為
莢
根
長
三

四
尺
皮
赤
色
肉
金
黄
性
甘
涼
本
草
謂
出
河
西
川
谷
積
沙
山
及
上
郡
今
縣
境
到

繁
生
每
年
逺
商
紛
紜
来
掘
邊
外
産
尤
佳
為
出
品
大
宗

柴
胡

即
茈
胡

香
可
食
嫩
時
采
以
代
茹
莖
青
紫
葉
似
竹
葉
秋
開
黄
花
根
如
鼠

尾
味
苦
木

草

註

柴
胡
以
銀
夏
産
者
最
良
其
根
白
俗
呼
銀
柴
胡
縣
属
邉
外
納
令
河

一
帶
其
質
尤
佳
商
客
年
爭
採
掘
運
銷
各
省
頗
廣

蛇
床
子

為
葯
中
要
品

馬
蘭

俗
名
馬
蓮
其
葉
似
蘭
紫
花
多
生
湖
澤
濕

葉
細
條
堅
耐
可
束
菜

艾

一
名
艾
蒿
春
初
生
苗
莖
似
蒿
葉
背
白
邑
人
於
三
月
三
日
五
月
五
日
采
葉
曝

乾
陳
乆
應
用

疾

茵
陳

蒿
俗

呼

香

蒿

經
冬
不
死
立
春
出
土
葉
似
蓬
蒿
而
細
春
初
抉
取
嫩
芽
泡
酒

飲
之
色
綠
芬
香
别
有
臭
蒿
一
種
莖
髙
味
劣

沙
蒿

生
沙
磧
七
月
結
實
黑
而
細
秋
熟
採
籽
富
有
黏
性
俗
名
蒿
子
應
用
頗
廣
價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十
三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亦
昂

益
母
草

即
龍
床
草
莖
方
如
黄
麻
葉

艾
一
梗
三
葉
五
月
開
紫
紅
小
花
萼
内
有

小
粒
縣
産
白
黑
兩
種
善
治
婦
人
氣
血
症
故
名

金
錢
花

二
月
發
苗
近
水

生
花
如
菊
花
形
小

銅
錢
深
黄
色

苎
麻

莖
細
長
至
丈
餘
可
以
績
麻
結
子
稀
少

席
薊

莖
光
滑
堅
實
可
編
為
蓆
捲
苕
菷

蘆
巴
蔓

草

盛
蔓
生
田
野
間

車
前
子

俗
呼
猪
耳
朶
草
葉
肥
大

猪
耳
深
褐
色
味

喜
生
道
旁
能
利
小
便

蘆

一
名
芋
子
詩
謂
彼
茁
葭
蘆
者
是
也
多
生
濕
澤
地
莖
挺
直
似
竹
中
空
採
以
織

蓆
葉
光
紉
可
包
粽

麻
黄

莖
圓
細
頂
開
小
黄
花
叢
生
山
中
莖
内
汁
黄
如
蜜
味
甜
微

知
母

俗
名
兔
兒
草
根
黄

逺

即
野
扁
豆
苗
似
麻
黄
而
青

薄
荷

方
莖
中
空
生
水
中
味

烈

黄
岑

莖
粗
如
筋
葉
四
面
叢
生

零
陵
香

一
名
董
草
味
芬
香
古
代
以
燒
香
禮
神
故
名

地
黄

葉
有
縐
紋
形

車
前
紫
紅
花
根
如
人
指

荆
芥

一
名
假
蘇
似
落
藜
而
細

馬
兜
鈴

即
臭
管
子
苗
支
蔓
葉
似
山
蕷
而
厚
大
背
白
花
黄
紫
實
如
棗
有
數
瓣

辣
辣

葉
長
形
味
甘
性
冷
善
利
小
便
荒
年
可
代
食

萹
蓄

俗
呼
道
生
草
赤
莖
節
好
生
道
旁
可
食

穀
精
草

生
荒
田
中
葉
似
嫩
穀
秧
莖
頂
生
白
花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十
四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菟
絲
子

俗
呼
黄
絲
子
蔓
生
草
上
無
根

地
膚
子

即
秃
菷
子
枝
叢
出
如
小
樹

地
骨
皮

枸
杞
根
也

地
丁

葉
似
柳
而
細
長
開
黄
花
一
名
黄
花
菜
即

蒲

公

英

旱
菸

即
小
菸
也
葉
肥
大
花
黄
作
筒
狀

茅

詩
所
謂
一
團
茅
草
亂
蓬
蓬
也

棉
蓬

子
小
而
味
苦
荒
年
用
以
充
飢

薴
條

莖
細
長
有
茨
山
野
多
生
漫
漚
可
代
肥
料

蒺
藜

隨
地
蜿
蜒
結
實
有
茨

苔

水
苔
也
即
墻
頂
青
衣

瓦
菘

形
似
杞
生
瓦
間

莨
菪
音

浪

蕩

莖
葉
皆
有
細
毛
花
白
色
結
實
扁
細
如
米
青
黄
色

山
葱

即
沙
葱
莖
似
摘
䝉
稍
粗
頂
開
紫
花
可
為
菜
食

菖
蒲

生
水
澤
中
葉
綠
有
脊
一
如
劍
刄
縣
産
有
香
臭
兩
種
鄉
人
採
香
蒲
于
午
節

挂
户
辟
邪
老
時
莖
端
結
蕚
俗
名
薄
槌
可
燃
油
代
燈

水
萍

多
浮
池
澤
水
面
葉
下
有
小
鬚
即
其
根
也

獸
部

豕

彘
也
小
猪
俗
呼
豚
猪
性
趨
濕
喜
穢
人
家
多
飼
養
之

犬

狗
也
有
二
種
大
者
普
通
守
夜
小
者
俗
呼
板
凳
狗
或
名
哈

獅
子
狗
顔
色
黄

白
黑
紋
不
一

羊

有
山
羊
緜
羊
之
别
山
羊
色
黑
多
羢
緜
羊
色
白
毛
可
製
氊
皮
可
成
裘
肉
最
適

口
有
益
人
生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十
五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黄
羊

多
産
草
地
沙
中
皮
毛
黄
色
善
走
獨
居
睡
時
易
捕
皮
可
為
褥
其
形
似
鹿
而

小牛

三
嵗
二
齒
四
嵗
四
齒
五
嵗
六
齒
力
大
用
以
耕
田
農
家
户
必
飼
養
可
省
人
力

馬

縣
境
騏
騮
騔
驪
所
在
多
産
最
善
馳
騁
之
用
按
李
時
珍
指
馬
以
西
北
為
勝
雲

中
馬
良
地
接
䝉
疆
邊
人
多
恃
孳
乳
為
貿
易
大
利

驢

長
耳
倭
身
有
黑
灰
數
色
頗
利
販
運

驘

即
騾
也
似
驢
而
大
力
健
倍
馬
不
能
孳
生
牡
驢
交
馬
而
生
者
騾
也
牡
馬
交
驢

而
生
者
為
駃
騠
牛
驢
相
交
則
生
䮰

駝

即
駱
駝
背
有
兩
肉
峯
如
鞍
形
夏
至
退
毛
休
止
秋
後
起
塲
其
性
耐
寒
畏

善

審
氣
候
風
向
刀
負
千
斤
日
行
二
三
百
里
善
走
沙
地
故
有
沙
船
之
稱

野
猪

縣
西
南
荒
山
中
間
有
之

貓

善
捕
鼠
其
睛
子
午
卯
寅
成
線
寅
申
巳
亥
如
滿
月
辰
戍
丑
未
如
棗
核
鼻
端
冷

愛
居

處

狐

多
出
山
間
狀

小
狗
其
皮
毛
温
柔
最
宜
禦
寒
所
謂
集
腋
成
裘
者
近
日
外
商

收
買
價
值
昂
貴

狸

俗
呼
野
貓
大
小
如
狐
毛
雜
黄
黑
恒
取
死
人
骷
髏
戴
之
對
太
陽
拜
百
日
即
可
隱

形
為

俗
名
毛
鬼
神
也

貒

即
貛
也
毛
粗
硬
灰
白
色
皮
可
作
褥
為
避
濕
禦
寒
佳
品

豰

似
鼬
而
大
腰
後
黄
色
頭
小
㨗
捕
禽
畜
俗
名
黄
腰
莊
子
所
謂
騏
驥
捕
鼠
不
如

貍
鼪
是
也

貉
與
貒
同
穴
異

如
小
狐
性
好
睡

狼

大
如
狗
多
蒼
黑
色
善
隨
氣
節
變
色
相
其
聲
能
大
能
小
嘗
害
及
家
畜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十
六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豺

體
稍
瘦
而
性
猛
惡
牙
如
錐
而
群
行
前
矮
後
髙
尾
長

兔

多
産
山
中
趾
前
短
後
長
善
跳
躍
肉
味
美

鼠

穴
居
善
為
盗
邊
境
大
鼠
恒
穿
山
成
洞
盗
貯
粮
粟
以
備
食
數
年

田
鼠

大
如
小
貓
為
害
田
禾
詩
云
碩
鼠
者
是
也
俗
名
兔
鼠

黄
鼠

俗
呼
黄
鼠
郎
善
攀
岩
崖
出
穴
見
人
則
交
前
足
如
拱
揖
狀
詩
所
謂
相
鼠
有

體
也
本
草
云
黄
鼠
産
延
綏
諸
地
鎮

志

林
鼠

即
格
連
也
蒼
質
白
紋

鼷
鼠

俗
名
剪
姑
兒
鼠
之
最
小
者

瞎
囬

即
食
鼠
短
足
無
目
性
狡
聞
人
足
音
輒
匿
天
將
雨
則
鳴
鎮

刺
蝟

周
身
生
刺
如
箭
山
野
多
有

掃
雪

俗
名
也
大
如
貛
毛
蒼
青
嚴
冬
霜
雪
不
侵
故
名
近
時
洋
商
採
買
價
昂
狐
皮

數
倍
其
皮
可
製
煖
帽
圍
頸
為
珍
品
之
最

禽
部

鷄

有
司
晨
之
徳
家
家
畜
之

雁

冬
去
春
来
俗
名
沙
咯
喇
多
聚
無
定
河
岸

山
鷄

一
名
錦
雞
色
灰
毛
斑
嘴
足
皆
紅

野
鷄

名
雉
尾
五
色
燦
爛
長
尺
許

鵞

長
脰
善
鳴
見
生
人
至
則
鳴
故
善
守
門

鴨

家
鴨
曰
鶩
身
矮
尾
秃
喜
泳
水
嘴
足
皆
黄

野
鴨

一
多
名
鳬
名
集
合
河
邊

鴿

多
宿
屋
簷
間
唐
明
皇
呼
為
飛
奴

鴇

性
群
居
純
雌
無
雄
喜
與
他
鳥
合
故
性
滛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十
七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鴛
鴦

即
黄
鴨
嘗
棲
河
澗
中
雌
雄
不
相
離
有
五
采
斑
紋
縣
産
毛
質
多
杏
黄
色

鸕
鷀

即
水
老
鴉
色
黑
如
鴉
長
喙
微
曲
善
泳
水
嘗
没
水
取
魚

鷓
鴣

棲
林
木
中
飛
必
南
向
背
毛
有
紫
赤
浪
紋
恒
自
呼
其
名
故
俗
名
咕
咕
庫

鶉

一
名
鷃
無
斑
者
為
鷃
善
鬥
搏

雀

即
麻
雀
瓦
雀
短
尾
小
鳥
也
羽
毛
斑
褐
常
在
階
除

燕

有
胡
燕
越
燕
兩
種
紫
胸
白
腹
輕
小
者
為
越
燕
家
燕
斑
黑
而
聲
大
者
為
胡
燕

石

燕
斑
鳩

有
斑
與
無
斑
之
分
雌
呼
雨
雄
喚
晴

布
穀

即
郭
公
鳥
似
鷂
長
尾
牝
牡
飛
鳴
以
翼
相
拂

慈
烏

一
名
寒
鴉
似
烏
鴉
而
小
多
群
飛
作
鴉
鴉
聲
初
生
母
哺
六
十
日
長
則
反
哺

得
仁
孝
之
端
故
名

啄
木
鳥

禽
經
云
鴷

在
木
鵜

在
水
面
如
桃
花
剛
爪
利
嘴
嘴
如
錐
長
數
寸
舌

端
有
針
刺
得
食
以
舌
鈎
取
之

鸜
鵒

即
八
哥
身
首
黑
翼
下
有
白
點
其
舌
能
效
人
言

烏
鴉

頸
白
而
小
小
嘴
性
貪
不
能
反
哺

山
烏

小
而
赤
嘴
穴
居
者
山
烏
也
鎮
志
云
鴉
有
赤
嘴
白
項
二
種

鵲

知
風
善
為
巢
仰
鳴
則
晴
俯
則
隂
能
報
喜
故
名
喜
鵲

鴟

鴟
□

號
也
攫
烏
子
而
食
頭
目
如
貓
恒
夜
鳴
俗
呼
恨
狐

鵬

俗
呼
鴟
怪
晝
出
夜
伏
聲
如
老
人
先
呼
後
笑
惡
鳥
也

鷂

即
鳶
隼
俗
呼
老
鴟
似
鷹
而
小
尾
如
舵

善
高
翔
飛
髙
靜
止
不
動
攫
物
如
射

鸛
雀
畏
之

鷹

似
鷂
而
大
故
大
為
鷹
小
為
鷂
其
性
鷙
猛
好
擊
搏
有
青
翅
黄
眸
金
距
名
目
皆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十
八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鷙
鳥
也

百
舌

俗
名
百
靈
雀
春
来
則
鳴
能
效
百
鳥
聲
多
畜
之
籠
中

鷗

一
名
鷖
常
居
水
中

戴
勝

頭
有
花
毛
如
角
俗
呼
臊
鴀

䲽
鴟

蝙
蝠

狀
如
鼠
以
肉
翅
飛
至
夜
方
出
俗
名
夜
蝙
蝠

鱗
部

蛟

按
蛇
與
雉
交
生
卵
遇
雷
入
土
似
蛇
經
二
三
百
年
能
升
騰
為
水
患
然
傳
聞
如

此
究
未
見
也

魚

多
生
溝
澗
中
每
遇
河
水
泛
漲
恒
見
鯉
鯽
多
種

鱓

即
蛇
魚
如
䋲
狀
色
黑
肉
味
美

守
宫

有
壁
虎
蝎
虎
攀
縁
善
急
走
捕
食
蝎
蜇

蛇

毒
蟲
也
有
草
蛇
白
肌
蛇
紅
斑
蛇
水
蛇
數
種
頭
尖
鋭
者
有
毒
頭
圓
鈍
者
少
毒

介
部

鼈

團
魚
也
食
之
滋
隂

蟲
部

蟾
蜍

多
生
人
家
下
濕
處
俗
謂
之
旱
蝦
蟇
午
節
取
以
醫
瘡

蝦
蟇

産
溪
水
中
與
蟾
蜍
異

蛙

一
名
田
鷄
其
鳴
恒
自
呼
似
蝦
蟇
而
背
現
青
綠
色
尖
嘴
細
腹
俗
謂
青
蛙
農
人

聆
其
聲
早
晚
大
小
占
嵗
豐
歉

蝌
蚪

頭
圓
身
青
黑
而
尾
細
春
初
蛙
蟇
洩
腸
水
草
際
時
鳴
以
聒
之
則
蝌
蚪
皆
出

謂
之
聒
子

蚯
蚓

多
生
平
地
穿
土
成
邱
其
行
引
而
後
伸
故
名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十
九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蝸
牛

形
似
小
螺
白
色
頭
有
四
黑
角
背
負
蝸
殻
而
行
遇
驚
則
縮
入
殻
中

水
馬

俗
名
水
駱
駝
長
足
寸
許
群
游
水
上
水
涸
則
飛

水
蛭

一
名
馬
蟥
刺
人
畜
足
輒
痛
流
血

蜂

尾
端

刺
如
鋒
故
名
其
採
蜜
蠟
者
為
蜜
蜂
穴
居
赤
黄
而
大
者
為
土
蜂
銜
泥

及
破
紙
於
墻
檐
作
層
房
者
為
黄
蜂
身
圓
小
多
毛
尾
無
鍼
者
為
緜
蜂

促
織

蟋
蟀
也
俗
呼
秋
蟬
兒

蠶

種

甚
多
食
桑
吐
絲
鄉
人
飼
以
製
絲

蛾

有
多
種
出
於
繭
者
為
蠶
蛾
肥
身
而
飛
聲
温
温
者
俗
呼
為
風
葫
蘆
短
翼
長
嘴

如
老
婆
舌
頭
夜
趨
燈
光
者
為
燈
蛾
翼
上
有
殻
趨
燈
者
為
油
葫
蘆

蜻
蜓

有
四
翼
六
足
其
翅
如
紗
嘗
飛
翔
水
際

斑
蝥

身
黑
頭
赤
大
如
巴
豆
甲
有
斑
㸃
常
附
豆
葉
毒
虫
也

蜘
蛛

有
蟢
子
壁
錢
蠨
蛸
數
種
其
結
網
屋
角
有
網
有
目
者
通
常
謂
之
蜘
蛛

蝇
虎

似
蜘
蛛
而
小
色
灰
白
善
捕
蝇

壁
魚

俗
呼
墻
魚
書
壁
間
生
之

百
足
蟲

一
名
馬
蚿
千
足
生
下
濕
處
周
身
多
足
俗
名
毛
蚱
蚱

蜥
蜴

俗
名
蛇
鼠
子
頭
圓
色
灰
善
急
走
岩
壁
間
其
生
於
沙
中
者
為
沙
和
尚
説
文

在
壁
曰
蝘
蜓
在
草
曰
蜥
蝪
蝘
蜓
俗
呼
蝎
虎
兒

蝎

有
六
足
八
足
兩
種
周
身
生
黄
黑
硬
甲
尾
有
刺
鍼
刺
之
竒
痛

螺
絲

大
如
指
頭
而
殻
厚
惟
食
泥
水

蝦

産
溪
澗
石
穴
中
小
而
無
肉
不
能
食

阜
螽

一
名
蚱
蜢
在
土
為
土
螽
在
草
為
草
螽
比
草
螽
大
者
為
螽
斯
皆

蝗
而
大

小
不
一
俗
呼
為
百
蹤
者
以
其
善
跳
躍
其
以
翅
鳴
者
為
螞
蚱
蚱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二
十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螳
螂

兩
臂
似
斧
當
轍
不
遜
故
名
俗
名
草
猴
子

蜋

一
名
推
車
客
俗
名
糞
爬
牛
喜
入
糞
土
智
於
轉
丸

蜉
蝣

出
糞
土
中
朝
生
暮
死

蚰
蜒

周
身
多
足
赤
黄
色
有
毛
有
光
入
人
竅
為
害
見
必
憎
惡
感
不
快

蛺
蝶

一
名
蝴
蝶
采
色
如
錦
飛
游
花
草
間
吸
採
花
粉
故
為
花
之
媒
介

螻
蛄

立
夏
後
夜
鳴
月
令
螻
蝈
鳴
者
即
此

螢
火
虫

詩
豳
風
熠
熠
宵
行
宵
行
即
其
鳴
也
呂
氏
月
令
謂
腐
草
化
為
螢
長
虫
蛆

蠋
尾
後
有
光
蓋
感
大
暑

濕
之
氣
遂
變
化
成
形
云
古
人
多
集
此
照
夜
以
代
燭

蟬
蜕

即
金
牛
兒
飲
風
吹
露

蟻

螻
蟻
好
鬥
有
君
臣
之
義
其
有
翅
而
飛
者
名
飛
螘
俗
呼
螞
蟻
工
蟻
善
工
作
秩

序
宛
然

蝇

喜
暖
惡
寒
隨
氣
而
来
其
雄

金
黄
色
而
赤
頭
者
為
蒼
蝇
逐
臭
蝟
集

蚊

生
夏
日
嘴
端
如
筒
吸
人
血
汁
最
易
傳
瘟

伊
威

一
名
鼠
婦
生
濕
潤
處
似
白
魚
多
足
背
有
横
紋
俗
名
鞋
底
虫

蝨

種

正
多
人
牛
豕
畜
及
草
木
土
沙
均
附
生
之

鑛
部

白
堊

俗
名
石
灰
縣
境
沙
磧
所
在
多
有
為
建
築
之
要
品

䶨

色
白
結
晶
性
能
去
垢
酵
麫
無
定
河
沿
川
及
溝
渠
下
洼
到
處
盛
産
潮
如
雪
白

近
年
樊
家
河
等
村
人
多
刮
熬
質
料
佳
美

白
土

一
名
畫
粉
其
質
細
膩
而
白
可
飾
墻
壁

黄
土

俗
名
石
黄
可

丹
青

紅
土

俗
名
馬
紅
以
黄
泥
燒
煉
而
成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二
十
一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石
腦
油

即
石
油
縣
東
南
响
水
堡
河
灣
時
有
赤
黄
膏
液
隨
水
流
出
頗
似
湻

有

硫
黄
氣

煤
炭

為
燃
燒
料
内
含
硫
黄
等
質
有
兩
種
其
大
如
塊
石
者
質
堅
耐
燒
熖
烈
多
煙

縣
属
煤
苗
饒
富
如
槐
樹
峁
髙
家
溝
蔡
家
溝
王
樹
峁
王
家
坪
鄭
家
崖
韓
家
岔
吳
岔

五
龍
山
駝
燕
溝
黄
草
湾
俱
煤
鑛
豐
厚
畧
掘
即
得
現
開
採
者
數
十

惜
人
力
拙
笨

水
出
輒
淹
他
日
能
施
新
法
採
取
其
産
額
正
未
可
量
也

鹽

為
瑩
澈
透
明
質
有
益
人
食
縣
南
孫
家
園
子
三
皇
廟
等
村
喬
溝

子
溝
一
帶

設
鍋
熬
煎
頗
獲
利
益

硝

有
火
硝
皮
硝
兩
種
縣
境
無
定
河
沿
岸
濕
灘
各
處
盛
産
惟
大
利
棄
地
人
不
知

採
惜
夫

石
炭

一
名
木
炭
質
緻
密
光
黑
縣
南
小
理
河
麒
麟
溝
以
此
所
製
各
種
器
皿
頗
稱

精
美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二
十
二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横
山
縣

風
俗

横
山
地
處
塞
上
明
屬
邉
衛
土
著
居
民
多
由
晋
豫
軍
藉
防
屯
而
來
故
社
會
習
尚
簡

樸
茲
就
普
通
現
行
者
畧
述
之

一
禮
俗

縣
民
讀
書
知
禮
者
素
寡
然
性
質
湻
厚
頗
知
敬
老
尊
長
尤
重
宗
族
觀
念

士
庶
家
設
祖
先
神
主
而
譜
牒
宗
祠
向
無
創
置
同
宗
者
徃
徃
因
田
産
承
祧
啟
釁

後
輒
聼
長
老
調
處
恬
服
無
辭
外
人
以
鬥
歐
凌
虐
者
則
集
衆
爭
閙
立
雪
其
耻
俗

好
迷
信
鬼
神
家
人
患
病
動
延
巫
跳
神
境
内
寺
廟
林
立
民
人
對
於
公
益
救
濟
事

宜
恆
吝
惜
不
解
獨
於
修
葺
廟
宇
迎
佛
賽
會
反
踴
躍
爭
先
抑
亦
風
教
之
急
宜
矯

正
者
也

甲
婚
嫁

邉
俗
早
婚
由
來
己
久
男
子

髫
未
達
成
年
尊
長
切
望
子
孫
者
居
然
授

室
成
禮
襁
褓
繁
育
普
通
男
女
嵗
十
四
五
男
家
倩
冰
媒
合
女
家
報
以
庚
書
名
曰

合
婚
男
家
遣
媒
送
酒
盈
樽
以
棗
為
塞
俗
呼
定
婚
嗣
彼
此
諏

男
家
贈
女
以
簪

首
飾
為
戴
耳
鎚
迨
標
梅
期
廹
復
由
男
家
備
財
禮
若
干
按

縣

俗

定

親

先

講

財

禮

為

數

不

等

中

人

之

家

至

少

一

份

為

三

十

六

元

次

湏

四

六

十

元

不

等

貧

者

有

至

百

元

以

上

禮

曰

婚

娶

而

論

財

夷

虜

之

道

也

縣

民

生

活

艱

苦

若

貽

財

專

資

女

家

奩

之

用

者

其

實

事

不

盡

然

亦

習

俗

成

風

也

暨
釧
珥
脂
粉
布
疋
羔
醴
送
之
女
家
名
納
采
俗
喚
戴
采
禮
男
家
迎

期
擇
定
倩
冰
備
帖
詣
女
家
告
以
月
日
名
曰
商
話
但
晚
近
多
與
納
采
並
行
迎
娶

之
翌
男
家
遣
房
頭
冰
人
攜
新
婦
衣
衾
首
飾
化

等
品
至
女
家
為
送
衣
裳
縣
俗

不
尚
親
迎
至
期
男
家
備
花
轎
請
女
賔
二
男
賔
六
或
八
人
張
樂
徃
迎
女
家
酒
饌

接
如
禮
新
婦
服
以
硬
衣
由
父
母
扶
之
登
輿
女
家
送
賔
如
數
答
之
至
門
壻
出

為
禮
以
紅
氊
席
地
交
拜
如
儀
名
曰
拜
天
地
合
巹
之
夕
新
房
屏
絶
外
賓
出
入
嚴

守
門
户
名
曰
壓
幛
且
是
夕
男
女
俗
忌
交
語
秉
燭
達
旦
夜
半
翁
婆
詣
洞
房
外
浪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二
十
三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擲
糕
餅
俗
喚
叫
兒
孫
並
由
兩
家
女
眷
㑹
食
其
内
名
為
爽
鋪
翌
晨
新
婦
華
服
艷

女
家
預
贈
席
筵
新
婦
新
郎
並
肩
㑹
餐
名
曰
圓
飯
畢
由
女
賔
導
新
婦
入
室

㕑
名
為
参
㕑
次
堂
供
宗
譜
由
父
母
導
領
新
人
登
堂
敬
謁
先
祖
禮
畢
新
夫
婦
並

立
擇
年
長
者
居
上
禮
别
尊
卑
依
次
喚
請
参
拜
名
認
大
小
親
族
來
賔
咸
出
資
答

敬
名
為
拜
禮
如
數
咸

新
人
竟
日
豐
饌
宴
賔
盡
興
懽
飲
禮
成
壻
家

母
家
喜

糕
兩
方
名
離
母
糕
餘
依
女
家
親
疏
分
貽
飴
脯
各
物
引
壻
懽
送
來
賔
名
曰
發
客

三
日
女
家
父
母
躬
請
新
婦
新
郎
名
曰
回
門
自
此
新
婦
於
母
家
婆
家
各
居
半
月

名
坐
對
月
此
婚
禮
也
邑
中
婦
女
素
重
節
操
不
幸
中
途
夫
故
青
年
有
子
者
中
資

之
家
恒
撫
孤
守
節
社
㑹
欽
譽
不
置
倘
以

境
所
廹
不
得
瞻
飬
者
則
再
醮
改
嫁

其
僅
有
女
無
子
者
其
父
母
以
宗
祧
承
繼
有
延
外
姓
入
門
為
贅
壻
但
以
血
統
所

闗
立
宗
族
近
支
同
輩
者
為
嗣
古
云
同
姓
為
婚
其
生
不
繁
縣
境
間
有
同
姓
結
婚

者
與
姊
妹
之
男
女
及
姨
兄
弟
之
男
女
為
婚
者
與
姑
表
姊
妹
弟
兄
同
婚
者
雖
曰

親
疏
各
異
究
於
優
生
理
欠
洽

乙
䘮
塟

縣
俗
䘮
禮
從
簡
士
庶
之
家
初
終
襲
歛
衣
服
概
用
絲
棉
品
表
藍
裏
紅
忌

着
灰
黑
雜
色
殮
訖
移
陳
室
寢
尸
床
男
被
髪
去
冠
婦
女
去
首
飾
咸
坐
草
踊
哭
三

日
成
服
治
棺
富

家

用

松

柏

貧

者

多

製

榆

栁

水

桐

内

棺

名

束

身

子

外

槨

名

套

襯

大
殮
棺
内
以
松
脂
黄
臘
厚
塗
板

施

褥
及
絲
麻
屆
時
奉
尸
入
棺
整
束
衣
帶
卷
衣
以
塞
空

䘮
主
以
下
憑
棺
踊

哭
盡
哀
外
覆
錦
衾
蓋
棺
加

□
錠
移
柩
室
外
施
設
帳
幃
以
枕
衾
置
棺
上
前
設
靈
座

几
筵
以
絳
帛
為
旌
題
曰
顯
考
某
府
君
之
柩
婦
書
顯

□
批
某
氏
為
銘
旌
男
女
内
外

序
哭
如
儀
諸
子
次
於
中
門
之
外
諸
婦
次
於
中
門
之
内
寢
苫
枕
塊
不
脱
絰
帶

成
服
以
親
疏
為
等
朝
夕
奠
哭
䘮
主
詣
親
戚
家
報
䘮
親
賓
聞
訃
備
以
香
楮
酒
燭

獻
餅
縣

俗

有

大

小

獻

之

别

詣
靈
前
拜
奠
䘮
主
出
幃
嵇
顙
哭
謝
賓
客
答
拜
承
孝
退
去
司
賓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二
十
四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延
客
待
茶
饌
送
出

啟
殯
賓
至
塟
古
以
三
月
為
禮
縣
民
謬
於
風
水
入
塋
必
占
山

向
大
利
否
則
停
柩
宅
内
以
瓦
成
倉
中
實
以
沙
名
曰
沙
塟
至
有
停
延
數
年
不
葬

現
時
此
風
稍
殺
多
暫
厝
宅
外

墳
塋
營
造
類
穴
土
為
室
其
土
質
鬆
疏
者
則
改

用
瓦
石
砌
室
墓
門
石
碣
圓
首
方
趾
内
無
壙
誌
塚
髙
六
尺
前
竪
碑
碣
上
書
職
銜

姓
氏
年
月
墳
外
四
隅
樹
以
石
柱
塚
後
立
后
土
石
盫
縣
俗
殯
葬
習
尚
僧
道
故
葬

前
䘮
主
諏

預
延
僧
誦
懴
至
三
日
五
日
七
日
不
等
名
曰
道
塲
富
者
鼔
樂
喧
天

酧
酢
流
連
不
輟
寒
微
之
家
竟
一
二
日
即
殯
今
者
生
活
增
髙
率
以
儉
約
相
尚
䘮

主
先
期
訃
告
族
戚
屆
日
賓
客
踵
門
舉
凡
雜
項
工
作
分
别
延
請
執
事
襄

□
禮
賻
儀

奠
禮
親
疏
有
差
城
市
類
以
銀
錢
資

鄉
曲
則
畀
以
粟
豆
是
亦
禮
從
簡
便
也

開
兆
先
由
䘮
主
率
諸
子
適
兆
所
延
年
長
者
吉
服
酹
土
開
壙
名
曰
破
土

發
引

前
後
前
二
日
䘮
主
以
下
五
服
之
人
各
成
服
遷
柩
設
奠
於
靈
前
導
鼓
樂
至
郊
接

娘
舅
賓
客
次
親
友
畢
集
各
執
其
事
縣

俗

先

二

日

約

客

榜

示

執

事

人

等

延
娘
舅
於
堂
上
䘮
主
以

下
叩
拜
告
以
殯
禮
縣

俗

事

前

請

舅

家

名

曰

説

話

如

爭

持

不

滿

時

則

親

友

㸃

綴

從

優

始

罷

及
夕
先
奠
告
祖
禰
次
奠

靈
前
以
長
子
或
承
重
孫
承
祭
行
三
奠
禮
每
奠
叩
拜
各
九
哭
泣
盡
哀
翌
日
以
朝

午
夕
設
祭
祭
饌
從
豐
陳
設
行
禮
如
儀
殯
期
前
晚
行
遷
柩
禮
泣
告
將
行
質
明
陳

明
器
於
大
門
外
納
靈
車
於
廳
内
正
中
䘮
主
輟
哭
視
載
行
奠
遣
如
禮
出
大
門
施

引
遂

輿
䘮
主
以
下
絰
杖
衰
服
男
在
柩
前
歩
引
女
追
隨
柩
後
泣
送
俗
名
搬
䘮

外
親
分
執
引
布
至
墓
設
柩
壙
前
設
題
主
案
於
右
壙
中
鋪
陳
畢
下
柩
安
位
加
銘

旌
於
柩
上
男
女
以
次
哭
辭
遂
砭
覆
土
成
封
植
䘮
扙
於
封
上
執
事
者
陳
饌
祭
土

䘮
主
以
下
退
就
靈
幃
之
左
序
立
再
拜
請
主
官
縣

俗

士

庶

之

家

請

有

官

職

者

題

主

中

人

以

下

多

半

輟

廢

題

主
次
就
靈
車
捧
主
櫝
跪
行
至
主
官
前
啟
櫝
出
木
主
卧
置
案
上
再
拜
請
題
主
官

題
㸃
訖
納
木
主
於
櫝
司
禮
者
向
墓
前
招
魂
受
生
氣
迅
納
魂
帛
於
櫝
敬
奠
讀
告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二
十
五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辭
奉
主
櫝
置
靈
車
五
服
人
舁
之
返

靈
車
至
家
婦
女
素
服
再
拜
奉
迊
於
大
門

外
之
左
右
主
人
奉
主
於
几
上
拜
奠
畢
復
奉
主
返
亡
者
正
寢
執
事
者
具
饌
品
主

人
以
下
更
素
服
就
位
主
婦
薦
羹
主
人
獻
爵
讀
祝
祭
奠
如
儀
闔
户
衆
退
縣

俗

迊

主

返

室

必

朝

夕

拜

奠

百

日

始

移

主

升

祔

䘮

主

以

下

由

墳

返

家

家

人

預

以

金

銀

石

炭

餅

糕

等

物

覆

盌

於

室

內

導

引

跪

揭

名

曰

接

福

葬

後

男

女

以

青

紗

帕

加

於

孝

冠

名

為

收

頭

又

殯

葬

三

日

内

男

女

每

夜

焚

香

聚

哭

於

大

門

外

翌

由

近

及

逺

名

曰

送

火

三

日

詣

墓

哀

哭

名

曰

復

三

丙
祥
禫

按
禮
云
期
為
小
祥
於
忌
日
行
事
再
期
而
大
祥
周
年
屆
期
筮

遍
告
親

族
及
五
服
之
人
詣
墓
焚
香
進
饌
酒
行
禮
除
服

□
期
服
再
期
亦
如
之
即
屆
二
十
七

月
禫
服
之
制
也
縣

俗

亡

者

没

後

自

忌

日

起

每

逢

七

日

則

拜

奠

由

頭

七

計

至

七

七

為

止

屆

百

天

焚

香

拜

奠

為

百

日

丁
拜
掃

嵗
逢
上
元
清
明
冬
至
嵗
暮
等
節
主
人
率
子
弟
婦
女
潔
具
酒
饌
香
楮
詣

墓
拜
掃
並
告
四
時
嵗
令
暑
六
月
攜
茶
水
豆
湯
至
墓
遍
洒
為
送
漿
水

戊
家
祀

邑
中
士
庶
家
設
神
主
宗
譜
逢
嵗
時
節
令
展
拜
焚
香
必
恭
必
敬
著
為
常

禮
此
外
遇
䘮
葬
喜
慶
隨
時
展
拜
亦
敬
祖
追
逺
之
遺
意
也

二
習
慣

民
情
儉
樸
耐
勞
祗
知
務
本
不
知
逐
末
加
以
性
情
憨
直
拙
於
營
商
操
藝

諳
於
趨
新
競
巧
故
社
㑹
風
習
除
少
數
讀
書
者
及
操
作
工
匠
商
貿
外
十
分
之
九

多
屬
農
耕
舉
衣
食
住
生
活
優
劣
悉
以
勞
力
勤
惰
為
凖
則
罔
識
奢
華
深
耻
偷
惰

衣
食

男
女
衣
服
材
料
純
用
本
國
棉
織
土
布
故
舶
來
外
品
市
塲
極
為
罕
見
男

子
多
服
短
衣
尚
白
藍
二
色
冬
必
着
裘
常
藉
皮
毛
為
禦
寒
之
具
婦
女
則
喜
嗜
紅

紫
及
銀
製
釧
鉗
首
飾
櫛
髮
昔
挽
髙
髻
於
頂
連
結
後

呼
為

閨
女
及
筓
改

辮
梚
雀
髻
號
曰
䯲
䯰
比
年
鄉
間
婦
女
普
通
率
為
圓
頭
學
校
女
生
習
尚
時
髦
剪

髮
者
日
多

常
日
用
食
品
以

穀
髙
梁
為
大
宗
因
地
屬
山
岳
不
宜
種
麥
故
麫

食
甚
少
農
家
終
嵗
以
軟
黍
和
穀
壳
磨
細
蒸
餅
俗
喚
窩
窩
食
之
耐
飢
能
久
工
作

嵗
歉
則
採
沙
米

籽
棉
蓬
稗
子
牛
孟
莠
子
為
度
荒
要
品
此
外
馬
鈴
薯
番
瓜
蘿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二
十
六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葡
蔓
菁
家
必
播
種
充
日
用
菜
蔬
燃
料
用
石
炭
禾
楷
桞
條
等
類
均
本
境
産
以
木

作
薪
則
採
伐
不
易
也

住
居

縣
境
山
岳
縱
横
鄉
間
民
村
均

壁
穴
土
成
窑
類
卑
小
湫
隘
但
冬
温
夏

涼
居
住
適
宜
故
農
家
多
樂
構
治
冬
際
多
雪
冷
凍
異
常
家
必
備
炭
煨
烘
居
以
火

坑
梢
裕
之
户
不
過
砌
石
飾
造
藉
助
雅
觀
院
墻
喜
寛
厰
甚
至
一
宅
占
地
十
畝
以

上
地
宅
平
原
者

石
作
甎
營
治
大
窑
有
石
窑
甎
窑
之
别
而
居
房
屋
者
較
少
只

求
足
蔽
風
雨
無
雕
梁
畫
楝
之
飾

風
習

民
情
憨
愚
俗
好
私
鬥
以
微
細
事
故
輒
互
毆
興
訟
但
喜
善
言
勸
導
女
子

頗
知
貞
操
故
娼
妓
絶
迹
惟
纒
足
風
盛
比
來
天
足
會
勵
行
勸
禁
與
女
學
提
倡
之

力
故
天
足
女
子
漸
多
鄉
間
婦
女
自
春
徂
夏
半
與
男
子
共
耕
耘
田
野
直
家
喻
户

曉
其
在
縣
屬
東
北
種
水
田
者
尤
然
前
清
積
習
錮
蔽
人
鮮
讀
書
近
年
邑
境
學
校

林
立
青
年
男
女
入
校
肄
業
者
甚
形
踴
躍
髙
級
小
學
平
均
畢
業
每
年
在
百
人
以

上
此
外
留
學
京
津
及

加
政
治
軍
事
者
亦
田
增
家
庭
父
兄
咸
樂
子
弟
讀
書
是

亦
良
好
之
傾
向
焉

嗜
好

縣
俗
嗜
酒
成
風
鄉
民
以
米
醸
酒
客
至
即
出
餉
飲
沙
漠
邉
地
向
係
産
煙

最
盛
之
區
晚
近
禁
令
稍
弛
種
者
頗
廣
因
之
民
間
吸
食
者
亦
不
少
青
年
嗜

偷

惰
以
致
傾
家
蕩
産
流
為
盜
匪
者
在
所
多
覯
應
亟
設
法
嚴
禁
其
次
人
嗜
煙
草
雖

身
為
農
夫
恒
至
人
攜
一
具
行
卧
隨
吸
是
一
邉
風
之
遺
也
賭
博
窩
聚
爭
嗔
恬
不

為
怪
每
值
演
劇
集
會
甚
至
棚
帳
比
鱗
徵
逐
不
悟
其
賊
流
毒
直
不
可
以
道
里
計

悲
夫

三
宗
教

釋
邉
塞
佞
佛
積
習
成
風
縣
境
寺
宇
觀

所
在
林
立
甚
至
三
五
村
莊
聯

合
結
社
延
僧
侶
住
持
各
置
香
火
田
為
久
崇
拜
計
民
間
䘮
葬
俗
招
僧
設
醮
誦
經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二
十
七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追
薦
懴
悔
名
作
佛
事
但
邇
來
俗
僧
奸
儈
濫
汚
佛
門
身
披
袈
裟
呢
喃
誦
念
叩
以

經
典
教
諦
則
茫
焉
莫
解

以
民
智
漸
進
稍
重
流
品
者
均
不
屑
與
為
伍
故
僧
尼

佛
徒
大
有
日
蹙
千
里
之
勢
至
為
社
會
所
屏
溯
及
前
明
佛
教
全
盛
遺
跡
良
致
興
嘆

考
縣
屬
寺
宇
較
大
者
如
縣
城
之
東
西

波
羅
之
接
引
寺
清
平
大
昭
慶
寺
響
水

之
龍

□
泉
寺
縣
南
五

□
雲
山
之
法
雲
寺
當
日
規
模
宏
闊
僧
徒
濟
濟
足
徵
其
盛

道

道
家
為
九
流
之
一
淵
源
最
古
邑
人
信
仰
是
教
者
有
二
即
道
門
渾
元
也
道

門
似
多
神
教
凡
神
皆
禮
敬
禁
葷
腥
酒
薤
戒
女
色
財
氣
施
放
生
樂
救
濟
入
是
教

者
咸
以
善
人
呼
之
至
有
終
身
割
愛
不
與
妻
妾
共
室
者
其
總
堂
設
於
甘
泉
教
主

名
為
真
人
渾
元
教
專
奉
如
來
教
旨
與
道
門
相
同
惟
民
願
懴
禱
者
則
水
陸
設
醮

持
鉢
誦
經
祈
福
耳
邑
内
道
門
頗
盛
亦
挽
救
世
風
之
針
砭
焉

天
主

陝
北
自
庚
子
變
亂
後
外
人
布
教
者
接
踵
而
來
然
民
風
尚
亷
不
喜
與
之

接
近
故
信
者
絶
少
不
甚
流
行
惟
縣
属
威
武
堡
之
油
房
頭
鎮
響
水
堡
之
馬
坊
有

比
國
人
天
主
教
堂

耶
穌

耶
穌
教
為
基
督
之
新
教
近
由
山
西
汾
陽
法
教
士
派
遣
教
徒
到
處
設
㑹

佈
教
有
公
理
會
福
音
堂
美
以
美
等
會
是
教
工
作
除
講
演
勸
導
登
記
宣
誓
靈
洗

外
别
有
創
辦
學
校
誘
青
年
男
女
入
教
讀
書
者
但
佈
教
雖
力
而
社
會
信
從
者
反

如
晨
星
終
無
勢
力
可
言
良
由
民
風
鯁
直
畢
竟
羅
致
不
易
而
縣
城
波
羅
響
水

石
灣
蓆

灘
等
處
近
均
有
公
理
會
也

會
社

為
民
間
自
由
結
合
以
祈
禱
農
嵗
豐
稔
為
目
的
每
嵗
屆
期
恒
齋
戒
清
潔

集
僧
拜
懴
社
必
聯
合
多
村
輪
流
鋪
壇
歌
舞
喧
天
備
極
繁
盛
如
牛
王
會
期
為
上

元
曰
清
醮
會
則
二
月
二
日
邑
中
類
此
團
體
者
正
非
少
數
也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二
十
八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横
山
縣

教
育

一
各
級
學
校
狀
况

縣
立
髙
級
小
學
校
共
四
處
第
一
在
縣
城
内
係
前
巖
綠
書
院

舊
址
創
辦
於
清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社
會
信
仰

烈
校
内
設
有
教
室
六
座
號
舍
四

十
間
圖
書
館
一
座
石
瑶
五
孔
一
切
設
置
頗
為
完
備
經
費
厯
年
籌
儲
亦
甚
充
足

教
職
員
七
人
學
生
一
百
五
十
餘
名
分
五
級
教
授
第
二
在
縣
属
之
響
水
堡
城
内

校
址
係
前
永
盈
倉
改
修
並
就
毗
連
之
廟
舍
更
為
教
室
計
共
教
室
四
座
㕑
室
儲

藏
室
五
間
磚
窰
十
一
孔
係
學
生
號
舍
與
教
職
員
住
所
教
職
員
五
人
學
生
共
一

百
餘
名
分
四
級
教
授
第
三
在
縣
属
波
羅
堡
城
内
校
址
係
舊

將
衙
署
內
設
有

教
室
三
座
學
生
號
舍
二
十
間
教
職
員
三
人
學
生
四
十
餘
名
分
二
級
教
授
第
四

在
縣
屬
之
石
灣
鎮
就
前
儲
穀
義
倉
舍
改
建
計
有
磚
窰
十
七
孔
學
生
號
舍
教
員

宿
所
及
教
室
一
切
均
在
内
教
職
員
三
人
學
生
三
十
餘
名
分
二
級
教
授
以
上
四

校
除
第
一
髙
小
校
外
其
餘
三
校
均
附
設
初
級
生
數
班
全
縣
劃
分
五
學
區
城
鄉

共
有
初
級
小
學
五
十
七
處
女
子
小
學
十
處
計
第
一
學
區
一
十
三
處
第
二
學
區

十
處
第
三
學
區
一
十
八
處
第
四
學
區
九
處
第
五
學
區
七
處
教
授
均
係
複
式
編

制
學
生
約
共
一
千
餘
名

二
職
業
教
育

前
已
製
造
紡
紗
織
布
木
機
多
架
擬
設
立
職
業
學
校
一
處
藉
以
實

習
後
因
故
中
止
現
尚
無
職
業
教
育
可
言

三
社
會
教
育

縣
城
南
闗
設
有
平
民
學
校
一
處
全
縣
各
區
設
立
通
俗
講
演
所
五

處
均
附
設
公
共
閲
報
社
每
處
有
主
任
一
人
隨
時
出
外
講
演
各
所
統
由
教
育
局

督
促
辦
理

四
家
庭
教
育

男
習
耕
稼
女
習
為
婦
之
道
平
時
家
庭
父
兄
教
訓
子
弟
仍
以
舊
禮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二
十
九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教
舊
道
德
為
重
兒
童
未
逹
學
齡
由
家
庭
教
以
簡
易
文
字
及
指
示
實
地
物
質
的

認
識
為
來
日
入
學
之
基
礎

五
女
學
校

縣
内
各
級
學
校
皆
採
男
女
合
校
制
故
縣
立
各
髙
小
學
生
均
係
男
女

合
組
同
級
上

城
鄉
初
級
小
學
亦
間
有
合
校
者
其
專
設
立
女
子
小
學
校
教
育

女
子
者
計
有
十
處
比
近
學
風
大
開
父
兄
多
願
子
女
就
學
因
是
女
子
擔
任
小
學

教
師
者
收
益
較
速
且
大
也

六
私
塾

昔
有
今
無
所
有
鄉
曲
私
塾
均
嚴
勵
改
良
或
併
歸
區
立
小
學
遵
章
教
授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三
十

榆林
東
順
齋
石
印

横
山
縣
髙
初
級
小
學
校
一
覽
表
民

國

十

四

年

十

一

月

調

查

縣
立
髙
級
小
學
校

校

别

校

址
開

辦

年

月

常

年

經

費

校

舍

設

備

第

一

校

縣

城

商
息
學

洋
三
千
元

第

二

校

響

水

堡

第

三

校

波

羅

堡

第

四

校

石

灣

鎮

全
縣
區
立
初
級
小
學
校

第一學區

懷
逺
堡

北
殿
集
市

本
鎮
廟
舍

石

窰

三

孔

蓆

薊

灘

民

屋

房

舍

三

間

納
令
上
河

本
村
公
舍

學
捐
洋
七
十
元

房

五

間

石

坊

灣

本
村
廟
舍

學
捐
洋
九
十
元

房

五

間

沙

漩

溝

本
村
民
屋

收
學
費
洋
五
十
元

窰

二

孔

韓

家

岔

本
鎮
公
屋

斗
捐
瓷
捐
洋
七
十
一
元

窰

三

孔

李

謝

溝

本
村
廟
田

徵
收
學
費
洋
七
十
元

房

七

間

雷

龍

灣

本
村
廟
田

徵
收
學
費
洋
七
十
三
元

房

六

間

李

家

坬

民

屋

洋
七
十
元

窰

三

孔

納
令
下
河

本
村
廟
田

洋
八
十
四
元

房

七

間

馮

家

畔

本
村
民
屋

洋
六
十
元

窰

三

孔

龍

鳳

山

本
村
民
屋

徵
收
學
費
洋
六
十
元

窰

三

孔

波
羅
堡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三
十
一

榆林
東
順
齋
石
印

邉
家
灣
本
村
公
屋

民
國
十
二
年
一
月

學
生
擔
任
洋
五
十
元
房

五

間

大

灣
本
村
民
屋

民
國
十
二
年
一
月

房

三

間

本
村
公
屋

房

四

間

三
石
磕
本
村
公
屋

民
國
十
年
一
月

水
磨
捐
洋
七
十
元

石

窰

三

孔

本
村
公
屋

民
國
十
年
一
月

石

窰

三

孔

槐
樹
峁
本
村
公
屋

民
國
十
年
一
月

煤
窰
捐
洋
九
十
元

石

窰

二

孔

沙

河
本
村
公
屋

民
國
十
年
一
月

學
生
擔
任
洋
七
十
元
土

窰

三

孔

五
龍
山
本
鎮
寺
宇

民
國
十
年
一
月

學
生
擔
任
洋
七
十
元
屋

三

間

鮑
家
渠
本
村
公
田

民
國
十
二
年
一
月

徵
收
學
費
洋
七
十
元
窰

三

孔

清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
附
屬
第
二
髙
小
校

胡
石
窰
本
村
公
屋

民
國
十
一
年
一
月

水
磨
捐
洋
七
十
元

窰
二
孔
屋
五
間

傅
家
坪
本
村
公
屋

民
國
十
年
一
月

公
益
捐
洋
五
十
元

窰

三

孔

忽
喜
兔
本
村
公
屋

民
國
十
年
一
月

學
費
洋
八
十
元

房

五

間

王
家
坬
本
村
公
屋

民
國
十
年
一
月

學
費
洋
七
十
四
元

窰

四

孔

劉
家
渠
本
村
民
屋

民
國
十
一
年
一
月

學
費
洋
六
十
元

石

窰

三

孔

武

鎮
本
鎮
祠
宇

民
國
四
年
一
月

斗
捐
洋
一
百
二
十
元
石

窰

五

孔

拓
家
山
本
村
民
屋

民
國
十
一
年
一
月

學
生
擔
任
八
十
元

石

窰

二

孔

鄧
家
墕
本
村
民
屋

民
國
十
一
年
一
月

學
費
洋
七
十
元

土

窰

二

孔

東
馬
昂
折

馬

家

溝

本

村

公

屋

民
國
十
二
年
一
月

學
費
洋
九
十
五
元

石

窰

三

孔

孫
家
墕
本
村
公
屋

民
國
十
二
年
一
月

學
費
洋
七
十
元

石

窰

二

孔

新
開
溝
本
村
公
屋

民
國
十
三
年
一
月

學
費
洋
六
十
九
元

石

窰

三

孔

三
皇
廟
本
村
公
屋

民
國
十
三
年
一
月

學
費
洋
七
十
元

石

窰

二

孔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三
十
二

榆林
東
順
齋
石
印

金
臺
山

寺
院
廟
宇

民
國
十
三
年
一
月

公
田
租
金
洋
六
十
元
土

窰

三

孔

屈
家
莊

本
村
民
屋

民
國
十
四
年
一
月

學
費
洋
五
十
元

石

窰

二

孔

紅

墩

本
村
民
屋

民
國
十
四
年
一
月

學
費
洋
六
十
元

房

三

間

韮
菜
溝

本
村
民
屋

民
國
十
二
年
一
月

學
費
洋
五
十
元

石

窰

二

孔

黑
河
子

本
村
廟
舍

民
國
十
七
年
一
月

水
磨
捐
洋
六
十
元

房

三

間

本
村
公
屋

民
國
四
年
一
月

油
捐
洋
九
十
元

土

窰

三

孔

水
地
灣

本
村
公
屋

民
國
十
年
一
月

石

窰

三

孔

廟

坪

本
村
公
屋

民
國
十
年
一
月

學
費
洋
八
十
一
元

石

窰

三

孔

本
鎮
民
屋

民
國
十
二
年
一
月

公
益
捐
洋
八
十
元

石

窰

三

孔

黄
大
梁

本
村
公
屋

民
國
十
二
年
一
月

學
費
洋
七
十
元

土

窰

二

孔

麒
麟
溝

本
村
公
屋

民
國
四
年
一
月

公
益
捐
洋
八
十
元

石

窰

三

孔

王
皮
莊

本
村
公
屋

民
國
十
二
年
一
月

學
費
洋
六
十
五
元

石

窰

三

孔

倒
座
峁

本
村
民
屋

民
國
十
二
年
一
月

學
費
洋
六
十
五
元

石

窰

二

孔

本
村
廟
宇

民
國
十
三
年
一
月

學
費
洋
六
十
元

磚

窰

三

孔

民
國
元
年
一
月

斗
捐
洋
一
百
四
十
元
附
属
第
四
髙
小
校

總
關
口

本
村
公
屋

民
國
十
三
年
一
月

磚

窰

三

孔

本
村
民
屋

民
國
十
三
年
一
月

學
生
擔
任
洋
八
十
元
石

窰

三

孔

麻
城
界

本
村
民
屋

民
國
十
三
年
一
月

百
户
租
粟
洋
八
十
元
石

窰

三

孔

大
西
溝

本
村
民
屋

民
國
十
三
年
一
月

學
費
洋
七
十
元

石

窰

三

孔

八
岔
莊

本
村
民
屋

民
國
十
三
年
一
月

學
費
洋
七
十
元

石

窰

二

孔

瓦
窰
渠

本
村
民
屋

民
國
十
三
年
一
月

學
費
洋
六
十
五
元

窰

三

孔

各
堡
髙
初
級
女
子
小
學
校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三
十
三

榆林
東
順
齋
石
印

第
一
髙
級

民
國
十
二
年

公
益
捐
洋
七
十
元

懷

逺

堡

本

堡

公

屋

倉

窰

兩

孔

蓆

薊

灘

本

村

民

屋

學
費
洋
八
十
三
元
房

六

間

納
令
上
河

本

村

公

屋

學
費
洋
七
十
五
元
房

三

間

邉

家

灣

本

村

公

屋

學
費
洋
八
十
元

房

三

間

傅

家

坪

本

村

民

屋

公
益
捐
洋
七
十
元
石

窰

三

孔

納
令
下
河

本

村

民

屋

學
費
洋
七
十
元

房

三

間

響

水

堡

堡
城
聖
母
廟

斗
捐
洋
七
十
元

房

三

間

波

羅

堡

本

堡

公

屋

布
捐
洋
七
十
元

磚

窰

三

孔

北
殿
集
市

本

村

民

屋

斗
捐
洋
六
十
五
元
磚

窰

三

孔

石

灣

鎮

本

村

民

屋

斗
捐
洋
六
十
五
元
石

窰

三

孔

平
民
初
級
小
學
校

縣

城

南

闗

中

街

布
捐
洋
六
十
元

石

窰

三

孔

總
計
髙
初
小
學
七
十
三
校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三
十
三
一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教
育
沿
革

横
邑
地
薄
民
貧
風
氣
窒
塞
人
文
學
風
向
無
可
傳
從
事
於
讀
書
者
寂
然
寡
聞
晚
清

同
治
七
年
回
匪
䧟
城
舊
有
巖
綠
書
院
學
舍
書
籍
概
付
回
禄
光
緒
四
年
李
公
賡
伯

彌
補
脩
繕
畧
加
恢
復
陝
甘
督
部
左
文
襄
公
頒
發
各
縣
官
版
十
三
經
諸
書
多
種
俾

便
士
子
誦
讀
至
二
十
一
年
邑
侯
張
子
馥
先
生
奉
命
来
茲
目
覩
地
方
固
陋
竭
誠
振

飭
諄
諄
掖
誘
捐
亷
購
置
經
史
子
集
及
四
庫
提
要
小
學
性
理
百
餘
種
並
選
送
優
秀

逰
學
闗
中
邑
人
頼
其
成
達
者
不
乏
人
戊
戌
政
變
及
聞
六
君
子
被
難
先
生
誼
切
梓

友
東
嚮
設
祭
痛
哭
慨
然
毁
廟
興
學
力
詆
八
股
制
藝
之
無
用
就
玄
武
祠
設
立
格
致

學
堂
崇
尚
康
梁
學
説
講
求
歐
西
時
務
實
學
並
擴
充
學
舍
興
復
岩
緑
書
院
政
餘
臨

校
講
學
口
述
筆
授
勤
懇
不
懈
為
諸
生
立
身
楷
範
風
教
沐
新
化
行
俗
美
殆
一
沉
夢

中
之
警
鐘
也
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維
新
變
法
學
部
頒
布
興
學
章
程
通
令
各
縣
設
立
學
堂
以
資
進
身

當
時
邑
令
章
春
芳
就
岩
緑
書
院
改
建
髙
等
小
學
堂
内
講
堂
一
座
齋
舍
十
間
教
員

管
理
室
六
間
厨
室
三
間
大
門
門
房
三
間
東
側
闢
操
塲
由
陝
西
學
務
公
所
選
購
圖

書
器
械
延

陝
西
省
兩
級
師
範
生
教
習
二
員
無
如
民
智
閉
塞
呼
學
校
為
洋
學
堂

相
率
裹
足
故
假
官
權
强
廹
各
堡
私
塾
生
徒
入
校
僅
得
學
生
十
二
名
分
甲
乙
兩
班

按
成
績
優
劣
給
膏
火
錢
名
為
奬
賞
教
授
注
重
經
史
國
文
而
地
理
格
致
算
學
次
之

以
圖
畫
體
操
唱
歌
為
補
助
學
科
經
費
除
舊
書
院
膏
火
學
田
年
收
銀
六
百
餘
兩
外

復
由
五
堡
捐
基
本
銀
一
千
五
百
兩
發
商
生
息
共
年
需
經
常
費
八
百
餘
兩
此
外
臨

時
建
築
購
置
等
費
由
知
縣
設
法
籌
措
當
時
校
内
規
則
不
嚴
流
弊
迭
生
以
故
學
生

倐
去
倐
来
增
减
無
常
三
十
三
年
攷
送
榆
林
中
學
學
生
縣
城
波
羅
响
水
石
灣
各
就

私
塾
改
設
初
等
小
學
一
處
學
科
按
章
教
授
經
費
就
地
籌
辦
每
校
學
生
二
三
十
人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三
十
三
一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不
等
宣
統
元
年
選
派
留
省
師
範
警
察
生
二
年
縣
髙
等
甲
班
畢
業
八
人
派
充
各
堡

初
等
小
學
教
習
稍
加
改
良
此
萌
芽
時
代
之
概
况
也

民
國
元
年
全
縣
教
育
殆
成
停
頓
狀
况
二
年
縣
境
烟
禁
綦
嚴
知
事
楊
仲
傑
藉
案
籌

款
先
後
撥
給
縣
立
髙
等
小
學
堂
基
金
洋
二
千
元
曹
思
温
由
省
畢
業
接
充
校
長
添

陝
北
留
省
師
範
畢
業
生
担
任
各
科
教
授
添
招
學
生
至
六
十
餘
人
計
分
甲
乙
丙

三
班
以
舊
有
講
堂
一
座
不

應
用
因
校
址
毗
連
文
廟
故
權
假
鄉
賢
名
宦
兩
祠
暫

作
教
室
但
生
徒
日
衆
宿
舍
難
容
又
接
連
舊
舍
添
脩
東
西
宿
舍
各
三
間
校
規
採
嚴

格
主
義
學
風
整
肅
諸
生
除
上
課
時
間
外
因
暇
出
入
不
稍
假
借
每
星
期
加
緊
隨
堂

作
文
兩
次
夜
間
實
行
自
習
各
職
教
員
更
番
督
視
不
少
懈
怠
注
重
國
文
並
讀
經
史

旁
及
其
他
學
科
校
務
蒸
蒸
日
上
學
生
進
步
敏
速
社
㑹
父
老
信
仰
學
校
當
局
督
責

懃
懇
咸
願
子
弟
入
校
讀
書
四
年
奉
令
改
稱
髙
等
小
學
堂
為
縣
立
髙
級
小
學
校
是

年
改
建
校
門
五
六
兩
年
每
嵗
招
生
常
逾
定
額
頗
有
人
滿
之
慮
因
是
校
舍
湫
隘
不

敷
寄
宿
擴
充
問
題
為
事
實
所
必
需
其
時
勸
學
所
附
設
校
内
縣
教
育
行
政
亦
統
由

校
長
兼
攝
事
權
統
一
指
揮
如
意
且
鑑
於
各
區
初
小
校
師
資
之
良
莠
不
齊
管
理
教

授
未
能
盡
善
即
就
兩
年
畢
業
之
兩
班
學
生
內
按
各
生

境
分
别
遣
赴
榆
林
投
攷

陝
北
聯
合
縣
立
中
校
或
充
各
初
小
教
員
並
由
縣
髙
小
派
員
分
赴
各
堡
廻

視
察

指
導
管
理
教
授
改
良
事
宜
以
是
學
務
進
展
風
馳
電
駛
社
會
多
抱
樂
觀
七
年
張
縣

長
文
丞
因
學
款
支
絀
變
賣
馮
君

等
膏
火
學
田
數
處
得
洋
叁
千
餘
元
除
作
基
金

洋
貳
千
元
外
以
千
餘
元
増
脩
校
長
教
員
室
益
智
圖
書
舘
儲
藏
室
石
窰
五
孔
添
置

啚
書
教
科
及
理
科
標
本
校
舍
設
備
漸
増
完
善
十
年
以
後
京
津
粤
晋
留
學
北
大
師

大
中
大
平
大
及
軍
事
教
育
者
二
十
餘
人
值
縣
長
劉
治
堂
到
任
對
於
教
育
尤
為
竭

力
振
刷
設
法
籌
増
基
金
添

教
員
並
脩
石
窰
前
東
西
宿
舍
十
間
西
院
正
庭
通
用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三
十
三
三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大
教
室
五
楹
又
教
室
前
脩
學
生
寄
宿
舍
兩
排
排
各
五
間
舊
有
操
塲
已
嫌
狭
小
復

在
文
廟
聖
宫
後
校
長
室
之
東
拓
築
寛
大
操
塲
規
模
頓
形
改
觀
每
年
定
期
招
集
五

堡
初
小
校
學
生
舉
行
競
爭
攷
試
按
成
績
高
下
分
别
給
奬
群
情
鼓
舞
輿
衆
騰
歡
學

風
為
之
一
變
十
二
年
令
改
勸
學
所
為
教
育
局
十
三
年
春
經
教
育
行
政
㑹
議
决
定

就
响
水
永
盈
倉
故
址
添
設
第
二
髙
小
校
新
招
兩
級
學
生
五
六
十
人
十
四
年
成
立

第
三
髙
小
校
校
舍
為
波
羅
舊

將
衙
署
並
派
教
育
局
長
魏
長
城
分
赴
各
堡
强
廹

改
良
私
塾
推
廣
全
縣
初
小
校
増
至
五
十
七
處
及
女
髙
小
校
一
女
初
小
校
十
平
民

校
一
或
就
私
塾
改
良
或
擇
殷
實
村
庒
邀
請
素
孚
鄉
望
者
就
地
籌
辦
共
計
次
第
成

立
髙
初
小
校
七
十
三
處
學
務
蓬
勃
生
徒
濟
濟
青
年
子
弟
就
學
讀
書
者
異
常
踴
躍

各
髙
小
校
每
年
招
收
學
生
一
班
十
五
年
在
石
灣
鎮
添
設
第
四
髙
小
校
均
由
各
堡

紳
董
籌
畫
設
備
此
後
各
校
年
有
畢
業
生
全
縣
教
育
基
礎
鞏
固
形
式
精
神
各
臻
健

全
省
方
北
上
視
察
教
育
者
評
定
横
山
教
育
成
績
優
良
奬
勸
有
加
十
六
年
為
完
整

教
育
統
系
計
由
教
育
局
劃
分
全
縣
為
五
學
區
為
便
利
指
導
各
區
教
育
行
政
事
務

職
責
每
區
各
設
教
育
委
員
㑹
並
將
楊
前
知
事
籌
措
縣
農
林
㑹
的
款
銀
貳
千
兩
分

發
各
區
學
董
經
手
發
商
行
息
作
為
各
小
學
校
常
年
補

基
本
經
費
同
時
成
立
通

俗
教
育
講
演
所
及
民
衆
閲
報
室
各
髙
小
校
圖
書
舘
三
處
俾
便
各
界
民
衆
増
進
國

家
社
㑹
普
通
生
活
上
應
有
之
智
識
此
全
縣
教
育
經
過
之
大
概
情
形
也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三
十
四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横
山
縣

實
業

一
農

邑
境
氣
候
寒
冷
地
瘠
民
貧
普
通
生
活
全
依
耕
作
故
農
户
約
居
十
之
九
每

季
立
春
即
擁
肥
料
繕
農
俱
清
明
節
後
始
插
鏵
播
種
自
晨
至
午
以
一
牛
力
耕
之

田
名
為
一
垧
家
飼
牛
一
頭
種
田
百
垧
者
︵
三
畝
為
垧
︶
稱
一
牛
犋
及
苖
長
施

耘
鋤
必
三
次
初
撥
苖
而
再
除
草
其
地
亁
燥
不
潤
常
視
雨
澤
之
多
寡
以
占
一
年

豐
歉
如
暑
中
缺
雨
即
終
嵗
勤
苦
仍
有
衣
食
為
艱
之
憂
况
乎
地
不
宜
桑
人
鮮
植

棉
所
種
者

穀
黍
菽
而
已
婦
女
亦
不
知
紡
織
男
恒
以
粟
易
布
為
衣
年
來
雖
頗

知
漏
巵
種
者
漸
多
惜
田
磽
法
拙
成
效
寥
寥
以
故
積
蓄
非
易
生
産
日
蹙
一
遇
凶

荒
民
之
弱
者
轉
乎
溝
壑
其
强
者
則
輟
耕
而
太
息
矣

二
工

居
全
部
百
分
之
五
類
執
通
常
粗
疏
之
藝
中
以
木
石
瓷
鐵
工
藝
佔
多
數
而

銀
銅
鉛
錫
皮
畫
匠
等
工
多
來
自
鄰
封
他
如
編
柳
織
毛
製
氊
蒸
煮

油
酒
醋

醬
等
事
皆
於
農
暇
從
事
藝
不
專
操
也

三
畜
蓄
牧

服
裏
畜
蓄
牧
概
係
附
属
生
産
農
家
牛
馬
驢
騾
户
必
飼
養
而
牧
羊
目
的
注

重
擁
糞
每
年
成
群
滋
生
最
繁
近
年
皮
毛
昂
騰
養
户
利
倍

常
故
牧
者
恆
多
邉

外
伙
盤
居
民
水
草
便
利
大
半
以
畜
蓄
牧
牛
馬
為
生
活
工
主
要
營
業
馬
則
五
十
成

羣
每
羣
選
牡
馬
一
頭
領
導
而
牝
馬
服
從
自
如
决
無
散
失
殆
亦
畜
蓄
性
使
然
羊
則

一
户
有
牧
至
千
餘
者
秋
髙
肥
碩
咸
至
内
地
貿
易
利
極
居
竒

四
産
業

農
産
以

穀
豆
稻
為
大
宗
物
産
以
皮
毛
羢
磁
甘
草
煤
炭
為
貿
販
要
品

磁
厰
在
縣
轄
東
南
之
韓
岔
吳
岔
髙
崖
鄭
崖
殿
集
市
及
波
羅
堡
之
吳
坬
窰
等
處

設
厰
二
十
餘
所
製
造
行
銷
暢
旺
煤
礦
盛
産
無
定
河
南
岸
及
大
小
理
河
黑
木
頭

川
所
在
蓋
藏
豐
富
惟
採
掘
堅
守
舊
法
遇
水
即
廢
水
碾
厰
在
波
羅
大
石
磕
二
石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三
十
五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磕
響
水
胡
石
窰
村
黑
河
則
新
開
溝
等
處
均
製
木
機
軸
輪
開
渠
引
水
利
用
水
力

旋
轉
動
盪
甚
速
農
事
民
生
利
賴
良
殷

五
森
林

地
質
寒
燥
植
樹
為
艱
而
溝
渠
潤
濕
之
處
尚
有
榆
柳
楊
桐
繁
茂
叢
生
而

連
阡
累
陌
蓊
鬰
干
霄
者
則
未
之
見
也

六
水
利

河
北
一
帶
沙
陵
起
伏
溝
渠
縱
横
水
泉
由
沙
渗
出
可
分
渠
導
溉
故
地
力

肥
饒
者
種
水
田
三
垧
即
生
活
餘
裕
若
波
之
大
二
石
磕
磚
窰
溝
方
家
河
海
流
兎

河
響
水
之
胡
石
窰
新
開
溝
劉
家
溝
大
西
溝
懐
之
納
令
河
石
窰
溝
威
之
水
地
灣

清
之
大
理
河
等
處
水
到
成
渠
溉
澆
天
然
其
資
人
力
者
蓋
寡
民
國
以
來
時
倡
興

水
利
終
以
測
量
乏
術

砌
疏

不
凖
以
致
屢
作
屢
輟
近
年
楊
橋
畔
雷
龍
灣
把

兔
灣
等
地
築
壩

渠
成
田
約
達
數
百
傾
其
修
待
未
成
者
如
天
生
橋
岸
大
川
溝

口
苦
水
溝
口
均
屢
經
停
頓
若
講
求
得
法
積
股
合
資
其
成
田
正
可
未
艾
焉
其
在

大
小
理
河
圁
水
黑
木
頭
川
柿
溝

溝
各
川
雖
各
就
坡
坬
屢
叠
剷
治
無
如
方
隅

涓
滴
遇
旱
輒
涸
究
屬
無
補
民
生
此
後
能
以
科
學
實
驗
浚
泉

井
則
沙
磧
薄
田

可
立
變
肥
饒
故
欲
挽
救
貧
瘠
防
旱
禦
荒
須
視

□
敷
布
如
何
耳

七
商
務

邑
境
僻
處
山
岳
交
通
滯
窒
商
業
貿
易
不
甚
發
達
現
有
市
集
塲
所
者
嵗

以
農
户
運
輸
糧
石
為
東
西
交
易
主
要
生
活
其
暢
旺
市
期
以
秋
冬
兩
季
最
盛
而

經
營
商
人
則
縣
民
晋
人
各
居
其
半
貿
易
品
以

穀
豆

皮
毛
布
疋
煤
炭
油

居
大
宗
而
銅
鐵

器
蔴
棉
紙
張
糖
酒
煙
葉
蔬
菜
瓜
菓
次
之
布
疋
百
貨
買
自
山

西
順
德
等
地
皮
毛
羊
羢
則
由
晋
商
洋
行
嵗
來
收
買
穀
類
豆
稻
逕
由
農
户
運
銷

榆
米
油
炭
供
給
南
境

酒
多
販
賣
靖
定
安
定
食

概
由
花
馬
池
運
來
棉
花
來

自
韓
城
三
晉
他
如
瓜
菓
菜
蔬
均
隨
地
生
産
僅
足
自
給
邑
人
營
商
拙
於
操
縱
偶

值
金
融

張
周
轉
立
窘
近
年
軍
務
繁
興
各
立
商
㑹
維
持
商
此
務
之
大
概
情
形
也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三
十
六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横
山
縣
志

交
通
志

交
通
為
國
家
社
㑹
生
活
之
命
脈
文
明
愈
進
歩
徃
來
愈
頻
繁
故
居
今
日
而
言
政
治

交
通
其
著
也
明
清
初
縣
屬
驛
站
向
明
歸
榆
林
衛
清
由
榆
林
延
安
城
堡
同
知
管
轄
為

響
水
波
羅
懷
逺
劉
家
坬
蘆
溝
黑
河
塘
糖
六
站
共
設
塘
馬
一
百
二
十
六
匹
嵗
支
銀
四

千
八
百
六
十
三
兩
雍
正
八
年
改
歸
知
縣
管
理
專
司
傳
遞
徃
來
公
文
民
國
元
年
裁

改

便
較
前
節
省
多
矣

一

政

民
國
元
年
設
縣
城
響
水
石
灣

寄
代
辦
所
三
波
羅
麒
麟
溝
各
設
村
鎮

信
櫃
收
寄
公
私
包
裹
信
件
而
縣
城
響
水
僅
由
榆
至
横
為
榆
林
支
線
石
灣
鎮
為

綏
德
通
西
幹
線
由
綏
德
寄
徃
安
邉
均
雇
差
丁
送
遞
出
發
到
達
日
有
定
程

二
道
路

幹
線
有
五
一
由
縣
治
西
經
蘆
溝
楊
胡
台
入
靖
邉
界
達

夏
再
由
縣
城

東
經
波
羅
響
水
至
榆
林
二
由
縣
治
西
南
經
靖
邉
青
陽
岔
沿
大
理
河
入
縣
轄
冷

窰
子
石
灣
鎮
麒
麟
溝
廵
檢
司
出
境
東
至
綏
德
直
通
山
西
三
由
縣
治
東
經
波
羅

平
夷
堡
計
一
百
三
十
里
達
榆
林
四
由
縣
城
東
南
經
響
水
堡
三
皇
廟
孫
家
園
子

至
榆
林
属
之
鎮
川
堡
計
二
百
一
四
十
里
至
米
脂
縣
五
由
縣
城
西
經
威
武
堡
再
南

至
石
灣
鎮
計
二
百
三
十
里
達
安
定
縣
境
内
道
路
概
属
山
岳
沙
地
崎
嶇
不
平
而

川
源
津
渡
又
鮮
橋
梁
蘆
溝
以
西
往
往
風
沙
障
天
行
旅
迷
離
故
於
沿
途
沙
中
栽

列
樹
株
以
資
識
别

三
水
運

縣
境
無
定
河
流
挾
沙
平
漫
水
量
微
淺
不
能
浮
舟
而
響
水
堡
東
三
皇
廟

孫
園
子
一
帶
河
内
尚
可
置
船
渡
運
行
旅

四
市
集

縣
属
各
堡
市
鎮
商
務
蕭
條
非
同
内
地
通
商
大
埠
其
現
存
商
塲
為
縣
城

西
闗
波
羅
堡
響
水
西
闗
石
灣
鎮
武
家
坡
石
韓
家
岔
殿
集
市
五
龍
山
次
如
古
水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三
十
七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鎮
油
房
頭
麒
麟
溝
李
邱
坪
傅
家
坪
冷
窰
子
鎮
等
處
寥
落
數
家
每
月
屆
期
集
會

各
有
日
期
商
賈
㑹
畢
即
散
一
日
中
為
市
之
遺
也

横
山
縣

財
政

時
有
今
昔
法
無
常
度
社
㑹

□
既
滄
桑
之
異
經
濟
即
呈
盈
縮
之
象
比
者
政
治
刷
新
建

設
方
始
舉
國
家
事
業
需
要
端
賴
供
給
充
裕
而
經
濟
始
克
調
節
此
縣
財
政
之
所
必

也
且
昔
為
封
建
田
賦
税
收
悉
歸
君
權
所
支
配
原
無
中
央
地
方
今
則
地
方
分
權

漸
形
完
成
政
府
就
性
質
固
定
者
留
作
國
有
别
將
流
動
部
分
畀
與
地
方
使
國
民
自

動
的
啟
發
社
會
事
業
以
助
長
自
治
精
神
兩
者
用
途
雖
殊
而
國
利
民
福
一
道
同
歸

横
山
田
賦
昔
以
屯
粮
為
大
宗
耑
供
兵
食
而
常
年
徵
額
各
堡
不
一
今
由
糧
折
銀
再

折
而
洋
賦
有
常
律
徵
榷
平
允
公
私
兩
宜
民
交
稱
便
矣

一
金
融

銀
幣

市
面
普
通
流
行
者
係
北
洋
造
老
袁
頭
墨
西
哥
站
人
開
國
紀
念
四
種
近

日
西
北
銀
行
與
山
西
省
銀
行

幣
間
有
用
者

制
錢

商
民
交
易
通
常
舊
制
錢
居
半
數
以
習
尚
週
行
故
輸
出
外
境
不
易
今
漸

減
少

銅
幣

市
面
流
通
為
數
較
多
近
由
山
西
新
造
銅
幣
輸
入
日
增
有
十
錢
二
十
錢

兩
種

二
田
賦

地
丁

每
年
額
徵
正
銀
洋
壹
千
叁
百
伍
拾
肆
元
陸
角
伍
分
玖
釐

一
五
耗
羡
銀
洋
貳
百
零
叁
元
壹
角
玖
分
捌
釐
捌
毫

一
五
平
餘
銀
洋
貳
百
零
叁
元
壹
角
玖
分
捌
釐
捌
毫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三
十
八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化
公
五
分
房
費
銀
洋
陸
拾
㭍
元
㭍
角
叁
分
貳
釐
玖
毫

懐
逺
堡
正
襍
共
庫
平
銀
貳
百
捌
拾
㭍
兩
捌
錢
玖
分
伍
釐
陸
毫
以
一
五
改

徵
銀
洋
肆
百
叁
拾
壹
元
捌
角
肆
分
叁
釐
肆
毫

波
羅
堡
正
襍
共
庫
平
銀
貳
百
壹
拾
陸
兩
伍
錢
零
肆
釐
玖
毫
以
一
五
改
徵

銀
洋
叁
百
貳
拾
肆
元
㭍
角
伍
分
㭍
釐
叁
毫
伍
絲

響
水
堡
正
襍
共
庫
平
銀
叁
百
零
㭍
兩
陸
錢
伍
分
伍
釐
伍
毫
伍
絲
以
一
五

改
徵
銀
洋
肆
百
陸
拾
壹
元
肆
角
捌
分
叁
釐
叁
毫
貳
絲
伍
忽

威
武
堡
正
襍
共
庫
平
銀
貳
百
玖
拾
陸
兩
肆
錢
玖
分
㭍
釐
以
一
五
改
徵
銀

洋
肆
百
肆
拾
肆
元
㭍
角
肆
分
伍
釐
伍
毫

清
平
堡
正
襍
共
庫
平
銀
壹
百
壹
拾
兩
零
陸
錢
肆
分
零
陸
毫
以
一
五
改
徵

銀
洋
壹
百
陸
拾
伍
元
玖
角
陸
分
零
玖
毫

屯
糧

合
計
壹
千
伍
百
㭍
拾
肆
䂖
叁
斗
叁
升
肆
合
㭍
勺
每
石
改
徵
銀
貳
兩
捌

錢
共
應
實
徵
庫
平
銀
肆
千
肆
百
零
捌
両
壹
錢
叁
分
㭍
釐
貳
毫
以
一
五
改
折

共
銀
洋
陸
千
陸
百
壹
拾
貳
元
貳
角
零
伍
釐
捌
毫

屯
草

合
計
壹
千
玖
百
貳
拾
陸
束
叁
觔
捌
兩
捌
錢
㭍
分
肆
釐
每
束
改
折
銀
壹

分
共
應
實
徵
庫
平
銀
壹
拾
玖
兩
貳
錢
陸
分
貳
釐
以
一
五
改
折
共
銀
洋
貳
拾

捌
元
捌
角
玖
分
叁
釐

懐
逺
堡
屯
糧
貳
百
貳
拾
壹
䂖
叁
斗
零
零
捌
勺
應
改
徵
銀
洋
玖
百
貳
拾
玖

元
肆
角
陸
分
叁
釐
肆
毫

屯
草
貳
百
捌
拾
捌
束
玖
觔
拾
伍
兩
肆
錢
㭍
分
應
改
徵
銀
洋
肆
元
叁
角

叁
分
伍
釐

波
羅
堡
屯
糧
貳
百
陸
拾
㭍
䂖
叁
斗
陸
升
捌
合
壹
勺
應
改
徵
銀
洋
壹
千
壹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三
十
九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百
貳
拾
貳
元
玖
角
肆
分
陸
釐

屯
草
肆
百
零
玖
束
壹
拾
叁
觔
拾
壹
兩
壹
分
肆
釐
應
改
徵
銀
洋
陸
元
壹

角
叁
分
㭍
釐

響
水
堡
屯
糧
肆
百
伍
拾
壹
䂖
陸
斗
貳
升
肆
合
伍
勺
應
改
徵
銀
洋
壹
千
捌

百
玖
拾
陸
元
捌
角
壹
分
伍
釐
陸
絲

屯
草
伍
百
零
壹
束
拾
伍
觔
捌
兩
叁
錢
玖
釐
應
改
徵
洋
㭍
元
伍
角
叁
分

威
武
堡
屯
糧
叁
百
陸
拾
捌
䂖
零
叁
升
貳
合
叁
勺
應
改
徵
銀
洋
壹
千
伍
百

肆
拾
伍
元
㭍
角
叁
分
陸
釐

屯
草
肆
百
貳
拾
陸
束
叁
觔
捌
兩
捌
錢
㭍
分
肆
釐
應
改
徵
銀
洋
陸
元
叁

角
玖
分

清
平
堡
屯
糧
貳
百
陸
拾
陸
䂖
零
叁
升
陸
合
玖
勺
應
改
徵
銀
洋
壹
千
壹
百

壹
拾
㭍
元
叁
角
伍
分
伍
釐

屯
草
叁
百
零
貳
束
壹
觔
陸
兩
㭍
錢
陸
分
應
改
徵
銀
洋
肆
元
伍
角
叁
分

三
税
收

契
税

奉
派
年
額
銀
伍
百
兩
儘
收
儘
解

襍
税

奉
派
年
額
洋
貳
千
零
貳
拾
貳
元
分
畜
屠
斗
三
項
計
畜
税
陸
百
元
屠
宰

税
捌
百
元
斗
捐
陸
百
貳
拾
貳
元

印
花
税

奉
派
年
額
票
面
洋
壹
千
元
實
銷
售
伍
百
元
譜
除
由
縣
署
銷
售
粘
契

外
餘
分
派
各
堡
鎮
鄉
商
民
按
數
黏
貼

當
税

三
等
質
當
商
兩
處
年
徵
當
税
庫
平
銀
捌
拾
兩
以
一
五
折
收
銀
洋
壹
百

貳
拾
元

牙
税

每
年
徵
收
皮
毛
牙
帖
税
洋
貳
拾
捌
元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四
十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四
公
債

民
國
三
年
分
内
國
公
債
洋
壹
千
元

民
國
四
年
分
内
國
公
債
洋
壹
千
伍
百
叁
拾
元

民
國
四
年
分
二
期
内
國
公
債
加
派
洋
捌
百
元

民
國
六
年
分
陝
西
地
方
公
債
議
秤
銀
叁
千
伍
百
兩

民
國
十
六
年
有
奬
公
債
捌
千
玖
百
伍
拾
㭍
元
貳
角
玖
分
陸
釐

地
方
財
政

財
務
局

年
支
地
方

洋
貳
百
肆
拾
元

公
安
局

年
支
煤
畜
斗
屠
商
捐
洋
壹
千
貳
百
元

建
設
局

年
奉
撥
雜
税
一
成
銀
洋
壹
百
捌
拾
元

教
育
局

年
奉
撥
雜
税
四
成
銀
洋
㭍
百
貳
拾
伍
元

一
縣
立
第
一
髙
小
校

原
存
書
院
膏
火
本
銀
壹
千
貳
百
元

新
籌
學
校
基
金
銀
貳
千
壹
百
零
肆
兩

存
書
院
膏
火
地
變
價
本
銀
貳
千
兩

上
三
項
發
五
堡
商
民
行
息

懐
逺
堡
口
外
張
家
畔
水
田
捌
拾
垧
年
徵
租
錢
壹
拾
捌
串

懐
逺
堡
五
里
墩
學
田
變
價
銀
伍
百
兩

懐
逺
堡
回
回
峁
山
田
肆
拾
伍
垧
年
納
租
米
陸
斗

二
縣
立
第
二
髙
小
校

原
籌
教
育
基
金
銀
㭍
百
㭍
拾
肆
兩
肆
錢

存
平
夷
堡
膏
火
地
變
價
銀
貳
百
伍
拾
兩

上
二
項
發
商
民
行
息

響
水
新
增
百
户
膏
火
地
年
納
租
銀
伍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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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
山
縣

卷
三

四
十
一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響
水
孫
欽
百
户
膏
火
地
年
納
租
銀
叁
兩
陸
錢

響
水
公
益
斗
捐
銀
洋
叁
百
元

響
水
公
益
羢
布
捐
銀
洋
貳
拾
元

地
方
公
益
雜
捐
銀
洋
壹
百
元

武
鎮
學
務
斗
捐
銀
洋
貳
百
肆
拾
元

三
縣
立
第
三
髙
小
校

原
籌
教
育
基
金
銀
伍
百
兩

發
商
民
行
息

波
羅
公
益
斗
捐
銀
洋
陸
拾
元

波
羅
公
益
羢
毛
煤
窯
捐
洋
肆
拾
元

四
縣
立
第
四
髙
小
校

原
籌
教
育
基
金
銀
貳
百
伍
拾
兩

發
商
民
行
息

清
平
公
益
羢
毛
捐
銀
洋
伍
拾
元

清
平
公
益
屠
捐
洋
叁
拾
元

清
平
公
益
斗
捐
銀
洋
叁
百
貳
拾
元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四
十
二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横
山
縣

政
治

一
自
治
縣

地

方

自

治

沿

革

約

分

三

期

甲
前
清
末
年
朝
議
籌
備
憲
政
令
各
縣
籌
辦
自
治
地
方
官
僅
懸
縣
議
事
會
董
事

㑹
招
牌
塞
責
敷
衍
無
實
可
舉

乙
民
國
二
年
一
月
奉
令
籌
辦
劃
全
縣
為
五
區
每
區
選
出
縣
議
員
二
人
設
縣
議

事
㑹
於
縣
城
計
議
員
十
人
中
推
年
長
者
一
人
為
議
長
就
地
方
原
有
公
共

項
移
充
自
治
經
費
收
廟
田
營
地
化
為
公
用
並
設
官
産
清
理
處
三
年
冬
間
復

令
停
辦

丙
民
國
八
年
内
務
部
頒
縣
自
治
法
籌
備
進
行
由
榆
林
道
尹
選
送
北
京
内
務
部

地
方
自
治
模
範
講
習
所
學
員
十
年
二
月
復
由
縣
考
送
道
立
自
治
講
習
分
所

學
員
四
人
次
年
縣
設
地
方
自
治
籌
備
處
並
部
頒
自
治
實
施
期
限
指
定
横
山

為
第
三
期
成
立
縣
分
十
二
年
三
月
選
定
縣
議
員
十
二
人
︵
依
選
舉
法
規
定

選
民
五
萬
人
以
上
出
議
員
十
人
調
查
結
果
選
民
實
數
七
萬
故
選
出
名
額
如

上
數
︶
縣
参
事
員
四
人
同
時
成
立
縣
議
㑹
及
縣

事
㑹
設
縣
議
會
於
縣
城

玄
武
祠
推
定
議
長
一
人

事
會
會
長
由
縣
知
事
兼
攝
附
設
縣
公
署
内
規
定

議
員

事
年
支
旅
膳
費
就
原
有
行
政
區
劃
自
治
區
域
為
五
區
凡
提
議
事
項

由
縣
議
會
議
决
交
由
縣

事
會
執
行
每
年
常
㑹
以
四
七
月
為
招
集
期
所
有

經
費
悉
由
地
方
款
擔
任
至
十
五
年
春
復
令
停
辦

丁
民
國
二
十
年
組
織
五
區
區
公
所
選
舉
區
長
一
人
各
置
佐
理
員
一
承
縣
長
指

揮
辦
理
區
内
地
方
行
政
事
宜
廢
除
各
堡
紳
士
木
鐸
鄉
約
名
目
同
時
並
置
鎮

長
鄉
長
處
理
村
鎮
自
治
事
務
監
察
員
二
人
監
督
清
查
區
内
出
納
款
項
區
丁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四
十
三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名
額
多
寡
一
依
區
内
事
務
繁
簡
决
定
之
所
有
職
責
悉
遵
照
部
頒
章
程
進
行

完
成
自
治
剔
除
積
習
民
主
自
治
的
精
神
可
望
實
現
於
憲
政
期
内

二
警
政
團
防

甲
警
政
沿
革

縣
警
察
創
於
清
光
緒
三
十
三
年
由
知
縣

攝
警
察
公
所
初
設

縣
城
西
闗
招
警
卒
八
人
廵
邏
街
市
經
費
由
商
號
按
月
捐
助
規
模
狹
隘
民
國

元
年
更
名
警
察
事
務
所
擴
充
警
士
為
十
二
名
稍
事
訓
練
三
年
由
髙
等
廵
警

畢
業
學
員
接
充
招
生
購
械
移
事
務
所
於
南
門
内
設
崗
守
衛
經
費
除
商
會
舖

捐
及
煤
税
外
概
由
地
方
按
月
領
給
警
額
遇

要
時
添
至
二
十
名

現
况

民
國
十
六
年
六
月
改
為
公
安
局
移
局
於
縣
城
大
寺
内
警
士
為
十
二

名
局
長
由
省
民
政
廳
委
任
月
支
薪
洋
二
十
元
警
士
月
餉
為
六
元
經
費
由
財

政
局
負
擔
平
日
常
務
偵
廵
外
遇
必
要
時
得
派
徃
各
堡
及
協
助
縣
政
府
偵
緝

司
法
事
項
各
堡
尚
未
増
設

乙
團
防
沿
革

清
同
治
年

匪
反
叛
各
堡
市
鎮
同
創
公
議
局
清
平
響
水
防
匪

得
力
承
平
廢
止
民
國
建
元
會
匪
到
處
煽
動
各
堡
同
時
倡
辦
民
團
造
械
招
丁

□
桿
禦
地
方
秩
序
賴
以

謐
設
總
局
於
縣
城
而
清
威
響
波
四
堡
均
組
織
民

□
國

訂
立
簡
章
守
望
相
助
遇
有
匪
警
插
翎
傳
訊
尅
期
齊
集
統

團
總
指
揮
一
時

卓
著
成
績
民
二
以
後
漸
形
解
散
五
年
南
匪
北
竄
設
團
練
於
威
武
之
申
家
畔

招
募
團
丁
二
十
餘
人
十
年
石
灣
鎮
復
募
團
丁
十
餘
名
同
時
波
羅
響
水
先
後

成
團
名
額
不
等
延
至
十
六
年
遣
散
此
經
過
之
梗
畧
也

現
况

徃
年
地
方
安
謐
縣
境
各
團
停
辦
至
十
七
年
奉
令
五
堡
各
設
保
區
甲
局

十
八
年
復
改
為
保
衛
團
而
團
丁
由
八
名
至
二
十
名
槍
械
由
榆
林
師
部
借
領

及
臨
時
購
置
増
減
不
一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四
十
四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三
社
會

勞
工

横
山
人
民
勞
動
業
農
者
十
居
其
九
工
人
雖
居
其
一
大
半
農
事
完
畢
間

操
工
藝
者
多

養
老

向
無
特
設
局
所
父
兄
長
老
年
事
衰
弱
各
由
家
人
子
弟
尊
事
優
養
不
使

負
擔
道
路
飢
寒
失
所

殘
廢

無
特
别
收
養
處
遇
有
殘
廢
者
由
家
屬
親
族
設
法
養
育

育
幼

各
由
父
兄
負
責
教
育
鮮
有
弃
養
者
地
方
亦
無
幼
稚
園
之
設
近
來
兒
童

至
七
八
嵗
率
令
入
學
其
家
貧
無
親
可
依
者
各
歸
近
支
家
人
教
養
成
立

濟
貧

邑
内
習
尚
勤
勞
地
方
隋
民
無
多
每
年
終
由
縣
政
府
酌
散
孤
貧
錢
糧
多

寡
就
年
嵗
恤
給

救
灾

縣
境
救
灾
五
堡
舊
有
義
倉
各
捐
富
貯
穀
二
千
石
每
嵗
春
前
酌
量
借
給

人
民
耕
種
秋
後
加
二
成
償
還
仍
貯
原
倉
遇
荒
旱
嵗
請
准
放
散
豐
年
復
如
數
捐

貯
民
國
成
立
撤
廢
近
年
旱
灾
屢
現
由
地
方
官
紳
臨
時
設
救
灾
會
設
法
勸
捐
並

向
外
呼

賑
濟

醫
院

縣
内
向
來
無
官
設
醫
院
人
民
有
病
恒
自
延
醫
診
視
遇
外
科
大
症
多
赴

榆
入
陸
軍
醫
院
就
醫
或
延
西
醫
療
治

青
苖

縣
境
嵗
值
秋
稔
由
農
户
聯
合
村
莊
訂
立
合
同
宰

□
蓄
插
血
共
同
嚴
禁
盜

賊
損
害
禾
稼
名
喫
割
禾
違
者
公
議
罸
處

保
甲

各
堡
臨
時
招
丁
稽
查
匪
盜
彈
壓
地
方
將
來
漸
次
推
及
鄉
村
實
行
編
查

清
理
村
治

四
賦
役
百
户

懐
逺
堡



ZhongYi

横
山
縣

卷
三

四
十
五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李
潮
百
户
唐

旗

李

旗

吳

旗

劉

旗

杜

旗

尚

旗

南

班

増
糧
百
户
上

八

股

下

八

股

糜
糧
百
户

波
羅
堡

栁
奇
百
户

劉
九
思
百
户
上

旗

中

旗

下

旗

増
糧
百
户

兵
糜
糧
百
户

民
糜
糧
百
户

養
亷
百
户

響
水
堡

孫
隆
百
户

王
璽
百
户

王
一
林
百
户

戴
洪
百
户

黄
臣
百
户

陳
正
百
户

髙
鋭
百
户

馬
昂
百
户

孫
欽
百
户

張
炳
百
户

増
糧
百
户

糜
糧
百
户

新
□

懇
百
户

養
亷
百
户

威
武
堡

趙
世
相
百
户

宋
安
百
户

馮
宣
百
户

白
堂
百
户

新
増
百
户

糜
糧
百
户

清
平
堡

翟
賢
百
户

榆
林
衛
百
户

延
安
衛
百
户

界
北
百
户

更
來
翟
賢
百
户

糜
糧
百
户

湯
全
百
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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横
山
縣

卷
三

四
十
六

榆林

東
順
齋
石
印

附

錄

全
縣
自
治
區
域

有
清
民
間
公
務
向
由
五
堡
各
設
木
鐸
鄉
約
地
方
總
甲
牌
頭
多
名
辦
理
地
方
公
益

差
徭
事
宜
嵗
由
紳
民
推
舉
公
正
者
值
差
民
國
二
年
劃
分
全
境
為
五
區
仍
依
地
方

習
慣
處
理
民
間
荒
旱
賑
濟
軍
支
差
徭
稽
查
息
訟
各
事
每
遴
派
得
人
則
閭

利
賴

反
是
則
支
節
紛
擾
轉
為
民
病
矣
臨
政
蒞
民
者
得
毋
勤
慎
厥
事
乎

第
一
區

懐
逺
堡

堡
塘

東
塘

南
塘

第
二
區

波
羅
堡

堡
塘

上
路

中
路

下
路

第
三
區

響
水
堡

溝
塘

清
邉
寨
塘

大
沙
坪
塘

髙
石
頭
塘

沙
坬
塘

第
四
區

威
武
堡

上
三
塘
堡

塘

東

塘

西

塘

中
三
塘
趙

上

塘

趙

下

塘

白

塘

下
三
塘
宋

安

塘

馮

東

塘

馮

西

塘

第
五
區

清
平
堡

上
三
百
户
湯
全
金

翟

賢

延

安

衛

下
三
百
户
榆

林

衛

糜

糧

界

北

横
山
縣

卷
三
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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