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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
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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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

地

幅

褊

小
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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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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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
他

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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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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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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礦

產

惟

煤

為

最

著

兹

分

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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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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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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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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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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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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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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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麥田

名稱

別

下種節期

收穫節期

豐

年

每

畝

收

成

約

數

以

縣

斗

計

縣

每

斗

約

重

二

十

六

斤

用

途

備

攷

小麥

三

月

黄

南
鄉
秋
分

北
鄉
白
露

南
鄉
小
滿

北
鄉
芒
種

四
斗

食

料

收
穫
較
他
麥
早
故
貧
家

每
種
之
以
濟
急
需

紫
麥
有
□
□

□
□
□

白
麥
無
□
而

色
白
□

俗
名
□
□
□

仝
右

南
鄉
芒
種

北
鄉
夏
至

南
鄉
五
或
六

斗
北
鄉
四

或
五
斗

邑
人
常
食
之
品
其
有

受
霉
者
用
以
燒
酒

麥
為
邑
農
重
要
物
產

種
者
特
多

大
麥

南
鄉
寒
露

北
鄉
秋
分

南
鄉
小
滿

北
鄉
芒
種

六
或
七
斗

其
蘖
為
餳
又
用
為
麫

或
為
麥
仁
煮
食
間
有
為

妙
丐
者
惟
鄉
間
多
以
飼

牲
畜

種
者
較
少

豆

豌
豆

仝
右

仝
右

仝
右

可
煮
食
多
用
以
飼
牲
畜

特
種
者
名
留
地
□
豆
□
地
種

者
名
□
地
豌
豆
北
鄉
近
□
□
間
有

春
種
者
多
不
收

扁
豆

寒
露

間
有
春
種

者

夏
至

二
斗

可
煮
食
又
用
作
粉

麫
及
粉
條

莢
内
僅
二
粒
多
係
穀
蕎

麥
收
後
田
種
乏

菜
子

隨
秋
田
種

小
滿

用
以
榨
油

隨
秋
田
帶
種
專
種
者
甚

少
其
葉
可
為
食
菜
根
可
冬

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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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秋田

粟俗
名
穀

小
黄
穀
棒

杵
穗
穀

等

夏
至

寒
露

四
至
五
斗

炊
粥
又
作
糖
及
醋

縣
北
近
山
一
帶
氣
候
稍
寒
有
春

種
者
俗
名
留
地
穀
米
較
佳
嵗

止
一
收

稷俗
名
糜
子

黏俗
名
□
糜

不
黏

俗
名
□
□

小
暑

秋
分

四
至
五
斗
酿
酒
食
用
黏
者
煮

豆
棗
為
饀

火
燒

餅
餹
之

豆

黑
豆

芒
種

寒
露

和
煮
米
粥
間
有
作

豆
腐
者
又
飼
牲
口
泡

豆
芽

白
豆

仝
右

仝
右

作
豆
腐

綠
豆

仝
右

七
八
月
間

漸
熟
漸
摘

泡
豆
芽
作
炊
又
為
粉

蕎
麥

中
伏

寒
露

五
至
六
斗
食
用
又
用
為
粉
者
名

蕎
粉

北
鄉
地
氣
較
寒
種
蕎
麥

者
較
南
鄉
為
多

玉
蜀
黍

俗
名
包
穀

紅
黄
二
種
自
穀
豐

芒
種
均
可

種
之

七
八
月
間

七
至
八
斗
食
用
又
飼
牲
口
又

可
作
糖

北
鄉
近
山
處
多
種
之
中
部

及
南
部
種
者
甚
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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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此
外
北
鄕
東
西
兩
谷
沿
河
居
民
自
修
水
地
以
種
稻
者
然
爲
數
甚
微
又
有
稻
黍
薑
豆
小
豆
之
類
皆
帶
種
無
多

故
不
列
入
表
内

麻

麻
有
油
麻
俗

名

少

麻

脂
麻
多

脂

味

甘

大
麻
子

靑

斑

色

古

謂

之

漢

麻

可

取

油

不

能

食

䔛
麻
可

爲

繩

不

堅

□

惟
條
麻
一

名

線

麻

可
以
漚
麻
作
繩
李
家
河
北
沿
大

峪
河
一
帶
多
種
之
其
他
間
有
種
者

草
棉

棉
有
舊
棉
唐

時

傳

自

印

度

者

德
國
棉
芒

細

而

長

來

自

德

國

者

兩
種
近
來
棉
花
爲
陜
出
產
大
宗
臨
渭
同
朝
種
棉
日
多
獲
利
頗

鉅
邑
南
鄕
種
者
亦
日
加
春
種
秋
熟
每
畝
拾
棉
花
有
十
斤
至
四
十
斤
不
等
子
可
取
油
較
種
麥
利
厚
縣
中
北
兩

部
漸
有
種
者
雖
有
逐
次
增
加
之
勢
惜
種
者
尙
少

蘆
葦

用
作
蘆
席
縣
北
鄕
縣
西
河
孔
走
河
長
寧
河
吉
安
城
水
玉
泉
觀
各
水
附
近
多
有
之
爲
一
大
出
產

按

韓

志

據

馬

谿

田

省

志

以

稷

爲

穀

黍
䕷

爲

子

梁

善

長

白

水

志

以

粟

爲

秋

田

總

名

亦

以

稷

爲

穀

黍

爲

糜

子

惟

近

日

農

業

調

查

通

用

以

穀

爲

粟

糜

子

爲

稷

者

故

今

從

之

蔬
類

蔬
有
葱
韭
蒜
芥
菘
俗

名

白

菜

莞
荽
菠
薐
荺
苔
俗

名

□
菜

鄰

縣

所

無

萵
苣
蘿
葡
壺
盧
茄
子
南
瓜
黃
瓜
東
瓜
俗

名

笋

瓜

色

白

膚

厚

獨

甲

他

邑

辣
子
等
劉

鐵

河

辣

子

昧

最

辣

惟
細
葉
割
葱
春
夏
皆
有
爲
他
邑
所
無
縣
西
河
居
民
多
治
菜
園
以
供
城
內
之
用
其
他
大
峪
河

上
流
孔
走
河
長
寧
河
吉
安
城
水
附
近
均
有
菜
園
供
北
鄕
食
用
南

鄕

食

菜

則

取

給

於

同

州

洛

河

南

之

砂

底

一

帶

苜
蓿
各
處
皆
有
嫩
葉
作

菜
食
長
大
以
喂
牲
畜
惟
種
者
甚
少
鄕
民
夏
秋
取
蔓
靑
葉
以
爲
菜
食
並
蓄
資
以
禦
冬
食
己
成
習
慣
馬
鈴
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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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俗

名

羊

芋

北
山
沙
地
產
之
花
菽
各
處
間
有
之
南
瓜
一

名

畨

瓜

惟
北
山
產
者
肉
厚
而
堅
煑
熟
則
綿
而
味
甜
美
木
耳
色

黑

厚

不

及

白

木

耳

北
山
內
產
之
蘑
菰
產
於
畜
糞
內
不
及
北
山
之
質
味
故
無
乹
蓄
之
者

花
類

境
內
地
瘠
民
貧
不
暇
培
植
故
無
花
園
家
庭
中
間
有
栽
種
者
多
菊
花
鳳
仙
紹
棠
紫
荆
葵
之
類
不
具
載

果
類

果
有
杏
桃
梨
林
檎
棗
柿
羊
棗
俗

名

軟

棗

石
榴
葡
萄
栗
子
檳
子
俗

名

紅

果

等
各
處
鄕
民
於
院
內
或
塲
邊

地
栽
種

者
惟
縣
西
河
有
桃
林
檎
果
園
大
峪
河
以
上
王
家
河
等
處
有
桃
園
梨
園
長
寧
河
附
近
間
有
果
園
南
鄕
酥
酪
溝

亦
有
果
園
埝
村
溝
一
帶
縣

西

河

下

流

及
彭
家
河
以
下
大

峪

河

下

流

多
種
棗
樹
爲
農
家
副
產
大
宗
核
桃
北
山
內
皆
有
之
惟

門
限
嶺
北
龍
頭
坪
北
圪
臺
一
帶
爲
多
每
年
冬
季
運
城
內
銷
售
櫻
桃
糢
糊
梨
山
葡
萄
色黑

等
山
內
間
有
之
南
鄕

食
果
多
來
自
同
州
北
鄕
柿
餅
多
自
白
水
運
入

西
瓜
各
處
均
可
種
惟
較
沙
苑
熟
遲
秋
霖
多
則
壞
食
之
損
人
小
瓜
俗

名

脆

瓜

舊
志
載
出
纂
業
村
者
最
隹
良
南
鄕
食

瓜
多
取
結
同
州

按

邑

農

民

只

知

種

麥

不

暇

他

務

雖

失

之

質

魯

然

無

種

植

鴉

片

未

始

非

風

俗

之

醇

正

也

獨

惜

不

知

製

造

肥

料

講

求

種

植

各

法

兼

之

近

年

以

來

兵

旱

頻

仍

牲

畜

過

少

耕

作

失

時

以

致

地

有

遺

利

收

成

頓

減

即

平

原

之

地

間

有

荒

廢

者

可

慨

也

夫

北

山

附

近

舊

多

客

民

近

年

以

來

土

匪

出

沒

客

民

逃

避

一

空

而

荒

蕪

之

田

不

可

勝

計

矣

林
業

木
有
槐
楡
楊
柳
柏
桑
皀
椿
楸
桐
各
種
村
內
多
植
槐
墳
地
及
廟
內
多
植
柏
其
餘
則
鄕
民
由
地
頭
塲
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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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村
中

地
隨
便
栽
種
並
無
森
林
之
可
言
所
用
零
星
木
料
取
給
本
地
構
房
木
材
則
多
由
北
山
洛

川

境

運
入
境
内

北
山
門
限
嶺
武
帝
川

帶
陰
坡
多
楊
俗

名

白

楊

樹

爲
天
然
森
林
冬
季
土
人
入
山
刋
伐
運
售
治
城
及
郃
陽
皇
甫
莊
又

有
槓
樹
㯃
樹
栒
子
木
用

作

木

又

沙
柳
木
核
桃
木
質

堅

紋

細

皆
北
山
天
然
出
產
所
惜
培
植
不
講
斬
伐
無
時
前
山
一
帶
已
成

牛
山
之
濯
濯
是
急
宜
講
求
振
興
之
法
至
於
桑
前
淸
時
曾
奉
憲
令
於
縣
西
河
樹
桑
民
國
三
年
農
會
曾
購
北
廟

西
邊
地
樹
桑
現
俱
無
存

按

境

內

雖

無

大

山

巨

川

而

地

接

北

山

溝

谷

廣

大

各

處

皆

有

非

不

可

植

成

森

林

獨

惜

揑

倡

無

人

鄕

民

不

知

其

利

致

邱

壑

荒

蕪

木

材

仰

給

他

邑

獸
類
附

家
畜

澄
地
氣
候
温
和
畜
產
適
宜
北
接
山
麓
尤
宜
畜
牧
惟
民
智
未
開
不
務
孶
生
家
畜
雖
有
馬
騾
牛
驢
豕
羊

等
然
多
購
自
他
境
馬
則
來
自
楡
邊
惟
農
家
不
常
畜
近

因

軍

隊

往

來

鄕

人

益

無

喂

馬

者

騾
則
購
自
省
西
興
武
各
縣
牛
驢
間
有
孳

生
者
亦
多
來
自
北
山
養
豕
之
家
各
鄕
均
有
豕
牢
雜
於
廐
側
所
養
無
幾
仍
多
來
自
鄜
洛
各
縣
羊
均
購
自
北
山

在

黃

龍

山

會

購

邑
北
鄕
近
山
一
帶
向
有
牧
羊
之
家
頗
稱
獲
利
每

年

剪

毛

三

次

孶

生

二

次

其
外
有
犬
貓
犬
則
用
以
守
夜
率
無
獵
犬

家
畜
價
格
比
較
表
以

民

國

十

五

年

二

月

畜

稅

價

額

平

均

計

算

與

民

國

二

年

比

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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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畜

名

騾

牛

驢

每

頭

重

豕

百

斤

者

每

頭

重

羊

廿

斤

者

備

攷

民
二
價
額

四
十
元

十
五
元

十
二
元

四

元

一
元
五
角

現
時
價
額

六
十
元

三
十
元
三
十
元

九

元

三

元

近

日

事

務

倥

偬

支

應

浩

繁

喂

騾

之

家

往

往

因

支

差

被

失

遺

者

騾

價

特

減

觀
右
表
則
知
牲
口
價
額
之
昻
貴
而
邑
民
以
務
農
爲
業
其
困
苦
可
知
矣
惟
無
適
當
調
查
所
有
牲
畜
數
目
不

能
詳
舉

野
獸

有
狼
狐
兎
等
狼
多
傷
人
鄕
民
每
以
爲
戒
其
他
虎
豹
野
豕
等
間
有
自
北
山
竄
入
者
不
常
見
又
有
黃
妖

誘
貓
且
爲
雞
害

鼠
類

有
家
鼠
俗

名

老

鼠

穴
處
人
家
夜
出
竊
食
穿
墉
囓
木
器
損
毀
倉
囷
田
鼠
一

名

黃

鼠

又

名

禾

鼠

囓
食
禾
苗
爲
害
農
田
北

社

村

西

捻

村

村

東

一

帶

爲

特

甚

禽
類

家
禽
惟
雞
鄕
民
家
畜
二
三
無
專
養
者
故
雞
蛋
價
亦
甚
昻
鴨
不
常
有
其
他
羽
族
非
人
所
畜
不
俱
載

有

黃

鳥

者

於

立

夏

前

後

至

夏

至

後

則

無

古

所

謂

黃

鳥

催

勤

者

即

此

具

聲

似

漸

黃

漸

割

若

以

爲

麥

漸

黃

而

漸

割

者

故

俗

名

漸

黃

漸

割

鳥

蟲
類

可
飼
養
者
惟
蠶
及
蜜
蜂
蠶
僅
春
蠶
一
種
鄕
間
婦
女
每
年
三
四
月
間
恆
有
飼
蠶
者
然
爲
數
無
幾
乏
專

務
之
家
故
無
絲
利
之
可
言
蜜
蜂
則
爲
窩
以
居
割
辮
取
蜜
各
處
均
有
惟
飼
養
不
得
法
故
有
蜂
甚
少



ZhongYi

澄

城

縣

附

志

之

四

九

其
他
蛆
蟝
蜘
蛛
蚯
蚓
蝙
蝠
蠹
魚
鼈
蠅
蚊
蟬
蛾
蝶
蝗
類
夏
日
均
有
蛇
不
常
見
惟
蠍
藏
居
古
壁
土
坑
中
夏
日
人

觸
之
螫
以
尾
腫
痛
經
宿
不
愈
故
鄕
俗
每
於
穀
雨
節
畫
蠍
貼
於
牆
以
爲
警
戒

藥
類

有
遠
志
境

內

最

佳

河

南

禹

州

稱

澄

城

高

志

茜
草
甘
蓫
蒲
公
英
香
附
天
冬
防
風
有

二

種

一

起

莖

者

不

佳

一

不

起

莖

者

入

藥

爲

佳

薄
荷
酸
棗
仁
出
北
屯
者

有
黃
芩
蒼
术
連
翹
知
母
紅
胡
即

柴

胡

山
查
麥
葉
參
梧
棓
子
至
麻
黃
惟
鐵
鐮
山
上
爲
佳

礦
產
物

澄
地
無
他
礦
產
惟
長
閏
鎭
煤
爲
出
產
一
大
宗
開
採
不
知
始
於
何
時
煤
礦
大
部
分
在
白
水
澄
與
白
連
境
故
長

閏
鎭
產
煤
其
初
在
鎭
西
溝
後
僅
二
井
日
下
埝
曰
寺
前
井
各
深
三
百
尺
左
右
出
炭
甚
艱
不
敷
本
縣
之
用
淸
光

緖
三
十
一
年
國
家
奬
勸
實
業
知
縣
培
林
諭
令
邑
人
得
在
該
鎭
購
地
鑿
井
於
是
鎭
東
三
里
許
石
溝
上
下
炭
井

始
多
除
境
內
燃
料
外
運
售
大
朝
郃
各
縣
大
半
皆
係
黑
煤
質
頗
弱
只
供
爨
資
惟
有
所
謂
尺
八
煤
者
在

井

內

炭

高

約

尺

八

許

堪
爲
鑄
鐵
又

有

煨

炭

質

更

弱

於

石

炭

無

燄

亦

無

煙

鄕

人

多

爲

煨

坑

之

用

而
採
掘
沿
用
土
法
近
更
因
爭
拓
煤
盤
不
講
維
持
山
勢
之
方
以
致
時
有
山

崩
火
燃
傷
人
之
患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煤

井

內

火

燃

損

失

甚

鉅

况
澄
地
煤
礦
之
脈
本
係
白
之
支
尾
由
西
而
東
自
購
地
爭
採
歲
日
加
多
己

將
向
日
西
溝
之
煤
挖
掘
淨
盡
現
查
廢
井
不
下
數
十
餘
口
將
來
煤
量
能
否
維
持
不
竭
誠
屬
一
大
問
題
至
附
礦

之
製
煉
品
則
有
黑
礬
生

煤

礦

中

色

黃

質

堅

而

重

用

火

爐

煉

之

汁

流

入

罐

中

礬

質

升

上

即

成

結

晶

體

又
有
硫
磺
礦
按

磺

礦

大

宗

在

蒲

境

該

鎭

與

蒲

接

壤

故

有

微

薄

之

礦

苗

茲
表
詳
如
左



ZhongYi

澄

城

縣

附

志

之

四

十

名
稱

地
址

現

有

煤

井

數

井
深
數

每
年
出
煤
數

價
值

價

值

增

減

數

捐

額

備

攷

煤

昔

在

長

閏

鎮

西

溝

今

移

鎭

東

三

里

許

石

溝

一

帶

約

佔

地

一

百

餘

畝

清

時

西

溝

僅

三

四

處

現

有

二

十

餘

口

淺

者

二

十

餘

丈

深

者

三

十

餘

丈

每

井

每

月

約

出

炭

四

千

餘

籠

每

籠

約

六

十

斤

每

年

以

八

箇

月

計

共

約

出

炭

一

百

九

十

二

萬

餘

斤

共

約

出

炭

三

千

八

百

四

十

餘

萬

斤

每

籠

三

百

文

每

年

約

售

錢

九

千

六

百

餘

串

共

約

值

錢

十

九

萬

二

千

餘

串

清

時

每

斤

值

錢

二

三

文

現

增

至

五

六

文

每

年

出

長

閏

鎮

學

校

款

一

千

二

百

元

出

縣

署

款

錢

四

百

二

十

一

串

名
稱

地
址

清

時

家

數

及

現

有

家

數

每
年
產
數

價
值

價
值
增
減

捐

款

備

攷

硫
磺

曹
渠
村

清

時

有

四

五

十

家

現

有

十

餘

家

每

家

每

月

約

燒

磺

三

百

斤

以

八

箇

月

計

每

年

共

約

燒

二

萬

四

千

餘

斤

每

斤

售

錢

二

百

餘

文

舊

時

每

斤

售

錢

二

三

十

文

今

增

至

二

百

餘

文

每

年

出

商

會

與

本

村

學

款

各

一

百

餘

串

黑亦

曰

綠

長

閏

鎮

西

坡

清

時

有

十

五

六

家

現

有

九

家

每

家

每

月

約

燒

三

百

斤

每

年

共

約

燒

二

萬

四

千

餘

斤

每

斤

售

錢

一

百

餘

文

舊

時

每

斤

售

錢

十

餘

文

今

增

至

百

餘

文

每

家

每

年

出

長

閏

鎮

學

款

洋

一
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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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

城

縣

附

志

之

四

十
一

土
紅

出
長
閏
鎭
石
崖
層
內
其
質
如
石
而
鬆
研
之
則
成
粉
土
人
煆
煉
之
能
作
染
料
紅
房
用
以
染
布
中
宜
鄜

洛
婦
女
多
以
爲
染
衣
服
之

石
膏

出
陰
泉
西
小
河
西
上
溝
西
至
雷
家
河
前
皮
兒
村
東
西
近
二
十
里
南
北
約
里
許
在
石
崖
層
內
狀
如
石

板
肌
理
平
橫
有
膏
即
層
解
厚
約
寸
許
膏
有
赤
白
二
種
色
赤
者
隹
白
者
劣
生
用
者
少
土
人
運
售
他
方
火
煆
後

研
成
粉
以
供
藥
品
及
造
粉
錠
分
解
豆
腐
之
用
生
膏
每
斤
價
約
値
錢
百
餘
文

石
類
器
物

境
內
巖
石
除
洛
河
沿
岸
外
皆
水
成
巖
或
變
成
巖
故
無
花
崗
石
花

崗

石

屬

成

火

巖

縣
西
北
西
趙
莊
乾
浴
溝

一
帶
距

城

三

十

五

里

爲
粘
板
巖
土
人
因
製
鋪
地
石
板
及
墓
門
石
等
厚
者
鑿
連
底
石
槽
以
注
水
惟
不
便
運
動
縣
西
長

閏
鎭
有
石
灰
石
燒
製
成
灰
較
郃
陽
馬
村
石
灰
爲
隹
其
北
皆
砂
巖
伐
石
作
磑
又
北
高
槐
村
城

西

北

二

十

里

亦
砂
巖
鑿
製

碌
碡
驅
牛
曳
之
分
貨
他
邑
每
歲
五
百
餘
枚
豐
年
至
千
枚

縣
東
北
四
十
里
之
魯
家
河
溝
有
煤
礦
淸
道
光
時
奈
果
村
人
曾
事
採
掘
遺
址
尙
存
又
縣
東
北
八
十
五
里
之
坊

頭
坪
北
溝
及
縣
西
北
七
十
里
之
涼
水
泉
北
俱
有
高
崖
石
層
內
夾
煤
高
約
尺
許
只
用
橫
穿
即
可
得
炭
數
處
煤

量
若
何
應
否
開
採
惜
無
礦
學
專
家
踏
勘
無
由
詳
悉

工
產
物

境
內
工
藝
不
興
無
他
特
產
所
著
名
者
惟
長
閏
鎭
之
瓷
器
砂
器
餘
皆
尋
常
日
用
之
物
分
述
於
下



ZhongYi

澄

城

縣

附

志

之

四

十
二

︵
一

︶
飮

食

工

產

物

有

燒

酒
境
內
各
處
均
有
約
百
餘
家
惟
□
鄕
酥
酪
醍
醐
釀
酒

最
佳
其
西
有
龍
泉
隋
文
帝
居
同
州
釀
酒
取
水
於
此

榨
油
榨
油
有
水
□

旱
磑
兩
科

掛
麵
縣
西
北
劉
莊
一

□
最
多
亦
最
佳

造

粉
條
豆
腐
惟
縣
西

河
爲
佳

飴
糖
糖
魚
糖
酥
酪
治
城
南

關
特
製

醋
有
米
醋
酒
醋
柿
子
醋
各

種
南
鄕
寺
前
鎭
最
多

等
物

︵
二
︶
器
用
工
產
物

有
木
器
農
用
各
種
器
物
及
棹
橙
箱
櫃
壽
枋

之
類
縣
東
北
劉
家
河
有
製
圈
椅
□

麻
繩
皮
繩
簸
箕
西
北
鄕
藺
家
壠
一

帶
用
山
柳
木
製
之

䭾
籠
及
籠
西
北
鄕
尖
岨

村
一
帶
用
荆

條
及
槴
子

梢
製
之

木
杓
北
山
門
限
嶺
後
各

地
用
山
柳
木
製
之

等

物

鐵

器

則
鐵
來
自
晉
豫
鐵
工
多
豫
省
人
現
治
城
西
關
有
有
爐
院
一
處
鑄
造

鐵
車
輪
及
鏵
鍋
燈
罄
之
類

︵
三
︶
雜
工
產
物

有
葦
席
縣
北
鄕

多
產
之

甎
瓦
業
摶
埴
者

多
南
鄕
人

蠟
燭
及
長
閏
鎭
之
石
灰
高
槐
村
之
碌
碡
等
物

︵
四

︶
陶

器

工

產
物

有
瓦
器
燒
瓦
器
類

現
計
五
處

瓷
器
砂
器
瓷
器
有
黑
瓷
甕
盆
盌
盞
之
類
粗
樸
耐
久
近
有
改
造
藍
花

盌
碟
者
較
精
細
尙
不
及
同
官
者
佳
砂
器
有
砂
甕
壺
盆
火
鍋
等
較
銅
鍚
不
失
味
惟
易
損
壞
不
便
行
遠
表
詳
於

左名

稱

產

地

原

料

製

法

家
數
及

增
減
數

出
產
數

價
値

數
額

價
値
增

減
數

捐

欵

瓷
器

長

潤

鎭

北

之

曹

村

白

色

之

石

質

俗

名

曰

乾

泥

工
人
取
石
搗
碎
投
浸
池
中

數
日
成
泥
用
水
沉
澱
細
者

製
碗
碟
等
粗
者
製
甕
盆
等

入
窰
炭
燒

舊
有
四

十
餘
家

現
僅
二

十
餘
家

每
年
共

出
三
十

餘
窰

每
窰
約
値

錢
三
十
餘

串
每
年
約

售
錢
萬
餘

串

昔
時
盌
價
値

錢
五
六
文
今

增
至
六
十
餘

文
其
他
稱

每
年
出
本

鎭
學
欵
共

一
百
餘
元

出
縣
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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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

城

縣

附

志

之

四

十
三

十

餘

日

可

成

是

欵

錢

十

餘

串

砂
器

長

閏

鎭

街

上

石

質

較

瓷

石

色

紫

而

鬆

先

碾

石

成

細

末

合

水

爲

泥

炭

火

燒

之

呈

藍

色

再

搗

碎

雜

以

石

泥

用

輪

模

製

爲

各

器

坯

型

置

爐

火

上

覆

以

大

蓋

迨

純

紅

時

取

出

投

炭

末

中

片

時

即

成

舊

有

二

十

餘

家

現

僅

十

餘

家

每

家

每

月

約

燒

砂

器

一

千

餘

個

以

八

個

月

計

共

約

一

萬

餘

數

每

家

每

年

約

售

錢

一

千

餘

串

昔

時

每

砂

壺

一

個

値

錢

六

七

文

今

增

至

七

十

餘

文

其

他

稱

是

每

年

出

本

鎭

學

欵

共

十

餘

串

︵
五
︶
服
用
工
產
物

境
內
婦
女
勤
於
紡
織
故
農
民
衣
服
皆
取
足
土
布
所
餘
之
布
有
運
往
北
山
者
絲
織
物
則

以
養
蠶
過
少
間
有
繅
綫
者
槪
無
織
物
之
可
言
毛
織
物
北
鄕
沿
山
一
帶
有
造
毡
者
居

民

因

便

製

造

率

無

定

址

□
侯

莊

村

□
此

者

最

著

近
日

縣
西
關
有
路
某
者
創
製
栽
絨
等
物
民
國
十
三
年
城
內
設
平
民
織
業
學
校
栽
絨
造
毡
及
織
絨
等
物
然
爲
日
尙

淺
出
品
無
幾

按

縣

西

關

之

爐

院

及

路

某

之

栽

絨

均

爲

日

未

久

惟

邑

人

安

於

固

習

工

藝

不

講

日

益

貧

窮

茲

二

者

尙

能

創

事

工

業

故

特

及

之

以

爲

振

興

工

業

之

助

乙
職
業

處
山
者
獵
濱
水
者
漁
人
之
職
業
要
以
地
之
出
產
爲
轉
移
吾
澄
地
勢
高
原
無
大
山
巨
川
僻
居
偏
陲
又
無
通
商



ZhongYi

澄

城

縣

附

志

之

四

十
四

市
埠
故
人
民
職
業
除
務
農
外
無
他
專
業
之
可
言
幾
無
家
無
農
無
人
不
知
農
據
民
國
十
二
年
農
商
調
查
表
澄

民
共
戶
一
萬
九
千
一
百
九
十
七
戶
而
農
戶
則
爲
一
萬
八
千
二
百
一
十
六
戶
按

此

數

爲

房

科

照

光

緖

十

七

年

縣

册

戶

口

之

數

約

而

言

之

當

時

戶

口

調

查

不

備

自

非

確

數

近

日

戶

數

爲

二

萬

一

千

四

百

而

農

戶

則

尤

爲

多

雖
有
士
商
各
戶
然
多
兼
農
無
專
業
商
或
讀
書
者

副
業

邑
民
旣
以
農
爲
職
業
其
農
事
之
外
不
能
不
副
事
他
務
以
助
生
理
茲
撮
其
重
要
者
分
述
如
下

境
內
農
產
物
內
蔴
子
多
用
以
釀
酒
麥

之

次

者

及

受

霉

者

亦

□
酒

燒
洒
之
家
各
處
均
有
並
附
養
豕
造
粉
條
等
爲
農
家
一
大
利

益
釀
酒
家
數
每
年
多
寡
不
等
民
國
十
三
年
共
計
燒
房
一
百
二
十
餘
家
其
次
則
榨
油
掛
麵
皆
於
農
暇
時
爲
之

其
在
北
鄕
者
以
地
接
洛
川
縣
農
事
之
暇
用
鐵
輪
小
車
運
售
由
洛
川
轉
入
及
本
地
出
產
之
麥
於
同
朝
每
年
冬

春

兩

季

絡

繹

不

絕
詳

見

商

務

門

沿
河
各
處
多
產
蘆
葦
故
該
處
農
人
多
能
織
蓆
及
打
箔
子
等
近
北
山
居
民
利
用
山

木
製
造
各
種
器
具
詳

見

工

產

類

又
有
販
賣
核
桃
及
燒
賣
木
炭
伐
運
木
材
者
近
來
北
山
多
匪
此
項
業
務
較
前
蕭
條
矣

其
在
中
部
者
以
長
閏
鎭
產
煤
農
事
之
餘
則
運
售
煤
炭
於
郃
陽
同
朝
各
處
貧
寒
之
家
肩
負
驢
駄
絡
繹
不
絕
故

諺
有
無
事
幹
去
賣
炭
之
語
近

日

南

鄕

運

炭

之

家

亦

漸

多

其
在
南
鄕
者
舊
時
多
事
搏
埴
每
年
農

貧
家
壯
者
作
工
於
窰
塲
陜
晉
各
地
之
窰
業
大
半
皆
澄
人
民
國
成
立

兵
事
倥
偬
窰
業
倒
閉
貧
民
少
此
項
利
益
矣

婦
女
以
紡
織
爲
務
北
般
間
有
從
事
耕
耘
者
南
鄕
婦
女
則
以
棉
數
斤
爲
本
紡
織
成
布
復
換
成
棉
擔

棉

換

布

者

俗

名

花

販

子

就



ZhongYi

澄

城

縣

附

志

之

四

十
五

其
贏
餘
織
布
製
衣
供
一
家
衣
服
之
用
其
寡
婦
及
貧
寠
者
往
往
以
紡
績
度
日

按

牧

畜

孳

生

爲

農

家

重

要

副

業

邑

民

不

知

其

利

從

事

者

少

甚

者

於

冬

季

袖

手

取

暖

不

求

工

作

春

季

則

聚

睹

會

場

有

集

一

年

農

事

之

入

不

足

供

一

賭

之

擲

傾

家

破

產

莫

此

爲

甚

所

望

地

方

耆

老

急

宜

提

倡

副

業

以

濟

民

生

而

裕

利

源

至

農

會

勸

業

所

爲

現

今

提

倡

實

業

機

關

惟

向

來

士

紳

注

重

文

學

不

講

農

工

民

國

二

年

曾

於

北

廟

附

設

農

會

後

以

未

著

成

效

遂

廢

迄

今

尙

未

設

立

丙
商
務

澄
地
瘠
民
貧
僻
居
偏
隅
益
以
近
年
政
變
市
井
蕭
條
商
務
不
振
茲
分
述
之

一
出
品

產
出
之
品
以
麥
與
煤
爲
大
宗
製
出
之
品
則
僅
瓷
器
砂
器
小
麥
爲
邑
重
要
出
產
故
各
鎭
均
有
粟
商

尤
以
北
鄕
爲
最
北
鄕
地
廣
人
稀
力
田
而
外
無
他
生
理
自
奉
儉
約
貧
寒
之
家
食
蕎
麥
糜
豆
之
類
存
麥
以
糶
藉

供
使
用
又
與
洛
川
接
壤
洛
川
亦
產
麥
之
區
目
洛
川
由
驢
騾
䭾
入
關
家
橋
再
運
至
王
莊
及
治
城
故
北
鄕
人
民

每
於
農

用
鐵
輪
車
運
售
麥
於
同
朝
每
年
春
冬
二
季
絡
繹
不
絕
惟
有
爲
粟
商
轉
運
者
有
農
民
自
行
運
售
者

無
由
數
計

按

近

年

以

來

征

斂

之

法

無

微

不

至

往

往

有

抽

收

麥

捐

以

爲

轉

嫁

﹁

直

接

收

捐

於

商

而

商

人

則

增

貨

物

價

値

不

啻

間

接

捐

欵

出

自

買

貨

者

謂

之

轉

嫁

﹂

食

戶

殊

不

知

鐵

輪

小

車

載

麥

不

過

四

石

抽

收

若

干

則

麥

價

必

爲

增

高

而

鄰

縣

蒲

白

郃

亦

皆

產

麥

之

區

麥

價

增

高

則

糶

不

過

仍

須

照

同

朝

市

價

出

售

結

果

抽

捐

自

運

麥

者

故

麥

捐

一

項

獨

爲

困

苦

運

戶

疲

滯

麥

商

之

一

大

苛

政

關

心

民

瘼

者

當

亟

爲

廢

止

也



ZhongYi

澄

城

縣

附

志

之

四

十
六

煤
炭

出
產
於
長
閏
鎭
之
石
溝
行
銷
於
本
境
及
郃
陽
之
西
蒲
城
之
東
大
茘
朝
邑
各
處
澄
中
部
居
民
農
事
之

餘
售
炭
爲
生

近
日
藥
材
中
之
遠
志
亦
爲
邑
出
產
要
品
運
往
河
南
禹
州

南
鄕
一
帶
婦
女
習
於
紡
織
自
用
衣
服
外
餘
布
則
轉
售
北
山
鄜
洛
一
帶
向
亦
爲
一
大
出
產
惟
近
年
以
來
洋
布

盛
行
而
土
布
入
北
山
者
寥
寥
矣

二
入
品

輸
入
之
品
較
出
品
數
目
衆
多
豐
收
之
年
民
間
購
買
力
加
增
則
入
品
益
多

一
食
鹽

現
歸
商
包
商
運
但
仍
國
家
專
賣
之
物
詳
經
政
門

二
綢
緞
洋
貨

綢
緞
洋
市
等
及
化
裝
品
有
由
山
西
解
州
輸
入
者
有
來
自
同
州
者
賣
此
等
貨
者
名
京
貨
鋪
近

日
風
俗
稍
奢
京
貨
入
境
有
逐
漸
增
加
之
勢

三
藥
材

每
年
春
季
由
華
陰
廟
會
購
入

四
雜
貨

興
市
鎭
之
紙
張
火
炮
四
川
之
紅
白
糖
甘
肅
之
水
菸
廣
浙
之
海
菜
等
湖
北
之
湖
荼
美
孚
煤
油
洋
蠟

紙
煙
書
籍
筆
墨
等
境

內

尙

書

鋪

書

籍

由

省

垣

購

買

文

房

無

各

物

由

山

貨

鋪

帶

售

五
鐵
貨

鐵
器
及
鐵
由
山
西
運
入
朝
邑
由
朝
轉
入
境
內
鋼
則
來
自
豫
省

南
鄕
一
帶
所
食
之
靑
菜
瓜
果
等
皆
由
同
□
南
運
入



ZhongYi

澄

城

縣

附

志

之

四

十
七

按

鴉

片

為

國

家

厲

禁

歴

有

年

所

無

如

軍

事

倥

偬

未

克

實

行

本

境

雖

無

種

此

毒

物

然

輸

入

省

西

路

及

甘

肅

出

產

之

烟

或

轉

售

於

山

西

或

行

銷

於

本

境

為

商

號

最

大

生

意

而

縣

中

賣

烟

棒

之

家

日

增

一

日

為

地

方

一

大

漏

巵

惟

事

關

厲

禁

故

不

列

載

三
市
鎮

境
内
市
鎮
雖
為
出
入
貨
物
經
商
之
場
然
仍
為
期
日
而
市

交
易
日
退
之
狀
况
故
述
市
鎮
附
集
㑹
及
鄉
會

治
城
内
街
衢
共
九
名

見

建

置

志

門

每
逢
三
八
日
㑹
清
末
時
商
號
共
計
有
一

百
四
十
餘
家
近
因
兵
旱
頻
仍
商
務
停
頓
商
號
倒
閉
者
十
之
五
六
雖

有
開
門
者
半
多
藉
收
鄉
悵
城

内

商

號

多

放

悵

於

鄉

民

或

鄉

民

欠

貨

銀

者

生
意
蕭
條
現
訐

商
號
大
小
共
計
有
七
十
餘
家
清

末

時

有

典

商

三

家

今

皆

倒

閉

市
鎮
一
覽
表

區
名

鎮

名

集
會
日
期

清
末
時
商
號
數

現
在
商
號
數

備

攷



ZhongYi

澄

城

縣

附

志

之

四

十
八

西
區

交
道
鎮

逢
二
七
日
會

二
十
餘
家

六
家

長
閏
鎮

逢

十

日

會

十

三

家

八
家

西南區

韋
莊
鎮

逢

十

日

會

二
十
餘
家

七
家

業
善
鎮

逢

一

日

會

二
十
餘
家

八
家

醍
醐
鎮

逢

三

日

會

十

五

家

六
家

東
南
區

寺
前
鎮

逢
二
六
日
會

一
百
餘
家

三
十
餘
家

東北區

趙
莊
鎮

逢

六十

日

會

十

三

家

僅
店
二
二
家

舊

時

商

號

在

鎮

近

因

土

匪

滋

擾

移

崖

畔

寨

者

約

五

家

羅
家
窪

逢
四
九
日
會

無

四
家
惟

皆

窑

居

無

舖

面

門

清

匪

乱

後

峪

水

鎮

破

壞

民

國

初

始

移

此

劉
家
窪

逢
二
七
日
會

十

餘

家

三
家

西北區

馮
原
鎮

逢

五

日

會

三
十
餘
家

王
莊
鎮

逢

四

日

會

三
十
餘
家

十
餘
家

善
化
鎮

逢
二
六
日
會

二
十
餘
家

八
家

関
家
橋

逢

九

日

會

二

十

家

八
家

塌

塜

逢
十
日
會
今廢



ZhongYi

澄

城

縣

附

志

之

四

十
九

鄕
會
日
期

中
東
區

治
城
四

月

初

八

日

六

月

二

十

三

日

八

月

初

八

日

九

月

十

三

日

十

月

初

十

日

十

五

日

南
關
七

月

十

五

日

二

十

一

日

東
關
二

月

初

二

日

初

三

日

六

月

十

三

日

北
關
四

月

十

八

日

七

月

初

七

日

十

二

月

十

五

日

西
關
三

月

十

五

日

四

月

初

一

日

初

二

日

初

三

日

六

月

初

一

日

十

一

月

初

十

日

雷
莊
七

月

初

四

日

二

十

五

日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六

日

馬
店
湯
房
二

月

初

六

日

九

月

初

六

日

高
柏
廟
三

月

初

六

日

十

月

初

六

日

彭
家
河
二

月

初

三

日

西

區

長
閏
鎭
三

月

二

十

八

日

九

月

十

五

日

郊
城
村
二

月

初

十

日

交
道
鎭
淸

明

日

七

月

十

五

日

九

月

十

五

日

南
社
三

月

初

一

日

北
社
三

月

初

三

日

西
南
區

高
廟
三

月

初

六

日

初

七

日

初

八

日

羊
頭
會
二

月

十

九

日

二

十

日

新
城
村
二

月

二

十

五

日

二

十

六

日

葦
莊
鎭
二

月

二

十

二

日

二

十

三

日

耿
公
墳
在

原

畔

二

月

二

十

日

至

月

終

十

二

月

十

五

日

業
善
鎭
三

月

二

十

五

日

醍
醐
鎭
三

月

二

十

三

日

二

十

四

日

北
棘
茨
十

二

月

初

八

日

東
南
區

寺
前
鎭
三

月

三

日

及

冬

季

之

三

二

十

日

韓
家
窪
三

月

十

五

日

十

六

日

西
嶽
廟
二

月

十

四

日

十

五

日

西
觀
村
正

月

十

九

日

東
北
區

太
賢
村
正

月

十

八

日

富
源
湯
房
二

月

初

八

日

貴
驛
村

明
觀
二

月

初

一

日

武
安
村
三

月

十

五

日

趙
莊
西
嶽
廟
三

月

二

十

六

日

二

十

七

日

二

十

八

日

良
輔
武
帝
廟
三

月

二

十

三

日

二

十

四

日

二

十

五

日

趙
莊
鎭
四

月

十

五

日

二

十

四

日

六

月

十

八

日

崖
畦
寨
四

月

初

八

日

七

月

十

五

日

九

月

十

五

日

羅
家
窪
二

月

十

九

日

三

月

初

一

日

劉
家
窪
四

月

十

七

日

十

八

日

十

九

日

七

月

十

三

日

十

月

十

三

日

寺
莊
村
七

月

十

七

日

雷
家
河
三

月

十

八

日

四

月

初

八

日

七

月

初

七

日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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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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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
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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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
四

二
十

二
月
二

十
五
日

蔡
鄧
村
七
月
二

十
四
日

劉
家
圪

十
一
月

初
一
日

溝
四
村
秋
社

日

燕
尾
溝
三
月
初

五
日

西
莊
橋
七
月
十

八
日

西

北

區

王

莊

鎭

二
月
初
二
日
三
月
初
八
日
十
五

日
四
月
十
四
日
十
五
日
十
六
日

塌
塚
二
月
十
一
日
三
月
初
五
日
初
六

日
七
月
初
一
日
臘
月
二
十
日

迪
家
河
二
月
初

五
日

甘
驛
湯
房

二
月
初

八
日

西
嚴
莊
老
爺
廟
二
月
初

六
日

陰
泉
溝
灣
二
月
十
五

日
十
六
日

露
井
村
七
月
初
九
日
初

十
日
１
一
日

西
趙
莊
二
月
十

九
日

瑶
園

二
月
二
十
四

日
二
十
五
日

岨
裏
二
月
二
十
六

日
二
十
七
日

壺
梯
山
三
月
初
三
日

九
月
初
三
日

長
寧
河
三
月
二

十
二
日

善
化
四
月
初
二

日
初
三
日

關
家
橋
四
月

初
五

十
六

日

吉
安
茶
房
四
月
十
七

日
十
八
日

沮
安
四
月
二
十
九

日
三
十
日

十
二
曲
村
七
月
十
八
日
十
九
日

九
月
初
九
日
初
十
日

義
井
村
九
月
十

六
日

西
舍
十月

初
十
日

十
一
日

四
貨
幣

一
現
幣

前
淸
父
易
用
紋
銀
制
錢
民
國
後
改
用
銀
洋
紋
銀
不
復
見
於
市
面
矣
銅
幣
一
枚
原
定
値

制
錢
十
文
近
則
値
十
五
文
南
鄕
一
帶
一
切
交
易
向
以
銀
計
算
中
北
兩
部
皆
以
錢
計
算
近
來
銀
根
緊
急
合
頭

日
漲

民
國
五
年
銀
洋
一
圓
合
銅
圓
一
百
二
十
枚
合
制
錢
一
千

二
百
餘
文
現
在
合
銅
圓
四
百
枚
合
制
錢
六
千
數
百
文

商
與
民
大
受
損
失
不
可
數
計

二
紙
幣

治
城
商
號
向
發
行
制
錢
一
串
文
之
錢
票
在
昔
銀
洋
合
頭
低
時
頗
爲
商
家
所
重
視
現
在
合
頭
飛
漲

價
値
自
減
但
發
行
無
限
制
近
日
頗
有
錢
票
充
斥
物
價
日
增
之
勢
民
國
二
年
省
秦
豐
銀
行
曾
推
行
龍
鈔
於
各

縣
未
幾
旋
廢
十
二
年
省
政
府
復
發
行
紙
洋
派
澄
換
現
洋
三
萬
元
以
期
通
行
經
商
民
貼
水
數
千
元
了
事
因
未

流
用
與
由
貽
毒
市
面
惟
二
三
年
前
有
所
謂
兌
撥
條
者
往
來
兌
撥
不
能
取
現
近
此
風
少
減
而
期
條
盛
行
期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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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

城

縣

附

志

之

四

二
一

雖
非
貨
幣
性
質
可
以
替
省
現
金
為
商
家
利
然
漫
無
限
制
時
引

金
融
之
恐
慌
近
更
有

放
債
者
不
用
契
約
由
擔
保
商
號
本
利
出
一
期
條
至
期
持
條
在
商
號
取
洋
萬
一
債
務
者
及
期
不
能

清
價
非
保
商
賠
累
即
期
條
失
信
用
此
風
不
改
将
釆
為
害
商
家
實
非
淺
鮮
故
并
及
之

近
数
年
来
諸
物
騰
貴
兹
就
清
宣
統
元
年
及
現
在
物
價
指
数
表
示
之

物
名

宣
統
元
年
價

民
國
五
年
價

十
五
年
價

麫

每
斤
制
錢
二
十
四
文

三
十
四
文

二
百
六
十
文

油

每
斤
制
錢
一
百
二
十
文

一
百
六
十
文

一
仟
三
百
文

鹽

每
斤
制
錢
四
十
文

一
百
文

六
百
文

肉

每
斤
制
錢
八
十
文

一
百
四
十
文

八
百
文

酒

每
斤
制
錢
八
十
文

一
百
二
十
文

八
百
文

豆
腐

每
斤
制
錢
八
文

十
二
文

一
百
二
十
文

雞
蛋

每
箇
制
錢
六
文

十
二
文

五
十
文

炭

每
斤
制
錢
一
文

二
文

十
文

土
布

每
尺
制
錢
三
十
文

五
十
文

三
百
六
十
文

棉
花

每
斤
制
錢
二
百
二
十
文

三
百
文

一
仟
四
百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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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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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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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二

右
表
擇
日
用
之
物
十
種
計
之
則
宣
統
元
年
物
價
指
數
爲
二

民
國
五
年
爲
三

十
五
年
爲
一
九
未
二
十
年

物
價
己
增
高
幾
及
十
倍
商
民
兩
受
其
困

利
率

利
率
之
高
下
固
因
貧
富
而
有
異
茲
舉
其
最
普
通
者
淸
末
時
南
鄕
債
息
多
係
月
利
二
分
北
鄕
二
分
五

乃
至
三
分
近
數
年
來
南
鄕
則
增
至
三
分
北
鄕
則
四
分
前
淸
以
滿
年
爲
期
限
近
日
商
家
以
六
個
月
爲
期
期
短

利
高
邑
之
貧
困
可
知
矣
近

有

粮

商

放

債

里

長

不

講

利

率

而

十

元

則

十

日

加

三

元

以

爲

常

藉

公

家

粮

欵

之

緊

急

爲

奸

商

漁

利

之

場

合

而

里

□
傾

家

破

□
其

爲

害

可

勝

言

哉

北
鄕
一
帶
舊
日
多
於
冬
春

揭
麥
至
忙
後
加
麥
俗

名

加

合

子

淸
還
名
曰
吃
顆
子
帳
債
權
者
俗
名
放
斗
帳
淸
末
時
每
石
加
二
斗
或
三
斗
不
等
近

則
加
五
六
斗
甚
者
尙
有
吃
一
石
而
還
二
石
者
南
鄕
近
日
斗
帳
亦
盛
行
且
加
三
加
四
以
爲
常
夫
利
率
高
而
民

窮
困
往
往
無
力
償
還
商
務
亦
因
之
疲
敝
不
可
不
知
也

五
商
會

前
淸
時
商
行
雖
有
行
頭
街
有
街
頭
共

四

人

無
統
攝
商
務
機
關
民
國
二
年
始
奉
令
設
置
商
會
然
有
名

無
實
六
年
復
奉
農
商
部
令
改
組
遂
頒
發
新
訂
商
會
法
曁
施
行
細
則
並
商
會
鈐
記
以
資
遵
守
於
是
照
章
改
組

擇
定
商
會
地
址
在
南
街
財
神
廟
內
民
國
十
二
年
因
擴
充
學
校
地
址
會
址
移
端
正
街
南
頭
東
邊
從
新
修
理
建

新
式
門
面
形
式
上
較
爲
可
觀
惟
商
會
向
無
底
款
由
商
家
分
配
近
來
戰
事
迭
生
商
民
屢
被
損
失
商
號
倒
閉
者

十
之
五
六
市
面
蕭
索
會
務
亦
不
能
發
達
又
寺
前
鎭
赤
曾
設
有
商
會
名
目
但
尙
無
一
定
地
址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