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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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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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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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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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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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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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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
一
〇

四
　
　
來
　
　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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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一
五

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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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五

一
五

金
　
　
山
　
　
屯

七
五

二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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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
　
　
屯

臥

不

特

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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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
二
〇

協
　
　
力
　
　
台

六
八

一
八

都
　
家
　
崗
　
子

都

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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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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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〇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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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　
　
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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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〇

二
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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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　
　
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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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
五
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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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
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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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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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
套

拉

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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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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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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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
　
　
台

侯

　
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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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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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
早
　
　
獵
　
　
屯

少
　
拉
　
古
　
魯

四
五

一
八

楊
　
家
　
窩
　
堡

四
五

一
八

絡
　
　
絲
　
　
台

义

干

洛

土

台

四
五

一
五

三
　
門
　
王
　
家

四
五

一
五

八
　
塔
　
窩
　
堡

五
〇

五

三
　
門
　
鄒
　
家
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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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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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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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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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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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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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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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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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
王

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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窩

堡

二
五

二
五

長
　
　
山
　
　
堡

三
〇

二
〇

張
　
家
　
窩
　
堡

三
五

二
〇

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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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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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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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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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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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
　
　
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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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
三
〇

太
　
　
平
　
　
山

三
五

二
〇

武
　
　
安
　
　
村

烏
　
　
义
　
　
干

四
〇

一
五

第
三
區
駐
所
在
乃
拉
海
里
全
區
邊
界
東
至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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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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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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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力
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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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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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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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

四
五

阿
　
　
昆
　
　
昭

那
　
　
痕
　
　
昭

五
五

玻
　
璃
　
營
　
子

三
〇

二
〇

好
　
　
泰
　
　
來

好
　
蘭
　
泰
　
來

二
五

二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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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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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
四
　
　
家
　
　
子

四
〇

二
五

馬
　
　
公
　
　
屯

麻
　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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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

六
〇

三
〇

長
　
　
崗
　
　
子

烏
　
拉
　
道
　
保

五
〇

二
〇

八
　
　
個
　
　
台

八
　
　
各
　
　
歹

四
〇

一
五

扁
　
　
擔
　
　
昭

三
五

一
五

王
　
新
　
窩
　
堡

王
　
心
　
套
　
保

三
五

一
二

玻
　
　
璃
　
　
屯

三
五

一
五

二
　
　
井
　
　
子

那
　
　
爾
　
　
井

二
五

二
〇

滿
　
漢
　
營
　
子

三
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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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　
　
屯

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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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〇

三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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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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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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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　
　
堡

烏
　
拉
　
不
　
葛

七
〇

四
〇

六
　
　
合
　
　
村

七
〇

三
〇

後
　
二
　
郞
　
屯

七
〇

三
〇

前
　
二
　
郞
　
屯

七
〇

二
五

雙
　
　
龍
　
　
堡

七
〇

二
〇

五
　
　
家
　
　
子

八
〇

三
〇

好
　
　
門
　
　
昭

八
五

三
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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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
五
　
胡
　
道
　
保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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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
四
〇

前
　
五
　
家
　
子

八
〇

三
五

馬
　
家
　
窩
　
堡

五
五

一
五

活
　
　
菜
　
　
山

哈
　
拉
　
干
　
吐

七
〇

二
〇

黑
　
　
山
　
　
子

哈
　
拉
　
道
　
保

六
〇

一
〇

前
　
黑
　
山
　
子

前

哈

拉

道

保

七
〇

一
五

白
虎
喇
嘛
窩
堡

七
〇

二
〇

棉
　
　
山
　
　
昭

八
〇

二
二

風
　
　
水
　
　
山

八
五

二
五

大
　
五
　
盟
　
子

他
　
　
不
　
　
冷

八
〇

三
〇

前
　
阿
　
昆
　
昭

前
　
那
　
痕
　
昭

七
〇

二
〇

黑
　
　
帝
　
　
廟

七
〇

二
〇

巴
　
　
家
　
　
台

八
　
　
各
　
　
廼

七
〇

一
五

南
　
河
　
利
　
屯

後
　
　
車
　
　
力

六
〇

五

滿
　
　
公
　
　
屯

滿
　
斗
　
豪
　
沁

五
〇

五

郞
　
家
　
窩
　
堡

狼
　
心
　
套
　
保

五
五

五

好
　
樹
　
城
　
子

好
　
泰
　
毛
　
頭

四
五

四

武
　
大
　
郞
　
店

六
〇

一
五

姜
　
家
　
崗
　
子

三
〇

二
〇

田
　
貴
　
窩
　
堡

五
五

一
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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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
劃

　

　

　

　

十

二

　
　

新
　
　
立
　
　
堡

二
五

三
五

第
四
區
駐
所
在
拉
斯
𠯫
全
區
邊
界
東
至
五
家
子
西
至
葛
連
昭
南
至
二
龍
山
北
至
烏
鴉
站
︵
烏

鴉
站
馬
鞍
山
尙
未
劃
區
亦
無
村
落
暫
附
︶

村
　
　
　
　
　
名

原
　
　
　
　
　
名

距
　
城
　
里
　
數

距
　
區
　
里
　
數

大
　
　
士
　
　
塔

拉
　
　
斯
　
　
𠯫

二
五

西

臥

牛

崗

子

合
　
　
保
　
　
吐

一
七

八

五
　
　
家
　
　
子

三
〇

八

早
　
　
食
　
　
堡

招
　
那
　
士
　
吐

四
〇

一
五

全
　
家
　
圍
　
子

四
〇

一
五

夏
　
家
　
圍
　
子

一
二

三
七

于
　
家
　
圍
　
子

一
五

四
〇

高
　
家
　
窩
　
堡

二
〇

三
五

曲
　
　
樹
　
　
村

步
　
腿
　
毛
　
頭

三
〇

一
五

歌
　
　
廉
　
　
昭

葛
　
　
連
　
　
昭

五
〇

四
〇

後
　
六
　
家
　
子

二
五

一
五

綠
　
　
多
　
　
集

敖
　
　
哥
　
　
吉

二
〇

七

秦
　
家
　
圍
　
子

二
二

八

後
　
河
　
利
　
屯

一
二

一
〇

前
　
六
　
家
　
子

七

一
五

羊
　
　
營
　
　
子

五

二
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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喇
　
　
叭
　
　
屯

拉
　
　
八
　
　
起

一
五

三
〇

馬
　
家
　
樹
　
子

馬
　
力
　
毛
　
頭

一
〇

三
〇

聚
　
　
寶
　
　
山

一
八

三
五

牛
　
　
糞
　
　
閣

紐
　
芬
　
閣
　
拉

一
七

三
二

二
　
　
龍
　
　
山

二
〇

四
五

李
　
英
　
窩
　
堡

一
五

二
〇

協
　
　
力
　
　
台

二
八

三

第
五
區
駐
所
在
東
屛
鎭
全
區
邊
界
東
至
大
龍
索
口
西
至
西
洋
沙
南
至
前
各
力
各
吐
北
至
大
戶

拉村
　
　
　
　
　
名

原
　
　
　
　
　
名

距
　
城
　
里
　
數

距
　
區
　
里
　
數

陶
　
家
　
堡
　
子

套
　
　
石
　
　
吐

五
〇

五
二

前

特

立

崗

子

前

各

力

各

吐

四
五

四
二

後

特

立

崗

子

後

各

力

各

吐

四
三

三
八

白
　
　
菓
　
　
莊

蒙
　
古
　
索
　
口

四
八

四
〇

三
　
　
家
　
　
子

四
〇

二
五

五
　
　
家
　
　
子

四
二

二
三

六
　
　
家
　
　
子

三
七

二
〇

太
　
　
平
　
　
庄

四
〇

二
〇

大
　
　
林
　
　
子

大
　
龍
　
索
　
口

四
五

二
五

聚
　
　
寶
　
　
山

四
三

一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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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四

　
　

大
　
　
起
　
　
海

那
　
　
期
　
　
海

四
五

一
八

葦
　
　
子
　
　
溝

三
八

一
五

泡
　
　
子
　
　
沿

四
〇

一
二

前

喇

嘛

窩

堡

四
〇

八

後

喇

嘛

窩

堡

三
八

八

聚
　
　
豐
　
　
山

四
五

一
〇

烏
　
　
木
　
　
村

烏
　
木
　
特
　
特

四
五

八

東
　
　
屛
　
　
鎭

公
　
　
合
　
　
勒

五
〇

白
　
　
銀
　
　
河

白
　
音
　
哈
　
𠯫

四
七

三

白
　
　
駝
　
　
莊

义
　
干
　
吐
　
莫

五
五

五

東
　
　
洋
　
　
沙

五
五

八

西
　
　
洋
　
　
沙

五
二

八

大
　
　
戶
　
　
屯

大
　
　
戶
　
　
拉

六
二

一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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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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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　

地

理

　

山

脈

　

　

　

　

十

五

　
　

山
脈

邑
西
北
境
外
爲
內
興
安
嶺
索
岳
爾
濟
山
支
脈
疊
嶂
重
巒
嵸
嶐
起
伏
極
峻
聳
之
能
事
惟
境
內
輒

平
原
沃
野
並
無
山
嶺
可
尋
僅
土
阜
數
叢
高
出
地
面
而
已
兹
列
表
如
左

名
　
　
　
　
　
稱

位
　
　
　
　
　
置

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度

面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積

靑
　
　
龍
　
　
山

城
　
　
　
　
　
南

二
十
丈

五
方
里

雙
　
　
龍
　
　
山

城
　
　
東
　
　
南

十
五
丈

二
方
里

龍
　
　
　
　
　
山

河
　
　
福
　
　
屯

十
五
丈

三
方
里

臥
　
　
龍
　
　
山

胡
　
　
立
　
　
台

十
　
丈

三
方
里

鬧
　
　
寳
　
　
山

鬧
　
寶
　
營
　
子

十
七
丈

二
方
里

臥
　
　
虎
　
　
山

茂
　
　
各
　
　
吐

十
五
丈

二
方
里
半

鵝
　
　
眉
　
　
山

蒙

古

套

拉

稿

二
十
丈

三
方
里

胡
　
蘿
　
蔔
　
山

金
　
　
山
　
　
屯

十
七
丈

一
方
里
半

風
　
　
水
　
　
山

棉
　
　
山
　
　
昭

十
八
丈

五
方
里

傲
　
　
寶
　
　
山

玻
　
璃
　
營
　
子

八
　
丈

三
方
里

黑
　
帝
　
廟
　
山

黑
　
　
帝
　
　
廟

十
　
丈

十
方
里

聚
　
　
寶
　
　
山

拉
　
　
斯
　
　
𠯫

五
　
丈

七
方
里
半

二
　
　
龍
　
　
山

拉
　
　
斯
　
　
𠯫

七
　
丈

三
方
里

雙
　
　
峯
　
　
嶺

套
　
　
斯
　
　
吐

十
　
丈

十
五
方
里

二
　
　
龍
　
　
峯

那
　
　
期
　
　
海

十
一
丈

十
四
方
里

北
　
　
屛
　
　
嶺

東
　
　
屛
　
　
鎭

十
　
丈

十
方
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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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六

　
　

龍
　
　
頭
　
　
山

大
　
　
戶
　
　
拉

十
　
丈

二
十
方
里

馬
　
　
鞍
　
　
山

馬

鞍

山

鎭

基

北

九
百
丈

五
十
方
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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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

　

　

　

　

十

八

　
　

河
流

縣
境
本
蒙
古
高
原
川
流
最
少
僅
南
與
安
廣
分
界
處
有
一
洮
河
至
境
內
積
潦
近
多
涸
竭
存
者
已

寥
寥
無
幾
矣
茲
分
述
之
如
左

洮
兒
河
　
簡
稱
洮
河
源
出
內
興
安
嶺
索
岳
爾
濟
山
東
麓
經
內
蒙
扎
薩
克
圖
洮
南
洮
安
自
本
縣

三
區
西
南
角
海
力
巾
入
境
曲
折
東
北
流
復
折
而
東
南
至
二
區
東
南
角
烏
义
干
出
境
抵
江
省

大
賚
縣
北
境
流
入
嫩
江
在
本
縣
境
內
長
約
二
百
七
十
餘
里
最
寬
處
約
八
丈
最
深
處
約
四
丈

以
漲
涸
之
無
常
乏
舟
楫
之
利
益
如
能
踈
濬
尙
可
通
航
此
項
要
政
當
期
諸
異
日

白
　
泊
　
在
城
南
後
义
干
撓
村
外
昔
本
巨
泊
今
漸
涸
縮
周
圍
面
積
僅
餘
二
千
餘
方
丈
矣

龍
鳳
泊
　
在
城
東
北
龍
鳳
村
外
面
積
約
七
百
餘
方
丈

白
蘭
泊
　
在
城
西
北
葛
連
昭

富
　
泊
　
在
城
東
北
白
音
哈
𠯫
村
外
水
含
極
濃
之
堿
性
可
煮
堿

虹
　
泊
　
在
城
東
索
龍
哈
𠯫
村
外

雙
山
泊
　
在
城
東
北
大
戶
拉
村
外



 

一
共
有
街
基
四
十
八
號
每
號
寛
八
十
丈
長
六
十
丈
大
小
街
巷
均
寛
七
丈

一
每
號
街
基
均
以
千
字
文
標
誌
之

一
本
邑
商
民
尠
少
因
此
將
西
南
两
面
各
縮
短
八
十
丈
以
虚
線
標
誌
之

一
城
壕
四
面
共
長
一
千
八
百
三
十
七
丈

一
城
角
炮
台
四
座
每
座
週
六
丈
髙
一
丈
五
尺

一
小
炮
台
八
座
每
座
髙
六
尺
寛
一
丈

一
城
門
四
座
髙
一
丈
五
尺
寛
一
丈
四
尺

城　　基　　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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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
基

　

　

　

　

十

九

　
　

城
基

淸
宣
統
元
年
春
勘
劃
城
基
於
東
义
干
撓
縱
橫
均
五
百
九
十
四
丈
全
面
積
共
三
十
五
萬
二
千
六

百
三
十
六
方
丈
按
千
字
文
排
爲
四
十
八
號
每
號
長
寬
各
八
十
丈
南
北
街
五
東
西
街
七
中
爲
十

字
大
街
置
東
西
南
北
四
門
惟
彼
時
設
治
伊
始
雖
有
計
劃
尙
未
施
行
迨
蒙
亂
後
民
國
二
年
春
知

事
李
懋
春
以
縣
無
城
郭
不
足
自
衛
遂
實
行
丈
放
街
基
每
丈
價
銀
四
兩
四
錢
四
分
以
收
入
之
款

除
暫
墊
修
縣
署
外
即
爲
墊
修
城
圍
之
用
周
長
三
千
三
百
零
三
丈
數
月
工
竣
民
國
四
年
邑
紳
柳

尊
五
捐
款
修
築
北
門
民
國
十
一
年
知
事
薛
維
顗
以
城
基
空
曠
興
建
無
期
遂
請
准
將
西
南
兩
面

各
縮
短
八
十
丈
重
修
城
圍
九
百
四
十
八
丈
七
尺
東
北
兩
面
城
圍
八
百
八
十
八
丈
三
尺
仍
舊
復

由
邑
紳
王
桂
芳
捐
款
建
築
東
西
南
三
門
縣
城
始
稍
稱
完
固
然
地
屬
荒
區
人
烟
稀
少
兼
之
領
戶

多
居
外
縣
雖
中
經
歷
任
知
事
催
修
撤
放
終
未
收
效
今
知
事
陳
占
甲
於
本
年
春
請
准
催
修
搶
修

章
程
公
佈
施
行
後
人
民
以
交
通
日
便
地
價
增
高
復
廹
於
限
期
遂
紛
來
興
修
如
期
報
竣
者
最
多

僅
餘
十
分
之
一
未
修
但
亦
多
半
被
民
戶
報
領
搶
修
矣
茲
將
催
修
搶
修
章
程
及
城
基
圖
附
刋
於

後
以
資
參
考

附
催
修
及
搶
修
街
基
簡
章

一
本
縣
城
壕
內
坐
落
大
什
字
街
及
縣
署
街
之
街
基
每
寬
一
丈
須
葢
房
一
間
其
他
各
街
每
寬

二
丈
葢
房
一
間
但
每
一
戶
准
留
寬
一
丈
至
三
丈
爲
通
行
𨻶
地

二
本
城
街
基
已
葢
房
並
有
院
墻
而
未
足
規
定
之
間
數
者
由
原
領
戶
或
買
戶
自
行
依
限
修
齊

逾
限
不
修
者
第
一
期
暫
緩
搶
修
但
每
丈
徵
其
違
令
罰
金
大
洋
十
元
至
次
年
仍
依
舊
期

修
齊
倘
再
逾
限
即
將
其
未
修
之
地
撤
放
或
任
人
搶
修

三
凡
未
葢
房
之
街
基
統
限
於
十
五
年
陰
曆
三
月
底
將
一
切
房
料
備
齊
及
時
興
修
至
陰
曆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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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　

地

理

　

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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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　
　

月
初
一
日
一
律
修
齊
以
修
完
房
葢
安
置
窗
門
者
爲
完
竣
屆
期
未
修
房
葢
者
以
未
曾
興

修
論
其
未
安
置
窗
門
者
每
間
罰
大
洋
五
元
仍
限
於
陰
曆
九
月
初
一
日
以
前
修
齊

四
在
陰
曆
八
月
初
一
日
以
前
未
動
工
或
已
動
工
未
及
上
房
葢
者
准
他
人
報
名
搶
修
搶
修
者

限
於
陰
曆
九
月
底
將
房
葢
修
齊
次
年
四
月
底
完
全
修
齊

五
逾
期
未
修
或
未
修
齊
者
無
論
以
何
種
理
由
不
准
請
求
緩
期
其
有
故
意
阻
碍
搶
修
者
均
將

其
街
基
無
償
收
歸
地
方
公
有
永
不
出
放

六
搶
修
各
戶
除
將
原
領
戶
或
買
戶
之
街
基
價
以
原
放
價
爲
准
於
報
修
之
日
一
次
繳
齊
由
縣

署
發
給
原
戶
外
每
方
丈
須
叧
納
修
補
城
壕
街
道
及
植
樹
捐
二
角

七
凡
經
人
搶
修
之
街
基
大
照
即
時
由
縣
署
呈
請
省
公
署
公
佈
作
廢
叧
發
省
照
每
張
收
工
本

大
洋
二
元
盡
數
解
廳

八
搶
修
各
戶
報
修
時
須
納
註
册
費
每
方
丈
大
洋
五
分
並
發
給
許
可
執
照
收
工
本
大
洋
五
角

以
資
辦
公

九
經
過
搶
修
期
間
仍
未
興
修
之
街
基
即
將
該
地
無
償
收
歸
公
有
永
不
放
出
但
得
由
地
方
酌

量
出
租

十
無
論
催
修
或
搶
修
之
房
其
臨
街
︵
指
四
門
大
十
字
街
及
縣
署
街
而
言
︶
之
墻
均
須
用
磚

十
一
修
葢
房
屋
動
工
以
前
須
請
縣
署
派
員
勘
驗
是
否
侵
佔
官
街
及
位
置
是
否
相
宜
許
可
後

方
准
動
工

十
二
本
章
程
如
有
窒
碍
之
處
得
隨
時
修
正
呈
核

十
三
本
章
程
自
呈
准
之
日
布
吿
施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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坑

東

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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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
六

十

弓

南

北

寛

四

十

弓

每

畝

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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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
八

十

八

行

弓

計

全

基

面

積

共

二

千

九

百

七

十

五

畝

一
　
按
街
基
形
勢
劃
分
甲
乙
丙
丁
四
等
共
六
十
四
號
每
號
再

分
作
九
小
號
每
小
號
寛
十
丈
長
三
十
丈
共
分
五
百
七
十
六
號

一
　

學
校
佔
地
四
號
警
所
佔
地
四
號
市
場
佔
地
十
號
公

園
佔
地
八
號
廟
地
佔
地
四
號

一

　

甲

等

紅

色

乙

等

黄

色

丙

等

藍

色

丁

等

綠

色

東屏鎮基圖



 
鎭

　

東

　

縣

　

志

　
卷

一

　

地

理

　

鎭

基

　

　

　

二

十

一

　
　

鎭
基

東
屛
鎭
　
邑
北
公
合
勒
巨
鎭
也
民
國
六
年
八
月
奉
道
令
擇
要
設
鎭
基
十
月
知
事
張
星
桂
擬
於

該
鎭
劃
出
鎭
基
丈
放
十
一
月
批
准
而
以
業
戶
遠
徙
無
從
收
回
遂
不
果
自
去
冬
洮
昻
路
經
過

該
鎭
後
南
通
洮
南
北
達
江
省
一
時
商
賈
麕
集
車
馬
輻
輳
變
爲
咽
喉
重
地
是
以
本
年
夏
今
知

事
陳
占
甲
爲
興
通
地
面
便
利
商
民
起
見
擬
在
該
鎭
丈
放
鎭
基
名
爲
東
屛
鎭
修
築
土
圍
以
便

守
衛
初
擬
在
站
北
嗣
以
局
勢
狹
隘
乃
移
站
南
共
收
民
地
二
千
九
百
七
十
五
畝
編
爲
五
百
七

十
六
號
每
號
均
寬
十
丈
長
三
十
丈
業
勘
劃
妥
協
於
本
年
八
月
呈
請
備
案
俟
批
准
後
當
可
實

行
丈
放
矣
附
簡
章
及
圖
於
左

簡
章

第
一
條
　
本
簡
章
施
行
區
域
以
縣
屬
東
北
六
十
里
之
東
屛
鎭
由
洮
昂
路
車
站
用
地
外
新
劃

民
有
空
地
一
段
收
作
鎭
基
共
二
千
九
百
七
十
五
畝
除
留
警
區
學
校
公
園
市
塲
廟
地
及

街
道
官
土
坑
等
公
用
地
外
其
餘
二
千
二
百
七
十
五
畝
編
號
分
等
招
商
承
領
作
爲
建
築

市
房
之
用
如
街
基
均
已
建
築
無
餘
時
再
行
擴
充

第
二
條
　
前
條
地
段
內
之
地
畝
由
縣
收
回
每
畝
不
分
等
則
均
給
價
大
洋
五
十
元
再
由
縣
按

號
分
等
出
放

第
三
條
　
前
項
街
基
共
劃
爲
五
百
七
十
六
號
每
號
約
寬
十
丈
長
三
十
丈
分
爲
四
等
甲
等
七

十
二
號
每
號
價
奉
大
洋
七
百
元
乙
等
一
百
六
十
二
號
每
號
價
奉
大
洋
五
百
元
丙
等
二

百
零
八
號
每
號
價
奉
大
洋
三
百
五
十
元
丁
等
一
百
零
四
號
每
號
價
奉
大
洋
二
百
五
十

元

第
四
條
　
前
項
街
基
所
收
之
價
除
付
民
戶
地
價
外
按
收
入
畝
數
每
畝
撥
蒙
旗
奉
大
洋
一
元



 
鎭

　

東

　

縣

　

志

　
卷

一

　

地

理

　

鎭

基

　

　

　

二

十

二

　
　

作
爲
永
久
銷
除
王
租
之
用
按
放
出
畝
數
歸
縣
奉
大
洋
三
元
作
爲
縣
署
辦
理
鎭
基
經
費

核
實
報
銷
餘
則
歸
爲
經
營
該
鎭
公
園
市
塲
及
建
築
警
區
學
校
鎭
基
圍
墻
之
用

第
五
條
　
凡
在
第
一
條
區
域
內
之
地
畝
均
照
本
簡
章
規
定
由
縣
署
出
放
招
領
其
民
間
私
相

租
兌
槪
作
無
效

第
六
條
　
領
街
基
人
於
報
領
時
照
數
繳
納
地
價
由
縣
署
發
給
收
據
以
憑
換
領
漢
蒙
合
璧
省

照
此
照
擬
請
省
廳
印
行
如
有
空
言
報
領
不
立
時
繳
價
者
槪
作
無
效
前
項
省
照
每
張
收

工
本
奉
大
洋
三
元
盡
數
解
廳

第
七
條
　
凡
屬
中
華
國
籍
於
二
年
期
間
能
完
全
建
築
市
房
者
均
准
具
保
報
領
甲
等
街
基
每

人
以
兩
號
爲
限
乙
丙
丁
三
等
街
基
每
人
以
八
號
爲
限
惟
原
地
主
於
其
所
有
地
之
街
基

號
有
優
先
承
領
權
甲
等
街
基
每
人
以
四
號
爲
限
乙
丙
丁
三
等
街
基
每
人
以
十
六
號
爲

限
但
原
有
地
如
甲
等
在
兩
號
乙
丙
丁
等
在
十
六
號
以
下
准
其
按
數
報
領
優
先
報
領
期

以
本
簡
章
呈
准
公
布
後
二
十
日
爲
限
其
逾
期
不
領
者
與
其
他
各
號
一
律
普
放

第
八
條
　
凡
領
戶
逾
二
年
不
修
理
者
即
行
撤
放
將
地
價
取
銷
原
照
作
廢
另
招
領
戶

第
九
條
　
原
地
主
之
地
旣
經
縣
收
買
丈
明
須
將
原
有
大
照
或
戶
管
繳
縣
分
別
繳
銷
註
明
以

便
咨
行
蒙
旗
註
册

第
十
條
　
本
鎭
基
內
各
商
號
應
納
之
地
方
正
雜
各
捐
三
年
內
免
予
核
收
以
示
體
䘏
︵
本
條

援
照
梨
樹
縣
丈
放
四
平
街
市
塲
章
程
第
十
三
條
之
規
定
︶

第
十
一
條
　
本
簡
章
自
呈
准
公
佈
之
日
施
行
如
有
未
盡
事
宜
得
隨
時
呈
請
修
正
之

馬
鞍
山
　
在
縣
境
西
北
隅
蒙
荒
之
區
也
民
國
三
年
鎭
旗
續
放
該
段
荒
地
留
荒
四
方
擬
丈
放
鎭

基
以
興
地
面
嗣
以
無
墾
戶
不
果
民
國
四
年
鎭
旗
復
請
荒
務
局
繪
圖
丈
放
亦
未
果
行
本
年
秋



 
鎭

　

東

　

縣

　

志

　
卷

一

　

地

理

　

鎭

基

　

　

　

二

十

二

　
　

鎭
旗
重
申
前
意
咨
縣
轉
請
丈
放
今
知
事
陳
占
甲
會
同
鎭
旗
印
軍
壽
明
阿
親
往
查
勘
以
烏
鴉

站
馬
鞍
山
兩
段
荒
地
三
千
方
均
在
馬
鞍
山
左
右
北
連
鎭
旗
未
放
荒
地
尤
不
計
其
數
而
蒙
古

民
戶
亦
多
在
該
馬
鞍
山
北
未
放
荒
地
一
帶
若
於
馬
鞍
山
前
鎭
旗
所
留
之
荒
地
四
方
出
放
鎭

基
一
處
旣
能
招
徠
墾
戶
開
闢
地
利
且
可
藉
以
興
通
商
業
與
蒙
民
貿
易
實
不
可
緩
之
要
政
遂

將
荒
地
四
方
按
千
字
文
劃
編
爲
三
十
六
號
擬
妥
簡
章
於
本
年
九
月
轉
請
十
一
月
奉
文
批
准

即
行
佈
吿
丈
放
十
二
月
一
日
已
准
人
承
領
矣
附
簡
章
及
圖
於
左

簡
章

第
一
條
　
本
簡
章
施
行
區
域
以
縣
屬
西
北
馬
鞍
山
鎭
旗
前
留
之
荒
地
四
方
計
十
二
萬
九
千

六
百
方
丈
作
爲
鎭
基
除
留
衙
署
︵
預
爲
將
來
設
治
備
用
︶
地
局
警
區
學
校
義
地
祠
計
共
一

萬
五
千
方
丈
街
道
佔
二
萬
零
二
百
二
十
四
方
丈
圍
墻
地
基
佔
一
萬
九
千
三
百
七
十
六
方

丈
外
尙
有
應
放
鎭
基
七
萬
五
千
方
丈

第
二
條
　
本
鎭
基
專
爲
保
護
墾
戶
開
闢
地
利
並
藉
以
招
集
商
賈
興
通
市
面
故
不
分
等
則
廉

價
出
放

第
三
條
　
本
鎭
基
爲
保
衛
起
見
擬
闢
四
門
周
圍
築
以
一
丈
高
底
五
尺
頂
二
尺
五
寸
寬
土
墻

並
先
建
設
警
區
一
所
一
切
費
用
均
由
正
價
外
分
別
徵
收

第
四
條
　
本
鎭
基
共
劃
爲
一
百
八
十
號
每
號
寬
十
丈
長
五
十
丈
除
公
用
地
︵
即
前
條
衙
署

等
地
︶
外
其
他
應
放
之
一
百
五
十
號
每
方
丈
收
正
價
大
洋
二
角
圍
牆
捐
大
洋
二
角
警
所

捐
大
洋
一
角
經
費
按
正
價
一
五
收
取

第
五
條
　
前
項
正
價
援
照
鎭
東
縣
城
街
基
前
例
盡
數
歸
蒙
旗
圍
墻
警
所
等
捐
專
爲
築
牆
建

設
區
所
不
得
移
作
他
用
經
費
歸
縣
署
用
資
辦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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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　
卷

一

　

地

理

　

鎭

基

　

　

　

二

十

三

　
　

第
六
條
　
凡
屬
中
華
國
籍
人
民
均
准
遵
章
備
價
請
領
但
每
戶
不
得
過
三
號
並
應
於
領
後
二

年
內
實
行
建
築
屆
期
如
延
不
建
築
即
行
撤
地
叧
放

第
七
條
　
領
戶
於
報
領
繳
價
後
由
縣
署
發
給
收
據
以
憑
換
領
漢
蒙
合
璧
大
照
此
照
擬
請
省

廳
印
發
每
張
收
工
本
大
洋
三
元
盡
數
解
廳

第
八
條
　
凡
本
鎭
基
內
建
設
商
號
經
營
商
業
者
於
三
年
內
將
應
納
之
地
方
正
雜
各
捐
槪
予

免
收
︵
仿
放
市
塲
法
辦
理
︶
以
示
體
䘏

第
九
條
　
本
簡
章
自
呈
准
公
布
之
日
施
行
如
有
未
盡
事
宜
得
隨
時
呈
請
修
正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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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　
卷
一
　
地
理
　
道
路
　
附
鐵
路
　

　

　

二

十

四

　
　

道
路
附
鐵
路

南
赴
洮
南
出
南
門
五
里
至
西
义
干
撓
十
五
里
至
那
頭
屯
十
里
至
乃
拉
海
里
十
里
至
武
大
郞
店

三
十
里
至
烏
拉
卜
𠯫
再
十
里
出
境
爲
達
洮
南
道

西
南
赴
洮
安
出
西
門
十
五
里
至
太
平
窩
堡
十
里
至
紐
芬
閣
拉
再
三
十
里
出
境
爲
達
洮
安
道

南
赴
安
廣
出
南
門
六
里
至
南
崗
子
十
二
里
至
新
愛
里
十
五
里
至
卜
滕
廟
十
里
至
河
福
再
一
里

至
洮
河
岸
渡
河
出
境
爲
達
安
廣
道

東
赴
大
賚
出
東
門
六
里
至
高
喇
嘛
窩
堡
七
里
至
哈
拉
本
昭
十
二
里
至
火
燒
抱
馬
吐
八
里
至
協

泰
來
十
五
里
至
渾
春
廟
八
里
至
前
河
不
吐
三
十
里
至
楊
高
屯
再
八
里
出
境
爲
達
江
省
大
賚
道

北
赴
泰
來
出
北
門
十
二
里
至
抱
泰
來
十
三
里
至
白
銀
花
十
八
里
至
先
生
喇
嘛
窩
堡
十
二
里
至

東
屛
鎭
十
里
至
义
干
吐
莫
再
二
里
出
境
爲
達
江
省
泰
來
道

西
北
赴
鎭
旗
公
府
出
北
門
八
里
至
前
六
家
子
十
二
里
至
後
六
家
子
四
十
五
里
至
七
棵
樹
三
十

五
里
至
馬
鞍
山
再
二
十
里
即
至
公
府

西
北
赴
烏
鴉
站
出
北
門
六
里
至
六
合
村
七
里
至
河
不
吐
十
二
里
至
拉
斯
𠯫
三
里
至
協
立
台
十

八
里
至
雙
廟
子
三
十
五
里
至
烏
鴉
站

附
鐵
路

貫
入
鎭
東
之
鐵
路
爲
洮
昂
綫
係
由
省
政
府
出
資
日
人
包
修
於
民
國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通
車
南

自
二
郞
屯
入
境
北
至
义
干
吐
莫
出
境
長
約
百
二
十
餘
里
本
年
僅
設
鎭
東
及
東
屛
鎭
兩
站
以

路
綫
初
成
尙
未
發
達
每
日
往
來
僅
客
貨
車
兩
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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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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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
產

植
物穀

類

蜀
　
黍
　
俗
名
高
糧
種
始
自
蜀
故
稱
蜀
黍
舂
之
曰
高
糧
米
又
曰
秫
米
土
人
常
食
之
品
漚
爲
米

粉
可
製
餅
餌
入
麯
可
釀
酒
香
味
芳
冽
麻
醉
力
最
大
遇
火
則
燃
即
古
燒
春
也
土
人
呼

爲
燒
酒
又
呼
爲
老
白
乾
蒙
人
嗜
此
最
甚
析
其
糠
竅
可
飼
畜
其
稭
矮
可
作
燃
料

玉
蜀
黍
　
俗
名
包
米
有
黃
白
各
種
嫩
者
可
煮
食
成
熟
者
可
磨
麪
粉
亦
可
煮
粥

粟
　
　
　
俗
名
穀
子
其
米
通
名
小
米
其
禾
桿
名
穀
草
爲
飼
畜
主
要
品
本
縣
大
宗
出
產
也

黍
　
　
　
俗
名
𪎭
子
米
曰
大
黃
米
有
黏
性
土
人
多
磨
粉
製
糕
或
煮
食

稷
　
　
　
俗
名
稷
子
與
黍
相
似
其
用
亦
相
等
惟
乏
黏
性
耳

紅
黏
穀
　
俗
稱
紅
稷
子
其
莖
葉
與
粟
相
同
但
微
紅
耳
米
曰
小
黃
米
亦
可
爲
作
飯
製
餻
之
用

小
　
麥
　
種
子
可
磨
麪
本
縣
氣
候
稍
寒
無
春
麥
即
秋
麥
種
者
亦
甚
少

大
　
麥
　
可
作
酒
米
亦
可
作
飯
芽
可
製
𩛿
其
種
收
與
小
麥
同

蕎
　
麥
　
蕎
麥
伏
內
種
秋
後
收
莖
赤
花
白
子
黑
作
三
稜
形
百
穀
中
播
種
最
晚
者
凡
春
耕
誤
期

或
改
種
均
可
植
以
爲
晚
田

稗
　
　
　
下
濕
地
種
之
最
宜
米
亦
可
食
禾
桿
曰
稗
草
土
人
多
用
爲
燃
料

蘇
　
子
　
有
赤
白
二
種
可
榨
油
曰
蘇
油

脂
　
麻
　
即
胡
麻
俗
名
芝
麻
可
作
香
油

萞
　
麻
　
俗
名
大
麻
子
其
種
子
可
榨
油
其
粕
製
餅
名
麻
油
餅
可
爲
植
物
肥
料

火
　
麻
　
俗
名
線
麻
雄
曰
枲
雌
曰
苴
子
黂
可
榨
油
皮
漚
爲
麻
曰
線
麻
可
製
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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黏
蜀
黍
　
土
人
呼
爲
黏
高
糧
其
用
與
蜀
黍
等
惟
性
稍
黏
可
製
糕
其
穗
疏
長
可
製
帚
無
以
此
釀

酒
者

菽
類

大
　
豆
　
種
類
不
一
有
黃
靑
黑
白
褐
諸
色
褐
者
形
扁
俗
名
磨
石
豆
黑
者
名
黑
豆
皆
作
牛
馬
飼

料
惟
靑
者
名
大
粒
靑
白
者
名
大
白
眉
黃
者
名
小
金
黃
可
以
製
腐
生
芽
又
可
榨
油
其

滓
成
餅
銷
路
最
廣

小
　
豆
　
有
白
赤
各
色
皆
可
爲
飯
豆
饀
豆
或
製
粉
用
赤
者
入
藥
名
赤
小
豆

綠
　
豆
　
粒
粗
而
色
深
綠
者
爲
上
粒
潤
而
色
淡
綠
者
次
之
碾
麪
可
製
餻
餌
漚
之
製
粉
條
粉
皮

蒸
之
生
芽
俱
可
佐
菜
蔬
之
用

豇
　
豆
　
莢
心
雙
生
有
紅
白
二
種
莢
細
而
長
充
蔬
粗
而
短
者
秋
成
取
粒
俗
名
爬
豆
可
爲
飯
豆

食
之
最
佳

蕓
　
豆
　
莢
生
種
類
甚
多
統
呼
蕓
荳
用
以
爲
蔬
風
味
頗
佳

蔬
類

菘
　
　
　
俗
名
白
菜
爲
秋
末
珍
蔬
或
漬
酸
菜
或
入
窖
蓄
爲
晚
菘

韮
　
　
　
春
初
早
韮
風
味
最
佳
至
秋
結
花
尤
佳
惟
夏
日
味
過
辛
稍
差

葱
　
　
　
冬
蓄
春
發
者
曰
羊
角
葱
白
露
節
後
種
者
曰
白
露
葱
其
根
鬚
可
入
藥

蒜
　
　
　
有
赤
皮
白
皮
二
種
白
蒜
一
名
小
蒜
味
遜
於
赤
皮
者
一
名
大
蒜
味
甚
辛

芹
　
　
　
僅
有
旱
芹
一
種
多
栽
種
於
園
圃
嫩
莖
味
美

菠
薐
菜
　
俗
名
菠
菜
春
秋
皆
種
植

芫
　
荽
　
俗
名
香
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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萵
　
苣
　
俗
名
生
菜
色
白
味
佳

蘿
　
蔔
　
形
圓
俗
名
大
蘿
蔔
伏
初
佈
種
秋
後
可
成
蘿
蔔
種
子
可
入
藥
名
萊
菔
子

芋
　
　
　
俗
名
芋
芥
莖
葉
根
均
可
食

馬
鈴
𦾧
　
俗
名
地
豆
以
其
狀
如
馬
鈴
故
名
馬
鈴
𦾧
一
種
皮
稍
紅
而
早
成
者
俗
呼
洋
地
豆

茄
　
　
　
形
圓
而
長
色
分
靑
紫
秋
日
最
盛
之
園
蔬
也

秦
　
椒
　
俗
名
辣
椒
生
靑
熟
紅
味
最
辛

水
蘿
蔔
　
亦
蘿
蔔
類
有
紅
白
二
種
細
長
春
日
下
種
可
作
凉
菜

胡
蘿
蔔
　
形
如
水
蘿
蔔
而
色
赤
故
亦
名
紅
蘿
蔔

黃
花
菜
　
一
名
金
針
菜
即
萱
草
花
色
黃
曬
乾
可
食

灰
　
藋
　
俗
名
灰
菜
初
生
時
莖
葉
均
可
食
一
名
藜
多
生
田
野
間

瓜
類

黃
　
瓜
　
又
名
王
瓜
色
綠
形
細
長
略
有
茨
春
種
夏
秋
食
之
爽
脆
適
口

倭
　
瓜
　
形
圓
種
出
自
倭
又
名
東
瓜
皮
老
時
有
白
霜
可
煮
食
味
甘
美

攪
　
瓜
　
形
長
亦
可
煮
食

甜
　
瓜
　
俗
名
香
瓜
種
類
甚
繁
形
色
各
異
味
極
甘
美

西
　
瓜
　
相
傳
種
自
回
紇
故
名
西
瓜
形
圓
色
靑
有
黑
花
瓤
分
紅
黃
兩
色
含
有
水
汁
頗
甘
美

打
　
瓜
　
形
似
西
瓜
味
略
酸
瓤
白
子
大
成
熟
後
剖
瓜
取
子
炒
食
最
佳

葫
　
蘆
　
種
類
甚
繁
大
而
圓
者
嫩
時
可
食
成
時
可
備
器
用
其
有
細
腰
者
小
而
圓
者
可
充
玩
具

花
類

鳳
仙
花
　
莖
有
紅
白
二
色
於
葉
間
出
小
莖
開
多
數
小
花
又
有
一
種
莖
甚
短
花
開
頂
端
名
曰
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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頂
珠
葉
如
桃
柳
花
冠
作
鳳
翹
狀
性
能
透
骨
小
女
兒
常
用
以
染
紅
指
甲
故
俗
名
指
甲

草

鷄
冠
花
　
形
如
鷄
冠
故
名
有
黃
白
紅
赤
各
色

雁
來
紅
　
俗
名
老
來
變
不
開
花
春
時
葉
綠
至
秋
則
變
各
種
顏
色
如
花
然
故
名

牽
牛
花
　
蔓
生
花
色
不
一
花
冠
成
筒
狀
故
俗
名
喇
叭
花
子
入
藥
即
黑
丑
白
丑
亦
曰
牽
牛
子

萱
草
花
　
即
黃
花
菜
田
野
間
最
多
夏
間
遍
地
皆
是
故
有
以
此
名
村
者

茉
莉
花
　
俗
名
胭
粉
豆
花
有
黃
白
紫
紅
各
色
子
似
梧
子
而
縐
紋
如
刻
皮
黑
肉
白
製
爲
粉
逾
於

鉛
粉
香
味
最
勝

江
西
臘
　
花
葉
如
菊
而
色
狀
不
一
瓣
有
成
針
形
者
有
成
筒
形
者
以
來
自
江
西
故
名

節
節
高
　
俗
名
步
步
登
高
其
花
成
圓
形
有
黃
白
紫
紅
等
色
春
間
逐
節
生
莖
莖
頂
開
花
夏
秋
之

時
最
盛
其
莖
可
高
三
四
尺

金
絲
荷
　
亦
名
金
絲
荷
葉
如
荷
而
小

串
枝
蓮
　
花
粉
紅
色
蔓
生
一
名
牽
枝
牡
丹

草
類

菸
　
　
　
有
靑
菸
紅
菸
兩
種
土
人
多
嗜
之

蒲
　
　
　
即
菖
蒲
生
湖
泊
中
俗
呼
臭
蒲

羊
　
草
　
飼
畜
最
宜
本
縣
產
者
最
多
田
野
間
彌
望
皆
是

艾
　
　
　
俗
名
艾
蒿
可
以
炙
病
故
又
名
炙
草
有
二
種
葉
圓
者
爲
艾
蒿
長
者
爲
水
蒿

葦
　
　
　
生
於
水
泊
或
低
濕
之
地
生
於
水
泊
中
者
俗
呼
葦
子
生
於
低
濕
地
者
俗
呼
爲
荻
草
葩

經
爲
葦
爲
萑
爲
葭
爾
雅
謂
葦
爲
蘆
謂
荻
爲
蕭
名
稱
甚
繁
皆
可
製
蓆
編
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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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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堿
　
草
　
形
似
馬
藺
葉
稍
窄
色
灰
白
以
其
生
於
堿
地
故
名

黃
　
蒿
　
花
色
黃
形
似
白
菜
花
葉
圓
有
鋸
齒
莖
高
尺
許

達
子
筋
　
形
似
兀
剌
草
略
短
可
用
以
製
繩
蒙
邊
多
有
之
故
土
人
呼
爲
達
子
筋

木
類

楡
　
　
　
本
地
楡
類
甚
少
果
實
似
錢
俗
曰
楡
錢
枝
幹
細
矮
材
多
不
可
用

楊
　
　
　
有
靑
白
二
種
靑
楊
葉
大
而
圓
白
楊
葉
微
小
木
性
不
燥
烈

柳
　
　
　
葉
長
如
桃
葉
春
夏
頗
盛
惟
栽
植
者
少
任
性
生
長
枝
柯
旁
生
莖
幹
彎
曲
材
不
堪
用
北

山
裏
頗
多
土
人
恒
伐
其
根
爲
燃
料
焉

杏
　
　
　
北
山
裏
甚
多
叢
生
如
灌
木
然
花
而
少
實
土
人
亦
伐
以
代
薪
焉

藥
類

防
　
風
　
田
野
間
產
者
頗
多
夏
秋
間
采
之
可
療
頭
風
故
名
防
風

甘
　
草
　
其
地
下
莖
及
根
皆
入
藥
以
味
甚
甜
故
名
爲
本
地
大
宗
出
產

黃
　
岑
　
味
苦
性
寒
無
毒
根
入
藥
其
宿
根
外
黃
內
黑
者
曰
片
岑
新
根
內
黃
者
曰
條
芩

龍
膽
草
　
亦
名
草
龍
胆
別
名
斜
枝
大
夫
味
苦
如
膽
其
莖
葉
經
霜
不
凋

芍
　
藥
　
即
赤
白
色
芍
藥
也
別
名
錦
秀
根

透
骨
草
　
李
時
珍
云
治
筋
骨
風
濕

遠
　
志
　
一
名
小
草
李
時
珍
曰
此
草
服
之
益
智
强
志
故
有
遠
志
之
稱

知
　
母
　
根
入
藥

百
　
合
　
葉
如
蒜
頭
有
瓣
入
藥
別
名
蒜
腦
暮

地
　
丁
　
紫
花
者
入
藥
葉
似
柳
微
細
一
名
箭
頭
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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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
　
胡
　
莖
高
二
尺
許
葉
狹
長
互
生
其
根
可
作
藥

黃
　
連
　
根
入
藥
甚
苦

麻
　
黃
　
小
灌
木
莖
入
藥

苦
　
參
　
根
入
藥
可
治
疥
癬

茵
　
陳
　
即
萬
年
蒿
芽
因
宿
根
而
生
故
名

紫
　
蘇
　
莖
葉
實
皆
爲
藥
品

茴
　
香
　
本
名
蒔
蘿
辛
温
無
毒
實
褐
色
輕
而
小
七
八
月
采
之

荊
　
芥
　
略
如
紫
蘇
故
又
名
假
蘇
實
中
有
細
子
黃
赤
色
莖
葉
皆
入
藥

益
母
草
　
野
生
莖
高
四
五
尺
葉
似
艾
三
裂
或
五
裂
夏
初
開
淡
紫
花
產
婦
服
之
有
益
故
名

車
前
子
　
味
甘
鹹
性
寒
無
毒
生
於
路
旁
俗
名
車
輪
菜

扁
　
蓄
　
俗
呼
通
生
草

蒲
公
英
　
狀
如
金
簪
草
花
有
黃
白
二
色
葉
似
𦬊
斷
之
有
白
汁
甘
平
無
毒
遍
地
皆
生

枸
　
𣏌
　
其
根
之
皮
謂
之
地
骨
皮
可
入
藥

狼
　
毒
　
葉
如
冬
靑
入
藥
可
治
疥

動
物禽

類

鷄
　
　
　
雄
者
羽
毛
美
麗
鳴
管
發
達
以
時
而
鳴
雌
者
產
卵
富
於
滋
養
本
草
遼
有
食
鷄
角
鷄
二

種
按
本
縣
所
產
者
盡
爲
可
充
庖
廚
之
食
雞
也

鴨
　
　
　
嘴
扁
足
短
兩
翼
甚
小
拙
於
飛
翔
趾
間
有
蹼
善
游
泳
性
質
木
鈍
產
卵
不
擇
地
古
稱
鶩

周
禮
庶
人
執
鶩
即
謂
此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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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一

　
　

鵝
　
　
　
似
鴨
雁
而
大
身
白
頸
長
嘴
大
而
黃
尾
脚
皆
短
翼
力
弱
能
泳
不
能
飛
王
羲
之
書
經
換

鵝
即
此

鴿
　
　
　
野
鴿
全
體
暗
黑
惟
背
之
中
央
爲
灰
白
色
頸
及
胸
有
紫
綠
色
之
光
澤
群
棲
瓦
檐
下
出

食
田
禾
爲
農
家
之
害
鳥
俗
呼
鵓
鴿

雀
　
　
　
俗
名
家
雀
一
名
瓦
雀
棲
於
檐
瓦
間
有
斑
色
者
曰
麻
雀
故
人
面
目
間
有
黑
點
者
曰
雀

斑

燕
　
　
　
𤣥
鳥
也
斑
黑
而
聲
大
爲
胡
燕
春
來
構
巢
檐
間
秋
暮
南
歸
皆
以
社
日
故
文
曰
社
燕

鵲
　
　
　
俗
名
喜
鵲
背
黑
腹
白
尾
長
嘴
尖
上
下
飛
鳴
土
人
謂
其
靈
能
報
喜
故
名

烏
　
　
　
似
鵲
而
全
體
漆
黑
故
俗
名
黑
老
鴉
以
其
反
哺
故
稱
慈
烏
孝
鳥
也

鶉
　
　
　
俗
名
鵪
鶉
頭
小
尾
禿
咀
脚
均
短
背
濃
褐
色
翼
黃
褐
色
皆
有
黑
斑
腹
赤
白
色
性
跳
躍

好
摶
鬥

雁
　
　
　
狀
似
鵝
嘴
長
微
黃
背
褐
色
翼
帶
靑
灰
色
胸
部
有
黑
斑
鳴
聲
嘹
亮
飛
時
自
成
行
列
秋

日
南
飛
覓
食
春
日
歸
來
孵
卵
沙
草
間
故
牧
奴
恆
撥
草
搜
覔
焉

鴻
　
　
　
形
色
與
雁
相
似
惟
體
較
雁
爲
大
亦
此
間
野
禽
也

鵠
　
　
　
似
鴻
雁
而
大
全
體
色
白
頸
長
咀
短
根
有
瘤
色
黃
赤
故
又
謂
之
黃
鵠
飛
翔
甚
高
鳴
聲

洪
亮
恆
棲
蒙
邊
孵
卵
焉

雉
　
　
　
形
狀
習
性
與
鷄
相
類
雄
者
尤
美
麗
目
赤
尾
甚
長
雌
則
否
漢
呂
后
名
雉
故
諱
稱
山
鷄

今
俗
呼
野
鷄

沙
　
鷄
　
形
似
雌
雉
而
略
小
色
似
鴨
而
能
飛
此
間
產
者
最
多
夏
秋
之
間
恆
千
百
成
群
集
村
落

間
故
人
多
取
而
烹
食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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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二

　
　

布
　
穀
　
羽
毛
有
美
麗
之
色
鳴
聲
如
呼
割
麥
挿
禾
故
名
俗
呼
郭
公

蘇
　
雀
　
頂
有
紅
毛
喜
食
蘇
子
又
名
千
里
紅

魚
　
鷹
　
大
於
鴉
色
黑
鈎
咀
食
魚
一
名
釣
魚
郞

鷹
　
　
　
體
强
壯
性
猛
悍
善
捕
野
鳥
食
之

鴟
　
　
　
頭
類
貓
俗
名
夜
貓
子
晝
伏
夜
出
鳴
聲
怪
戾
人
多
惡
之

百
　
靈
　
此
間
特
產
也
羽
蒼
白
色
有
斑
項
間
有
黑
羽
繞
之
以
其
善
鳴
人
多
畜
之

鳶
　
　
　
善
飛
往
往
翺
翔
雲
際
作
水
平
狀
喜
捕
食
雞
雛
小
鳥
等

鸛
　
　
　
俗
名
水
老
鸛
鳴
則
不
出
三
日
必
雨
俗
以
占
雨
候

靛
　
雀
　
名
靛
頦
有
紅
藍
二
種

銅
　
咀
　
似
瓦
雀
而
大
又
有
蠟
咀
鐵
咀
錫
咀
等
名

縮
脖
鳥
　
灰
色
形
如
鸛
翅
大
脚
高
飛
則
縮
頸
故
名

烏
　
鸝
　
似
鶯
而
色
烏
故
名
出
產
頗
多
鳴
聲
亦
淸
脆
人
喜
網
而
畜
之
如
百
靈
然

獸
類

馬
　
　
　
頸
生
長
鬣
尾
拖
長
毛
家
畜
也
土
人
多
畜
牧
之
俾
以
繁
殖
貨
其
駒
駔
而
驅
其
駑
駘
焉

牛
　
　
　
頭
有
雙
角
力
大
性
馴
田
家
多
畜
以
墾
荒
蒙
人
取
其
乳
汁
以
製
酥
酪
味
極
鮮
美

騾
　
　
　
亦
作
臝
馬
與
驢
交
而
生
者

驢
　
　
　
耳
殼
甚
長
人
家
多
畜
之
以
供
雜
役
之
用

羊
　
　
　
人
家
所
畜
者
有
山
羊
綿
羊
之
別
毛
可
製
氈
皮
可
製
裘
其
千
百
成
羣
出
沒
邊
野
者
毛

色
黃
名
曰
黃
羊
獵
人
恒
取
以
爲
食
焉

豕
　
　
　
俗
呼
爲
豬
肉
味
肥
美
人
多
畜
以
爲
食
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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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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犬
　
　
　
俗
呼
爲
狗
種
類
不
一
有
田
犬
吠
犬
食
犬
之
別
田
犬
俗
名
獵
狗
蒙
人
喜
畜
之
以
獵
雉

兎
吠
犬
極
壯
建
剛
猛
食
犬
肥
而
矮
狀
似
猧
而
大

貓
　
　
　
善
捕
鼠
人
多
畜
之

狐
　
　
　
形
似
犬
尾
多
毛
而
長
有
火
狐
沙
狐
之
別
毛
極
温
煖
可
製
裘
冠
惟
性
狡
猾
不
易
獵
取

麅
　
　
　
尾
短
色
倉
赤
脆
不
適
用
性
痴
易
獵
俗
呼
爲
儍
麅
子

狼
　
　
　
形
似
犬
而
略
瘦
毛
長
垂
脚
有
蹼
能
涉
水
毛
色
靑
黃
或
蒼
褐
常
棲
於
丘
墓
間
性
殘
忍

孤
客
羊
豕
遇
之
無
幸
免
者

狢
　
　
　
頭
銳
鼻
尖
性
好
睡
晝
伏
夜
出
捕
食
蟲
類
毛
色
斑
駁
質
深
厚
温
滑
可
製
裘
服
之
最
暖

獾
　
　
　
體
肥
鈍
皮
可
爲
褥

兎
　
　
　
俗
呼
爲
跳
有
家
跳
野
跳
之
別
家
跳
色
黑
或
白
野
跳
毛
隨
時
變
更

鼠
　
　
　
穴
居
室
廬
內
常
囓
器
物
且
能
傳
疫
故
人
多
畜
貓
捕
之

鼬
　
　
　
俗
名
黃
鼠
狼
子
又
名
黃
皮
子
身
長
尾
大
可
製
筆

獺
　
　
　
頭
小
咀
尖
全
體
密
生
短
毛
背
部
暗
褐
色
腹
部
灰
白
色
穴
居
湖
沼
間
捕
食
鱗
疥
類

蝟
　
　
　
形
似
鼠
而
足
尾
俱
短
物
犯
之
則
形
縮
如
栗
殼
毛
硬
如
刺
俗
呼
蝲
蝟

艾
　
虎
　
似
鼠
較
大
能
捕
鼠

鱗
類

鯉
　
　
　
洮
河
下
通
淞
嫩
所
產
之
鯉
赤
脊
金
鱗
肉
絲
細
膩
味
頗
鮮
美

鯽
　
　
　
形
似
鯉
而
脊
隆
故
又
作
𩺀
亦
佳
品
也

鮎
　
　
　
無
鱗
生
流
水
者
色
靑
生
止
水
者
色
靑
黃

鮠
　
　
　
無
鱗
似
鮎
而
大
俗
名
槐
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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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四

　
　

鰷
　
　
　
形
狹
而
長
鱗
白
而
細
性
好
浮
水
故
名
浮
漂
子

黃
　
昂
　
似
鮎
而
小

鰌
　
　
　
俗
名
泥
鰌
形
似
蛇
頭
銳
身
滑

蟹
　
　
　
俗
名
旁
蟹
產
最
少
味
亦
較
遜

蝦
　
　
　
產
小
蝦

蛙
　
　
　
產
池
沼
中
善
鳴

馬
蛇
子
　
體
色
黃
褐
夏
秋
之
間
常
於
田
野
草
際
間
見
之

蛇
　
　
　
身
長
無
四
肢
生
田
野
間

昆
蟲
類

蜂
　
　
　
種
類
不
一
有
牛
蜂
馬
蜂
土
蜂
之
別
惟
無
蜜
蜂

蝶
　
　
　
俗
名
蝴
蝶
又
名
蛺
蝶
皆
蟲
類
化
生
形
色
大
小
頗
不
一
致

螳
　
螂
　
俗
名
刀
郞
銳
首
細
頸
臂
似
斧
名
螳
斧

蟋
　
蟀
　
俗
名
趨
趨
又
名
蛩
一
名
促
織
全
身
正
黑
色
有
光
澤
能
鳴
善
鬪

螞
　
蚱
　
又
名
蚱
蜢
其
短
翅
而
以
翅
鳴
者
謂
之
沙
蟲

蟪
　
蛄
　
俗
名
蟈
蟈
產
者
體
甚
小
色
靑
秋
以
翅
鳴

蜻
　
蜓
　
俗
名
螞
蛉
亦
名
蜻
六
足
四
翼
其
翅
輕
薄
羣
飛
水
際

蛾
　
　
　
其
類
甚
繁
凡
草
木
小
蟲
皆
能
化
之

蚊
　
　
　
喙
甚
長
每
吸
食
人
畜
之
血
往
往
爲
瘧
疾
媒
介
物
幼
蟲
生
於
水
中
名
曰
孑
孓

蠓
　
　
　
凡
草
木
葉
有
泡
凸
起
其
中
即
生
無
數
小
蟲
泡
乾
裂
則
蟲
即
飛
出
天
將
雨
則
羣
飛
空

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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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五

　
　

蠅
　
　
　
俗
名
蒼
蠅
牝
者
產
蛆
孵
化
爲
蠅
喜
逐
臭
每
爲
傳
染
病
之
媒
介

蟑
　
螂
　
俗
名
老
蟑
生
於
竈
間

虻
　
　
　
俗
名
瞎
虻
酷
齧
人
畜

瓢
　
蟲
　
黃
赤
色
形
似
半
豆
殼
內
有
膜
翅
能
飛

蟻
　
　
　
俗
名
螞
蟻
性
喜
羣
居
好
鬪
全
身
黑
色
有
女
王
雄
蟻
工
蟻
之
別

蜈
　
蚣
　
體
小
大
不
一
多
足
生
壁
間

蚰
　
蜓
　
似
蜈
蚣
而
細
長

蜘
　
蛛
　
俗
名
癩
癩
蛛
恆
結
網
墻
壁
間
捕
蚊
蠅
爲
食

蚤
　
　
　
形
小
而
黑
跳
躍
甚
速

臭
　
蟲
　
生
壁
間
齧
蟲
也
人
多
苦
之

蝎
　
　
　
全
體
九
節
腹
有
痣
似
牙
牌
尾
有
毒
每
螫
人

蝨
　
　
　
生
於
人
畜
之
體
吸
人
畜
之
血
最
有
害

蟣
　
　
　
蝨
之
子
也

蚯
　
蚓
　
生
土
壤
中
體
細
長
有
益
農
田

螟
　
蠈
　
害
稼
之
蟲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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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
候

立
春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八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五
度

雨
水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九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六
度

驚
蟄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一
二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一
〇
度

春
分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一
九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一
七
度

淸
明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三
〇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二
七
度

穀
雨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四
〇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三
八
度

立
夏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五
〇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四
八
度

小
滿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五
三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五
一
度

芒
種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五
六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四
五
度

夏
至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五
八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五
五
度

小
暑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六
八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六
五
度

大
暑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九
三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七
〇
度

立
秋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九
三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七
〇
度

處
暑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七
一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六
二
度

白
露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六
五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六
〇
度

秋
分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五
〇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四
五
度

寒
暑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五
〇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四
四
度

霜
降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四
八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四
二
度

立
冬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二
〇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一
八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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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七

　
　

小
雪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八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六
度

大
雪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〇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〇
三
度

冬
至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〇
五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〇
七
度

小
寒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〇
九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〇
一
〇
度

大
寒
　
　
　
　
寒
暑
表
　
　
　
　
晝
〇
九
度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夜
〇
一
〇
度

表
中
寒
暑
度
悉
按
華
氏
表
計
算
査
本
縣
爲
蒙
古
高
原
氣
候
不
均
夏
日
𤍠
度
上
昇
至
九
十

三
度
夜
則
降
至
七
十
度
冬
日
降
至
零
下
九
度
夜
更
降
至
零
下
十
度
最
寒
期
也
每
歲
冬
初

結
冰
春
暮
解
凍
時
期
最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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