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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十

九

新
京
福
文
盛
印
書
局
印

懷
德
縣
志
第
七
卷

交
通

我
國
古
昔
交
通
不
便
甚
矣
觀
所
謂
山
性
使
人
塞
又
云
關
山
難
越

二
語
可
以
知
之
洎
近
世
修
築
鐵
路
法
非
縮
地
行
且
兼
程
矣
他
如

郵
局
林
立
寄
書
不
慮
浮
沉
電
學
發
明
隨
在
皆
可
利
用
世
界
進
化

誠
人
羣
之
幸
福
哉
懷
德
地
屬
高
原
旣
乏
險
要
之
區
又
無
河
山
之

阻
曩
昔
江
東
運
輸
粮
貨
率
以
懷
德
爲
孔
道
蓋
取
交
通
之
便
也
自

俄
築
鐵
路
而
形
勢
頓
變
民
國
十
年
秋
縣
奉
部
令
修
補
縣
路
雖
未

臻
王
道
之
平
平
而
羊
腸
變
爲
康
莊
矣
嗣
又
籌
設
電
話
添
駛
汽
車

以
速
消
息
以
便
行
旅
斯
皆
交
通
之
要
務
也
述
交
通

鐵
路

南
滿
鐵
路
　
淸
光
緖
甲
午
中
日
之
役
俄
偕
德
法
干
涉
東
瀛
交
還

遼
東
半
島
乃
定
馬
關
之
約
二
十
二
年
中
俄
密
約
畀
俄
以
東
省
鐵

路
之
敷
設
權
以
道
勝
銀
行
司
建
築
經
理
以
東
省
鐵
路
公
司
爲
專

轄
機
關
其
幹
路
起
於
赤
塔
城
而
接
於
烏
蘇
里
中
貫
吉
江
省
境
者

計
長
二
千
八
百
十
六
里
淸
光
緖
二
十
四
年
俄
復
租
佔
金
州
續
訂

合
同
南
極
旅
大
北
抵
幹
路
之
哈
埠
是
爲
支
線
南
北
延
袤
一
千
八

百
二
十
里
二
十
九
年
全
工
報
竣
洎
日
俄
和
約
成
長
春
以
南
各
線

悉
讓
日
本
三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中
日
訂
立
會
議
東
省
事
宜
條
約
俄

人
允
讓
日
本
各
項
曁
中
俄
借
地
造
路
各
約
中
國
槪
行
允
諾
該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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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十

新
京
福
文
盛
印
書
局
印

遂
移
授
日
人
滿
鐵
會
社
改
稱
南
滿
鐵
路
境
內
驛
曰
范
家
屯
爲
二

站
東
至
大
屯
爲
長
春
界
曰
劉
房
子
曰
陶
家
屯
均
係
小
站
曰
公
主

嶺
爲
三
站
曰
大
楡
樹
亦
係
小
站
西
爲
梨
樹
界
橫
貫
縣
境
凡
一
百

二
十
華
里

道
路

東
通
江
東
大
道
至
邑
東
傅
家
屯
入
長
春
境
凡
十
二
里
南
通
伊
通

大
道
至
五
台
子
入
邊
凡
百
里
西
通
梨
樹
大
道
至
楊
小
店
渡
河
凡

五
十
里
北
通
雙
城
堡
大
道
至
十
二
馬
架
入
長
春
境
凡
二
十
三
里

東
南
通
吉
林
大
道
至
伊
通
邊
門
入
伊
通
境
凡
一
百
二
十
里
西
南

通
伊
通
大
道
至
赫
爾
蘇
門
入
伊
通
境
凡
一
百
三
十
里
西
北
通
雙

山
大
道
至
哈
拉
巴
山
前
入
雙
山
境
凡
一
百
三
十
里
東
北
通
農
安

大
道
至
張
家
樓
入
長
春
境
凡
十
里

民
國
十
一
年
秋
奉
省
政
府
頒
發
條
敎
將
各
縣
路
政
列
爲
地
方
官

考
成
自
是
厥
後
經
歷
任
邑
宰
督
飭
修
築
舉
上
列
之
縣
鄕
各
路
修

有
雛
形
由
民
國
十
四
年
春
由
縣
規
定
修
路
辦
法
責
令
各
區
村
分

叚
修
理
樹
立
標
樁
分
淸
界
址
責
坿
近
之
村
各
修
本
叚
於
是
路
政

始
有
進
步
惟
以
全
境
土
質
黑
黏
工
難
持
久
若
督
飭
稍
懈
則
頓
形

梗
塞
現
任
邑
宰
李
公
主
張
責
令
各
村
民
於
大
叚
之
中
再
分
小
段

使
之
各
有
專
管
視
爲
己
責
遇
大
工
程
乃
集
羣
力
隨
時
督
修
俾
成

習
慣
幷
將
標
樁
樹
齊
以
便
責
成
路
政
從
此
或
有
進
步
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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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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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
梁

一
區

東

大

橋
　
　
　
　
東
南
門
外

南

大

橋
　
　
　
　
歸
昌
門
外

西

大

橋
　
　
　
　
迎
恩
門
外

西
北
大
橋
　
　
　
　
靖
安
門
外

正
北
大
橋
　
　
　
　
綏
遠
門
外

二
區

大
　
　
　
嶺
　
橋
一

傅
　
家
　
村
　
橋
一

窪
　
于
　
村
　
橋
一

三
區

黑
　
林
　
子
　
橋
一

姜

家

大

橋
　
橋
一

卡
　
　
　
倫
　
橋
一

小
　
橋
　
子
　
橋
一

鄶
　
家
　
汮
　
橋
一

四
區

小
　
城
　
子
　
橋
一

朝
　
陽
　
坡
　
橋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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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十

二

新
京
福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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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局
印

中
　
陽
　
卜
　
橋
一

秦
　
家
　
屯
　
橋
一

溫
　
大
　
橋
　
橋
一

大
　
楡
　
樹
　
橋
一

戥
　
子
　
街
　
橋
一

五
區

藺
　
粉
　
房
　
橋
一

六
區

三

門

姜

家
　
橋
一

董
　
粉
　
房
　
橋
一

王
　
家
　
爐
　
橋
一

糖
　
房
　
張
　
橋
一

堿
　
　
　
鍋
　
橋
一

七
區

公
主
街
內
外
共
橋
六

八
區

泡
　
子
　
沿
　
橋
一

小
　
八
　
家
　
橋
一

王

家

學

房
　
橋
一

三
　
架
　
梁
　
橋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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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十

三

新
京
福
文
盛
印
書
局
印

興
　
隆
　
溝
　
橋
一

小
　
山
　
村
　
橋
一

新
　
開
　
河
　
橋
一

楊

家

大

橋
　
橋
一

按
縣
境
幷
無
巨
川
以
上
有
橋
之
處
均
係
涓
涓
細
流
河
無
名

流
故
橋
亦
無
定
名
也

電
話

公
主
嶺
電
話
局
　
設
立
河
南
官
街
先
是
河
北
日
本
附
屬
地
有
日

本
電
話
於
民
國
四
年
一
月
經
公
主
嶺
電
報
局
局
長
李
靜
生
自
籌

資
本
六
千
元
創
辦
置
局
長
一
司
機
生
一

范
家
屯
電
話
局
　
於
民
國
八
年
經
范
家
屯
電
報
局
局
長
馮
慶
堂

提
倡
由
范
家
屯
驛
各
商
號
集
資
五
千
元
創
辦
置
局
長
一
司
機
生

一縣
城
電
話
局
　
民
國
十
年
冬
經
知
事
儲
公
按
地
每
晌
出
奉
小
洋

二
角
共
籌
欵
四
萬
元
以
五
元
爲
一
股
創
辦
電
話
總
局
設
於
縣
署

之
大
門
外
東
西
兩
廂
計
房
六
間
經
局
長
孫
紳
成
名
胡
紳
作
綸
歷

謀
擴
充
以
至
現
在
計
有
交
換
機
六
架
掛
機
話
匣
九
十
號
枝
幹
各

線
長
凡
三
百
九
十
八
里
松
木
電
桿
二
千
四
百
根
幷
與
長
春
伊
通

雙
山
梨
樹
各
縣
聯
綫
現
任
邑
宰
李
公
方
謀
與
奉
天
電
話
分
局
︵

在
公
主
嶺
︶
聯
綫
幷
擬
兩
站
︵
公
主
嶺
范
家
屯
附
屬
地
日
本
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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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十

四

新
京
福
文
盛
印
書
局
印

話
連
絡
以
靈
消
息
云

電

報

全
境
電
報
局
凡
三
一
設
公
主
嶺
︵
民
國
元
年
︶
一
設
縣
城
︵
十
二

年
︶
一
設
范
家
屯
︶
︵
八
年
︶
各
設
局
長
一
工
頭
一
名
至
三
名
不
等

惟
公
主
嶺
局
設
有
司
事
一
人
收
入
之
豐
以
公
主
嶺
爲
最
月
約
千

餘
元
縣
城
與
范
家
屯
月
不
過
五
六
百
元
耳

電

汽

車

道

民
國
十
三
年
邑
商
張
學
洪
等
自
購
電
車
三
四
輛
往
來
於
懷
德
縣

城
范
家
屯
一
時
行
旅
稱
便
營
業
頗
佳
嗣
至
民
國
十
四
五
年
後
增

至
九
輛
呈
縣
備
案
官
家
爲
便
利
交
通
奬
勸
營
業
計
僅
月
收
捐
欵

每
車
二
元
嗣
奉
實
業
廳
頒
發
氣
車
管
理
規
則
該
商
等
羣
擬
組
織

公
司
徒
以
資
本
微
薄
購
用
專
道
維
艱
經
縣
代
擬
租
路
章
程
而
又

修
築
無
力
遂
仍
爲
私
人
營
業
冬
駛
夏
停

郵

務

懷
德
縣
郵
局
凡
三
一
設
縣
治
西
南
公
主
嶺
一
設
縣
城
西
街
路
北

一
設
縣
治
東
南
范
家
屯
淸
光
緖
三
十
四
年
創
辦
均
爲
二
等
局
各

設
局
長
一
郵
差
三
四
名
不
等
公
主
嶺
局
局
長
下
設
襄
辦
二
范
家

屯
襄
辦
一
每
月
收
入
以
公
主
嶺
局
爲
最
月
收
現
洋
四
千
之
譜
范

家
屯
與
縣
城
兩
局
月
不
過
四
百
餘
元
或
至
六
七
百
元
不
等
外
設

郵
務
代
辦
所
四
所
在
地
爲
朝
陽
坡
黑
林
鎭
大
嶺
鎭
楊
大
城
又
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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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十

五

新
京
福
文
盛
印
書
局
印

政
信
櫃
四
分
設
毛
家
城
秦
家
屯
大
楡
樹
各
鎭
至
於
郵
箱
城
市
鄕

鎭
所
在
多
有
而
縣
設
郵
局
並
專
設
鄕
鎭
信
差
一
循
迴
西
北
各
鄕

鎭
每
至
一
村
自
行
振
鈴
幷
售
郵
票
荒
僻
村
落
皆
得
坐
收
信
件
隨

發
包
裹
消
息
靈
通
城
鄕
均
便
自
民
國
十
七
年
奉
部
令
華
洋
人
員

一
律
待
遇
郵
務
員
以
上
均
報
部
註
册
給
照
由
省
總
局
加
委
分
派

每
歲
晋
級
略
分
三
等
一
曰
特
別
優
長
二
曰
優
長
三
曰
中
長
特
別

優
長
者
月
加
俸
三
十
元
其
次
二
十
元
再
次
十
元
幷
有
例
假
之
規

定
每
供
職
滿
四
年
者
准
給
假
四
個
月
假
期
內
給
以
三
個
月
薪
俸

滿
十
年
者
准
假
一
年
給
以
八
個
月
薪
俸
本
城
郵
局
長
張
君
玉
凱

供
職
十
有
三
載
無
一
過
得
邀
晋
特
別
待
遇
可
謂
信
實
矣
祿
足
養

廉
孰
不
奮
勉
人
謂
吾
國
新
政
以
郵
務
爲
最
殆
以
此
耳

電
燈

公
主
嶺
范
家
屯
電
燈
於
民
國
五
年
十
二
月
五
號
開
辦
均
爲
日
人

之
營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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