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

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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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　
　
山
　
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七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山
川
志
卷
二

附

橋

粱

道

路

交

通

要

塞

自
古
名
城
大
都
多
建
於
山
水
環
抱
之
區
旣
足
以
壯
其
觀
瞻
又
足
以

資
爲
保
障
豐
邑
縣
境
襟
山
帶
河
綿
亘
縈
廻
數
百
餘
里
而
天
地
淸
淑

之
氣
亦
蘊
釀
於
其
中
於
是
述
山
水
志
第
二

山
脈

縣
境
之
山
爲
長
白
支
脈
此
山
脈
北
行
至
淸
源
海
龍
兩
縣
之
間
泛
稱

曰
分
水
嶺
即
東
西
流
水
所
由
分
也
至
縣
境
與
東
豐
交
界
間
仍
稱
曰

分
水
嶺
抵
大
北
溝
河
發
源
處
起
峰
曰
白
銀
頂
子
再
北
曰
鳳
凰
砬
子

曰
王
八
大
頂
子
至
老
爺
嶺
分
爲
二
支

南
支
諸
山
名
稱

老
爺
嶺
西
行

　
冰
砬
子
　
生
鐵
背
　
媽
呼
嶺
　
高
力
盤
道
嶺
　
僞
道
嶺
　
奶
子
山
　
古
　
子
由
是
而
北

慶
嶺
轉
而
西
北

平
嶺
子
　
磨
盤
山
　
轎
車
頂
子
　
一
面
砬
子
轉
而
西
南

　
躺
石
砬
子
　
肝
背
　
飛
砬
子

馬
屁
梁
子
　
跑
墻
子
　
歪
石
砬
子

以
上
山
脈
自
老
爺
嶺
西
行
綿
亘
蜿
蜒
至
歪
石
砬
子
抵
開
原
縣
邊
境
是
支
山
脈
以
北
之
水
皆
北
流
入
滱

河
以
南
之
水
皆
南
流
入
淸
源
開
原
之
淸
河
即
爲
滱
淸
兩
河
之
分
水
嶺

北
支
諸
山
名
稱

老
爺
嶺
　
砬
門
嶺
　
古
年
嶺
轉
而
西
北

歡
鵲
嶺
　
馬
鞍
嶺
　
烏
魯
嶺
轉
而
西
行

　
新
開
嶺
再
轉
而
西
北

太
平
嶺
　
草
皮
背
轉
而
西
南

西
杮
背
　
大
圈
背
　
啞
叭
嶺
　
喬
麥
牙
嶺
由
此
而
北

徐
炮
手
嶺
轉
而
西
北

金
鈎
嶺
　
鬧
北
嶺

以
上
諸
山
自
老
爺
嶺
北
行
綿
亘
蜿
蜒
至
鬧
北
嶺
抵
吉
林
邊
境
是
支
山
脈
以
南
之
水
皆
南
流
入
滱
河
以

北
之
水
皆
東
北
流
入
與
西
安
分
界
之
遼
河
即
爲
滱
遼
二
河
之
分
水
嶺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　
二
　
　
山
　
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八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南
支
之
南
著
名
之
山
嶺

大
荒
頂
子
　
猴
石
山
　
樣
皮
溝
嶺
　
關
門
山
　
城
墻
背
嶺
　
嵌
石
嶺
　
馬
道
嶺
　
獐
狍
嶺
　
蜂
蜜
砬

子
　
廣
東
山
　
南
岔
溝
山
　
城
子
山
　
幽
雅
高
背
　
五
鳳
樓
山

南
支
之
北
著
名
之
山
嶺

風
倒
樹
川
山
　
六
角
砬
子
　
白
石
砬
子
　
煙
桶
砬
子
　
郞
頭
山
　
戲
樓
山
　
元
寳
山
　
馬
神
廟
山

更
刻
山
　
斜
翅
山
　
老
龍
頭
　
達
背
嶺
　
松
樹
咀
　
望
寳
山

北
支
之
南
著
名
之
山
嶺

査
庫
闌
山
　
東
山
　
孔
雀
嶺
　
甕
山
　
車
背
軸
嶺
　
石
頂
嶺
　
鴿
子
窩
山
　
釣
魚
台
　
東
石
門
山

北
支
以
北
著
名
之
山
嶺

金
鐘
山
　
草
帽
山
　
平
嶺
　
半
拉
背
子
　
關
門
咀
子
山
　
南
天
門
嶺
　
樣
木
砬
子
　
龍
頭
山

三
音
哈
達
山

河
流

附

湖

沼

縣
境
河
流
分
爲
三
系
在
兩
支
山
脈
中
間
之
水
皆
流
入
大
滱
河
是
爲

滱
河
水
系
在
南
支
山
脈
以
南
之
水
皆
流
入
開
原
淸
源
之
淸
河
是
爲

淸
河
水
系
在
北
支
山
脈
以
北
之
水
皆
流
入
與
西
安
接
境
之
遼
河
是

爲
遼
河
水
系

滱
河
水
系

大
滱
河
　
發
源
於
三
區
沙
河
村
之
老
爺
嶺
西
北
流
經
雙
河
鎭
白
石
村
抵
大
營
村
折
而
西
流
過
縣
城
及

中
陽
神
樹
松
樹
等
村
入
開
原
界
至
開
原
城
東
南
入
淸
河
蜿
蜒
二
百
餘
里

小
滱
河
　
發
源
於
三
區
聯
合
村
之
高
力
盤
道
嶺
西
北
流
經
寳
興
永
安
二
村
之
間
過
高
山
村
抵
林
城
村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　
二
　
　
山
　
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九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而
入
於
大
滱
河
長
四
十
餘
里

雙
橋
子
河
　
發
源
於
城
東
之
烏
魯
嶺
西
流
貫
烏
魯
村
抵
石
橋
村
南
折
而
入
於
大
滱
河
長
四
十
餘
里

石
人
溝
河
　
發
源
於
二
區
平
嶺
村
之
老
虎
洞
溝
東
南
流
抵
太
平
嶺
折
而
西
南
貫
石
橋
楡
樹
兩
村
間
至

縣
城
東
門
外
入
大
滱
河
長
三
十
餘
里

岔

溝

河
　
發
源
於
城
北
之
啞
叭
嶺
南
麓
東
南
流
抵
東
昌
村
折
而
西
南
流
貫
和
厚
公
合
兩
村
間
入
大

滱
河
長
三
十
餘
里

艾
辛
溝
河
　
發
源
於
城
西
北
房
身
咀
子
溝
裏
東
南
流
抵
施
德
村
折
而
西
南
流
縱
貫
德
興
馬
義
兩
村
間

抵
釣
魚
台
會
鐵
河
南
流
貫
新
昌
釣
魚
及
和
厚
福
山
各
村
間
入
大
滱
河
長
六
十
餘
里

小

妞

河
　
發
源
於
城
南
之
平
嶺
子
北
流
十
餘
里
入
大
滱
河

淸
河
水
系

碾

盤

河
　
發
源
於
城
東
南
之
城
墻
背
嶺
西
麓
西
流
會
野
雞
背
溝
子
獐
狍
戲
子
等
水
西
北
流
貫
和
隆

阜
豐
兩
村
間
抵
成
福
保
安
二
村
間
折
而
西
流
橫
貫
凉
泉
德
賢
兩
村
間
抵
房
木
村
折
而
西
南
流
貫
德
隆

富
民
及
普
安
村
間
抵
開
原
之
耿
王
莊
入
淸
河
長
八
十
餘
里
縣
境
初
闢
在
上
流
發
現
碾
盤
七
具
不
知
何

代
所
遺
以
是
得
名
下
流
名
西
半
拉
耳
河
又
曰
十
八
里
河

大

妞

河
　
發
源
於
城
西
南
幽
雅
村
之
老
虎
洞
溝
西
南
流
貫
幽
雅
福
寧
兩
村
間
過
雙
盛
村
抵
雙
城
村

而
入
於
碾
盤
河
長
三
十
餘
里

繭

塲

河
　
計
有
三
源
一
爲
頭
道
溝
源
於
嵌
石
嶺
南
麓
東
南
流
貫
營
和
其
一
爲
二
道
溝
源
於
高
力
盤

道
嶺
南
麓
南
流
貫
和
興
村
其
一
爲
三
道
溝
源
於
冰
砬
子
南
麓
貫
實
妙
村
三
源
抵
樺
樹
村
合
一
南
流
入

淸
源
縣
之
淸
河
長
各
三
十
餘
里

苔

碧

河
　
發
源
於
馬
屁
梁
子
南
麓
西
南
流
貫
同
台
鳳
樓
二
村
間
入
開
原
縣
之
淸
河
長
二
十
餘
里

北
大
溝
河
　
發
源
於
城
東
南
白
銀
頂
子
西
南
流
貫
平
山
村
至
淸
源
界
入
淸
河
長
二
十
餘
里

遼
河
水
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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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　
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遼
　
　
河
　
發
源
於
西
安
縣
之
遼
河
掌
由
本
縣
六
區
平
崗
村
與
西
安
縣
境
駱
駝
脖
子
對
岸
處
入
境
至

六
區
如
意
村
出
境
爲
兩
縣
天
然
界
限
其
經
流
縣
境
長
約
五
十
餘
里

小
梨
樹
河
　
發
源
於
城
東
北
新
開
嶺
東
葦
塘
溝
北
流
過
太
平
繭
塲
金
山
平
崗
各
村
之
東
入
遼
河
長
四

十
餘
里

珠

珠

河
　
發
源
於
城
北
啞
叭
嶺
北
麓
流
貫
雙
廟
村
抵
駱
駝
脖
子
轉
而
西
北
流
過
雙
河
村
會
黃
柏
楡

河
折
而
東
北
貫
福
和
祿
房
及
吉
祥
三
合
各
村
間
入
遼
河
長
六
十
餘
里

小

河

子
　
發
源
於
天
來
村
西
南
之
大
楡
樹
溝
裏
東
北
流
橫
貫
天
來
復
興
三
槐
如
意
四
村
入
於
遼
河

長
六
十
餘
里

湖
沼

狗

魚

泡
　
在
德
隆
村
開
荒
產
狗
魚
甚
盛
因
以
得
名
長
可
里
餘
寬
數
十
丈
其
水
四
時
不
涸
嗣
漸
淤
積

今
則
爲
碾
盤
河
之
河
身
矣

東
妖
精
泡
　
在
公
合
村
之
南
長
二
里
餘
寬
約
十
餘
丈
至
二
十
餘
丈
其
中
除
產
魚
介
之
屬
外
藏
有
蓮
實

甚
多
按
西
豐
氣
候
多
寒
向
不
產
蓮
此
蓮
實
深
藏
於
一
二
丈
之
地
層
下
未
知
出
於
何
代
大
約
昔
時
此
地

之
溫
度
必
較
現
代
甚
高
也

西
妖
精
泡
　
在
松
泉
村
長
約
四
五
里
寬
三
十
餘
丈
產
品
與
東
泡
同
其
水
甚
深
四
時
不
涸

橋
梁
　
道
路

本
縣
境
內
雖
無
較
大
河
流
然
以
山
嶺
綿
亘
春
夏
之
際
山
水
暴
發
所

有
道
路
多
被
冲
成
深
溝
斷
岸
行
旅
苦
之
以
此
大
小
橋
梁
隨
處
而
有

但
建
築
之
法
多
不
堅
固
歷
年
之
間
必
須
縣
政
府
督
飭
各
區
村
隨
時

修
補
其
在
城
之
附
近
者
徑
行
修
建
此
亦
行
政
之
一
要
事
也
今
滿
洲

建
立
新
政
亟
行
而
於
橋
梁
道
路
更
視
爲
要
圖
迫
不
容
緩
茲
將
先
前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　
二
　
　
山
　
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一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之
舊
橋
與
近
來
新
建
者
分
別
列
下

滱

河

橋
　
在
咸
春
門
外
距
城
門
僅
百
餘
步
歸
國
道
局
承
修
自
建
國
後
已
建
修
兩
次
其
初
工
程
非
不

堅
固
奈
一
逢
夏
際
山
水
暴
發
水
勢
太
猛
洪
流
一
過
已
冲
成
斷
橋
不
但
不
能
通
車
即
行
人
亦
不
易
過
往

此
等
損
失
自
當
問
諸
水
濱
翌
年
春
乃
鑑
於
先
前
之
覆
轍
遂
倍
料
加
工
重
爲
建
築
今
已
越
二
三
寒
暑
從

未
有
分
毫
破
壞
想
水
力
雖
强
究
不
若
人
力
之
强
且
大
也

鐵

路

橋
　
開
豐
鐵
路
經
過
之
河
流
皆
有
大
橋
以
木
爲
之
計
城
西
十
里
之
岔
溝
河
二
十
里
之
大
慶
陽

河
五
十
里
之
頭
營
河
各
建
一
座
於
火
車
行
過
後
準
行
人
登
渡
其
餘
各
區
各
村
及
西
豊
街
所
有
橋
梁
凡

新
舊
建
築
者
悉
列
表
於
下

西
豐
縣
街
村
橋
梁
統
計
表

康
德
三
年
十
二
月
末
現
在

街
　
村
　
別

舊
　
　
有
　
　
橋
　
　
梁

三
　
年
　
新
　
建
　
橋
　
梁

合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備
　
　
考

木
　
橋

石
　
橋

石
　
河

涉
　
路

木
　
橋

石
　
橋

石
　
河

涉
　
路

木
　
橋

石
　
橋

石
　
河

涉
　
路

西
　
豐
　
街

一

一
七

│

│

│

│

一

一
七

│

更
　
刻
　
村

三

一

│

│

│

│

三

一

│

平
　
嶺
　
村

│

三

│

│

│

一

│

三

一

大
　
營
　
村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泉
　
河
　
村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烏
　
魯
　
村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振
　
興
　
村

│

│

│

三

│

│

三

│

│

白
　
石
　
村

│

│

│

三

│

│

三

│

│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　
二
　
　
山
　
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二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聯
　
合
　
村

│

│

│

二

│

│

二

│

│

林
　
城
　
村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和
　
隆
　
村

五

│

│

三

二

│

八

二

│

樺
　
樹
　
村

│

│

│

八

│

一

八

│

一

實
　
妙
　
村

一
一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二

│

│

凉
　
泉
　
村

二

│

二

│

│

│

二

│

二

德
　
賢
　
村

二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二

│

│

雙
　
城
　
村

│

│

三

二

│

二

二

│

五

普
　
安
　
村

│

│

│

三

│

│

三

│

│

幽
　
雅
　
村

二

│

二

│

│

二

二

│

四

山
　
台
　
村

│

│

一

│

│

二

│

│

三

平
　
原
　
村

│

│

一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一

松
　
樹
　
村

│

│

│

三

│

│

三

│

│

田
　
太
　
村

│

│

一

二

│

│

二

│

一

成
　
平
　
村

│

│

一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一

銅
　
台
　
村

│

│

一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一

公
　
合
　
村

一
一

一
一

│

│

│

二

一
一

一
一

二

中
　
陽
　
村

│

│

│

二

│

│

二

│

│

玉
　
書
　
村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新
　
昌
　
村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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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吉
　
川
　
村

│

│

│

二

│

│

二

│

│

平
　
崗
　
村

二

│

│

一
二

│

三

一
四

│

三

祿
　
房
　
村

一

│

一

│

│

│

一

│

一

雙
　
廟
　
村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房
　
身
　
村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太
　
平
　
村

九

│

四

│

│

二

九

│

六

吉
　
祥
　
村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天
　
來
　
村

一

│

│

一

│

│

二

│

│

如
　
意
　
村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復
　
興
　
村

│

│

四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四

柏
　
楡
　
村

│

│

四

│

│

│

│

│

四

計

五
〇

三
二

二
五

四
六

二

一
五

九
六

三
四

四
〇

治
國
之
道
路
政
急
宜
講
求
所
以
便
交
通
備
非
常
也
本
縣
境
偏
居
邊

僻
山
嶺
廻
環
地
勢
旣
非
平
原
路
徑
率
多
偏
陂
故
車
馬
之
通
行
行
旅

之
往
來
無
不
感
困
難
而
生
危
險
且
盜
賊
出
沒
本
屬
無
常
一
旦
警
報

忽
來
勢
必
率
兵
往
擊
但
以
路
途
不
便
往
往
遺
悞
事
機
此
修
𢿋
道
路

所
以
必
不
可
緩
也
建
國
以
來
有
見
於
此
講
求
路
政
視
爲
當
務
之
急

凡
由
縣
城
至
某
由
區
某
區
至
某
村
某
鎭
所
有
通
行
道
路
皆
必
修
理

平
坦
便
利
往
來
電
掣
風
馳
決
不
至
少
感
困
難
而
危
險
之
害
必
可
無

也
於
是
將
道
路
之
起
訖
備
錄
於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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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豐
縣
道
路
槪
况
表

道
　
路
　
名
　
稱

起
　
　
　
　
點

終
　
　
　
　
點

路
　
　
幅

路
　
　
長

經
　
過
　
村
　
名

備
　
　
　
考

豐
　
　
伊
　
　
線

縣
　
　
　
　
城

六
區
天
來
村
出

縣
境

一
一
.
五米

五
〇
.
〇粁

公
合
村
雙
廟
村
栢
楡
村

天
來
村

豐
　
　
開
　
　
線

縣
　
　
　
　
城

由
松
樹
村
出
縣

境

一
一
.
五

四
〇
.
三

公
合
新
昌
中
陽
平
原
山

台
田
太
松
樹
等
村

中
陽
村
至
孤
楡
樹
線

蒙
古
貨
郞
溝
口

大

腦

袋

山

七
.
六

一
四
.
四

中
陽
村
玉
書
村

豐
　
　
安
　
　
線

縣
　
　
　
　
城

由
平
崗
村
出
縣

境

一
一
.
五

二
八
.
八

平
嶺
太
平
平
崗
等
村

柏
楡
村
至
如
意
村
線

關
門
咀
子
溝
口

源
　
淸
　
屯

七
.
六

三
七
.
四

柏
楡
天
來
復
興
如
意
等

村

平
崗
鎭
至
赫
爾
蘇
線

磚
　
　
　
　
窰

縣
　
　
　
　
城

一
一
.
五

二
三
.
〇

平
崗
吉
祥
如
意
等
村

祿
房
村
至
吉
祥
村
線

三
　
不
　
管

吉
祥
村
附
近

七
.
六

五
.
七

房
身
村
吉
祥
村

豐
　
　
安
　
　
線

縣
　
　
　
　
城

由
烏
魯
村
出
縣

境

一
一
.
五

二
八
.
六

平
嶺
大
營
烏
魯
等
村

房
身
咀
子
至
葉
赫
站

線

房

身

咀

子

雙
　
楡
　
村

七
.
六

一
四
.
四

房
身
村

那
里
哄
至
二
家
樓
線

新
昌
村
那
里
哄

至
吉
川
村
二
家

樓
附
近

一
一
.
五

一
四
.
四

新
昌
村
吉
川
村

郜
家
店
至
金
寨
溝
線

山
台
村
郜
家
店

成
平
村
金
寨
溝

一
一
.
五

二
〇
.
四

山
台
銅
台
成
平
等
村

郜
家
店
至
大
長
背
線

山
台
村
郜
家
店

銅
台
村
大
長
背

一
一
.
五

一
四
.
四

山
台
村
銅
台
村

西
張
家
莊
子
至
陳
家

堡
線

雙
城
村
西
張
家

莊
子

錮
台
村
陳
家
堡

子
出
縣

一
一
.
五

二
二
.
五

雙
城
村
銅
台
村

磨
盤
山
至
吳
家
堡
線

公
合
村
磨
盤
山

凉
泉
村
吳
家
堡

子

一
一
.
五

一
七
.
二

公
合
幽
雅
凉
泉
等
村

三
棵
樹
至
東
大
溝
線

和
隆
村
三
棵
樹

樺
樹
村
東
大
溝

出
縣

一
一
.
五

二
四
.
一

和
隆
村
樺
樹
村

馬
圈
子
至
木
先
頭
子

溝
線

實
妙
村
馬
圈
子

實
妙
村
木
先
頭

子
溝

一
一
.
五

一
〇
.
三

實
妙
村

實
妙
子
至
迎
壁
牆
子

線

實
　
妙
　
子

實
妙
村
迎
壁
牆

子

一
一
.
五

二
.
九

實
妙
村

半
拉
川
至
馬
路
溝
線

實
妙
村
半
拉
川

實
妙
村
馬
路
溝

一
一
.
五

六
三

實
妙
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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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雙
廟
村
至
金
山
屯
線

雙
廟
村
公
所

平
崗
村
金
山
屯

七
.
六

一
.
二

雙
廟
村
平
崗
村

福
善
屯
至
寳
來
屯
線

雙
廟
村
福
善
屯

平
崗
村
寳
來
屯

七
.
六

一
.
五

雙
廟
村
平
崗
村

豐
　
　
東
　
　
線

縣
　
　
　
　
城

至
振
興
村
出
縣

境
入
東
豐

一
一
.
五

四
〇
.
〇

更
刻
大
營
白
石
振
興
等

村

豐
　
　
淸
　
　
線

縣
　
　
　
　
城

至
樺
樹
村
出
縣

境
入
淸
原

一
一
.
五

六
九
.
〇

更
刻
聯
合
林
城
和
隆
樺

樹
等
村

老
營
廠
至
四
平
街
線

老
　
營
　
厰

至
實
妙
村
入
東

豐
界

一
一
.
五

一
四
.
四

樺
樹
村
實
妙
村

樺
皮
溝
至
小
分
水
嶺

線

樺
　
皮
　
溝

至
小
分
水
嶺
出

縣
境

七
.
六

三
三
.
四

樺
樹
村

凉
水
泉
至
野
雞
背
線

凉
　
泉
　
鎭

野
　
雞
　
背

一
一
.
五

二
〇
.
一

凉
泉
村
和
隆
村

豐
　
　
開
　
　
線

縣
　
　
　
　
城

至
德
賢
村
出
縣

境
至
新
邊

七
.
六

四
三
.
四

更
刻
林
城
德
賢
凉
泉
等

村

豐
　
　
開
　
　
線

縣
　
　
　
　
城

至
普
安
村
出
縣

至
貂
皮
屯

一
一
.
五

三
〇
.
〇

更
刻
公
合
幽
雅
德
賢
普

安
等
村

雙
城
村
至
凉
泉
鎭
線

雙
　
城
　
村

凉
　
泉
　
鎭

一
一
.
五

一
一
.
五

雙
城
德
賢
凉
泉
等
村

雙
城
村
至
八
棵
樹
線

雙
　
城
　
村

由
德
賢
村
入
開

原
八
棵
樹

七
.
六

三
一
.
一

雙
城
村
德
賢
村

雙
河
鎭
至
烏
魯
村
線

雙
　
河
　
鎭

烏
　
魯
　
村

一
一
.
五

一
.
六
一

振
興
白
石
泉
河
烏
魯
等

村

平
崗
至
四
西
路
平
崗

站
線

平
　
崗
　
鎭

縣
境
遼
河
沿

一
一
.
五

一
.
四

平
崗
村

平
崗
村
至
火
石
嶺
子

線

平
　
崗
　
村

由
天
來
村
出
縣

境

一
一
.
五

二
〇
.
四

平
崗
吉
祥
天
來
等
村

此
道
爲
國
道

房
身
屯
至
興
隆
店
線

房
身
村
房
身
屯

由
吉
川
村
出
縣

境
至
興
隆
店

七
.
六

二
.
六

房
身
村
吉
川
村

縣
城
至
柏
楡
村
線

縣
　
　
　
　
城

柏
　
楡
　
村

七
.
六

三
六
.
〇

公
合
雙
廟
柏
楡
等
村

和
厚
屯
至
靜
明
屯
線

新
昌
村
和
厚
屯

祿
房
村
靜
明
屯

七
.
六

四
〇
.
〇

新
昌
房
身
雙
廟
祿
房
等

村

甕
山
屯
至
門
戶
屯
線

吉
川
村
甕
山
屯

玉
書
村
門
戶
屯

七
.
六

七
.
五

吉
川
村
玉
書
村

郜
家
店
至
耿
莊
子
線

山
台
村
郜
家
店

由
普
安
村
出
縣

境
至
耿
莊
子

一
一
.
五

二
二
.
五

山
台
銅
台
普
安
等
村

銅
台
村
至
威
遠
堡
線

銅
　
台
　
村

成
平
村
威
遠
堡

門

一
一
.
五

二
〇
.
〇

銅
台
村
成
平
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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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
樹
村
至
成
平
村
線

松
　
樹
　
村

成
　
平
　
村

七
.
六

七
.
五

松
樹
村
成
平
村

中
陽
村
至
幽
雅
村
線

中
　
陽
　
村

幽
　
雅
　
村

一
一
.
五

一
〇
.
〇

中
陽
村
幽
雅
村

郜
家
店
至
雙
城
村
線

山
台
村
郜
家
店

雙
　
城
　
村

七
.
六

一
七
.
五

山
台
平
原
銅
台
雙
城
等

村

雙
河
鎭
至
聯
合
村
線

振
興
村
雙
河
鎭

聯
　
合
　
村

七
.
六

九
.
〇

振
興
村
聯
合
村

計

八
八
一
.
〇

一
街
路
與
郊
外
道
路
均
行
銜
接
頗
爲
便
利

二
本
縣
道
路
每
趁
農
閒
之
時
加
以
修
補
頗
爲
平
坦
堅
牢

三
本
縣
因
砂
石
充
足
所
有
道
路
均
用
砂
石
鋪
墊

要
塞

國
家
雖
吿
承
平
苻
萑
不
能
無
驚
地
面
縱
云
安
謐
小
醜
難
免
跳
梁
是

以
爲
政
保
民
不
能
一
日
疏
於
防
範
西
豐
山
嶺
重
疊
林
木
茂
密
在
在

皆
爲
藏
盜
之
所
况
要
隘
咽
喉
之
地
乎
多
方
防
禦
有
必
然
也
茲
將
境

內
險
要
之
有
關
於
軍
事
者
分
述
於
下

東

大

營
　
在
縣
城
東
二
里
處
查
闌
山
居
中
石
人
溝
西
山
居
北
更

刻
山
雄
峙
於
南
此
三
山
乃
縣
城
東
部
之
屛
障
三
山
之
中
分
二
要
道

一
通
西
安
及
伊
通
一
通
東
豐
及
海
龍
各
縣
東
邊
發
生
匪
警
時
在
此

三
山
聯
絡
設
防
互
相
策
應
城
內
即
可
高
枕
無
憂
民
國
十
一
十
三
兩

年
股
匪
仁
義
軍
率
衆
千
餘
來
攻
兩
次
其
時
城
內
只
有
鄕
團
四
五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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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而
匪
卒
未
得
逞
蓋
藉
重
於
地
利
者
良
非
淺
鮮
也

縣
城
後
山
　
縣
城
依
山
面
水
最
爲
險
要
而
後
山
稍
陡
攀
援
難
登
乃

城
北
面
之
一
大
屛
障
日
俄
戰
時
俄
人
防
守
曾
在
此
山
掘
有
塹
壕
今

其
遺
跡
尙
存
本
縣
以
預
防
匪
患
曾
將
舊
壕
復
行
深
掘
並
於
要
處
築

砲
台
數
座
設
有
電
話
由
商
會
派
兵
看
守
民
國
十
三
年
春
股
匪
仁
義

軍
由
葉
赫
站
率
衆
千
餘
來
攻
其
時
警
甲
盡
數
調
防
平
崗
等
處
城
內

只
有
鄕
團
五
百
餘
人
警
察
五
十
多
名
縣
長
同
地
方
士
紳
親
登
此
山

督
飭
防
守
相
持
一
日
夜
匪
卒
引
去

郞

頭

山
　
在
城
東
三
十
五
里
處
是
山
居
中
雄
峙
南
北
各
有
高
峯

三
山
之
中
成
爲
兩
孔
道
其
形
勢
畧
同
東
大
營
後
山
之
險
要
歷
次
防

匪
必
設
重
兵
於
此

蒙
古
伙
郞
　
在
縣
城
西
北
五
十
里
乃
本
邑
重
要
門
戶
民
國
五
年
開

原
站
之
宗
社
黨
直
撲
西
豐
欲
爲
一
根
據
地
黨
匪
四
五
百
人
攜
有
大

砲
機
關
槍
等
警
長
王
俊
田
與
郜
家
店
區
官
辛
靑
山
率
警
甲
二
百
多

人
禦
之
相
持
一
日
終
至
引
去

房
身
咀
子
　
在
城
西
北
五
十
五
里
高
峰
雄
峙
爲
本
邑
與
葉
赫
站
通

行
之
要
道
民
國
十
三
年
匪
欲
攻
城
知
東
北
一
帶
設
有
重
防
遂
繞
至

此
處
然
終
以
防
備
周
至
未
得
進
展
故
歷
來
設
防
必
注
意
於
此

邊
境
入
西
豐
者
不
經
此
門
絕
不
得
入
凡
有
警
時
必
預
設
防
兵
於
此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　
二
　
　
山
　
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八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實
有
一
夫
當
關
萬
夫
莫
禦
之
勢

交
通

交
通
有
海
陸
之
別
縣
境
距
海
岸
甚
遠
所
有
交
通
惟
陸
路
而
已
甚
重

要
者
曰
郵
曰
電
曰
鐵
道
曰
旱
道
西
豐
開
闢
較
各
縣
爲
最
晩
然
所
有

交
通
無
不
備
具
建
築
之
完
善
且
有
超
過
他
縣
者
蓋
因
地
方
之
富
庶

使
然
亦
執
政
者
慘
淡
經
營
有
以
致
之
也
茲
將
各
項
分
述
於
下

郵
　
政
　
縣
城
於
前
淸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設
立
郵
政
初
於
城
內
設
三

等
郵
局
後
改
爲
二
等
近
年
以
來
全
境
各
鎭
及
各
區
村
一
律
添
設
郵

寄
代
辦
所
傳
達
信
件
甚
爲
便
利
茲
將
各
處
地
址
列
表
於
下

地
　
　
名
　
距
城
里
數
　
收
件
種
類
　
巡
郵
日
期

對
面
街
　
三
十
五
里
　
平
　
　
　
　
信
　
逐
　
　
日

雙
河
鎭
　
五

十

里
　
掛
號
匯
兌
包
裹
　
逐
　
　
日

白
石
村
　
三

十

里
　
平
　
　
　
　
信
　
逐
　
　
日

興
隆
鎭
　
七

十

里
　
掛
號
匯
兌
包
裹
　
三
　
　
日

老
營
廠
　
一

百

里
　
平
　
　
　
　
信
　
七
　
　
日

凉
泉
鎭
　
四
十
五
里
　
平
　
　
　
　
信
　
三
　
　
日

房
木
鎭
　
四
十
五
里
　
平
　
　
　
　
信
　
二
　
　
日

二
道
岡
　
六

十

里
　
平
　
　
　
　
信
　
三
　
　
日

郜
家
店
　
五

十

里
　
掛
號
匯
兌
包
裹
　
逐
　
　
日

神
　
樹
　
六

十

里
　
平
　
　
　
　
信
　
逐
　
　
日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　
二
　
　
山
　
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九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大

慶

陽
　
二
十
五
里
　
平
　
　
　
　
信
　
逐
　
　
日

松

樹

咀
　
七

十

里
　
平
　
　
　
　
信
　
逐
　
　
日

艾

辛

溝
　
二
十
五
里
　
平
　
　
　
　
信
　
七
　
　
日

平

崗

鎭
　
五

十

里
　
掛
號
匯
兌
包
裹
　
逐
　
　
日

天

德

泉
　
九

十

里
　
平
　
　
　
　
信
　
五
　
　
日

電
　
　
報
　
本
縣
於
民
國
初
年
始
設
電
報
局
初
時
借
用
地
方
電
話

綫
桿
至
民
國
十
三
年
該
局
兼
設
孫
東
長
途
電
話
始
分
立
綫
桿
由
孫

家
台
至
東
邊
各
縣
皆
能
通
電
收
費
明
碼
平
電
每
字
現
洋
六
分
譯
電

費
每
字
五
厘
外
附
賑
捐
費
一
成
急
電
及
出
省
者
均
加
倍
送
電
每
封

取
資
二
角
此
建
國
以
前
之
規
定
今
雖
少
有
變
通
但
𦦙
國
一
致
進
行

其
詳
細
盡
人
皆
知
無
庸
詳
載

電
　
　
話
　
縣
城
除
電
報
局
兼
設
長
途
電
話
外
復
由
地
方
設
立
電

話
局
管
理
縣
城
各
機
關
各
商
號
及
各
區
通
話
事
宜
該
局
於
民
國
五

年
經
唐
知
事
呈
准
由
全
縣
地
畝
籌
款
計
每
畝
收
欵
一
分
共
得
一
萬

七
千
餘
元
派
警
務
局
長
王
俊
田
創
辦
然
僅
市
面
通
話
及
與
開
原
聯

絡
長
途
而
已
至
境
內
各
區
村
尙
未
徧
設
也
後
經
曲
允
中
陳
淵
屈
克

伸
等
任
局
長
後
遂
極
力
擴
充
於
平
崗
雙
河
凉
泉
郜
家
店
各
鎭
設
立

分
局
凡
警
甲
駐
所
區
長
公
所
外
鎭
商
號
均
有
話
匣
於
交
通
防
務
均

甚
便
利
此
外
如
西
安
東
豐
伊
通
梨
樹
山
城
鎭
海
龍
淸
源
瀋
陽
鐵
嶺

昌
圖
長
春
各
縣
及
孫
家
台
皆
可
聯
絡
通
話
迨
民
國
十
八
年
馮
縣
長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　
二
　
　
山
　
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復
招
集
地
方
士
紳
各
村
村
長
開
會
議
決
仍
由
地
畝
籌
款
將
全
境
九

區
各
村
之
村
會
所
與
其
他
各
辦
公
機
關
一
律
添
設
皆
更
換
德
國
西

門
子
新
式
話
機
話
匣
又
於
老
營
廠
大
慶
陽
房
木
鎭
東
大
溝
四
處
添

立
分
局
現
共
分
局
八
處
興
隆
鎭
代
辦
所
一
處
全
境
大
小
村
落
一
律

通
話
於
辦
理
行
政
防
務
及
淸
鄕
緝
匪
並
民
間
私
事
商
號
交
易
均
較

前
靈
活
便
利
地
方
政
務
之
進
行
發
展
於
全
省
各
縣
中
洵
首
屈
一
指

故
自
事
變
以
後
皆
受
兵
匪
之
禍
獨
西
豐
得
享
安
全
非
馮
公
一
人
之

賜
哉
及
康
德
四
年
將
城
內
各
商
號
及
長
途
電
話
賣
與
電
電
會
社
所

留
者
惟
各
區
村
各
會
所
及
警
備
電
話
歸
縣
署
管
理
機
關
亦
設
於
縣

署
內
局
長
名
目
現
已
取
消

鐵
　
　
路
　
自
民
國
初
年
有
城
內
商
人
王
德
厚
者
以
西
豐
爲
產
糧

要
區
且
扼
東
邊
各
縣
咽
喉
非
建
鐵
路
不
足
以
開
發
盡
致
於
是
聯
合

多
人
發
起
築
路
然
呈
請
交
通
部
及
省
政
府
三
四
次
初
以
國
家
出
資

繼
以
外
交
關
係
均
未
得
准
行
迨
民
國
十
三
年
間
本
縣
籍
省
議
員
楊

華
山
與
開
原
省
議
員
康
季
封
復
聯
絡
發
起
以
長
途
鐵
軌
汽
車
爲
名

呈
請
立
案
遂
於
民
國
十
四
年
春
季
開
工
修
築
至
冬
十
月
土
道
吿
竣

而
橋
梁
大
半
未
成
鐵
軌
亦
未
鋪
竣
是
冬
僅
由
開
原
至
本
縣
西
境
之

神
樹
十
五
年
春
始
通
至
西
豐
城
外
該
路
完
全
由
滿
洲
人
招
股
商
辦

中
互
選
主
任
董
事
一
人
總
經
理
全
線
事
務
其
權
限
類
似
國
有
鐵
路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　
二
　
　
山
　
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一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之
督
辦
又
副
主
任
董
事
二
人
協
助
主
任
董
事
處
理
路
務
類
似
他
路

之
會
辦
帮
辦
此
下
設
正
經
理
一
人
副
經
理
二
人
管
理
轉
運
營
業
各

種
事
務
其
權
限
等
於
國
路
之
局
長
又
置
常
務
董
事
四
人
駐
公
司
內

代
表
全
體
董
事
執
行
職
務
監
查
員
四
人
考
核
全
路
狀
况
及
職
員
服

務
情
形
至
公
司
之
內
計
分
車
務
營
業
會
計
總
務
工
程
警
務
各
課
每

課
置
課
長
一
人
一
課
又
分
若
干
股
每
股
置
股
員
一
人
分
掌
職
務
此

外
由
開
原
石
家
台
至
西
豐
城
外
共
設
車
站
九
處
分
爲
四
等
一
二
等

站
設
站
長
及
副
站
長
各
一
人
三
四
等
站
設
站
長
一
人
課
股
站
三
種

職
員
不
限
於
本
路
股
東
全
由
主
任
董
事
酌
量
聘
用
總
公
司
設
在
開

原
石
家
台
西
豐
分
設
辦
公
處
全
線
計
長
一
百
三
十
餘
華
里
約
六
十

三
公
里
有
奇
此
設
備
之
大
槪
也
今
滿
洲
建
國
政
治
刷
新
所
有
機
關

無
論
公
私
皆
加
𢿋
理
故
於
大
同
年
間
添
設
日
系
常
務
董
事
並
經
理

一
人
內
政
外
政
無
不
竭
力
盡
心
積
極
𢿋
頓
營
業
發
達
必
異
於
從
前

矣
站
　
名
　
距
離

以
公
里

計
　
算

　
　
　
等
　
級

石
家
台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開
　
原
　
　
六
.
九
一
　
　
三

趙
家
台
　
　
　

　
八
.
二
一

一
五
.
一
二

　
　
四

威
遠
堡
　
　
　

　
九
.
六
九

二
四
.
八
一

　
　
四

松
樹
村
　
　
　

　
九
.
二
〇

三
四
.
〇
一

　
　
三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　
二
　
　
山
　
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二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神
　
樹
　
　
　

　
四
.
五
九

三
八
.
六
〇

　
　
四

郜
家
店
　
　
　

　
四
.
二
〇

四
二
.
八
〇

　
　
二

大
慶
陽
　
　
　

一
一
.
六
九

五
四
.
四
九

　
　
三

西
　
豐
　
　
　

　
九
.
二
一

六
二
.
七
〇

　
　
一

長
途
自
動
汽
車

一
、
開
原
長
途
汽
車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設
在
城
內
大
通
街
路
東
往
來

載
客
直
達
開
原

一
、
開
豐
路
附
設
自
動
汽
車
公
司
設
在
開
豐
車
站
往
來
載
客
直
達

西
安
東
豐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