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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建
置

姬
公
擅
制
作
之
才
而
官
禮
早
亡
於
前
代
祖
龍
持
平
夷
之
力
而
郡
縣

猶
炳
於
今
茲
豈
以
規
模
之
久
暫
無
闗
締
造
之
精
粗
以
故
鐘
吕
長

沈
而
觴
竽
猶
濫
乎
曰
非
也
蓋
為
政
之
道
積
久
弊
生
勢
不
能
不

變
變
則
通
通
則
可
久
惟
其
久
也
而
變
又
乘
之
是
其
中
之
因
革

損
益
亦
有
廹
於
萬
不
得
已
者
新
民
自
巨
流
河
廵
檢
移
來
為
設

治
之
始
繼
而
添
㕔
旋
又
改
府
今
則
以
府
改
縣
矣
厯
時
不
過
百
有

餘
年
若
詳
審
夫
創
建
之
完
缺
與
更
張
之
良
窳
文
獻
當
有
足
徵

惜
夫
民
國
四
年
波
臣
肆
虐
縣
署
為
墟
而
多
年
案
牘
全
付
汪
洋

數
典
者
載
筆
雖
殷
而
從
詳
無
據
斯
可
慨
矣
茲
僅
就
採
訪
所
知

分
縷
述
之
以
備
参
攷

公
署
衙
門

縣
公
署
　
縣
無
城
郭
僅
查
自
乾
隆
六
十
年
經
分
廵
司
管
景
牧
創

設
柵
欄
於
南
北
街
大
小
胡
同
置
更
房
於
東
西
街
首
當
時
已
稱

商
賈
輻
輳
人
烟
稠
密
置
柵
欄
設
更
房
所
以
防
姦
宄
杜
覬
覦
也

有

柵

欄

碑

見

古

蹟

志

至
嘉
慶
十
三
年
分
劃
承
德
廣
甯
轄
地
為
新
民

㕔
設
撫
民
同
知
同
治
元
年
因
馬
賊
猖
獗
復
修
東
西
門
在
大

街
東
西
街
首
至
光
緒
十
年
西
門
被
栁
水
冲
毁
東
門
亦
以
年



 

新
民
縣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三

久
廢
壞
舊
基
無
存
同
知
衙
門
即
今
縣
公
署
地
址
在
縣
治
後

街
中
心
原
有
房
間
若
干
幾
經
修
葺
失
攷
旋
於
民
國
四
年
被

水
冲
毁
全
署
為
墟
民
國
五
年
知
事
廖
彭
請
准
由
省
庫
支
修

仍
按
先
前
兩
院
舊
基
公
署
在
西
院
一
進
為
洋
式
門
房
七
間

為
查
放
印
花
登
記
税
契
並
差
遣
等
室
二
進
為
公
堂
三
間
東

西
耳
各
二
間
為
收
發
書
記
等
室
三
進
大
廳
五
間
東
二
間
為

縣
長
辦
公
室
西
三
間
為
客
廳
東
耳
兩
間
為
辦
公
處
東
西
廂

各
四
間
為
科
長
科
員
交
涉
員
等
住
室
四
進
為
内
宅
五
間
東

西
廂
各
三
間
西
北
角
建
兩
層
樓
一
座
下
有
五
六
弓
地
之
假
山

高
丈
餘
蓋
為
預
防
水
險
也
其
東
院
一
進
為
洋
式
門
房
七
間

額
曰
田
賦
徵
收
所
二
進
五
間
為
清
賦
所
三
進
七
間
為
地
方

公
款
處
四
進
三
間
為
電
話
局
盡
東
北
有
東
廂
四
間
為
警
察

第
二
分
所
一
切
建
築
雖
費
款
不
資
頗
稱
完
好
地
方
賴
之
此
為

今
公
署
之
概
况
也
初
設
廳
時
置
吏
户
禮
兵
刑
工
六
房
房
有

經
承
以
事
之
繁
簡
各
置
一
二
三
名
不
等
經
承
以
下
貼
書
各

房
或
一
二
百
人
不
等
惟
實
地
繕
寫
者
房
各
十
餘
人
餘
皆
挂

名
充
差
耳
又
置
快
壯
捕
三
班
承
籖
票
拘
傳
等
事
快
壯
班
各

數
十
人
捕
班
數
百
人
班
各
有
總
役
或
一
二
人
不
等
房
班
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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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係
輪
班
膺
差
無
薪
餉
飲
食
服
用
聽
其
自
謀
迨
光
緒
二
十
八

年
改
㕔
為
府
一
如
㕔
制
至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知
府
沈
金
鑑
裁

房
廢
班
凡
一
切
案
牘
皆
親
操
之
設
辦
公
處
置
書
記
備
繕
寫

而
已
當
時
省
有
通
飭
各
署
准
用
承
審
以
襄
辦
訟
事
本
署
用

承
審
二
人
拘
傳
等
事
則
屬
之
新
編
之
廵
警
又
請
由
省
委
交

涉
委
員
一
員
專
辦
外
人
交
涉
彼
時
文
治
一
新
紳
民
額
慶
至
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知
府
管
鳳
龢
於
辦
公
處
中
設
統
計
課
統
計

長
由
知
府
兼
餘
仍
蕭
規
曹
隨
至
宣
統
元
年
司
法
獨
立
府
城

設
初
級
地
方
審
檢
四
㕔
詞
訟
案
悉
歸
法
㕔
府
僅
辦
理
地
方

行
政
迨
民
國
三
年
教
令
府
㕔
州
一
律
改
縣
八
月
縣
城
四
㕔

又
同
時
被
裁
詞
訟
案
依
舊
歸
縣
辦
理
本
縣
規
列
二
等
由
是

佐
治
分
科
專
責
有
處
而
縣
署
規
模
略
定
旋
至
民
國
十
二
年

冬
司
法
公
署
成
立
除
將
詞
訟
事
件
撥
歸
法
署
專
辦
外
迄
今

一
切
規
劃
悉
仍
改
縣
時
原
制
茲
將
附
設
各
科
處
所
列
後

一
交
涉
委
員
陶
元
甄
字
鎔
蒼
浙
江
紹
興
人
民
國
九
年
奉
外
交
部

奉
天
交
涉
署
派
委
辦
理
新
民
黑
山
彰
武
三
縣
交
涉
事
宜
常
駐

新
民
附
於
縣
署
辦
公
不
設
專
科

一
總
務
科
設
科
長
科
員
各
一
承
縣
長
指
揮
職
管
警
察
保
甲
教
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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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農
商
一
切
行
政
事
宜
暨
呈
行
案
件

一
會
計
科
設
科
長
科
員
各
一
承
縣
長
指
揮
職
管
年
月
預
算
决

算
暨
國
税
徵
收
並
呈
行
案
件

一
田
賦
徵
收
所
由
縣
長
派
書
記
一
人
監
徵
直
接
承
第
二
科
指
揮

按
年
於
十
月
開
徵
五
月
截
止
開
徵
臨
時
須
添
用
書
記
多
名
分

任
其
事

年

徵

概

數

見

財

賦

志

一
清
賦
所
由
縣
長
派
主
任
一
人
直
接
承
第
二
科
指
揮
專
管
熟
地

升
科
分
則
納
費
等
事

年

收

概

數

見

財

賦

志

一
税
契
處
由
縣
派
書
記
一
人
主
管
之
直
接
承
第
二
科
指
揮
凡
一

切
田
房
買
賣
契
約
税
費
皆
屬
之
年
收
税
費
概
數
見
財
賦
志

一
印
花
處
由
縣
長
派
書
記
一
人
主
管
之
直
接
承
第
二
科
指
揮
有

抽
查
漏
貼
分
售
之
責

年

收

概

數

見

財

賦

志

一
辦
公
處
設
書
記
長
一
人
經
管
卷
宗
其
各
科
處
所
應
繕
呈
行

之
件
交
由
該
書
記
長
分
派
辦
公
處
書
記
繕
寫
兼
司
核
兑

一
收
發
處
設
收
發
一
人
專
司
收
發
上
呈
下
行
一
切
文
件

厯
任
官

自
光
緒
年
以
上

卷
牘
無
存
不
能
記
憶
姑
從
闕
如

談
廣
慶

字

雲

浦

廣
東
旗
人
光
緒
初
年
同
知
任

福
　
培

字

樹

滋

京
旗
人
光
緒
初
年
同
知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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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馬
宗
武

字

渭

濱

光
緒
十
九
年
同
知
任

馬
俊
顯

字

績

𡖖

光
緒
二
十
四
年
同
知
任

祥
　
瑞

字

獻

廷

光
緒
二
十
六
年
同
知
任

廖
　
彭

字

籛

如

黔
省
人
光
緒
二
十
七
年
同
知
民
國
元
年
知
府

民
國
三
年
縣
知
事
三
蒞
新
民
後
不
複
錄

增
　
韞

字

子

固

京
旗
人
光
緒
二
十
八
年
知
府
任

陳
衍
庶

字

春

凡

光
緒
二
十
九
年
知
府
任

沈
金
鑑

字

叔

瞻

浙
江
人
光
緒
三
十
年
知
府
任

鄭
葆
琛
　
　
　
天
津
人
光
緒
三
十
三
年
知
府
任

管
鳳
龢

字

洛

笙

江
蘇
人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知
府
任

張
翼
廷

字

翊

宸

𤍠
河
人
宣
統
元
年
知
府
於
宣
統
三
年
復
任
知

府
兩
蒞
新
民
後
不
複
錄

金
　
梁

字

錫

侯

駐
防
浙
江
旗
人
宣
統
三
年
知
府
任

金
衍
海
　
　
　
宣
統
三
年
知
府
任

廷
　
瑞

字

輯

𡖖

京
旗
人
民
國
二
年
知
府
任

左
　
坊

字

子

久

京
兆
人
民
國
二
年
知
府
任

周
啟
英

字

樂

三

瀋
陽
人
民
國
六
年
縣
知
事
任

倪
　
泰

字

清

和

安
徽
人
民
國
七
年
縣
知
事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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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李
仙
根
字
廉
白
直
隸
人
民
國
八
年
縣
知
事
任

魏
國
珽
字
瑞
𡖖
京
兆
人
民
國
十
一
年
縣
知
事
任

劉
芳
彬
字
體
蘭
安
徽
人
民
國
十
一
年
縣
知
事
任

王
寶
善
字
煥
然
錦
西
人
民
國
十
三
年
縣
知
事
任

司
法
公
署
　
中
國
至
前
清
末
葉
而
三
權
並
立
之
説
已
昌
新
民
於

宣
統
元
年
蒙
奉
天
提
法
使
吳
派
高
等
審
判
㕔
推
事
陶
祖
堯

署
高
等
檢
察
官
趙
毓
衡
來
新
籌
設
初
級
地
方
審
檢
㕔
其
初

級
審
檢
㕔
設
於
已
裁
之
府
經
故
㕔
原
有
房
三
十
一
間
即
今

教
養
局
佔
居
處
也
地
方
審
檢
㕔
租
賃
初
級
㕔
之
西
隣
同
源

商
號
之
間
房
四
十
間
是
年
三
月
二
十
日
同
時
開
辦
初
級
審
判

𠫊
設
推
事
一
員
初
級
檢
察
𠫊
設
檢
察
官
一
員
以
下
兩
𠫊
合

用
書
記
六
人
承
發
吏
六
人
庭
丁
二
人
看
守
所
書
記
一
人
地
方

審
判
𠫊
設
推
事
長
兼
刑
庭
庭
長
一
員
又
民
庭
庭
長
一
員
民

庭
委
員
二
人
錄
事
二
人
書
記
六
人
承
發
吏
四
人
看
守
所
官
一

人
男
所
丁
五
人
女
所
丁
一
人
號
房
一
人
地
方
檢
察
𠫊
設
檢
察

長
兼
檢
察
官
一
員
檢
察
委
員
二
人
錄
事
一
人
書
記
四
人
男
女

檢
驗
吏
各
一
人
四
𠫊
每
月
額
支
銀
一
千
七
百
四
十
八
兩
年
計

二
萬
零
九
百
七
十
六
兩
惟
制
闗
初
創
籌
款
維
艱
署
缺
各
員
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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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俸
及
公
費
皆
按
六
成
發
給
宣
統
二
年
初
級
地
方
四
𠫊
同
罹

水
患
改
遷
縣
治
中
街
已
閉
之
德
成
店
院
内
仍
按
四
𠫊
規
則

草
草
布
置
履
行
職
務
無
間
民
國
三
年
又
被
水
四
𠫊
同
時
被

裁
由
是
民
刑
訴
訟
移
歸
縣
署
仍
由
奉
天
髙
等
審
檢
𠫊
委
派

承
審
員
書
分
權
治
理
蓋
此
時
縣
長
常
執
檢
察
之
權
而
判
斷

案
件
則
責
在
承
審
矣
嗣
後
直
至
民
國
十
二
年
高
等
𠫊
令
設

司
法
公
署
遂
由
縣
公
署
西
偏
劃
為
一
院
即
前
清
封
獄
故
址

由
縣
署
撥
給
舊
有
房
六
間
不
足
應
用
又
募
𣢾
添
蓋
三
間
規

模
草
創
於
是
年
九
月
一
日
開
辦
是
為
司
法
公
署
之
原
始
内

設
檢
察
官
一
員
由
縣
知
事
兼
檢
察
員
一
員
遇
事
聼
縣
知
事

指
揮
監
督
審
判
官
一
員
審
判
官
一
員
書
記
官
二
僱
員
六
承

發
吏
三
檢
驗
吏
一
庭
丁
二
司
法
長
警
十
六
名
由
是
民
刑
案

件
悉
歸
法
署
常
年
進
𣢾
以
罰
款
為
大
宗
約
計
收
入
一
萬
元

左
右
常
年
經
費
預
算
支
洋
六
千
三
百
六
十
餘
元

巡
檢
衙
門
　
康
熙
二
十
一
年
設
巡
檢
於
巨
流
河
乾
隆
初
年
移
駐
新

民
屯
衙
門
舊
址
初
在
縣
街
方
家
胡
同
即
今
市
立
第
一
小
學
校

處
後
遷
至
縣
後
街
西
偏
路
北
年
月
失
攷
為
今
教
飬
局
佔
居
處
廵

檢
職
兼
司
獄
設
承
發
提
牢
二
房
略
具
行
政
司
法
芻
基
故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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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承
發
提
牢
為
名
房
有
經
承
各
一
書
差
各
三
差
役
幾
班
年
逺

未
詳
班
有
總
役
一
人
僅
供
拘
傳
差
遣
暨
看
守
牢
獄
等
差
迨

嘉
慶
十
三
年
新
民
設
𠫊
民
刑
等
事
悉
屬
𠫊
權
由
此
一
變
而

為
冷
署
閒
曹
備
位
而
已
但
監
獄
一
部
仍
負
職
責
以
故
房
班

雖
在
而
供
役
人
稀
至
光
緒
二
十
八
年
𠫊
升
為
府
巡
檢
衙
門

依
例
升
為
府
經
𠫊
至
宣
統
元
年
司
法
獨
立
經
𠫊
遵
制
裁
撤

即
以
該
𠫊
建
設
初
級
審
檢
廳
迨
宣
統
二
年
初
級
𠫊
因
水
患

他
移
次
年
教
養
局
奉
飭
移
入
嗣
後
該
局
迭
遭
水
患
房
舍
更

新
𤨔
顧
階
除
逈
非
舊
貫
但
故
址
依
然
尚
堪
追
溯
耳

厯
任
官

年

月

籍

貫

失

攷

賀
樹
德
　
　
　
　
巡
檢
兼
司
獄
任

王
樹
勛

字

幼

園

　
同
上

應
　
檀

字

雲

台

　
同
上

俞
　
鼎
　
　
　
　
同
上

鄂
　
麟
　
　
　
　
同
上

文
　
俊

字

秀

峯

　
同
上

陳
夀
圖

字

芙

塘

　
經
𠫊
任

孫
志
忠
　
　
　
　
同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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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黄
祖
安

字

瑶

孫

　
　
　
同
　
上

儒
學
衙
門
　
清
光
緒
十
三
年
與
孔
廟
文
昌
閣
同
時
建
起
地
居

孔
廟
西
隣
先
起
明
倫
堂
三
間
堂
後
内
宅
三
間
堂
前
東
西
齋

房
各
三
間
二
門
一
道
再
前
即
大
門
樓
一
間
明
倫
堂
内
東
間

有
發
起
建
築
之
邑
紳
李
如
柏
㳟
錄
清
順
治
九
年
欽
頒
曉
示

生
員
卧
碑
謹
飭
士
行
言
言
慨
切
初
任
教
諭
為
承
德
縣
優
貢

生
小
教
習
韓
照
庚
創
建
伊
始
與
有
力
焉
同
時
復
於
文
昌
閣

之
東
隣
建
起
𨖚
西
書
院
房
舍
略
備
擬
𦖳
山
長
講
經
授
課
又

擬
於
書
院
之
南
髙
起
奎
星
樓
木
石
甫
聚
深
惜
𣢾
絀
難
籌
於

是
年
冬
竟
告
結
束
書
院
旋
改
為
義
塾
不
數
年
亦
廢
視
此
經

營
工
虧
一
簣
方
期
繼
起
有
人
卒
成
壯
舉
詎
意
庚
子
一
變
俄

人
塞
滿
學
宫
所
有
孔
廟
内
之
廡
序
文
昌
閣
前
之
儀
門
節
孝

兩
祠
儒
學
義
學
兩
院
之
舍
宇
拆
損
毁
廢
不
堪
寓
目
迨
光
緒

三
十
一
年
知
府
沈
金
鑑
倡
辦
新
學
文
昌
閣
前
改
建
教
育
公

所
義
學
儒
學
兩
院
暨
崇
聖
祠
陸
續
為
高
初
兩
等
小
學
校
佔

居
囘
想
舊
觀
今
只
殿
閣
巍
然
東
西
對
峙
而
已
旋
至
民
國
元

年
國
體
變
更
教
官
裁
撤
春
秋
祀
饗
地
方
官
紳
仍
循
故
事
惟

一
展
轉
溯
洄
則
不
無
今
昔
之
感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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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
厯
任
教
官

韓
照
庚

字

夢

蓮

優
貢
小
教
習
承
德
縣
人

宗
孝
培
　
　
　
舉
人
直
隷
宣
化
府
人

田
濟
普

字

龍

閣

大
教
習
承
德
縣
人

史
從
周

字

郁

文

舉
人
直
隸
甯
河
縣
人

李
延
齡

字

夢

九

舉
人
直
隸
宛
平
縣
人

李
振
鐸
　
　
　
小
教
習
復
縣
人

陳
法
籙

字

竹

𡖖

舉
人
天
津
人

張
衡
山

字

堯

階

貢
生
海
城
縣
人

靳
寶
忠

字

心

一

舉
人
直
隸
香
河
縣
人

劉
夢
巖
　
　
　
小
教
習
鐵
嶺
縣
人

雙
　
琦

字

紹

韓

優
貢
直
隸
宛
平
縣
人

賈
曉
峯
　
　
　
優
貢
承
德
縣
人

韓
潮
海

字

恩

波

舉
人
直
隷
灤
縣
人

處
所

地
方
公
𣢾
處
　
在
縣
署
東
院
原
始
地
方
抽
收
警
餉
以
畝
捐
商

捐
為
大
宗
巡
警
初
設
城
鎮
鄉
各
有
收
捐
董
事
名
曰
局
董
各

局
董
皆
就
屬
地
巡
警
之
總
分
局
附
設
管
餉
處
經
收
餉
款
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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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
屆
月
終
仍
經
手
發
放
至
宣
統
元
年
管
守
鳳
龢
於
府
署
内
置

收
捐
處
設
收
捐
總
董
於
是
地
方
一
切
捐
款
悉
歸
審
核
迨
及

民
國
城
鎮
鄉
局
董
一
律
撤
裁
改
收
捐
處
為
自
治
收
捐
事
務

所
改
總
董
為
自
治
收
捐
委
員
實
行
集
權
主
意
所
有
城
鎮
鄉

應
納
捐
款
由
事
務
所
派
員
催
收
如
數
解
上
警
學
應
支
各
項

每
月
具
領
亦
由
事
務
所
開
支
至
民
國
三
年
改
為
縣
署
第
二

科
收
捐
處
民
國
五
年
又
改
為
地
方
收
捐
處
九
年
改
稱
捐
務

所
是
年
畝
捐
隨
粮
並
徵
各
農
户
均
來
所
繳
納
至
十
年
八
月

始
改
為
地
方
公
款
處
收
捐
委
員
改
為
地
方
公
款
主
任
迄
今

如
制
茲
計
辦
公
員
役
主
任
一
人
會
計
員
一
人
僱
員
十
人
臨

時
僱
員
四
人
夫
役
二
人

警
察
所
　
地
址
在
縣
城
八
寶
胡
同
北
截
路
東
前
清
光
緒
二
十

八
年
知
府
增
韞
於
府
城
内
設
巡
警
總
局
住
址
先
在
今
商
會

地
㸃
内
置
總
幫
辦
裁
判
提
調
總
巡
長
等
額
總
辦
由
知
府
兼

城
内
設
分
局
二
分
駐
東
西
街
首
專
任
城
廂
警
備
四
鄉
設
除

衛
詰
捕
宣
通
等
字
六
局
取
除
民
害
衛
民
生
詰
奸
宄
捕
逃
亡

宣
上
德
通
下
情
之
義
意
各
局
設
總
巡
長
一
仍
有
所
屬
之
分

局
各
四
五
處
或
五
六
處
不
等
分
局
各
設
馬
巡
長
二
馬
巡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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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
十
名
皆
就
本
管
局
重
要
之
村
鎮
居
住
藉
保
四
鄉
之
安
甯
餉

源
城
内
由
商
户
措
籌
四
鄉
由
田
畝
起
捐
此
為
新
民
設
警
之

始
迨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知
府
沈
金
鑑
蒞
新
見
警
察
雖
具
雛
形

仍
須
改
絃
合
拍
因
將
總
局
劃
分
為
二
一
為
城
廂
總
局
一
為

四
鄉
總
局
蓋
彼
時
住
址
仍
在
一
處
不
過
權
限
劃
分
耳
改
總

幫
辦
為
警
矜
總
監
由
知
府
兼
二
總
局
各
設
警
監
一
城
廂
設

四
分
局
各
置
巡
弁
一
四
鄉
裁
撤
除
衛
詰
捕
宣
通
六
局
並
各

分
局
改
設
十
分
局
嗣
以
姜
家
屯
劃
歸
鎮
安

即

黑

山

縣

冷
子
堡
滿

都
户
新
開
河
劃
歸
𨖚
中
沙
嶺
劃
歸
盤
山
乃
就
治
屬
繁
劇
村

鎮
立
五
分
局
每
局
分
設
一
二
區
或
二
三
區
不
等
區
下
有
所

五
分
局
計
轄
十
九
區
二
十
所
局
置
巡
官
區
置
巡
弁
所
置
巡

長
五
局
暨
所
屬
區
所
支
配
馬
步
長
警
夫
役
及
辦
公
人
等
計

七
百
餘
名
三
十
二
年
於
總
局
内
立
警
務
學
堂
一
處
新
民
警

政
於
此
時
稱
最
蓋
以
增
守
創
始
於
前
沈
府
整
𩒡
於
後
後
先

濟
美
夫
豈
偶
然
至
三
十
四
年
管
守
鳳
龢
仍
將
總
局
合
而
為

一
並
移
總
局
於
府
署
為
便
於
直
接
行
政
餘
無
重
大
變
更
是

年
警
務
學
堂
裁
撤
奉
天
民
政
司
頒
發
警
務
通
則
委
警
務
畢

業
姚
廷
獻
為
新
民
府
警
務
長
北
為
設
置
警
務
長
之
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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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
遵
照
通
則
總
局
改
為
警
務
局
移
住
府
署
之
東
院
内
設
總
務

行
政
司
法
衛
生
四
股
辦
公
又
府
城
四
鄉
概
皆
易
局
為
區
計

設
六
區
置
區
官
區
下
為
分
駐
所
置
巡
官
分
駐
所
下
為
派
出

所
置
巡
長
是
年
警
察
教
練
所
成
立
至
宣
統
二
年
警
務
長
侯

錫
麟
以
前
編
警
區
仍
未
順
序
遂
依
序
改
編
城
廂
為
中
路
第

一
區
平
安
堡
為
東
路
第
二
區
大
民
屯
為
南
路
第
三
區
白
旗

堡
為
西
路
第
四
區
王
三
户
屯
為
西
北
路
第
五
區
公
主
屯
為
北

路
第
六
區
警
區
部
位
由
此
大
定
當
時
分
駐
所
計
二
十
三
派
出

所
計
二
十
五
馬
步
長
警
夫
役
計
八
百
餘
名
宣
統
三
年
警
務
局

奉
令
改
為
警
務
長
公
所
是
年
水
灾
過
劇
教
練
所
停
辦
裁
減
警

額
變
巡
警
為
警
防
如
防
營
制
民
國
元
年
恢
復
原
狀
二
年
警

務
公
所
奉
令
改
為
警
察
事
務
所
四
年
水
灾
該
所
移
駐
八
寶

胡
同
又
明
令
減
政
五
年
將
城
鄉
警
士
一
律
改
編
馬
步
警
備
隊

馬
警
以
四
十
名
為
一
隊
步
警
以
八
十
名
為
一
隊
計
編
馬
警
五
隊

步
警
三
隊
仍
分
駐
要
隘
區
所
六
年
由
省
會
决
議
規
復
舊
制
第

以
警
額
迭
減
原
力
既
不
充
實
尚
何
精
神
之
克
固
是
年
九
月

二
區
興
隆
甸
車
站
因
請
自
籌
搶
彈
餉
款
添
警
設
官
立
分
駐

所
七
年
四
區
高
家
窩
棚
亦
請
另
籌
槍
彈
餉
款
設
分
駐
派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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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
各
所
俱
准
照
辦
此
為
警
歀
日
絀
演
成
民
立
警
所
之
特
㸃
八

年
省
令
警
察
分
為
行
政
緝
捕
兩
部
新
民
抽
編
緝
捕
警
察
隊
四

隊
分
駐
要
隘
餘
仍
担
任
行
政
是
年
十
一
月
部
令
警
察
事
務
所
改

為
警
察
所
十
二
月
教
練
所
恢
復
迄
今
如
制
附
表
於
左

新
民
縣
警
察
一
覽
表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調

查

機

　

　

　

闗

地
　
　
　
　
㸃

職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
馬
　
廵
步

廵

槍

械

數
子

彈

數

長

警

長

警

警

　

察

　

所

八

寶

胡

同

所
長
一
股
員
四
書

記
長
僱
員
六

二

七

　

二
五
八
.
八
三
六

第

　

一

　

區

附

警

察

所

區
官
一
　
廵
記
一

二

二
七

八

八

〇

〇

一

駐

所

公

發

胡

同

廵
　
官
　
一

三

二
三

一

　

七
一
.
二
九
三

二
　
駐
　
所
縣

署

後

院

廵
　
官
　
一

三

二
九

一
　
〇
一
.
二
九
三

三
　
駐
　
所
西

　

大

　

街

廵
　
官
　
一

三

二
一

一
　
五

九
一
二

一
　
派
　
所
施

公

廟

路

東

一

九

九

八
〇
〇

二
　
派
　
所
趙

家

胡

同

口

一

九

九

八
〇
〇

三
　
派
　
所
廣

勝

泉

胡

同

二

一
六

一
　
六

一
.
〇
八
五

四
　
派
　
所
馬

　

路

　

街

二

一
六

一
　
五

五
七
七

五
　
派
　
所
西

　

泡

　

沿

一

九

一
　
一

七
一
六

第

　

二

　

區

平

　

安

　

堡
區
官
一
廵
記
長
一
廵
記
一

一

三

二

一
三

二
　
五
二
.
五
八
七

一
　
駐
　
所
大

喇

嘛

堡

子

廵
　
官
　
一

一

六

八

七
〇
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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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六

二
　
駐
　
所
興

隆

堡

巡
　
官
　
一

一

六

八

七
〇
〇

三
　
駐
　
所
三

道

崗

子

巡
　
官
　
一

一

七

九

七
〇
〇

四
　
駐
　
所
興

隆

甸

巡
　
官
　
一

一

九

一
　
一

九
一
七

第

　

三

　

區

大

民

屯
區
官
一
巡
記
長
一
巡
記
一

一

四

四

二
四

一
　
四
五
.
八
四
二

一
　
駐
　
所
方

巾

牛

彔

巡
　
官
　
一

一

七

九

一
.
〇
五
三

二
　
駐
　
所
王

家

河

套

巡
　
官
　
一

一

八

一
　
一

一
.
二
三
四

三
　
駐
　
所
法

哈

牛

彔

巡
　
官
　
一

一

七

九

九
〇
〇

四
　
駐
　
所
侯

三

家

子

巡
　
官
　
一

一

七

九

九
〇
〇

第

　

四

　

區

大

白

旗

堡
區
官
一
巡
記
長
一
巡
記
一

一

七

二

一
八

五
　
六
二
.
九
四
三

一
　
駐
　
所
後

鄢

窩

棚

巡
　
官
　
一

一

七

九

七

七

七

二
　
駐
　
所
南

張

屯

巡
　
官
　
一

一

七

九

七

九

八

三
　
駐
　
所
高

窩

棚

巡
　
官
　
一

二

一
八

二
　
一

二
.
一
〇
〇

四
　
駐
　
所
富

貴

營

子

巡
　
官
　
一

五

六

六
〇
一

第

　

五

　

區

王

三

户

屯
區
官
一
巡
記
長
一
巡
記
一

一

一
七

一

九

六
　
一
一
.
七
二
五

一
　
駐
　
所
太

和

村

巡
　
官
　
一

一

九

一
　
一
一
.
〇
〇
〇

第

　

六

　

區

公

主

屯
區
官
一
巡
記
長
一
巡
記
一

三

一
七

一

一
六

四
　
五
二
.
一
〇
一

一
　
駐
　
所
小

塔

子

巡
　
官
　
一

一

九

一
　
一

九

五

二
　
駐
　
所
栁

家

屯

巡
　
官
　
一

二

一
八

一
　
一

二
.
一
〇
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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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
警

察

隊

城

隍

廟

隊

長

一

四

四
六

五
　
一
六
.
五
七
七

第

一

分

隊

新

安

堡

分

隊

長

一

一

九

一
　
一
一
.
五
五
〇

第

二

分

隊

網

户

屯

分

隊

長

一

一

九

一
　
一
一
.
六
四
一

第

三

分

隊

大

荒

地

分

隊

長

一

二

一
八

一
　
九
二
.
四
三
一

第

四

分

隊

東

舊

門

分

隊

長

一

二

一
八

二
　
一
二
.
九
一
七

總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五

十

二

員

名

二
五
二
一
八

三
六
三
〇
一

六
四
八
一
一
二
.
〇
〇
一

警
察
教
練
所
　
在
縣
城
馬
路
東
創
設
於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先
是
光
緒

三
十
二
年
沈
守
金
鑑
創
設
警
務
學
堂
一
處
考
取
官
兵
兩
班

學
生
各
三
十
名
咨
調
北
洋
警
員
分
班
教
練
時
逾
二
年
畢
業
員

生
前
後
四
班
計
一
百
五
十
餘
人
至
三
十
四
年
管
守
鳳
龢
將
警

務
學
堂
裁
撤
姚
警
務
長
廷
献
奉
令
成
立
警
察
教
練
所
宣
統

三
年
因
水
灾
停
辦
至
民
國
八
年
十
二
月
恢
復
原
定
章
程
入

所
警
察
由
各
區
所
揀
送
每
班
三
十
人
六
個
月
畢
業
教
練
課

程
由
警
察
所
各
股
員
義
務
分
擔
頗
有
成
績

厯

任

所

長

姚
廷
献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海
城
人

侯
錫
麟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瀋
陽
人

單
玉
龍

字

潤

田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直
隸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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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八

張
義
振

字

金

聲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新
民
縣
人

吳
奎
昌

字

應

五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瀋
陽
人

王
國
裕

字

蓄

九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瀋
陽
人

蘇
金
塘

字

夢

蓮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肇
東
縣
人

保
甲
所
　
保
甲
義
㫖
厯
數
前
代
往
往
倚
為
安
民
弭
盜
之
鴻
猷

法
至
良
詣
至
美
也
新
民
成
立
保
甲
原
始
於
前
清
光
緒
末
年

因
巡
警
力
單
倡
立
協
巡
藉
為
巡
警
之
補
助
迨
民
國
初
年
改

為
預
備
巡
警
隨
名
之
為
預
警
民
國
三
年
八
月
省
令
預
警
一

律
更
名
為
保
衛
團
本
縣
於
是
年
十
二
月
遵
章
全
縣
設
一
總

團
附
於
縣
公
署
總
團
置
辦
公
處
設
團
總
兼
辦
事
員
一
員
参

議
二
員
文
牘
書
記
稽
查
夫
役
各
一
城
鄉
按
警
察
六
區
設
六

保
保
設
保
董
各
一
員
保
下
設
甲
甲
設
甲
長
各
一
員
六
保
計

轄
四
十
九
甲
甲
下
分
牌
牌
設
牌
長
各
一
員
四
十
九
甲
計
轄

一
千
四
百
六
十
二
牌
全
縣
計
抽
團
丁
一
萬
三
千
二
百
八
十
五

名
不
支
餉
𩝔
輪
替
值
班
服
務
防
守
辦
公
經
費
遵
章
由
畝
捐
提

撥
預
警
五
釐
項
下
實
報
實
銷
民
國
四
年
三
月
知
事
廖
彭
以

團
丁
防
守
有
餘
游
擊
不
足
遂
檢
保
衛
團
丁
之
精
壯
者
計
四

百
五
十
九
名
編
為
游
擊
團
二
十
六
以
二
十
六
甲
長
領
之
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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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九

紥
要
隘
其
餘
為
防
守
團
服
務
如
故
游
擊
團
經
費
由
地
方
看

青
費
化
私
為
公
年
可
收
小
洋
六
萬
七
千
六
百
餘
元
防
守
團

經
費
仍
由
畝
捐
抽
提
五
厘
年
可
抽
提
九
千
九
百
餘
元
旋
改

總
團
参
議
為
紳
董
各
保
一
律
添
紳
董
二
員
教
練
各
一
員
又

各
添
書
記
有
差
至
五
月
改
總
團
為
辦
事
處
改
團
總
為
辦
事

員
改
六
保
為
六
團
改
保
董
為
團
總
辦
事
處
添
馬
團
十
名
民

國
六
年
十
月
又
添
募
馬
丁
八
名
馬
牌
長
一
名
以
馬
隊
長
領

之
兼
辦
清
鄉
事
宜
至
民
國
七
年
五
月
省
令
將
保
衛
團
裁
撤

闗
於
保
衛
征
收
各
費
悉
予
免
除
查
照
清
鄉
章
程
嚴
編
保
甲

准
由
收
捐
處
於
每
日
地
年
加
小
洋
一
角
收
充
保
甲
經
費
自

此
保
甲
之
名
始
正
遵
章
我
縣
設
保
甲
辦
公
處
一
處
附
於
縣

署
置
保
甲
委
員
一
員
書
記
馬
丁
夫
役
各
二
城
鄉
仍
依
警
察

六
區
駐
在
地
設
總
甲
六
各
置
總
甲
長
一
人
城
内
第
一
總
甲

所
附
辦
公
處
總
甲
長
由
委
員
兼
總
甲
以
下
為
分
甲
設
甲
長

各
一
人
各
置
書
記
馬
丁
夫
役
一
二
名
有
差
分
甲
以
下
為
牌

設
牌
長
各
一
人
全
境
計
總
甲
六
分
甲
六
十
二
牌
六
十
四
甲

丁
共
四
百
五
十
三
名
此
為
常
駐
甲
丁
其
餘
散
在
丁
遇
事
另

行
招
集
總
計
辦
公
處
暨
六
總
甲
所
全
年
經
費
預
算
小
洋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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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
萬
四
千
餘
元
八
年
辦
公
處
添
用
書
記
二
名
總
甲
所
各
添
保

長
一
人
九
年
畝
捐
隨
粮
並
征
甲
費
由
保
甲
自
收
又
添
收
支

員
催
費
馬
丁
等
人
並
臨
時
需
費
𡻕
支
亦
不
過
一
萬
五
千
餘

元
較
前
保
衛
團
時
直
減
費
十
分
之
七
八
民
胥
受
賜
矣
是
年

保
甲
委
員
奉
清
督
辦
令
委
為
清
鄉
辦
事
員
由
此
以
後
變
更

略
少
至
民
國
十
二
年
保
甲
所
移
駐
馬
路
街
三
月
保
甲
事
務

所
又
另
行
改
組
將
保
甲
辦
事
員
委
員
等
名
目
取
銷
定
名
為

保
甲
所
長
辦
公
文
牘
書
記
各
一
改
隨
自
治
區
域
設
區
保
長

八
保
長
二
十
四
復
編
長
期
游
擊
隊
三
十
六
名
設
正
副
隊
長

各
一
人
分
駐
要
隘
經
費
按
照
民
田
每
十
畝
年
收
小
洋
四
角

不
足
由
商
户
籌
補
按
保
甲
原
㫖
本
係
抽
丁
服
役
奈
人
民
知

識
不
開
甲
丁
概
由
傭
僱
此
為
憾
事
附
錄
簡
明
表
於
左

常

駐

甲

區

區

保

長
保

長
馬

丁
步

丁
全
年
經
費
收
入
額
全
年
經
費
支
出
額

一

附

區

縣
城
保
甲
所

由
所
長
兼

四

二

三

六
每
地
十
畝
年
收

甲
費
小
洋
四
角
計

收
洋
七
萬
六
千
零

八
十
五
元
四
角
三
分

七
厘
内
除
提
省
百

保

甲

所

年

支

辦

公

軍

衣

子

彈

等

費

小

洋
一
萬
一
千
三
百
六
十

八
元
八
區
年
支
小
洋
四
萬

一
千
六
百
零
八
元
游
擊

二區

婁

家

崗

子

一

三

二

三

六

三區

大

民

屯

一

四

二

三

六

四區

六

家

子

一

三

二

三

六

五區

白

旗

堡

一

三

二

三
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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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一

六區

雙

山

子

一

三

二

三
六

分
之
十
餘
百
分
之

九
十
加
商
捐
𡻕
收

小
洋
四
千
五
百
元

計
共
收
入
小
洋
七
萬

二
千
九
百
七
十
六

元
八
角
九
分
三
厘

隊
年
支
小
洋
四
千

三
百
一
十
六
元
計
共
支

出
小
洋
五
萬
七
千
二

百
九
十
二
元
除
支
餘

𣢾
留
作
保
甲
預
備
金

七區

王

莊

屯

一

二

二

二
六

八區

公

主

屯

一

二

二

二
六

游

擊

隊

正
隊
長
一

副
隊
長
一

三
　
〇

無

總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九

二
　
五

四
　
六

二
六
八

備
　
　
　
　
考

表

列

項

目

統

據

民

國

十

三

年

調

查

厯
任
員
長

榮
　
凱

字

佩

𡖖

本
縣
六
區
人
由
預
警
總
長
於
民
國
三
年
奉
省
委
接
充

保
衛
團
辦
事
員

單
玉
龍

字

潤

田

　
直
隸
人
由
本
縣
警
務
長
於
民
國
六
年
奉
省
委
接

充
保
衛
團
辦
事
員

張
福
元

字

疏

九

　
本
縣
六
區
人
於
民
國
八
年
奉
省
委
為
保
甲
委

員
兼
清
鄉
辦
事
員
因
清
鄉
成
績
省
奬
一
等
金

質
奬
章

曹
蔭
棠

字

子

珍

　
本
縣
八
區
人
於
民
國
十
二
年
奉
省
委
為
保

甲
所
長

獄
場

監
獄
　
新
民
自
嘉
慶
十
三
年
設
𠫊
至
二
十
年
創
建
監
獄
嘗
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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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二

監
獄
舊
基
向
在
今
縣
公
署
之
西
偏
女
子
師
範
講
習
校
之
南

部
蓋
與
縣
署
原
為
一
宅
而
東
西
劃
分
兩
院
也
監
獄
𩔖
别
舊

有
南
北
看
管
南
北
大
封
暨
女
封
大
獄
等
名
稱
所
謂
南
北
者

緣
監
房
統
係
西
廂
院
中
密
樹
柵
欄
隔
為
南
北
即
名
為
南
北

云
並
非
距
離
多
逺
也
監
房
總
有
若
干
失
詳
然
皆
黝
闇
凄
絶

幾
異
人
世
按
前
清
五
等
刑
名
大
概
徒
刑
歸
看
管
常
至
百
餘

人
軍
流
歸
封
常
至
七
八
十
人
女
封
常
五
六
人
斬
絞
歸
獄
常

至
二
十
餘
人
其
因
案
牽
連
仍
有
押
班
押
房
之
舉
極
似
今
之

待
質
者
獄
有
上
發
囚
粮
由
多
年
之
斬
絞
監
候
或
永
遠
監
禁

犯
俗
名
牢
頭
煮
粥
飼
其
儔
飢
不
至
死
封
與
看
管
則
犯
之
親

屬
送
食
典
守
者
為
司
獄
即
右
堂
巡
檢
之
兼
職

俗

以

同

知

為

正

堂

巡

檢

為

右

堂

制
例
相
承
從
無
改
變
迨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知
府
沈
金
鑑
拓
展

監
獄
之
西
公
有
地
以
地
方
款
建
罪
犯
習
㙯
所
設
鐵
木
織
印

胰
燭
吹
料
工
厰
修
建
監
舍
六
十
餘
間
撥
監
獄
軍
流
徒
罪
人

犯
二
百
餘
人
入
所
工
作
仍
設
講
堂
五
間
每
日
令
罪
犯
分
班

入
堂
聼
講
修
身
改
過
一
小
時
日
給
口
粮
季
更
衣
履
由
此
看

管
大
封
一
併
毁
廢
所
留
舊
獄
房
垣
於
三
十
三
年
糾
工
重
修

又
於
南
北
封
故
址
分
建
待
質
拘
留
等
所
以
收
容
民
刑
訴
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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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三

原
被
等
人
監
獄
曙
光
為
奉
省
先
沈
府
之
力
也
至
三
十
四
年

知
府
管
鳳
龢
蒞
新
以
舊
所
太
狹
陸
續
購
買
所
北
民
房
計
八

十
餘
間
接
續
擴
充
範
圍
銷
大
宣
統
元
年
奉
令
建
設
新
監
乃

於
府
署
宅
後
公
有
地
南
北
長
三
十
四
丈
東
西
寛
三
十
丈
零

七
寸
興
工
建
造
此
為
改
良
新
監
之
始
周
圍
磚
垣
監
為
扇
面

形
分
仁
義
禮
智
信
五
號
内
除
禮
字
監
分
房
計
房
四
十
四
間

外
其
餘
監
皆
雜
居
各
有
房
十
九
間
工
厰
兩
所
計
房
各
七
間

設
印
刷
縫
紉
木
織
等
科
人
員
辦
公
宿
舍
略
備
由
此
府
署
之

舊
獄
廢
毁
仍
將
習
藝
所
之
軍
流
等
犯
撥
歸
新
監
工
作
其
習

藝
所
僅
餘
徒
刑
人
犯
照
常
執
役
旋
至
民
國
三
年
新
民
大
水

新
監
暨
習
藝
所
一
併
冲
毁
奉
令
將
習
藝
所
取
銷
一
切
犯
人

解
送
錦
縣
監
收
嗣
後
重
要
罪
犯
概
送
錦
監
至
民
國
十
二
年

奉
天
高
等
檢
察
𠫊
派
委
員
恩
麟
㑹
同
知
事
劉
芳
彬
恢
復
新

監
於
是
年
七
月
動
工
所
有
監
號
工
厰
暨
人
員
辦
公
看
守
宿

舍
一
切
布
置
略
如
前
式
至
九
月
一
日
落
成
開
辦
定
名
為
第

十
三
監
獄
現
有
己
未
决
犯
一
百
四
十
餘
人
設
典
獄
長
一
科

長
看
守
長
各
一
會
計
員
文
牘
員
名
籍
員
各
一
主
任
看
守
三

看
守
二
十
女
看
守
一
年
度
經
常
費
定
為
大
洋
八
千
七
百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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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四

十
餘
元

屠
獸
場
　
計
有
四
處
統
受
地
方
公
款
處
支
配
不
相
統
轄
縣
城

一
處
創
設
於
前
清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地
址
先
在
縣
城
西
泡
沿

南
頭
用
地
方
公
款
自
建
辦
公
場
所
頗
稱
完
備
嗣
被
水
冲
場

移
縣
城
南
街
租
賃
民
房
十
餘
間
辦
公
員
役
按
日
履
行
職
務

如
常
但
較
初
設
範
圍
減
銷
大
半
茲
查
場
内
置
經
理
一
八
醫

官
一
人
會
計
一
人
巡
查
二
場
夫
三
場
役
一
外
鎮
三
處
一
在

大
民
屯
一
在
白
旗
堡
一
在
公
主
屯
三
處
各
置
經
理
一
人
巡

役
一
人
收
捐
則
例
宰
猪
一
口
屠
肉
捐
各
五
角
牛
一
隻
屠
捐

二
元
肉
捐
一
元
羊
一
隻
屠
捐
三
角
肉
捐
兩
角
驢
馬
騾
每
頭

屠
捐
一
元
城
鎮
一
致
全
年
收
支
𣢾
額
各
見
財
賦
志

自
治
會

府
議

事

會

参

事

會

均
於
前
清
宣
統
三
年
八
月
成
立
會
所
皆
設
府
署
西

廂
議
事
會
議
員
二
十
名
由
府
屬
選
民
選
出
由
議
員
互
選
議

長
副
議
長
各
一
参
事
會
参
事
長
為
地
方
行
政
長
官
参
事
員

六
由
府
議
事
會
議
員
互
選
當
選
充
之

城
廂

議

事

會

董

事

會

均
於
宣
統
元
年
六
月
成
立
會
所
在
縣
後
街
商
會

前
院
議
事
會
議
員
二
十
由
城
廂
選
民
選
出
議
長
副
議
長
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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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五

一
由
城
廂
議
員
選
出
其
董
事
會
仍
由
城
廂
議
事
會
議
員
選

任
總
董
董
事
各
一
名
譽
董
事
四

鎮
議

事

會

董

事

會

均
於
宣
統
二
年
五
月
成
立
新
民
規
定
五
鎮
一
曰
興

隆
甸
二
曰
大
民
屯
三
曰
白
旗
堡
四
曰
王
三
户
屯
五
曰
公
主

屯
議
董
兩
會
均
住
一
處
辦
公
每
鎮
議
事
會
議
員
名
額
十
數

人
至
二
十
人
不
等
均
由
各
該
鎮
選
民
選
出
議
長
副
議
長
各

一
由
各
該
鎮
議
員
選
出
其
董
事
會
仍
由
鎮
議
會
議
員
選
任

總
董
董
事
各
一
名
譽
董
事
二

鄉
董佐

公
所
均
於
宣
統
二
年
五
月
成
立
新
民
規
定
八
鄉
一
曰
新

安
堡
二
曰
孔
三
家
子
三
曰
法
哈
牛
彔
四
曰
馬
厰
五
曰
巨
流

河
六
曰
　
　
　
七
曰
王
莊
屯
八
曰
栁
家
屯
會
所
均
住
一
處

每
鄉
議
員
名
額
比
鎮
略
減
均
由
各
該
鄉
選
民
選
出
該
鄉
議

員
再
互
選
各
該
鄉
鄉
董
鄊
佐
各
一

右
列
城
鎮
鄊
議
董
各
會
所
統
於
民
國
二
年
奉
令
取
銷
迄

未
恢
復

按
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春
奉
天
全
省
自
治
硏
究
所
成
立
經
管

守
選
送
新
民
研
究
學
員
何
星
垣
劉
百
泉
白
如
玉
王
鵬
齡

韓
國
賓
高
鳳
書
等
六
人
宣
統
元
年
冬
畢
業
回
新
經
張
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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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六

成
立
新
民
自
治
研
究
所
每
班
二
百
人
學
員
由
各
區
選
送

以
省
畢
業
六
人
擔
負
教
育
責
任
本
年
五
月
城
廂
議
董
兩

會
成
立
為
各
區
自
治
之
模
範
二
年
五
月
前
班
學
員
畢
業

各
區
議
董
會
成
立
府
議
参
會
成
立

局
卡

税
捐
徵
收
局
　
地
址
在
縣
城
南
街
西
頭
面
南
自
有
公
廨
門
房
正

房
内
院
東
西
廂
外
院
東
西
廂
計
共
二
十
二
間
從
前
名
為
斗

秤
捐
局
所
征
捐
税
名
目
繁
多
事
權
又
不
統
一
如
同
一
貨
物

斗
秤
有
捐
落
地
有
捐
厘
金
有
捐
又
或
隷
旗
署
或
隷
民
署
瑣

細
煩
苛
商
民
交
困
至
清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盛
京
將
軍
趙
爾
巽

奏
准
裁
併
税
捐
辦
法
因
飭
徐
道
鏡
第
仍
就
原
辦
之
斗
秤
捐

局
改
為
新
民
税
捐
總
局
征
收
出
產
銷
場
菸
酒
等
税
三
十
三

年
總
督
徐
世
昌
巡
撫
唐
紹
儀
飭
令
榮
道
禧
總
辦
新
民
税
捐

兼
徵
牛
馬
税
先
是
牛
馬
税
歸
民
署
兼
辦
嗣
經
趙
將
軍
派
員

設
局
專
徵
至
是
始
歸
總
局
辦
理
至
民
國
二
年
奉
天
國
税
𠫊

改
定
各
屬
税
局
名
稱
並
頒
發
鈐
記
是
年
七
月
奉
文
改
稱
新

民
税
捐
徵
收
局
至
今
仍
之
總
局
計
轄
分
局
三
處
分
卡
十
二

處
除
分
布
𨖚
中
台
安
彰
武
各
縣
外
其
在
本
縣
分
局
只
大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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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七

屯
一
處
分
卡
只
公
主
屯
白
旗
堡
養
息
牧
大
荒
地
四
處
總
局

内
外
計
局
長
一
員
委
員
七
員
僱
員
二
十
二
人
臨
時
僱
員
三

人
巡
差
二
十
六
人
臨
時
巡
差
二
人
公
役
六
人
年
支
俸
給
連

辦
公
雜
費
共
需
奉
大
洋
一
萬
九
千
八
百
四
十
餘
元
其
𡻕
收

税
額
以
民
國
九
年
按
奉
大
洋
計
核

出
產
粮
税
計
收
洋
六
十
萬
零
七
元
　
出
產
貨
税
計
收
洋

十
一
萬
七
千
一

百
九
十
元

豆
税
計
收
洋
六
十
九
萬
三
千
七
百
六
十
元
　
銷
場
税
計
收
洋
四
十
八
萬
五
千
零
五
十

元

菸
觔
税
計
收
洋
一
萬
八
千
七
百
六
十
元
　
酒
觔
税
計
收
洋
六
十
五
萬
一
千
四
百

八
十
元

牲
畜
税
計
收
洋
四
十
九
萬
八
千
九
百
一
十
元
　
附
税
計
收
洋
三
十
萬
零
六
千
零
二
十

元

局
票
費
計
收
洋
十
三
萬
六
千
七
百
二
十
元
　
帖
税
計
收
洋
十
萬
元

帖
費
計
收
洋
一
萬
元
　
菸
酒
牌
照
税
計
收
洋
四
萬
六
千
一
百
八
十
元

以
上
合
計
𡻕
收
大
洋
三
百
六
十
六
萬
四
千
一
百
九
十
元
若
按
比
較
新
民

收
入
𡻕
有
加
增
即
遇
灾
荒
亦
不
至
大
減
洵
為
徵
收
旺
象
之
區
又

該
局
主
任
於
民
國
二
年
以
前
均
稱
總
辦
以
後
改
稱
局
長
創
設

有
年
厯
任
人
員
已
夥
對
於
商
民
納
税
尚
皆
不
苛
不
疎

常
闗
税
局
　
創
設
於
前
清
光
緒
三
十
三
年
四
月
住
址
在
縣
城
馬

路
街
歸
營
口
海
闗
直
轄
局
内
設
局
長
局
員
收
支
㑹
計
稽
征

各
一
人
巡
差
三
名
雜
役
二
名
其
職
權
專
管
鐵
路
運
輸
貨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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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八

除
由
中
央
專
案
免
税
外
餘
者
一
律
按
例
征
税
如
例
有
未
載

則
按
值
百
抽
税
二
五
其
範
圍
以
由
奉
天
車
站
至
溝
帮
子
車

站
為
管
綫
民
國
十
二
年
度
實
征
現
大
洋
五
萬
二
千
元
經
費

開
支
現
大
洋
三
千
三
百
五
十
三
元
又
另
有
解
費
年
約
大
洋

三
百
元

掣
驗
緝
私
分
卡
　
住
址
租
賃
縣
城
馬
路
街
房
間
原
始
由
鹽
釐
補

徵
於
民
國
七
年
改
組
掣
驗
緝
私
分
卡
置
卡
長
一
人
巡
隊
二

二
名
工
役
一
名
職
管
調
銷
票
照
掣
驗
鹽
觔
稽
查
私
梟
年
支

經
費
現
大
洋
七
百
七
十
一
元
六
角

祀
典

文
廟
　
在
縣
治
街
南
原
始
經
邑
紳
李
如
栢
李
達
三
等
發
起
呈

請
題
奏
奉
㫖
𠃔
准
欽
定
學
額
五
名
於
光
緒
十
三
年
糾
工
修

建
先
是
縣
治
學
子
考
試
悉
附
承
德
行
李
往
來
諸
多
梗
碍
鄉

先
達
等
慨
念
士
風
之
不
振
實
由
於
觀
感
之
無
從
且
自
新
民

設
𠫊
已
厯
一
二
百
年
流
寓
人
民
已
百
倍
於
土
著
之
旗
户
設

即
時
請
建
學
宫
使
各
流
寓
民
户
納
款
入
籍
則
𣢾
易
籌
而
工

易
舉
莘
莘
學
子
其
將
感
奮
以
興
乎
由
是
取
得
司
馬
福
培
公

同
意
請
派
教
官
韓
照
庚
蒞
新
協
力
合
作
遂
起
大
成
殿
三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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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九

奉
祀
至
聖
先
師
兩
旁
分
祀
四
配
十
二
哲
殿
後
崇
聖
祠
三
間

奉
祀
先
聖
五
代
殿
前
東
西
廡
序
各
三
間
北
間
半
為
廡
廡
祀

先
賢
南
間
半
為
序
序
祀
先
儒
南
向
櫺
星
門
一
座
門
前
為
泮

水
上
建
石
橋
如
半
規
形
橋
之
東
西
㦸
門
對
峙
㦸
門
外
立
下

馬
石
牌
各
一
橋
之
南
為
照
壁
長
七
丈
餘
内
外
塗
朱
此
為
孔

廟
之
概
况
也
孔
廟
東
隣
建
文
昌
閣
一
閣
二
層
底
上
三
間
奉

祀
文
昌
木
主
閣
後
為
寢
宫
三
間
閣
前
儀
門
一
道
再
前
為
大

門
門
東
為
孝
子
祠
門
西
為
節
婦
祠
各
三
間
春
秋
仲
丁
地
方

官
協
同
教
官
率
士
紳
啟
門
致
祭
典
禮
如
儀
豈
憶
庚
子
一
變

俄
人
入
境
遽
將
廡
序
暨
孝
節
兩
祠
全
行
搗
毁
迄
未
恢
復
惜

哉
按
清
雍
正
元
年
追
封
先
師
五
代
為
王
爵
遂
改
啟
聖
祠
為

崇
聖
祠
民
國
三
年
八
月
頒
定
祀
孔
典
禮
改
稱
文
廟
為
孔

子
廟
又
櫺
星
門
攷
櫺
霝
靈
古
文
通
用
宋
禮
志
天
聖
六
年

築
南
郊
壇
置
靈
星
門
至
南
宋
理
宗
移
用
於
孔
廟
蓋
以
尊

天
者
尊
聖
也
又
攷
西
漢
始
祠
靈
星
祈
榖
高
帝
詔
令
天
下

祀
靈
星
漢
書
注
即
天
田
星
欲
祭
天
者
先
祭
靈
星
諸
説
皆

與
孔
廟
無
闗
惟
龍
魚
河
圖
云
天
鎮
星
主
得
士
之
慶
其
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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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
下
為
靈
星
之
神
今
孔
廟
前
有
靈
星
門
蓋
取
得
士
之
義
此

説
近
是

武
廟
　
緣
縣
城
南
街
先
有
闗
帝
廟
一
座
新
民
屬
境
廟
祠
惟
此
廟

年
代
稍
逺
幾
經
修
葺
詳
見
古
蹟
志
迨
民
國
成
立
武
功
丕
振

奉
祀
為
昭
關
岳
明
禋
𡸁
為
憲
典
惟
我
新
民
先
無
岳
廟
每
屆

春
秋
祀
饗
地
方
官
紳
與
國
軍
將
校
權
於
闗
廟
壯
繆
神
像
之

旁
設
忠
武
木
主
其
厯
代
從
祀
忠
烈
更
循
序
為
難
殊
乖
體
制

鄉
紳
耆
張
義
振
王
鵬
齡
等
視
為
憾
事
又
見
原
有
闗
廟
已
漸

頽
殘
因
倡
義
募
捐
於
民
國
十
三
年
秋
除
將
原
有
闗
廟
改
建

外
仍
於
闗
廟
東
另
建
闗
岳
祠
一
所
祀
闗
壯
繆
侯
岳
忠
武
王

木
主
於
正
位
兩
旁
為
從
祀
諸
忠
烈
此
為
新
民
建
修
武
廟
之

原
始
後
此
薦
饗
依
時
有
儀
可
象
足
資
觀
感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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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一

新
民
縣
志
目
錄

第
四
卷

財
賦國

税
收
入

縣
署
經
費

地
方
𣢾
收
入

地
方
𣢾
支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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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二

財
賦

自
井
田
法
廢
而
人
民
之
貢
賦
不
均
自
世
界
大
同
而
國
家
之
財

用
日
絀
斯
言
也
人
如
以
為
妄
試
以
攷
𤨔
海
爭
强
之
各
國
夫
各

國
之
經
營
財
賦
既
審
祖
庸
之
均
調
復
汲
汲
於
開
源
節
流
酌
古

準
今
豈
不
稱
善
然
求
其
上
不
病
國
下
不
病
民
而
國
庫
充
實
民

不
患
貧
者
蓋
鮮
毋
亦
以
天
地
之
生
產
有
限
而
國
家
之
計
劃
靡

窮
以
數
𡻕
之
積
儲
恆
不
敷
一
朝
之
興
建
充
是
㫖
也
天
下
國
家

勢
非
同
趨
於
債
權
債
務
者
之
互
傷
交
困
而
不
止
矧
若
新
民
以

區
區
百
里
之
輿
圖
既
乏
山
海
魚
鹽
之
利
又
無
蠶
桑
畜
牧
之
源

所
以
供
給
家
國
者
僅
此
瘠
薄
之
田
疇
與
工
商
之
企
業
而
時
不

可
緩
更
百
舉
待
興
勺
水
興
波
其
何
能
濟
然
則
如
之
何
其
可
亦

曰
勿
急
功
勿
惰
志
循
序
而
進
量
入
為
出
其
庶
幾
乎

國
税
收
入

根

據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度

調

查

田
賦
　
前
清
時
旗
地
征
收
統
歸
旗
署
迨
民
國
成
立
乃
一
律
撥

歸
民
署
經
征
至
四
年
省
令
田
賦
劃
一
規
為
四
則
由
此
賦
税

遽
增
人
民
擔
負
較
前
加
逾
十
倍
茲
計
上
則
地
每
畝
征
大
洋

一
角
五
分
四
釐
中
則
地
每
畝
征
大
洋
一
角
一
分
下
則
地
每

畝
徵
大
洋
六
分
六
釐
下
則
減
半
地
每
畝
征
大
洋
三
分
三
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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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三

本
年
除
被
灾
地
免
征
外
實
餘
應
征
地
一
百
九
十
九
萬
二
千

八
百
三
十
三
畝
八
分
三
釐
計
應
征
洋
十
六
萬
二
千
零
一
十

五
元
九
角
七
分
七
釐

契
税
　
民
國
七
年
二
月
財
政
𠫊
令
田
房
契
税
照
賣
六
典
四
征
收

又
民
國
八
年
七
月
廳
令
賣
六
典
四
為
永
久
定
額
例
如
賣
契
百

元
征
税
六
元
典
契
百
元
征
税
四
元
本
縣
於
民
國
十
二
年
度
計

收
契
税
奉
大
洋
三
萬
零
六
百
一
十
九
元

契
紙
費
　
民
國
七
年
財
政
廳
令
契
紙
費
每
張
收
大
洋
五
角
以
二

角
五
分
解
金
庫
以
一
角
為
縣
署
公
費
以
一
角
為
發
行
所
經

費
以
五
分
為
印
刷
工
本
本
縣
於
十
二
年
度
計
收
契
紙
費
奉

大
洋
五
千
四
百
三
十
九
元
三
角

印
花
税
　
民
國
元
年
十
月
公
布
凡
民
間
契
紙
文
約
當
票
貨
物
賬

簿
書
憑
䕶
照
均
須
粘
貼
印
花
但
價
格
未
過
奉
大
洋
一
元
者

不
貼
本
縣
十
二
年
度
計
收
印
花
税
奉
大
洋
七
千
七
百
六
十

六
元
七
角
五
分

清
賦
經
照
費
　
自
民
國
六
年
開
辦
至
十
二
年
度
計
增
沙
減
地

七
十
五
萬
畝
每
畝
照
平
時
經
照
費
額
收
奉
大
洋
六
角
計
收

洋
四
十
五
萬
元
内
除
上
解
洋
二
十
六
萬
二
千
五
百
元
實
剩
十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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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四

萬
七
千
五
百
元
此
款
以
一
半
歸
縣
監
督
辦
公
以
一
半
歸
勸
辦

人
奬
勵
時
下
仍
未
結
束
想
尚
有
續
報
升
科
者

縣
署
經
費
根

據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度

調

查

廉
俸
　
知
事
月
支
大
洋
三
百
元
總
務
科
長
一
人
月
支
大
洋
七
十

元
科
員
一
人
月
支
大
洋
四
十
五
元
會
計
科
長
一
人
月
支
大

洋
七
十
元
科
員
一
人
月
支
大
洋
四
十
五
元
年
計
支
洋
六
千

三
百
六
十
元

薪
金
　
僱
員
十
一
人
一
等
二
人
月
各
支
大
洋
十
四
元
二
等
九
人

月
各
支
大
洋
十
二
元
兵
目
一
人
月
支
大
洋
十
二
元
衛
兵
七

人
月
各
支
大
洋
十
元
夫
役
一
人
月
支
大
洋
八
元
又
五
人
月

各
支
大
洋
六
元
年
計
支
洋
三
千
零
七
十
二
元

辦
公
費
　
年
計
支
大
洋
二
千
六
百
六
十
二
元
二
角

右
按
縣
署
經
費
向
由
省
庫
支
領
不
由
國
税
收
入
項
下
截
留

此
為
省
憲
定
例

地
方
𣢾
收
入
根
據
民
國
十
二
年
度
調
查

畝
捐
　
自
民
國
九
年
畝
捐
隨
粮
並
征
仍
按
上
中
下
減
半
四
則

釐
定
捐
額
至
開
征
時
期
由
地
方
公
𣢾
處
揀
派
僱
員
與
縣
署

經
征
人
員
合
作
惟
各
收
各
𣢾
國
税
與
地
方
税
向
不
混
淆
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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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五

計
上
則
地
每
畝
征
小
洋
一
角
中
則
地
每
畝
征
小
洋
九
分
下

則
地
每
畝
征
小
洋
八
分
下
則
減
半
每
畝
征
小
洋
七
分
本
年

除
被
灾
地
免
征
外
實
剩
應
征
地
共
二
百
四
十
七
萬
零
七
百

四
十
　
一
畝
五
分
八
釐
計
應
征
洋
二
十
萬
零
五
千
三
百
二
十

五
元
一
角
三
分
三
釐

車

牌

捐
　
年
收
小
洋
一
萬
七
千
六
百
八
十
元

房

舖

捐
　
年
收
小
洋
一
萬
九
千
四
百
三
十
元

屠

宰

捐
　
年
收
小
洋
八
千
五
百
六
十
一
元

肉
　
　
捐
　
年
收
小
洋
三
千
五
百
八
十
二
元

路

燈

捐
　
年
收
小
洋
五
千
零
八
十
九
元

渡

口

捐
　
年
收
小
洋
六
十
四
元

糧
石
公
捐
　
年
收
小
洋
二
萬
六
千
二
百
三
十
元

鹽
棃
魚
花
捐
　
年
收
小
洋
三
千
五
百
九
十
五
元

店
　
　
捐
　
年
收
小
洋
一
千
五
百
五
十
元

營

業

捐
　
年
收
小
洋
一
千
三
百
二
十
元

妓
　
　
捐
　
年
收
小
洋
一
千
元

學
田
地
租
　
年
收
小
洋
四
百
元

臨
時
畝
捐
　
年
收
小
洋
二
千
三
百
零
四
元

省
城
内
務
府
地
二
萬
五
千
六

百
畝
每
畝
年
收
小
洋
九
分
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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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六

如
上
數
其
國
課
由
内
務
府
徑
行
上
納
僅

畝
捐
一
項
歸
本
縣
公
𣢾
處
征
收

地
方
𣢾
支
出

根

據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度

調

查

警
察
所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一
萬
二
千
零
四
十
元

警
察
中
路
一
區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一
萬
六
千
九
百
七
十
二
元

警
察
東
路
二
區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九
千
一
百
八
十
四
元

警
察
南
路
三
區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一
萬
零
零
九
十
二
元

警
察
西
路
四
區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九
千
零
四
十
四
元

警
察
西
北
路
五
區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七
千
九
百
四
十
四
元

警
察
北
路
六
區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一
萬
二
千
三
百
八
十
八
元

警
察
隊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二
萬
二
千
八
百
一
十
六
元

警
察
教
練
所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一
千
三
百
九
十
一
元

警
察
臨
時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一
萬
二
千
九
百
八
十
元

服
裝
子
彈
旅
費
緝
捕
查

户
䘏
金
等
費
統
歸
臨
時
費

城
市
路
燈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四
千
九
百
一
十
一
元
二
角
四
分

城
市
衛
生
車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三
百
九
十
六
元

縣
城
屠
獸
場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二
千
九
百
七
十
五
元
八
角
五
分
六
厘

鎮
鄉
屠
捐
經
理
員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一
千
零
四
十
四
元

衛
生
醫
院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六
千
五
百
零
八
元
一
角

教
養
局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三
千
六
百
七
十
二
元
六
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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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七

典
禮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三
百
元

教
育
公
所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四
千
七
百
一
十
元

視
學
員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一
千
二
百
元

留
學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一
千
六
百
元

男
師
範
校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八
千
二
百
四
十
一
元

女
師
範
校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二
千
九
百
四
十
六
元

初
級
中
學
校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一
千
四
百
五
十
八
元

工
科
職
業
學
校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四
千
一
百
八
十
八
元

高
級
小
學
校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一
萬
六
千
六
百
四
十
二
元

初
級
小
學
校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三
萬
二
千
一
百
五
十
六
元

教
育
公
所
暨
各
校
臨
時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七
千
九
百
三
十
二

元

建

築

修

繕

　

房

租

等

費

統

歸

臨

時

費

地
方
公
𣢾
處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四
千
七
百
一
十
七
元
二
角

農
務
會
經
費
　
年
支
小
洋
一
千
二
百
一
十
三
元

按
該
會
會
長
兼
河
工
委
員

又
催
看
樹
夫
一
名
年
支
薪
工

洋
計
四
百
零
八
元
亦

在
該
會
經
費
以
内

幣
制

銅
錢
　
即
漢
代
五
銖
之
遺
制
光
緒
庚
子
以
前
各
省
通
行
無
阻
奉

省
以
二
枚
為
一
成
以
三
枚
為
二
成
以
五
枚
為
三
成
以
六
枚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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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八

四
成
以
八
枚
為
五
成
推
至
十
六
枚
為
十
成
即
為
一
百
文
以
八

十
二
枚
為
五
百
文
以
百
六
十
四
枚
為
一
串
俗
謂
一
吊
錢
質
純

係
清
銅
其
沙
片
鵝
眼
概
不
行
使
迨
庚
子
亂
後
中
外
銀
圓
輸
入

而
此
項
銅
錢
漸
漸
稀
少
今
則
所
見
亦
罕
矣

銅
圓
　
原
為
銀
圓
之
輔
幣
先
是
銅
圓
十
枚
作
小
銀
圓
一
角
百
枚

作
小
銀
圓
一
圓
今
則
銅
圓
毛
荒
非
特
不
能
以
百
枚
易
小
銀
圓

一
圓
即
易
小
銀
圓
票
亦
有
時
不
能
對
值
蓋
小
銀
圓
為
實
銀
小

銀
圓
票
則
去
實
就
虛
不
過
為
小
銀
圓
之
代
價
以
故
經
濟
家
於

交
易
之
頃
最
審
然
本
年
小
銀
圓
票
每
圎
常
值
銅
圓
百
四
五
十
枚

銀
圓
　
圓
重
庫
秤
七
錢
二
分
分
大
小
兩
種
本
省
官
署
市
𠪨
以
北

洋
造
美
國
站
人
為
大
銀
圓
其
餘
各
省
𨮾
造
無
論
成
圓
成
角
者

均
以
小
銀
圓
行
使
如
以
小
銀
圓
購
買
大
銀
圓
須
加
十
分
之
二

三
如
以
小
銀
圓
票
購
買
大
銀
圓
須
加
十
分
之
五
六
此
為
現
銀

圓
與
銀
圓
票
互
易
之
現
狀

銀
圓
票
　
國
幣
有
天
津
中
交
兩
行
現
洋
票
一
種
與
現
大
洋
對
值

本
省
有
中
交
兩
行
大
洋
票
每
圓
作
小
洋
票
一
圓
二
角
此
外
則

一
律
作
為
小
洋
票
行
使

銅
圓
票
　
係
奉
天
公
濟
平
市
錢
號
所
出
有
五
枚
十
枚
二
十
枚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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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九

十
枚
百
枚
五
種
票
原
與
小
銀
圓
票
具
同
等
價
值
奈
至
近
年
銅

圓
毛
荒
銅
圓
票
亦
感
受
磋
𥑇
以
致
與
小
銀
圓
票
有
時
不
能
對

值
度
量
衡

度
　
尺
丈
曰
度
用
以
度
長
短
也
十
尺
為
丈
新
民
木
工
起
造
及
官

署
丈
量
地
畝
皆
適
用
前
清
工
部
營
造
尺
雜
貨
商
量
窄
面
布
疋

適
用
大
尺
每
尺
長
於
營
造
尺
一
尺
一
寸
一
分
合
營
造
尺
二
尺

一
寸
一
分
量
寛
面
布
疋
及
綢
縀
適
用
裁
尺
每
尺
長
於
營
造
尺

一
寸
一
分
合
營
造
尺
一
尺
一
寸
一
分
蓋
大
尺
裁
尺
皆
營
造
尺

之
變
相
也
沿
用
已
久
民
俗
相
安

量
　
升
斗
曰
量
用
以
量
多
少
也
十
升
為
斗
斗
起
於
斛
斛
有
兩
種

一
曰
清
斛
一
曰
衛
斛
新
民
適
用
清
斛
斛
起
於
管
一
管
曰
五
格

二
管
為
一
斛
新
民
一
斗
容
四
十
九
管
即
為
二
十
四
斛
五
格
然

此
斗
量
僅
就
新
民
縣
城
而
言
若
再
及
所
屬
鄉
鎮
及
河
口
碼
頭

又
各
有
斗
量
之
大
小
殊
難
詳
較
也

衡
　
觔
兩
曰
衡
用
以
衡
輕
重
也
十
六
兩
為
觔
俗
稱
以
金
塊
寛
長

厚
各
足
一
寸
成
方
即
為
一
觔
又
以
前
清
康
雍
年
間
銅
錢
一
百

四
十
二
枚
用
平
衡
之
亦
為
一
觔
現
照
新
民
街
市
銀
平
十
五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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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
即
足
秤
之
一
觔
由
此
觀
之
平
之
十
五
兩
即
為
秤
之
十
六
兩
是

平
與
秤
又
不
符
合
矣

右
按
度
量
衡
三
宗
其
原
則
的
比
較
俱
詳
於
科
學
書
籍
茲
僅

新
民
之
適
用
者
錄
之
以
供
参
攷



 

新
民
縣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四
一

新
民
縣
志
目
錄

第
五
卷

實
業農

會
附

農

業

試

驗

場

旱
田
農
業

水
田
農
業

林
業

商
會

商
業

工
業

工
商
業
貨
物
輸
入
額

工
商
業
貨
物
輸
出
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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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二

實
業

以
九
職
教
民
而
民
無
游
惰
以
百
工
君
肆
而
肆
必
𣪞
繁
有
國
者
欲

求
富
庶
之
有
加
𡨴
不
慮
斯
民
之
無
業
而
况
運
會
所
趨
近
年
以
來

西
毆
東
亞
輪
舶
轉
輸
不
曰
物
產
精
良
即
曰
人
工
製
造
甚
至
國
家

勢
力
幾
欲
以
商
戰
之
勝
利
執
牛
耳
於
全
球
噫
時
至
今
日
實
業
之

講
求
尚
容
少
緩
哉
獨
是
新
民
為
邊
鄙
之
區
於
實
業
之
講
求
知
識

尚
淺
非
特
不
能
與
文
明
國
家
工
業
比
即
視
蘇
浙
諸
省
之
發
明
已

瞠
乎
後
矣
試
舉
一
一
以
望
將
來
之
改
進

農
會
　
前
清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農
工
商
部
通
令
辦
理
農
會
三
十
四

年
知
府
管
鳳
龢
飭
令
各
區
選
送
會
員
宣
統
元
年
十
月
管
府
召

集
會
員
選
舉
董
事
復
由
董
事
票
選
孫
家
琪
為
總
理
假
縣
街
東

北
隅
早
設
之
農
業
試
驗
場
院
内
房
屋
作
為
會
所
同
時
並
於
大

民
屯
平
安
堡
公
主
屯
白
旗
堡
王
三
户
屯
各
區
設
立
農
會
分
所

常
年
會
費
議
决
由
各
會
員
年
納
小
洋
二
元
迨
民
國
元
年
農
會

改
選
孫
家
琪
連
任
為
會
長
唐
玉
山
為
副
會
長
是
年
部
令
改
縣

街
農
會
為
縣
農
會
各
區
分
所
為
市
農
會
並
於
巨
流
河
高
台
子

王
莊
屯
栁
家
屯
小
塔
子
五
村
設
立
鄊
農
會
各
會
舉
正
副
會
長

各
一
是
年
農
業
試
驗
場
歸
併
縣
農
會
孫
家
琪
以
會
員
納
費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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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三

能
持
久
請
准
縣
署
由
農
户
每
地
一
日

即

十

畝

年
征
銅
幣
八
枚
作

為
市
鄉
農
會
經
費
縣
農
會
則
由
各
市
農
會
年
助
三
百
元
或
四

百
元
如
此
辦
理
數
年
頗
有
秩
序
迨
民
國
四
年
水
灾
農
業
試
驗

場
被
冲
農
會
失
所
於
民
國
五
年
始
就
街
裡
城
隍
廟
院
内
舊
房

五
間
略
加
修
葺
作
為
農
會
而
試
驗
場
則
無
力
恢
復
矣
至
民
國

六
年
縣
農
會
正
會
長
改
選
為
汪
福
榮
副
會
長
改
選
為
石
寶
山

於
原
住
房
前
添
築
平
房
六
間
又
於
農
業
試
驗
場
故
址
栽
栁
一

區
名
為
苗
圃
由
副
會
長
主
任
之
又
刋
發
實
業
淺
説
報
每
月
出

版
一
次
由
正
會
長
主
筆
編
輯
凡
此
亦
稱
進
步
是
年
有
人
與
市

農
會
因
會
費
成
訟
省
長
令
查
到
縣
知
事
周
啟
英
以
市
鄉
農
會

有
名
無
實
請
准
省
長
一
律
裁
撤
僅
留
縣
農
會
一
處
並
減
輕
民

累
請
准
每
地
一
日
年
收
銅
幣
三
枚
專
作
縣
農
會
經
費
預
算
𡻕

入
𡻕
出
均
三
千
餘
元
然
市
農
會
仍
各
舉
農
務
總
董
一
人
農
務

董
事
四
人
惟
不
設
機
闗
遇
有
闗
於
農
業
事
項
仍
歸
縣
農
會
議

核
八
年
知
事
李
仙
根
到
任
復
將
𡻕
入
一
再
核
減
改
每
地
一
日

年
收
銅
幣
二
枚
𡻕
出
限
定
二
千
三
百
一
十
五
元
呈
准
備
案
迨

民
國
九
年
該
會
舊
住
之
房
倒
塌
從
新
改
建
三
間
局
勢
稍
整
是

年
又
有
縣
民
以
農
會
擅
收
農
捐
提
議
省
會
議
决
停
止
征
收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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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四

此
農
會
經
費
已
無
專
𣢾
所
幸
該
會
長
等
尚
兼
有
河
工
委
員
暨

苗
圃
主
任
等
差
藉
資
浥
注
該
會
因
尚
存
在
至
民
國
十
年
改
選

正
會
長
為
石
寶
山
副
會
長
為
門
瑞
臨
十
二
年
改
選
正
會
為
門

瑞
臨
副
會
長
為
梁
懋
勛
此
數
年
來
雖
未
見
有
如
何
之
措
施
然

為
團
結
該
會
毅
力
撑
持
對
於
城
鎮
鄉
區
之
農
民
匡
扶
植
翼
苦

心
已
共
諒
矣

附

農
業
試
驗
場
　
前
清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東
三
省
總
督
創
設
新

民
農
業
試
驗
分
場
派
蘇
𨮾
榮
為
委
員
租
縣
街
東
北
隅
民
地
一

百
四
十
畝
為
場
基
招
考
藝
徒
分
科
治
事
試
用
新
法
樹
蓻
蔬
榖

宣
統
元
年
總
督
錫
良
以
耗
𣢾
過
鉅
不
能
持
久
改
歸
地
方
經
理

知
府
管
鳳
龢
派
馬
登
瀛
主
其
事
是
年
十
月
舉
行
農
產
品
評
會

先
期
調
取
農
户
產
品
與
場
中
收
穫
𢑥
列
比
較
場
產
梁
穀
𩔖
每

畝
收
量
至
七
斗
有
奇
較
普
通
產
量
或
倍
之
考
其
原
因
固
在
農

功
亦
在
農
具
本
境
所
用
之
犁
耕
深
三
寸
場
用
之
犂
耕
深
六
寸

畊
深
則
土
鬆
植
根
深
入
養
分
充
足
收
穫
自
豐
管
府
據
此
演
説

農
民
終
不
能
深
信
弗
疑
登
瀛
精
於
農
學
研
究
土
宜
辨
别
種
𩔖

講
求
播
種
施
肥
諸
法
及
防
病
防
蟲
等
法
俱
有
規
模
其
樹
蓺
花

木
割
接
切
接
以
及
雄
雌
交
配
法
皆
能
發
明
新
理
而
對
於
農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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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五

之
究
問
仍
不
憚
煩
實
新
民
農
業
改
進
一
大
機
會
乃
未
幾
登
瀛

奉
調
赴
新
疆
繼
任
為
侯
嘉
賓
亦
饒
農
學
經
驗
惟
時
值
鼎
革
又

頻
𡻕
水
災
求
進
良
難
至
民
國
歸
併
農
會
卒
以
𣢾
絀
專
責
無
人

日
益
不
振
迨
四
年
水
灾
逾
劇
場
基
深
被
沙
埋
數
載
經
營
遽
歸

泡
影
曷
勝
惋
惜
今
後
宜
如
何
設
法
振
起
以
為
農
業
改
進
之
勸

導
是
不
得
不
有
望
於
農
會
諸
君
矣

旱
田
農
業
　
旱
田
者
别
水
田
而
為
言
也
田
亦
曰
地
近
村
向
陽
為

煙
火
地
多
得
暖
氣
故
播
種
之
期
恆
早
逺
村
為
大
地
多
有
積
凍

故
播
種
之
期
較
遲
又
五
穀
下
地
各
有
時
期
操
農
業
者
查
天
氣

之
寒
暖
别
土
性
之
濕
乾
度
將
來
雨
賜
之
恒
若
審
上
年
黍
豆
之

舊
𥡧
然
後
决
定
種
法
或
宜
翻
𥡧
或
宜
懷
𥡧
或
宜
破
壠
或
宜
勾

溝
調
度
由
人
未
可
概
以
深
種
為
適
當
也
田
地
無
論
瘠
腴
統
宜

施
用
糞
肥
為
必
要
土
著
農
民
種
地
務
多
而
糞
肥
恒
不
足
用
此

為
缺
點
按
普
通
農
户
以
冬
末
春
初
為
送
糞
時
期
謂
將
糞
送
至

田
間
糞
肥
送
過
首
先
種
麥
有
成
譜
查
照
夏
曆
謂
二
月
清
明
麥

在
前
三
月
清
明
麥
在
後
縱
相
差
不
過
十
日
此
為
播
種
大
小
麥

時
期
至
穀
雨
則
種
棉
花
立
夏
則
種
一
切
禾
麻
穀
豆
芒
種
鋤
草

曰
剷
地
隨
剷
隨
鐋
蓋
以
犂
起
土
培
苗
曰
鐋
夏
至
再
剷
再
鐋
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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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六

暑
三
剷
三
鐋
屬
境
田
地
以
剷
鐋
三
遍
為
竣
事
至
大
暑
則
拔
大

小
麥
俗
以
此
時
為
麥
秋
穫
麥
皆
連
根
拔
不
用
割
至
場
則
用
刀

將
麥
穗
切
下
晒
打
俗
謂
打
場
至
立
秋
則
有
製
造
土
糞
或
泥
抹

牆
垣
刈
穫
柴
薪
等
工
作
至
白
露
則
以
次
收
穫
禾
稼
至
秋
分
則

百
穀
登
場
此
謂
大
秋
至
掃
場
時
期
種
地
多
者
延
至
立
冬
過
此

則
無
一
定
之
工
作
不
過
計
核
一
𡻕
之
盈
虧
再
籌
備
來
年
農
事

此
為
旱
田
農
業
之
概
况
也

水
田
農
業
　
屬
境
水
田
僅
止
蒲
河
一
帶
於
光
緒
末
年
由
土
著
居

民
招
有
韓
人
首
先
開
種
今
已
闢
成
一
萬
五
千
餘
畝
普
通
種
稻

獲
利
頗
厚
播
種
時
期
在
立
夏
以
後
其
工
作
為
拔
草
栽
秧
等
事

刈
穫
時
期
比
較
旱
田
略
早
其
按
稻
田
利
益
人
所
習
知
爭
奈
新

先
民
水
患
不
少
而
水
利
未
興
惜
哉

林
業
　
新
民
土
質
最
宜
楊
栁
榆
槐
近
年
迭
奉
省
令
勸
民
植
樹
奈

民
智
不
開
迄
無
成
績
之
可
觀
茲
據
採
訪
僅
自
治
六
區
境
如
二

台
子
貛
子
洞
一
帶
栁
河
有
天
產
栁
林
一
段
長
六
七
里
但
無
人

修
整
皆
不
成
樹
又
八
區
境
沿
𨖚
河
西
岸
王
家
林
子
處
有
天
產

栁
林
寛
約
二
里
長
五
六
里
亦
無
正
式
人
工
保
管
再
縣
北
鄙
有

栁
林
一
區
為
方
不
過
百
丈
農
會
名
為
苗
圃
尚
不
成
林
外
此
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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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七

有
民
國
初
年
河
工
委
員
榮
凱
沿
栁
河
東
岸
植
栁
一
堤
長
十
數

里
年
由
農
會
派
人
看
守
並
不
時
修
理
每
屆
盛
夏
濃
陰
密
布
尚

有
可
觀
然
此
與
林
業
亦
不
能
適
合
所
可
望
者
惟
本
年
植
樹
節

縣
知
事
王
寶
善
見
車
站
迤
北
之
沙
荒
寛
長
約
各
五
六
里
當
向

各
界
士
紳
慨
謂
植
樹
節
官
紳
倡
率
植
樹
固
宜
具
有
實
在
精
神

今
如
此
敷
衍
塞
責
甚
無
謂
也
此
處
沙
荒
一
望
無
際
若
改
造
林

區
豈
不
為
將
來
之
福
利
於
是
呈
准
省
長
交
教
育
公
所
分
給
縣

城
各
學
校
認
真
栽
植
由
後
即
為
各
該
校
之
林
區
各
界
稱
羡
不

置
此
望
各
該
校
執
事
毅
力
進
行
勿
負
創
始
者
之
惠
心
仁
政
有

厚
望
焉

右
按
新
民
地
面
如
蠶
桑
畜
牧
漁
業
皆
可
以
漸
擴
充
奈
無
作

起
之
人
未
免
遺
實
業
上
之
缺
點

商
會
　
溯
自
新
民
聚
𠪨
成
市
先
有
公
議
會
會
内
首
領
為
舖
達
在

清
紀
咸
同
以
前
大
抵
如
是
迨
光
緒
二
十
六
年
俄
兵
到
境
立
有

工
商
局
公
推
德
源
當
股
東
王
振
山
萬
盛
裕
郭
碩
五
為
總
理
專

為
供
應
俄
兵
之
需
索
工
商
實
賴
安
全
至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軍
督

部
堂
趙
公
爾
巽
奏
辦
奉
天
商
務
總
局
派
候
補
通
判
馬
葆
光
考

查
西
路
商
務
於
三
十
二
年
二
月
會
同
知
府
沈
金
鑑
招
集
燒
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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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八

粮
行
及
各
雜
行
執
事
等
開
始
選
舉
結
果
公
興
泉
股
東
靳
錫
九

當
選
為
新
民
商
務
分
會
總
理
會
所
在
縣
後
街
路
南
為
各
商
號

公
置
之
產
同
時
又
於
屬
境
大
民
屯
白
旗
堡
公
主
屯
三
鎮
設
立

商
務
分
所
舉
董
事
一
二
人
遇
事
隨
分
會
合
作
此
為
新
民
商
會

建
設
之
始
三
十
三
年
改
選
信
和
店
股
東
劉
殿
選
為
總
理
三
十

四
年
改
選
德
興
店
執
事
楊
德
山
為
總
理
至
宣
統
三
年
三
月
省

令
添
組
工
會
由
各
工
業
選
舉
恒
昌
德
執
事
趙
廣
為
工
會
總
理

由
是
一
商
會
劃
為
工
商
兩
會
事
權
遽
分
迨
民
國
元
年
商
會
改

選
魁
聚
當
執
事
張
慶
餘
為
總
理
民
國
二
年
工
會
改
選
福
盛
公

油
房
執
事
王
國
弼
為
總
理
至
民
國
五
年
二
月
部
頒
商
會
法
遵

照
將
工
會
撤
銷
由
是
工
商
又
歸
併
一
會
事
權
復
合
法
定
二
年

為
一
任
四
月
依
法
改
選
富
通
當
執
事
徐
超
為
會
長
六
月
部
頒

木
質
鈐
記
文
曰
新
民
縣
商
會
之
鈐
記
至
民
國
七
年
徐
會
長
連

任
民
國
九
年
德
興
店
執
事
楊
德
山
當
選
為
會
長
十
一
年
楊
會

長
連
任
夷
考
該
會
自
建
設
以
來
對
於
保
衛
工
商
靡
不
盡
力
惟

迭
被
水
灾
財
力
薄
弱
以
故
對
於
工
商
各
業
之
開
明
暨
改
進
尚

未
逮
也
茲
將
工
商
各
業
及
貨
色
出
入
各
概
數
列
後

商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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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振
弱
起
衰
圖
强
郅
治
之
急
務
也
新
民
地
居
邊
鄙
風
氣
晚

開
自
清
光
緒
末
年
始
具
有
改
良
教
育
之
萌
芽
今
厯
十
餘
載
矣
進

步
奚
如
尚
難
比
論
然
以
著
名
之
災
區
厯
經
地
方
官
紳
淬
勵
精
神

匡
扶
植
翼
想
亦
可
謂
向
曙
之
𣌀
光
歟

教
育
公
所
　
地
址
在
學
宫
之
西
文
昌
閣
之
前
清
光
緒
二
十
六
年

俄
人
入
境
將
該
院
蹂
躪
一
空
後
俄
兵
撤
退
於
三
十
一
年
奉
省

令
建
設
勸
學
所
專
為
辦
理
全
縣
學
務
於
是
年
五
月
勸
學
所
成

立
由
提
學
使
委
任
本
縣
啟
元
為
勸
學
所
總
董
同
時
又
委
視
學

員
一
員
常
川
駐
新
月
薪
由
地
方
款
開
支
所
内
置
勸
學
員
六
員

並
辦
公
文
牘
會
計
等
人
至
民
國
二
年
春
啟
元
辭
職
遺
缺
經
本

縣
議
董
兩
會
公
推
本
縣
士
紳
宋
鋭
代
理
是
年
省
令
改
組
為
教

育
公
所
十
一
月
省
長
委
本
縣
人
李
世
培
為
所
長
至
五
年
七
月

又
改
為
勸
學
所
六
年
奉
令
改
設
勸
學
員
四
員
七
年
所
長
李
世

培
被
選
為
省
議
會
議
員
遺
缺
經
縣
知
事
倪
泰
呈
請
𨖚
瀋
道
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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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八

委
本
縣
人
周
毓
邠
為
所
長
又
奉
令
改
設
勸
學
員
三
員
十
年
所

長
周
毓
邠
任
滿
由
縣
知
事
李
仙
根
呈
請
奉
天
教
育
𠫊
委
本
縣

人
吳
志
昌
為
所
長
十
二
年
五
月
又
奉
省
令
改
勸
學
所
為
教
育

公
所
吳
志
昌
仍
充
所
長
惟
勸
學
員
又
改
為
事
務
員
今
計
所
長

一
縣
視
學
員
一
勸
學
員
四
此
為
該
所
自
建
設
以
來
沿
革
之
概

略
厯
任
所
長
履
厯
列
後

啟
　
元
字
子
亨
新
民
籍
日
本
宏
文
學
院
畢
業
於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九
月

到
所
任
事

宋
　
鋭
字
飬
泉
新
民
籍
前
清
附
生
於
民
國
二
年
五
月
到
所
代
理

李
世
培
字
向
樸
新
民
籍
奉
天
兩
級
師
範
學
校
數
理
化
優
級
選
科
畢

業
民
國
二
年
十
一
月
到
所
任
事

周
毓
邠
字
憲
廷
新
民
籍
本
縣
師
範
傳
習
所
畢
業
厯
充
高
等
小
學

校
長
師
範
學
校
國
文
教
員
因
辦
學
得
高
級
長
官
奬
給
實

力
盡
職
證
書
暨
二
等
奬
章
於
民
國
七
年
九
月
到
所
任
事

吳
志
昌
字
世
榮
新
民
籍
奉
天
國
立
高
等
師
範
畢
業
曾
充
縣
立
師

範
學
校
教
務
主
任
於
民
國
十
年
七
月
到
所
任
事



 

新
民
縣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五
九

新

民

縣

全

境

學

校

簡

明

表

區域

校
　
　
　
　
　
別

地
　
　
　
址

級數

校員數

學生數

畢
業
學
生

經

費

成
　
立
　
　
年
　
月

級
數

人
數

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城

縣
立
師
範
學
校

文

廟

南

院
一

四
三
八

六
一

五
七

四
二
七
〇元

民

國

四

年

三

月

縣
立
女
子
師
範

講

習

所

縣
署
西
胡
同

一

三
二
一

二
四
一

二
七
二
九元

民

國

六

年

三

月

縣
立
初
級
中
學
校

文

廟

南

院
三

六
九
四

五
一
八
九元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三

月

縣
　
立
　
工
　
科

職
　
業
　
學
　
校

闗

岳

廟

前
一

三
三
六

三
九
一
三元

民

國

十

三

年

五

月

縣
立
第
一
小
學
校

文

廟

東

院
六
一
〇
一
七
二

一
六
四
四
一

三
八
五
九元
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正
月

縣

立

師

範

附

屬

小

學

校

縣

大

街

西
三

四
一
〇
五

五
七
四

一
六
八
四元

民

國

十

年

三

月

由

城

立

第

四

校

改

組

縣
立
女
子
師
範

附

屬

小

學

校

縣
署
西
胡
同

五

七
一
五
九

一
一
一
九
九

二
七
二
六元

民
國
六
年
十
二
月
由
縣

立
女
子
小
學
改
組

仝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上

市
立
清
真
小
學
校

南
清
真
寺
西

五

七
一
五
九

二
一
六
五

二
四
〇
〇元

民

國

五

年

九

月

市
立
第
一
小
學
校

縣
東
南
街
方

家
胡
同
南
頭

三

四
九
一

一
〇
一
四
七

一
二
七
二元

宣

統

三

年

六

月

市
立
第
二
小
學
校

觀

音

閣

院
四

五
一
六
九

七
九
七

一
五
四
九元
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九
月

市
立
第
三
小
學
校

後

小

廟

東
三

四
九
一

五
四
四

一
二
七
二元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市
立
第
四
小
學
校

後

　

　

溝
三

四
一
〇
二

三
二
九

一
二
七
二元

民

國

十

一

年

十

月

由

區

立

小

學

改

組

市
立
第
五
小
學
校

孫

家

街

三

四
七
九

一
一
〇

一
二
七
二元

民

國

五

年

八

月

私
立
第
一
小
學
校

口

袋

胡

同
一

一
二
〇

二

二

〇元

民

國

十

一

年

三

月

私
立
第
二
小
學
校

東
　
　
　
地

一

一
一
八

二

七

〇元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私
立
相
亭
小
學
校

腰

高

臺

子
六

九
二
五
三

三
四
〇

五
八
〇
〇元

民

國

十

年

二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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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六
十

第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區

村

立

小

學

校

東

高

臺

子

二

二
五
〇

二
二
三

五

九

七元

宣

統

元

年

四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巨

流

河

二

二
三
〇

二
一
九

二

三

二元
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七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前

長

溝

沿

一

一
四
五

三
二
一

三

五

三元

宣

統

元

年

七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後

長

溝

沿

一

一
二
六

三
三
一

三

〇

〇元
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五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魏

家

林

子

一

一
二
八

三
三
二

三

四

八元

宣

統

二

　

年

五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後

營

子

一

一
三
五

三
三
二

三

一

七元
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十
一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西

三

家

子

一

一
二
〇

二

四

八元

民

國

十

一

年

九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大

貛

子

洞

一

一
三
五

二
三
二

三

二

〇元

宣

統

元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民

家

屯

一

一
三
五

三
三
七

三

五

七元
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九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七
　
家
　
子

一

一
二
九

二
一
九

三

二

一元

宣

統

元

年

四

月

第　　　　　　　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區

區

立

小

學

校

大

荒

地

四

六
一
五
七

八
九
〇

三
七
七
八元
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七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溫

查

牛

彔

三

四
七
八

八
一
〇
四

二

四

二元
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五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舊

邊

站

二

三
八
二

五
四
七

一
〇
八
四元

宣

統

元

年

正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黑

魚

溝

二

三
七
〇

一
〇
二
八元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二

月

村

立

小

學

校

昂

邦

牛

彔

二

二
八
〇

六
二
六

七

六

四元

宣

統

二

年

八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圖
彥
太
堡
子

二

二
五
八

三
五
八

五

四

〇元

民

國

二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金

太

牛

彔

二

二
七
〇

三
六
二

七

八

〇元

宣

統

二

年

七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老

合

牛

彔

一

一
三
二

四
六
〇

四

四

六元

宣

統

二

年

五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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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一

仝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張

高

力

屯
一

一
二
八

二
二
八

三

四

五元

民

國

二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後

邱

家

屯
一

一
三
〇

二
三
四

二

八

四元

民

國

二

年

五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李

家

窩

堡
一

一
二
〇

三
三
九

三

一

七元

民

國

六

年

八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羅

家

房

申
一

一
三
二

三
三
五

三

九

五元

宣

統

二

年

五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郭
家
漚
蔴
坑
一

一
二
八

二
四
九

二

三

三元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車

家

屯
一

一
三
〇

二
三
八

三

二

三元

民

國

元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大

車

蓮

泡
一

一
三
〇

二
三
二

三

一

五元

民

國

五

年

七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小

車

蓮

泡
一

一
四
〇

二
三
二

三

九

〇元

宣

統

元

年

四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陳

家

臺
一

一
三
五

三
五
二

四

三

八元

宣

統

二

年

九

月

仝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老

什

牛

彔
一

一
五
八

二
五
一

五

六

六元

民

國

三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興

隆

堡
一

一
五
三

六
四
五

六

七

二元

宣

統

二

年

五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林

家

窩

堡
一

一
三
二

四
七
五

三

二

九元
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二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鞠

家

窩

堡
一

一
二
八

三
三
二

三

九

三元

民

國

二

年

五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大
韓
家
窩
堡
一

一
二
一

四
七
五

三

四

五元
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二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前
弓
匠
堡
子
一

一
三
一

二
三
一

三

四

五元

民

國

二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前
五
十
家
子
一

一
二
九

一
二
〇

三

五

一元

民

國

八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後
五
十
家
子
一

一
四
一

四

二

三元

民

國

八

年

七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大
喇
嘛
堡
子
一

一
四
三

六
六
四

五

九

五元
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八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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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二

仝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二
喇
嘛
堡
子

一

一
三
六

五

一

〇元

民

國

十

一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三
喇
嘛
堡
子

一

一
三
七

五

一

〇元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平

安

堡
一

一
二
一

三

七

〇元

民

國

十

一

年

三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長

山

子
一

一
三
五

四

一

七元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陶

柴

屯
一

一
四
〇

三

六

二元

民

國

十

一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西

高

力

屯

一

一
三
三

三

八

三元

民
國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董

家

窩

堡

一

一
四
二

四

〇

七元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新

安

堡
一

一
三
五

三

九

九元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二

道

房
一

一
二
七

四

一

九元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仝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二

道

崗

子

一

一
二
〇

四

〇

五元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那

家

窩

堡

一

一
二
六

三

〇

七元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灣

泡

子
一

一
二
〇

三

四

〇元

民

國

十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張

馬

夫

臺

一

一
二
五

三

五

七

民

國

五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景

家

屯
一

一
三
〇

三

五

五元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四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馬

戶

屯
一

一
二
八

三

一

五元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六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湯

家

窩

堡

一

一
二
八

三

八

五元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八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藍

旗

堡

子

一

一
二
七

三

九

二元

民

國

十

三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大

牛

營

子

一

一
一
三

一

五

〇元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七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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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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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周
家
橫
路
子
一

一
二

二

二

二

七元

民

國

十

三

年

五

月

私

立

小

學

校

小
　
荒
　
地
一

一
三

一

二

〇

〇元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八

月

區

立

小

學

校

大
　
民
　
屯
四

六
一
七
八

一

二

二
六
三

二
四
七
四元

民
國
元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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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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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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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八
月

女
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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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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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
一

半

拉

臺

三

四
一
四
八

九
一
七
五

一
七
六
〇元

民

國

元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中

古

城

子

三

四
一
三
〇

一

〇

一
六
〇

一
八
五
六元
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九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法

哈

牛

彔

三

四
一
〇
〇

一

三

一
七
二

一
五
九
五元

宣

統

三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平

安

堡
三

四
九

一

五
一
三
九

一
四
一
四元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網

戶

屯
三

四
九

八

六
七
五

一
八
二
三元
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十
一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佟

家

房

申

二

三
八

二

七
八
八

一
一
〇
〇元

民

國

元

年

二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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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侯

三

家

子

三

四
七

一

八
一
〇
七

一
一
八
〇元

光

緒

三

十

二

年

九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章

京

堡

子

二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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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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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一
三
三
〇元
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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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年
十
一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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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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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五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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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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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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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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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
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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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
　
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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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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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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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三
八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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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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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月

村

立

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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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

　

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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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五

一

六
六
二

九

〇

六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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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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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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舖

二

二
五

四

六
一
〇
五

七

七

八元

光

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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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二

年

九

月

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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敖

多

牛

彔

二

二
四

八

二
九
五

五

五

七元

光

緒

三

十

四

年

四

月

村
立
第
一
小
學
校

章

士

　

臺

一

一
三

九

三
四
〇

五

六

〇元

光

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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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四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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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
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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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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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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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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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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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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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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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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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
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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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
古

城

子

一

一

四
二

四

四
〇
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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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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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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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月

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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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

方

巾

牛

彔

一

一

四
五

八

八
三

五
〇
七元

光

緒

三

十

二

年

八

月

村
立
第
二
小
學
校

方

巾

牛

彔

一

一

二
八

三
七
五元

民

國

八

年

二

月

村

立

小

學

校
前

大

河

泡

一

一

三
七

四

六
〇

五
六
九元

宣

統

二

年

九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崔

三

家

子

一

一

三
七

四

六
〇

六
一
六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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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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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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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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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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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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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

一

一
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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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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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元
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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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佟

　

莊

子

一

一
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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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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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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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新

　

　

莊

一

一

三
一

二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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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四
五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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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
五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茨

　

林

子

一

一

四
八

五
七
五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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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孔

三

家

子

一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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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二

三
二

三
七
五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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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七
　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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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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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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賴

花

堡

子

一

一
三
一

三

九

九元

民

國

十

一

年

十

一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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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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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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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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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
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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泡

一

一
二
九

四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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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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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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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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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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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
七元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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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

家

窩

堡

一

一
四
三

六

一

五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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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年

二

月

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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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

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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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一
二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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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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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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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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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一
二
五

二
七
八元

民

國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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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
五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洪

家

屯

一

一
二
四

三
三
〇

仝

　

　

　

　

上

私
立
聞
氏
小
學
校

章

士

臺

一

一
三
九

四
三
一元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二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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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
小

學

校

二

𤛘

牛

泡
一

一
一
六

二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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仝

　

　

　

　

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哈

爾

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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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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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一
八
五元

民
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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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年

八

月

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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腰

崗

子

一

一
二
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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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〇元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七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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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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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
燒

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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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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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
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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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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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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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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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
上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東

駱

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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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二
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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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九元

民
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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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
八

月

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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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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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一
四
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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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八

三
七
六元

宣

統

元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埧

墻

子

一

一
三
四

二
四
〇

三
六
一元

民

國

二

年

六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潘

家

崗

子
一

一
三
二

二
三
三

四
六
九元

民

國

元

年

七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潘

　

家

屯
一

一
三
四

二
三
二

三
四
八元

民

國

二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富

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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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一
三
四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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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四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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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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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二

二

八

九元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五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石
獅
子
南
崗

一

一
二

〇

二

五

六元

民

國

九

年

二

月

私

立

小

學

校

偶

立

崗

子

一

一
二

二

二

六

九元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十

二

月

第

村

立

小

學

校

王

三

户

屯

一

一
三

四

四
五

六

三

八

一元

民

國

元

年

四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大

三

家

子

一

一
三

一

五
七

二

三

三

七元

光

緒

三

十

四

年

四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阿

林

所

一

一
三

〇

四
六

九

三

四

〇元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六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區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王

家

甸

子

一

一
三

二

三

五

〇元

民

國

十

年

十

一

月

村
立
第
一
小
學
校

盧

家

屯

一

一
六

〇

一
一

二

五

八

〇元

民

國

十

年

二

月

村
立
第
二
小
學
校

盧

家

屯

二

二
三

二

三
五

〇

三

二

〇元

民

國

元

年

四

月

村

立

小

學

校

趙

家

坨

子

一

一
三

六

五
七

〇

三

二

五元

光

緒

三

十

四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大

荒

地

二

二
四

八

三
五

二

五

六

二元

宣

統

元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小

北

屯

一

一
二

八

三
五

二

三

〇

〇元

仝

　

　

　

　

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小

南

屯

一

一
三

〇

一
二

二

三

二

五元

民

國

五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後

腰

堡

一

一
三

二

三
二

九

四

一

五元

宣

統

二

年

四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小

梁

山

一

一
三

六

四
九

五

三

四

六元

光

緒

三

十

四

年

九

月



 

新
民
縣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六
九

仝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湯

家

屯

一

一
三

〇

五
九
〇

三
二
〇元

宣

統

元

年

四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前

二

台

子

一

一
三

三

三
三
八

三
六
〇元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大

黑

崗

子

一

一
二

六

三
四
九

三
〇
〇元

民

國

二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西

二

台

子

一

一
三

四

一
二
二

三
〇
七元

民

國

四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沙

嶺

崗

子

一

一
三

〇

二
三
〇

二
五
〇元

宣

統

元

年

五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牛

家

崗

子

一

一
一

八

二
八
〇元

民

國

九

年

九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栁

蒿

溝

一

一
三

九

二
二
三

六
五
五元

民

國

三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雙

崗

子

一

一
三

二

三
六
八

民

國

八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𡊮

家

窩

堡

一

一
二

〇

一
二
五

四
四
九元

民

國

九

年

二

月

仝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大

曹

家

屯

一

一
二

四

三
〇
〇元

民

國

十

一

年

三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雙

山

子

一

一
三

二

二
三
〇

三
六
〇元

宣

統

三

年

五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劉

家

窩

堡

二

二
三

二

三
四
〇

三
二
九元

宣

統

元

年

四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林

家

屯

一

一
二

五

二
三
五元

民

國

九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劉
喇
叭
咀
子

一

一
三

〇

三
二
〇元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安

坨

子

一

一
三

五

三
〇
〇元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八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東

破

台

子

二

二
五

〇

五
七
〇元

民

國

十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田

家

窩

堡

一

一
二

五

三
六
二元

民

國

十

三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中

腰

堡

一

一
三

〇

二
七
〇元

民

國

十

三

年

三

月



 

新
民
縣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七
十

第　　　　　　七　　　　　　區

村

立

小

學

校
黄

家

嶺
一

一

三
〇

三
六

〇

三

五

〇元

宣

統

元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瓦

　

　

房
一

一

四
四

五
七
九

三

〇

五元

光

緒

三

十

二

年

五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高

荒

地
一

一

三
七

四
四
七

三

六

五元

光

緒

三

十

四

年

十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北

太

平

庒
一

一

三
一

三

三

五元

民

國

十

一

年

十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靠

山

屯
二

二

五
三

五
八
〇

五

八

四元

光

緒

三

十

四

年

十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大

四

台

子
一

一

三
七

四
七
〇

三

六

九元

宣

統

元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彰

武

台

門
一

一

三
二

三
五
〇

三

〇

二元

民

國

三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東

三

家

子
一

一

二
九

二

七

七元

民

國

十

一

年

三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大

汗

屯
一

一

三
七

三

五

九元

民

國

十

一

年

二

月

仝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青

溝

子
一

一

二
三

二

五

五元

民

國

元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陳

才

堡
一

一

三
二

四
五
一

三

四

八元

光

緒

三

十

四

年

十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三

旗

堡
一

一

二
五

二
三
七

二

五

三元

宣

統

二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高

家

屯
一

一

二
四

二
六
四

二

八

一元

仝

　

　

　

　

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駱

家

屯
一

一

三
〇

三
六
〇

三

四

七元

宣

統

元

年

四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西

長

崗

子
一

一

二
〇

五
九
〇

二

五

六元

仝

　

　

　

　

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大

巴

家

屯
一

一

二
九

三
五
四

三

一

一元

仝

　

　

　

　

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小

四

台

子
一

一

三
二

五
六
〇

三

二

九元

宣

統

三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大

荒

地
一

一

二
五

三
七
〇

三

〇

二元

民

國

五

年

十

一

月



 

新
民
縣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七
一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吳

家

屯

一

一

五

〇

四

一

一元

民

國

十

三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温

家

平

房

一

一
二
一

二

二

一元

仝

　

　

　

　

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下

窪

子

一

一
二
二

二

三

〇元

民

國

十

三

年

八

月

第　　　八　　　區

區

立

小

學

校

公

主

屯

三

四
八
三

三
三
九

一
二
八
八元
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四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東

蛇

山

子

二

三
六
二

一
一
四

一
一
五
二元

民

國

七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黄

金

樓

子

二

三
五
二

二
二
六

九

七

八元

仝

　

　

　

　

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小

塔

子

三

四
八
九

三
六
〇

一
四
九
三元

民

國

八

年

八

月

村

立

小

學

校

𨖚

濱

塔

二

二
六
三

四
五
三

七

四

六元

民

國

九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西

蛇

山

子

二

二
六
三

三
五
〇

七

四

七元
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九
月

仝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荆

家

房

申

一

一
五
二

四
五
八

四

〇

〇元
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二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藍

旗

堡

子

一

一
七
二

七
九
九

五

九

三元
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十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陶

家

屯

一

一
五
〇

一
一
二

三

一

五元

民

國

十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史

家

窑

一

一
四
二

一
一
〇

四

四

七元

民

國

九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後
五
十
家
子

一

一
二
五

三
四
八

三

二

〇元

民

國

二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小

民

屯

一

一
四
二

六
八
三

四

〇

〇元
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四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沉

檀

木

一

一
七
〇

五
九
〇

六

七

六元

宣

統

元

年

四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山

咀

子

一

一
四
八

五
六
〇

三

二

二元

光
緒
三
十
三
年
正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他

拉

堡

子

一

一
三
二

二
二
九

三

一

七元

宣

統

元

年

四

月



 

新
民
縣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七
二

仝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馬

圈

子

一

一
三
五

五
八
六

三
二
二元

光

緒

三

十

四

年

七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𡊮

家

窩

堡

一

一
三
〇

四
一
〇

三
五
四元

宣

統

三

年

四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太

平

庒

二

二
六
〇

五
一
〇
八

六
〇
〇元

宣

統

元

年

四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陳

家

窩

堡

一

一
二
〇

一
二
八

二
三
六元

民

國

七

年

三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泡

子

沿

一

一
二
五

三
二
〇元

民

國

十

一

年

三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黄

家

山

一

一
三
六

三
〇
八元

仝

　

　

　

　

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前

温

家

台

一

一
三
五

二
一
七

三
一
〇元

宣

統

元

年

四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後

温

家

台

一

一
二
七

二
五
〇元

民

國

十

一

年

三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東

舊

門

一

一
三
五

二
三
六

三
四
八元

宣

統

元

年

四

月

仝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上　　綜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公

主

屯

一

一
三
一

五
九
〇

三
〇
六元

光

緒

三

十

二

年

四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前

羊

草

溝

一

一
二
八

三
一
四元

民

國

九

年

二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腰
　
　
　
堡

一

一
三
〇

二
八
〇元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六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十

里

舖

一

一
三
五

三
〇
〇元

民

國

十

一

年

七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何

家

屯

一

一
三
〇

三
二
〇元

民

國

十

三

年

二

月

私

立

小

學

校

後

羊

草

溝

一

一
二
四

二
〇
〇元

民

國

十

一

年

七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姚

家

屯

一

一
三
二

一
八
〇元

民

國

七

年

三

月

仝
　
　
　
　
　
上

佟

家

窩

堡

一

一
一
四

二
一
〇元

民

國

十

三

年

三

月

二
　
　
四
　
　
　
九
　
　
　
校
三
四
二

三
九

二
□
九

六
〇
二

九
□
二

一
五
五
八
七
三元



 
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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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七
三

備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考

一
男
女
學
生
額
數
共
計
一
萬
一
千
零
八
十
九
人
其
中
女
生
不
過
居
男
生

百
分
之
十

一
經
費
一
欄
實
兼
有
學
費
在
内
查
縣
立
中
學
男
女
師
範
職
業
各

校
純
由
公
𣢾
開
支
其
餘
無
論
城
區
村
私
成
立
之
各
校
學
生
按

季
仍
納
學
費
年
分
四
季
男
生
一
季
約
納
小
洋
一
元
八
角
女

生
一
季
約
納
小
洋
一
元
三
角
是
經
費
總
額
非
純
係
公
款
也

一
學
校
經
費
出
之
本
縣
畝
雜
各
捐
外
有
學
田
地
租
無
多

一
此
表
係
據
民
國
十
三
年
調
查

基
督
教
會
設
立
男
女
學
校
簡
明
表

名

　

　

　

稱
所
　
在
　
地

創

辦

人
學

科

程

度
學
　
　
生

級

數

人

數

中
外
國
教
員
數

文

會

學

校
縣
　
　
　
街

基

督

教

會

牧
師
孟
宗
原

師

範

中

學

各

二

級
均
採
用
商
務
印
書

舘
本

四
　
三
五
〇
中外

國
人
　
一

二

一

崇

實

女

學
仝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上

中
學
高
小
各
二
級
均

採
用
商
務
印
書
舘本

四
　
一
五
〇

中外

國

人

　
七一

初

級

小

學

校
三區

方
巾
牛
彔

仝
　
　
　
上

各
科
均
採
用
商

務
印
書
舘
本

一
　
　
三
〇

中

國

人

一

仝
　
　
　
　
上
五區

白

旗

堡

仝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上

一
　
　
二
五

仝

　

　

　

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上
六區

黑

崗

子

仝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上

一
　
　
二
六

仝

　

　

　

上

女
子
初
級
小
學
校

仝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上

一
　
　
二
二

仝

　

　

　

上

初

級

小

學

校
六區

盧

家

屯

仝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上

一
　
　
二
六

仝

　

　

　

上

女
子
初
級
小
學
校

仝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上

一
　
　
二
九

仝

　

　

　
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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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四

初
級
小
學
校

六區

栁

蒿

溝

仝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上

一

四
〇

仝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上

六區

安

坨

子

仝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上

一

二
八

仝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　
上

八區

公

主

屯

仝
　
　
　
上

仝
　
　
　
上

一

三
〇

仝
　
　
　
上

備　　　　　　攷

一

各

校

成

立

年

月

未

詳

一

凡

就

校

者

皆

中

國

地

方

子

弟

無

論

已

否

奉

教

概

行

收

取

一

遵

中

國

學

制

教

授

之

仍

不

支

動

中

國

地

方

公

款

一

本

表

係

依

據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調

查

教
育
會
　
地
址
先
在
儒
學
衙
門
故
址
嗣
後
改
就
闗
岳
廟
前
已
撤

之
圖
書
舘
為
會
所
創
設
於
前
清
宣
統
元
年
十
月
承
奉
天
教
育

總
會
之
提
倡
依
法
組
合
名
為
新
民
教
育
分
會
後
改
為
新
民
縣

教
育
會
凡
縣
屬
學
校
教
員
均
為
會
員
由
會
員
選
舉
正
副
會
長

各
一
以
二
年
為
一
任
期
此
為
縣
教
育
會
全
縣
八
學
區
區
置
區

教
育
會
各
一
仍
由
區
教
員
選
舉
正
副
會
長
各
一
任
期
與
縣
同

此
為
區
教
育
會
縣
區
會
按
年
各
開
常
會
兩
次
以
維
持
學
務
硏

究
教
授
為
義
㫖
會
金
統
由
會
員
負
擔
新
民
自
縣
區
教
育
會
成

立
後
對
於
學
務
教
授
補
益
良
多
初
任
正
會
長
為
李
有
忱
副
會

長
為
周
毓
邠
以
後
厯
任
多
人
不
及
備
載
現
任
正
會
長
為
常
瑞

副
會
長
為
李
春
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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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五

社
會
教
育
　
本
縣
自
前
清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創
設
學
堂
改
良
教
育

一
時
學
風
一
變
凡
具
有
維
新
思
想
者
於
正
式
學
校
外
兼
謀
成

立
社
會
諸
種
教
育
以
為
開
通
民
智
津
梁
現
在
雖
以
經
費
困
難

率
皆
裁
撤
然
於
社
會
不
無
補
益
萬
一
財
政
稍
裕
或
有
恢
復
之

一
日
故
一
一
錄
之
亦
餼
羊
猶
存
之
意
耳

一
通
俗
教
育
講
演
所
於
民
國
二
年
由
前
清
公
組
宣
講
所
改
組
地

址
在
縣
街
闗
岳
廟
前
講
堂
四
間
内
設
主
任
講
演
員
一
人
月
薪

小
洋
二
十
四
元
夫
役
一
人
月
工
小
洋
七
元
年
加
煤
火
油
燭
等

費
計
經
費
五
百
餘
元
由
地
方
公
𣢾
抽
撥
主
講
按
日
無
間
至
六

年
裁
撤

一
簡
易
識
字
學
校
於
民
國
三
年
二
月
由
縣
立
半
日
學
校
改
組
附

設
講
演
所
内
教
員
由
講
演
員
兼
任
不
另
支
薪
至
六
年
六
月
因

水
灾
停
辦

一
縣
立
圖
書
舘
於
民
國
六
年
八
月
成
立
地
址
在
縣
街
闗
岳
廟
前

即
簡
易
識
字
校
之
舊
址
舘
室
三
間
内
設
名
譽
舘
長
一
人
經
理

一
人
僱
員
舘
役
各
一
人
舘
長
由
勸
學
所
長
兼
任
不
另
支
薪
經

理
月
薪
小
洋
二
十
四
元
僱
員
舘
役
月
各
工
食
洋
七
元
外
加
煤

火
油
燭
等
費
年
計
經
費
六
百
餘
元
由
地
方
公
𣢾
抽
撥
所
有
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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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六

書
另
款
購
備
至
七
年
八
月
裁
撤
圖
書
等
項
現
歸
縣
立
師
範
學

校
保
存

一
廵
行
講
演
員
民
國
六
年
八
月
𣷹
設
講
演
員
月
薪
小
洋
二
十
四

元
至
七
年
八
月
裁
撤

報
舘
　
為
開
通
民
智
促
進
社
會
文
明
之
一
大
助
力
亦
為
社
會
教

育
之
綦
重
機
闗
茲
採
新
民
所
見
者
詳
列
於
左

一
東
三
省
公
報

一
盛
京
時
報

一
逺
東
日
報

一
益
世
報

一
時
兆
月
報

一
政
府
公
報

一
申
　
報

一
省
公
報

一
民
國
日
報

一
東
三
省
民
報

一
滿
洲
報

一
大
北
新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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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七

新
民
縣
志
目
錄

第
七
卷

交
通鐵

路
陸
路

航
路

津
渡

橋
梁

馬
路

郵
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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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八

交
通

人
𩔖
進
化
瞬
息
千
里
往
者
荷
葡
諸
國
之
窮
探
印
度
洋
佔
據
南
洋

羣
島
設
非
物
質
文
明
改
精
輪
舶
藉
得
交
通
便
利
上
之
助
力
豈
能

有
此
逺
略
宏
謨
乎
審
是
則
水
陸
交
通
闗
於
鄉
國
人
民
甯
不
綦
重

新
民
當
有
明
以
前
人
烟
尚
少
本
無
交
通
之
可
言
迨
及
清
初
始
修

御
路
設
驛
站
置
橋
梁
此
為
陸
路
之
交
通
而
水
路
則
有
𨖚
河
之
渾

漾
航
運
不
絶
蓋
在
閉
闗
自
守
時
代
我
新
已
具
有
四
通
八
達
之
勢

爰
及
民
國
建
置
愈
新
而
交
通
愈
便
謂
此
非
世
界
大
通
確
有
感
受

於
文
化
日
增
月
進
乎
試
縷
詳
之

鐵
路

貫
入
新
民
之
鐵
路
為
京
奉
綫
查
係
光
緒
二
十
四
年
清
廷
以
闗
内

外
路
抵
借
英
國
匯
豐
銀
行
銀
一
千
六
百
萬
兩
以
修
築
者
所
修
路

綫
只
由
中
後
所
達
新
民
并
溝
帮
子
達
營
口
之
支
路
又
由
新
至
省

百
二
十
里
先
為
日
人
軍
用
鐵
路
我
國
以
百
六
十
萬
金
購
回
改
修

寛
軌
始
與
闗
内
外
車
銜
接
茲
按
新
境
鐵
路
建
自
清
光
緒
二
十
七

年
至
二
十
九
年
車
站
成
立
西
來
火
車
入
境
為
繞
陽
河
車
站
東
行

三
十
里
至
白
旗
堡
又
東
二
十
五
里
至
栁
河
溝
又
東
三
十
里
至
新

民
又
東
二
十
里
至
巨
流
河
又
東
三
十
里
至
興
隆
甸
由
此
又
東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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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九

餘
里
出
境
縣
境
計
有
六
站
獨
新
民
一
站
差
稱
繁
劇
經
過
道
里
計

一
百
四
十
餘
里
中
逾
繞
栁
𨖚
等
河
皆
高
架
鐵
橋
各
長
數
十
丈
至

宣
統
二
三
年
及
民
國
四
年
栁
河
暴
漲
橋
路
迭
次
被
冲
迭
次
加
高

修
築
迄
今
新
民
車
站
比
較
平
地
足
高
出
四
丈
有
奇
每
日
人
票
車

東
西
行
各
三
列
貨
票
車
無
定
列

陸
路

盛
清
時
代
凡
東
省
之
官
紳
商
賈
有
事
於
京
師
營
口
兩
途
者
往
往

集
中
於
新
民
蓋
以
新
民
為
東
西
之
孔
道
南
北
之
要
衝
一
時
非
特

滿
漢
官
紳
公
車
絡
繹
即
内
蒙
古
四
盟
旗
之
哲
里
木
盟
如
科
爾
沁

左
右
翼
六
旗

在

大

興

安

嶺

迤

東

齊

齊

哈

爾

迤

南

嫩

江

迤

西

左

旗

中

翼

達

爾

罕

親

王

前

旗

賓

圖

郡

王

後

旗

扎

薩

克

多

羅

郡

王

游

牧

地

之

東

南

逼

近

邊

牆

已

設

昌

圖

𨖚

源

法

庫

康

平

榆

樹

懷

德

等

治

右

翼

中

旗

圖

什

業

圖

親

王

前

旗

扎

薩

克

圖

郡

王

後

旗

扎

薩

克

鎮

國

公

游

牧

地

已

設

洮

南

靖

安

安

廣

開

通

等

治

暨
杜
爾
伯
特

今

江

省

之

安

達

即

其

游

牧

地

扎
賚
特
等
旗

今

大

𧶘

縣

即

其

游

牧

地

與
郭

爾
羅
斯
二
旗

在
松
花
江
迤
北
呼
蘭
迤
西
嫩
江
迤
東
其
東

半
部
已
闢
為
吉
林
長
春
農
安
長
嶺
等
治

其
貢
道
亦
皆
由
新
民

趨
入
榆
闗
又
彰
武
法
庫
東
北
一
帶
各
縣
接
連
吉
江
兩
省
西
南
各

城
鎮
其
土
產
大
宗
梁
豆
菸
蔴
每
屆
冬
初
運
車
如
織
或
由
新
民
趨

𨖚
中
入
營
口
或
由
營
口
裝
運
南
貨
轉
輸
東
北
邊
城
新
民
之
交
通

自
昔
已
稱
繁
便
近
年
自
京
奉
鐵
路
成
而
營
口
之
陸
運
日
稀
自
南

滿
鐵
路
開
而
奉
北
之
陸
運
愈
減
此
蓋
有
闗
於
運
會
之
相
乘
致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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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十

此
天
然
之
形
勢
夫
復
何
尤
雖
然
試
以
今
日
之
交
通
言
則
新
民
猶

可
為
便
㨗
之
區
域
也

一
通
瀋
陽
縣
路
由
縣
治
東
向
十
里
至
三
棵
樹
又
十
里
至
巨
流

河
城
又
五
里
至
𨖚
河
渡
口
又
八
里
至
孤
家
子
又
十
五
里
至

興
隆
甸
又
十
里
至
八
間
房
又
十
里
至
老
邊
再
東
即
瀋
陽
界

一
通
瀋
陽
縣
路
由
縣
治
東
南
向
八
里
至
瓦
房
又
十
三
里
至
馬

厰
又
三
里
至
一
半
拉
台
又
十
五
里
至
大
民
屯
又
八
里
至
崔

三
家
子
又
十
五
里
至
王
家
河
套
又
十
里
至
七
公
台
再
東
即

瀋
陽
界

一
通
𨖚
中
縣
路
由
縣
治
南
向
十
五
里
至
大
范
屯
又
十
里
至
東

青
崗
又
八
里
至
大
趙
屯
又
五
里
至
王
崗
子
又
七
里
至
張
溝

子
又
五
里
至
鯽
魚
泡
又
三
里
至
七
家
子
又
七
里
至
後
鄢
窩

棚
再
南
為
𨖚
中
界

一
通
黑
山
縣
路
由
縣
治
西
向
十
里
至
黄
旗
堡
又
七
里
至
栁
河

溝
又
十
五
里
至
潘
家
崗
子
又
十
里
至
川
心
溝
子
又
十
二
里

至
白
旗
堡
又
十
五
里
至
小
白
旗
堡
再
西
逾
繞
陽
河
即
黑
山

界
一
通
彰
武
縣
路
由
縣
治
西
北
向
十
里
至
後
營
子
又
十
五
里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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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一

哈
拉
崗
子
又
五
里
至
計
崗
子
又
十
里
至
小
房
申
又
十
里
至

彰
武
台
門
再
北
即
彰
武
界

一
通
法
庫
縣
路
由
縣
治
東
北
向
十
里
至
前
營
子
又
五
里
至
腰

高
台
子
又
十
五
里
至
東
舊
門
又
十
里
至
泡
子
沿
又
十
里
至

公
主
屯
又
十
二
里
至
温
家
甸
又
十
五
里
至
小
塔
子
再
北
即

法
庫
界

一
通
鐵
嶺
縣
路
由
縣
治
東
北
向
十
八
里
至
前
五
家
子
又
五
里

至
狼
洞
子
又
五
里
至
西
蛇
山
子
又
十
二
里
至
東
蛇
山
子
又

十
里
至
梁
家
荒
地
又
五
里
至
藍
旗
堡
再
北
即
鐵
嶺
界

右
錄
以
上
各
路
於
民
國
十
二
年
秋
奉
省
令
逐
皆
加
修
路
旁
各
植
栁

成
行
倘
𡻕
修
無
間
將
來
平
坦
可
期
而
栁
蔭
兩
行
更
多
裨
益
誠
善

政
也

附

東
西
通
京
御
路
在
清
初
時
修
築
東
以
老
邊
入
境
經
過
興
隆
甸

孤
家
子
巨
流
河
新
民
黄
旗
堡
栁
河
溝
白
旗
堡
西
至
繞
陽
河
出

境
路
寛
五
六
丈
或
十
餘
丈
不
等
路
旁
植
樹
成
陰
每
屆
清
室
親

王
大
臣
䕶
送
御
牒
御
影
來
奉
先
期
必
通
飭
沿
途
地
方
官
加

工
修
治
彼
時
頗
有
可
觀
迨
及
末
葉
人
工
不
舉
路
漸
高
低
今
志

載
東
通
瀋
陽
西
通
黑
山
之
路
即
為
該
路
故
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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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二

又

沿
該
御
路
清
時
設
有
三
驛
站
曰
老
邊
驛
站
巨
流
河
驛
站
白

旗
堡
驛
站
站
有
驛
丞
驛
丁
專
膺
遞
送
緩
急
公
文
後
以
省
垣

設
立
文
報
局
該
站
隨
於
光
緒
三
十
年
裁
撤

詳

見

古

蹟

航
路

新
民
河
流
有
六
而
通
航
運
者
祇
一
𨖚
河
河
流
自
法
庫
界
南
來
由

監
旗
堡
子
村
東
南
黑
魚
溝
子
村
西
入
縣
境
流
逾
十
里
至
董
窩
堡

又
十
里
至
羊
草
溝
又
十
里
至
郎
家
灘
又
十
里
至
鵓
鴿
卧
又
二
十

里
至
韓
窩
棚
又
十
里
至
團
山
子
又
十
里
至
方
崗
子
又
十
里
至
𨖚

濱
塔
又
二
十
里
至
巨
流
河
又
十
里
至
西
高
力
屯
又
二
十
四
里
至

馬
厰
又
二
十
四
里
至
茨
林
子
又
十
五
里
至
網
户
屯
又
十
里
至
杏

樹
坨
子
由
是
出
境
入
𨖚
中
界
此
河
經
過
縣
境
長
逾
一
百
八
十
餘

里
平
時
寛
處
常
里
許
狹
處
亦
足
半
里
深
處
常
丈
餘
淺
處
常
三
四

尺
或
五
六
尺
惟
入
夏
水
漲
則
寛
深
水
量
至
加
一
二
倍
載
運
粮
貨

船
隻
有
牛
船
槽
船
兩
式
常
年
計
有
四
百
餘
艘
水
路
行
程
上
達
同

江
子
下
至
營
口
每
𡻕
船
下
河
期
必
在
舊
曆
清
明
節
後
船
上
岸
時

必
在
霜
降
節
前
蓋
恐
𨖚
河
封
凍
船
遭
危
險
故
一
律
扯
曳
岸
上
俗

名
為
卧
篙
來
春
收
拾
完
好
再
行
下
河
此
亦
河
路
之
習
慣
也

按
𨖚
河
航
運
在
京
奉
南
滿
鐵
路
未
設
以
前
舳
艫
銜
接
㠶
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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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三

相
望
概
數
常
千
餘
艘
蓋
以
河
運
實
便
於
陸
運
故
商
賈
便
之

迨
及
鐵
路
建
成
火
車
駛
至
其
裝
載
又
較
河
運
為
敏
㨗
此
航

路
之
日
見
蕭
條
也
又
况
𨖚
河
久
歉
疏
𤀹
其
中
梗
礙
頗
多
執

政
者
欲
謀
交
通
之
便
利
想
宜
兼
顧
並
籌
廣
為
地
方
增
益
權

利
實
所
殷
盼

津
渡

黑
魚
溝
渡
口
在
縣
治
東
北
距
縣
城
九
十
里
常
備
船
三
隻

董
窩
棚
渡
口
在
縣
治
東
北
距
縣
城
八
十
五
里
常
備
船
一
隻

羊
草
溝
渡
口
在
縣
治
東
北
距
縣
城
八
十
里
常
備
船
三
隻

郎
家
灘
渡
口
在
縣
治
東
北
距
縣
城
七
十
五
里
常
備
船
二
隻

烏
爾
漢
堡
渡
口
在
縣
治
東
北
距
縣
城
七
十
四
里
常
備
船
三
隻

韓
窩
棚
渡
口
在
縣
治
東
北
距
縣
城
六
十
里
常
備
船
一
隻

團
山
子
渡
口
在
縣
治
東
北
距
縣
城
六
十
里
常
備
船
二
隻

胡
窩
棚
渡
口
在
縣
治
東
北
距
縣
城
六
十
里
常
備
船
二
隻

方
崗
子
渡
口
在
縣
治
東
北
距
縣
城
四
十
六
里
常
備
船
二
隻

𨖚
濱
塔
渡
口
在
縣
治
東
北
距
縣
城
三
十
九
里
常
備
船
二
隻

巨
流
河
渡
口
在
縣
治
正
東
距
縣
城
二
十
五
里
常
備
船
一
隻

西
高
力
屯
渡
口
在
縣
治
正
東
距
縣
城
三
十
里
常
備
船
一
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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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四

馬
厰
渡
口
在
縣
治
東
南
距
縣
城
二
十
五
里
常
備
船
五
隻

平
安
堡
渡
口
在
縣
治
東
南
距
縣
城
三
十
二
里
常
備
船
一
隻

章
士
台
渡
口
在
縣
治
東
南
距
縣
城
四
十
里
常
備
船
一
隻

茨
林
子
渡
口
在
縣
治
東
南
距
縣
城
五
十
里
常
備
船
二
隻

網
户
屯
渡
口
在
縣
治
東
南
距
縣
城
六
十
里
常
備
船
二
隻

按
右
錄
以
上
渡
口
統
在
新
境
𨖚
河
上
下
游
此
外
繞
栁
等
河
平

時
水
量
淺
狹
概
無
一
定
之
渡
口

橋
梁

望
海
舖
橋
三
區
境
蒲
河
支
流
望
海
舖
古
家
屯
兩
村
中
間
有
南
北

木
橋
一
道
長
五
丈
寛
一
丈
車
馬
通
行
土
著
民
工
於
民
國
年
間

修
建

大
泡
　
橋
三
區
境
蒲
河
下
游
前
後
大
河
泡
兩
村
中
間
有
南
北
木

橋
一
道
長
十
丈
寛
一
丈
五
尺
車
馬
通
行
為
蒲
河
流
域
最
大
之

橋
於
民
國
十
二
年
經
士
紳
裕
祥
王
象
辰
孫
國
恩
等
募
捐
修
建

李
家
套
橋
三
區
李
家
套
五
道
溝
子
兩
村
中
間
有
東
西
木
橋
一
道

長
三
丈
寛
一
丈
五
尺
車
馬
通
行
土
著
民
工
於
民
國
十
一
年
修
建

王
家
河
套
橋
三
區
境
蒲
河
支
河
在
河
套
村
西
有
東
西
木
橋
一
道

長
五
丈
寛
一
丈
五
尺
車
馬
通
行
土
著
民
工
於
民
國
年
間
修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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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五

白
旗
堡
橋
五
區
境
栁
河
支
流
在
白
旗
堡
集
市
東
首
有
東
西
木
橋

一
道
長
七
丈
寛
一
丈
五
尺
車
馬
通
行
土
著
民
工
於
民
國
十
二

年
修
建

右
錄
以
上
橋
梁
率
係
用
木
建
造
惟
以
年
限
不
多
又
地
居
要
隘

居
人
依
賴
稱
便
故
悉
錄
之
至
木
橋
而
已
經
廢
毁
者
則
毫
無
遺

蹟
之
可
言
概
未
採
列
又
逺
年
雖
有
埋
没
之
石
橋
既
不
見
用
於

世
姑
列
古
蹟
以
資
探
索

馬
路

新
民
車
站
迤
南
原
有
土
基
南
北
馬
路
一
條
直
達
街
裡
各
衢
巷
祗

惜
地
方
財
力
薄
弱
迄
今
尚
未
鋪
石
以
故
年
雖
加
工
填
修
終
不

耐
重
車
之
傾
軋
是
為
憾
事

𨜚
電

𨜚
政
局
為
奉
天
𨜚
政
總
局
所
分
設
列
為
二
等
於
光
緒
二
十
四
年

三
月
開
辦
地
址
租
賃
縣
城
大
街
路
北
門
面
房
三
間
局
内
設
局

長
一
人
襄
辦
二
人
今
增
至
三
人
信
差
八
人
今
減
至
六
人
𨜚
差

十
三
人
今
減
至
八
人
復
設
支
局
一
處
在
縣
城
車
站
又
代
辦
十

四
處
地
㸃
列
後
數
年
前
屢
有
變
更
今
後
可
期
决
定
民
國
十
二

年
度
𨜚
費
計
收
大
洋
二
萬
零
七
百
一
十
八
元
二
角
九
分
局
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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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六

經
費
計
支
大
洋
八
千
一
百
八
十
元
零
四
角

代
辦
處
地
㸃

馬
三
家
子
　
興
隆
甸
　
白
旗
堡
　
唐
家
窩
棚
　
半
拉
門
　
姜
家
屯

養
息
牧
門
　
後
新
邱
　
公
主
屯
　
登
仕
堡
子
　
蛇
山
子
　
小
塔
子

丁
家
房
申
　
五
台
子

電
報
局
為
奉
天
電
報
總
局
所
分
設
於
前
清
光
緒
二
十
年
成
立
辦

公
地
址
租
賃
縣
東
南
街
民
房
一
處
局
内
設
局
長
一
人
司
事
一

人
電
生
二
人
局
役
三
工
丁
六
初
設
時
僅
有
電
綫
兩
條
一
通
天

津
一
通
奉
天
以
後
漸
漸
擴
充
今
計
有
綫
十
七
條
凡
天
津
北
京

奉
天
齊
齊
哈
爾
等
處
均
可
由
新
民
直
放
民
國
十
二
年
度
計
收

費
𣢾
大
洋
二
千
五
百
元
辦
公
經
費
計
支
大
洋
四
千
二
百
元

電
話
局
為
地
方
籌
設
之
機
闗
地
址
在
縣
署
東
院
於
民
國
十
三
年

四
月
成
立
創
始
為
士
紳
張
福
元
開
辦
費
由
商
舖
擔
任
小
洋
三

千
元
由
民
户
每
日
地
徵
收
小
洋
三
角
入
手
伊
始
先
以
此
款
築

房
舍
十
間
分
辦
公
電
話
工
程
傳
達
等
室
辦
公
人
員
局
長
一
文

牘
一
會
計
一
銅
匠
一
工
頭
四
領
班
一
司
機
生
四
差
遣
二
常
工

一
夫
役
二
電
話
匣
約
設
六
十
號
每
號
月
租
費
小
洋
七
元
二
角

全
年
約
收
小
洋
五
千
一
百
元
有
奇
局
内
一
切
經
費
全
年
以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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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七

數
為
比
例
不
致
溢
虧
交
通
之
處
東
至
奉
天
省
城
西
至
黑
山
縣

南
至
本
縣
屬
境
大
民
屯
北
至
彰
武
縣

日
本
電
話
局

詳

列

交

涉
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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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八

新
民
縣
志
目
錄

第
八
卷

宗
教基

督
天
主

天
方

黄
教

釋
教

道
教



 

新
民
縣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八
九

宗
教

今
欲
範
圍
普
天
下
之
智
愚
賢
不
肖
而
使
之
同
趨
正
軌
問
捨
政
刑

德
禮
外
尚
有
何
術
曰
有
之
其
惟
宗
教
乎
然
而
科
學
家
言
世
界
科

學
發
明
而
宗
教
無
可
立
足
之
地
超
然
派
者
謂
天
下
邪
正
是
非
吉

凶
悔
吝
只
次
於
虛
靈
不
昧
之
人
心
何
宗
教
為
斯
二
者
之
言
皆
能

成
理
何
可
厚
非
獨
是
科
學
愈
明
而
循
𤨔
之
理
愈
彰
人
心
愈
靈
而

忍
性
之
行
愈
險
宗
教
者
所
以
濟
科
學
之
窮
示
人
心
之
的
範
圍
普

天
下
智
愚
賢
不
肖
而
使
之
同
趨
正
軌
者
也
乃
今
之
崇
奉
宗
教
者

或
猶
有
出
入
奴
主
彼
疆
此
界
之
分
究
之
道
之
大
原
出
於
天
學
者

未
窺
其
粤
先
自
分
門
别
户
比
短
較
長
竊
恐
為
傳
教
之
列
聖
列
宗

所
非
斥
民
國
有
鑒
憲
章
所
載
許
人
民
信
教
自
由
可
以
為
法
矣

基
督
教
堂
　
為
英
國
哀
爾
蘭
長
老
會
所
分
設
教
宗
耶
蘇
創
始
於

前
清
光
緒
十
四
年
春
傳
教
牧
師
英
人
傅
多
瑪
常
駐
奉
天
省
城

時
來
新
民
租
賃
市
房
傳
教
迨
光
緒
二
十
五
年
傅
牧
師
囬
國
由

長
老
會
改
派
英
人
孟
宗
原
為
牧
師
協
同
醫
士
英
人
李
術
仁
來

新
常
駐
始
建
設
醫
院
並
教
堂
日
藉
施
醫
以
傳
教
由
是
稱
盛
迄

今
二
十
餘
年
矣
所
有
陸
續
𣷹
設
之
男
女
醫
院
暨
男
女
學
校
姑

俟
另
詳
外

俱

詳

慈

善

志

茲
計
擴
充
之
教
堂
在
屬
境
者
曰
盧
家
屯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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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十

坨
子
黑
崗
子
栁
河
溝
白
旗
堡
大
民
屯
方
巾
牛
彔
共
七
處
傳
教

師
皆
中
國
人
奉
教
男
四
百
五
十
餘
名
女
一
百
七
十
餘
口
近
年

由
教
會
公
組
義
務
閲
報
社
一
處
在
縣
城
南
街
於
該
社
中
又
組

立
青
年
俱
進
會
一
部
蓋
為
增
進
青
年
學
識
而
設
於
屬
境
人
民

不
無
小
補

天
主
教
堂
　
創
始
於
前
清
光
緒
二
十
年
地
址
在
縣
城
東
南
教
宗

天
主
初
來
傳
教
為
法
蘭
西
人
俗
呼
為
巴
神
甫
一
時
新
民
街
靣

入
教
者
實
繁
有
徒
後
漸
擴
充
於
屬
境
佟
家
房
申
方
巾
牛
彔
喇

嘛
堡
子
興
隆
甸
趙
家
窩
棚
𡊮
家
窩
棚
等
村
皆
立
有
教
堂
教
民

男
女
今
計
有
五
百
餘
名
巴
教
師
早
已
回
國
現
易
中
國
人
張
禹

堂
主
教

天
方
教
　
即
回
教
以
自
天
方
國
傳
來
故
名
天
方
教
天
方
國
即
今

之
阿
剌
伯
也
教
宗
穆
哈
黙
德
以
清
真
寺
為
傳
教
之
具
體
以
故

凡
係
建
寺
之
處
皆
為
回
民
生
聚
之
區
新
民
屬
境
清
真
寺
有
五

一
在
縣
城
南
街
一
在
縣
城
北
街
一
在
大
民
屯
東
南
街
一
在
老

邊
站
西
街
一
在
白
旗
堡
西
北
街
建
立
年
月
不
盡
可
考
其
可
考

者
見
古
蹟
志
傳
教
人
昔
為
楊
如
九
馬
兆
熊
今
為
楊
建
恩
李
長

明
綜
合
教
民
今
計
六
百
七
十
餘
户
男
女
三
千
五
百
餘
名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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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一

黄
教
　
即
喇
嘛
教
縣
治
高
台
子
村
於
早
年
由
邊
外
投
來
蒙
古
喇

嘛
數
名
在
該
村
廟
内
設
經
壇
純
為
富
有
人
家
辦
䘮
誦
經
禮
懺

近
年
移
歸
縣
街
八
名
仍
以
誦
經
為
事

釋
教
　
即
佛
教
也
教
宗
如
來
和
尚
沙
彌
皆
是
統
名
為
僧
屬
境
寺

院
有
住
持
僧
者
蓋
少
夷
考
縣
街
闗
帝
廟
於
前
清
康
熙
末
年
有

僧
元
祿
為
廟
内
住
持
嗣
後
師
徒
代
傳
延
至
如
今
師
名
續
禪
有

隔
輩
弟
子
三
人
經
理
廟
内
香
火

道
教
　
屬
境
無
道
院
僅
查
有
夥
居
道
一
門
教
宗
邱
祖
龍
門
派
居

恒
與
平
民
無
異
不
剃
髮
不
出
家
祗
以
燒
香
誦
經
為
心
願
有
時

亦
為
富
有
之
家
修
齋
醮
作
道
場
皈
依
此
教
之
信
徒
男
女
計
有

若
干
尚
難
稽
考
第
惟
四
五
兩
區
如
蓮
花
泡
白
旗
堡
莊
家
屯
等

村
鎮
此
風
最
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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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二

新
民
縣
志
目
錄

第
九
卷

交
涉日

本
國

英
國

法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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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三

交
涉

國
無
交
涉
則
進
步
難
國
有
交
涉
則
應
機
尤
難
蓋
交
涉
者
所
以
灌

輸
兩
國
之
國
情
比
較
政
治
之
良
窳
最
足
以
促
進
國
度
之
發
達
而

日
躋
社
會
於
文
明
者
也
無
之
則
漫
無
感
覺
固
步
自
封
故
曰
進
步

難
然
既
有
交
涉
則
以
少
數
之
外
交
人
材
爭
得
失
於
片
刻
從
容
樽

俎
無
傷
國
體
之
尊
榮
應
變
隨
機
終
歸
平
𠃔
不
尤
難
乎
一
國
如
是

一
邑
亦
猶
是
也
新
民
自
日
俄
戰
後
於
清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
中
日
兩
國
會
議
東
三
省
事
宜
訂
定
條
約
附
約
第
一
𣢾
中
國
政
府

𠃔
俟
日
俄
兩
國
軍
隊
撤
退
後
從
速
將
下
開
各
地
方
自
行
開
埠
通

商
此
謂
有
交
涉
之
始

附

開

通

商

地

奉

天

省

鳳

凰

城

𨖚

陽

鐵

嶺

法

庫

通

江

新

民

是
年
十
月
日
本
設
領

事
分
舘
於
新
民
新
民
行
政
公
署
亦
添
設
交
涉
委
員
由
是
對
於
日

俄
英
法
諸
友
邦
或
僑
民
或
宣
教
師
每
遇
交
涉
尚
稱
㨗
便

日
本
領
事
分
舘
　
設
於
清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十
月
十
五
日
地
址
在

縣
街
北
鄙
自
建
樓
房
十
三
間
置
主
任
一
人
為
副
領
事
舘
員
一

人
為
外
務
主
事
附
置
警
察
部
長
一
名
警
察
三
名
其
厯
任
主
任

舘
員
姓
名
列
後

主
任
副
領
事
　
新
國
千
代
橘
北
條
太
洋
竹
内
廣
彰
　
逺
山
峻

舘
員
外
務
主
事
糟
谷
廉
二
大
久
保
一
喜
上
野
利
作
　
山
崎
三
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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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四

日
本
電
話
局
　
設
於
民
國
十
二
年
一
月
一
日
地
址
在
日
本
領
事

舘
之
路
南
按
電
話
局
原
為
日
本
之
𨜚
便
局
内
附
長
途
電
話
創

始
於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九
月
一
日
自
建
有
樓
房
九
間
迨
民
國
十

二
年
一
月
一
日
遵
約
撤
銷
即
日
改
為
電
話
局
通
話
地
㸃
有
營

口
𨖚
陽
本
溪
撫
順
奉
天
鐵
嶺
加
本
縣
共
七
處
置
局
長
一
人
董

其
事
厯
任
局
長
姓
名
列
後

電
話
局
長
　
岩
崎
逸
雄
　
近
籐
勇
藏
　
有
川
直
雄

日
本
𡬶
常
小
學
校
　
創
設
於
民
國
十
年
四
月
一
日
入
校
日
本
男

女
學
童
十
一
名
分
二
級
均
四
年
畢
業
置
校
長
教
員
各
一
姓
名

列
後

校
長
　
秋
山
欣
治
　
　
　
教
員
　
河
村
喜
代

附
設
幼
稚
園
有
學
童
六
人
其
保
姆
由
尋
常
小
學
校
教
員
兼
充

日
本
居
留
民
會
　
成
立
於
清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一
日
地
址

在
縣
街
馬
路
由
居
留
人
民
用
選
舉
法
先
舉
評
議
員
五
名
再
由

評
議
員
中
互
選
會
長
副
會
長
各
一
人
評
議
員
缺
額
以
候
補
者

補
充
期
限
以
一
年
為
一
任

僑
民
　
日
本
男
計
五
十
二
人
女
計
三
十
九
人
共
九
十
一
人

朝
鮮
男
計
五
百
二
十
九
人
女
計
四
百
八
十
七
人
共
一
千
零
一
十
六
人
兩
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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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五

一
千
一
百
零
七
人

日
本
商
業
　
煤
局
一
雜
貨
舖
二
槍
炮
舖
一
當
舖
七
藥
房
三
醫
院

一
理
髮
舖
一
粮
棧
一
電
影
園
一

右
按
以
上
各
節
統
據
民
國
十
三
年
六
月
採
訪
之
概
况
述
錄

英
國
教
會
　
牧
師
英
國
人
孟
宗
原
暨
其
夫
人

詳

見

宗

教

慈

善

兩

志

法
國
教
堂
　
掌
教
師
法
國
人
巴
神
甫
早
年
回
國

詳

見

宗

教
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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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六

新
民
縣
志
目
錄

第
十
卷

慈
善醫

院
教
養
局

附

教

養

工

厰

賑
濟
事
務
所

流
寓
義
賑

外
國
醫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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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七

慈
善

天
生
萬
物
豈
不
欲
萬
物
之
各
得
其
所
而
卒
有
不
能
是
天
地
之
大

猶
有
所
憾
抑
人
生
於
天
地
之
間
誰
竟
甘
居
困
厄
而
卒
不
能
脱
是

福
善
之
理
亦
有
時
或
窮
蓋
億
萬
人
中
席
豐
履
厚
者
不
過
萬
分
之

一
餘
皆
勞
人
苦
人
實
命
不
猶
寕
不
可
憫
是
貴
國
有
仁
政
鄉
有
善

人
廣
籌
拯
救
之
方
上
以
普
造
物
之
宏
慈
下
以
濟
斯
民
之
疾
苦
聖

王
之
世
猶
曰
可
以
富
人
哀
此
窮
獨
而
况
其
為
今
日
耶
因
採
新
民

慈
善
事
業
而
亟
錄
之

衛
生
醫
院
　
在
縣
城
大
街
路
北
即
商
務
會
之
南
院
也
於
前
清
光

緒
三
十
一
年
四
月
日
俄
戰
役
告
終
和
約
已
定
新
民
附
列
自
行

開
埠
通
商
之
條
彼
時
日
兵
仍
在
縣
街
以
街
道
穢
污
不
治
立
車

務
署
勒
收
來
往
運
脚
車
捐
作
清
潔
街
道
之
費
又
欲
立
衛
生
局

兼
施
醫
藥
知
府
沈
金
鑑
以
其
侵
與
内
政
用
嚴
重
理
由
與
日
員

交
涉
始
得
完
全
收
回
於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四
月
經
沈
守
開
辦
局

内
置
局
長
一
員
書
記
巡
弁
各
一
員
巡
長
二
衛
生
隊
二
十
名
外

於
縣
街
設
大
便
所
二
十
處
小
便
所
五
十
處
除
污
車
兩
輛
苦
力

三
十
名
仍
延
𦖳
日
人
伊
籐
夀
為
醫
官
本
間
亮
為
藥
劑
員
原
堪

次
郎
為
通
譯
員
此
為
該
局
建
設
之
始
迨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三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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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八

知
府
管
鳳
龢
撤
銷
局
長
自
以
知
府
兼
衛
生
局
總
辦
並
將
前
𦖳

之
醫
官
藥
劑
通
譯
等
日
員
一
律
取
銷
用
本
國
人
之
通
西
醫
者

充
醫
官
藥
劑
助
手
又
添
招
醫
學
生
數
名
由
醫
官
擔
任
教
授
並

令
學
生
從
事
練
習
是
年
並
將
局
内
之
巡
弁
巡
長
除
污
車
苦
力

等
一
概
裁
撤
清
潔
便
所
掃
除
街
道
等
事
統
歸
警
察
衛
生
股
負

責
宣
統
二
年
正
月
知
府
張
翼
廷
改
衛
生
局
為
衛
生
醫
院
置
院

長
一
人
主
持
院
務
是
時
該
院
專
以
施
捨
醫
藥
為
職
責
每
日
診

治
病
人
常
八
九
十
名
茲
溯
經
過
成
績
於
清
宣
統
二
年
冬
鼠
疫

盛
行
院
長
倪
凖
帮
辦
防
疫
救
人
無
算
繼
易
院
長
程
世
恩
提
倡

施
種
牛
痘
嗣
後
風
氣
大
開
每
年
春
來
院
引
種
之
孩
童
計
有
四

五
百
人
之
多
民
國
八
年
夏
霍
亂
傳
染
特
盛
醫
官
馮
秀
麟
即
今

之
院
長
仍
兼
醫
官
以
注
射
法
治
愈
二
百
餘
人
其
餘
雜
症
由
設

局
以
至
改
院
厯
年
所
全
活
者
豈
能
指
數
宏
濟
之
功
亦
云
偉
矣

至
由
該
院
成
就
之
醫
生
現
充
陸
軍
軍
醫
官
長
者
已
夥
成
已
成

人
尤
堪
景
慕
自
茲
以
往
尚
望
當
事
者
敬
謹
勿
怠
宏
此
逺
謨
以

永
終
譽
曷
勝
翹
注

教
養
局
　
清
光
緒
三
十
三
年
日
商
私
購
縣
街
北
鄙
民
地
數
十
畝

燒
磚
營
業
三
十
四
年
知
府
管
鳳
龢
呈
明
經
奉
天
總
督
錫
良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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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九

國
帑
萬
金
贖
回
飭
於
其
地
設
貧
民
工
厰
管
府
因
於
官
膏
餘
利

項
下
陸
續
提
出
小
洋
四
千
元
有
奇
於
宣
統
元
年
五
月
遂
於
該

地
開
辦
貧
民
工
厰
旋
以
貧
民
二
字
多
忌
遂
定
名
為
教
養
局
以

收
容
貧
家
子
弟
及
無
業
游
民
教
習
工
藝
為
宗
旨
局
内
設
委
員

一
總
理
局
務
後
於
民
國
三
年
改
為
局
長
以
下
考
工
會
計
司
書

各
一
各
事
其
職
設
工
藝
科
六
曰
布
木
皮
吹
料
鉛
印
縫
紉
每
科

設
工
師
一
以
資
教
習
是
年
藝
徒
無
多
各
科
人
不
敷
用
宣
統
二

年
五
月
知
府
張
翼
廷
因
飭
附
設
藝
徒
學
校
俾
通
科
學
以
為
異

日
之
發
展
由
是
添
文
牘
兼
教
員
一
員
添
庶
務
兼
管
庫
司
事
一

員
宣
統
三
年
兩
受
水
災
局
址
淤
没
遂
移
八
街
𥚃
已
裁
之
經
𠫊

故
署
修
葺
牆
垣
添
築
屋
宇
規
模
稍
具
迨
民
國
元
年
秋
營
業
蕭

條
不
能
支
持
將
前
以
地
方
𣢾
創
辦
之
習
藝
所
所
賸
之
𠾖
具
材

料
估
值
小
洋
五
千
零
四
十
餘
元
完
全
歸
局
略
供
工
作
至
冬
停

止
吹
料
科
民
國
四
年
又
被
水
灾
貨
品
𠾖
具
盡
被
淪
没
加
以
地

方
𣢾
絀
停
支
經
費
一
年
有
餘
幸
執
事
人
員
力
為
撑
持
未
致
歇

業
是
年
皮
科
人
停
民
國
八
年
添
設
編
織
科
茲
計
布
木
鉛
印
縫

紉
編
織
共
有
五
科
皆
為
適
宜
之
工
作
其
厯
辦
成
績
查
自
委
員

劉
海
峯
李
宗
元
等
前
後
任
事
正
值
宣
統
年
間
新
民
被
灾
又
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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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百

事
經
初
創
所
設
各
科
固
難
遽
期
發
展
迨
至
民
國
元
年
府
參
事

會
参
事
員
劉
百
泉
被
農
工
商
學
各
界
推
舉
為
該
局
局
長
任
事

以
來
闡
精
竭
力
處
處
認
真
立
見
起
色
今
計
教
滿
藝
徒
四
班
共

二
百
餘
人
皆
能
各
執
一
藝
藉
覓
生
活
其
中
最
優
等
提
充
該
局

工
師
者
四
人
充
工
匠
者
九
人
就
外
𦖳
充
工
師
者
三
人
充
工
匠

者
四
十
餘
人
至
製
出
成
品
如
線
毡
之
𩔖
曾
經
中
外
實
業
賽
會

得
有
勸
業
道
農
商
部
奬
憑
各
在
案
審
是
則
貧
窮
子
弟
於
無
路

求
生
之
際
既
得
温
飽
又
獲
技
能
其
於
社
會
人
羣
豈
小
補
云
乎

哉附

教
養
工
厰
　
民
國
七
年
八
月
奉
天
清
鄉
總
局
通
令
設
教
養

工
厰
收
容
無
業
游
民
及
嗎
啡
等
犯
教
以
淺
近
工
藝
我
縣
因
經

費
難
籌
不
另
設
機
闗
附
於
固
有
之
教
養
局
内
以
舊
存
備
辦
貧

民
習
藝
所
的
𣢾

此

𣢾

亦

因

辦

賑

由

省

會

代

募

後

以

賑

畢

未

動

此

𣢾

省

憲

指

作

開

辦

貧

民

習

藝

所

的

𣢾

提
撥
小
洋

一
萬
元
又
由
民
國
六
年
賑
餘
項
下

實

即

四

年

賑

餘

未

及

結

算

清

楚

又

接

連

六

年

賑

務

總

結

餘

𣢾

小

洋

一

萬

餘

元

發

商

生

息

為

辦

賑

基

金

提
撥
小
洋
一
萬
元
共
計
二
萬
元
交
由
縣
街
商
會

轉
發
殷
實
商
號
生
息
即
以
所
得
息
金
為
常
年
經
費
由
是
開
辦

設
厰
長
一
由
教
養
局
長
兼
不
另
支
薪
看
守
長
一
看
守
警
五
至

文
牘
會
計
考
工
庶
務
工
師
等
職
均
以
教
養
局
各
職
員
工
師
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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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零
一

務
兼
充
工
厰
所
需
物
料
𠾖
具
統
就
教
養
局
原
有
者
供
用
週
轉

不
另
籌
備
所
籌
經
費
不
過
供
犯
人
之
口
食
衣
履
暨
零
星
材
料

之
用
按
月
尚
覺
拮
据
該
厰
計
自
民
國
七
年
開
辦
至
十
二
年
因

縣
治
新
監
成
立
人
犯
有
歸
遵
即
裁
撤
第
念
教
管
游
民
嗎
啡
等

犯
計
有
五
六
百
名
之
多
習
有
工
藝
能
自
謀
生
活
者
足
百
餘
人

戒
除
嗜
好
悔
過
者
亦
二
百
餘
人
是
何
異
救
人
於
火
坑
䧟
阱
之

中
而
登
之
衽
席
之
上
國
有
仁
政
民
慶
更
生
其
斯
之
謂
乎

賑
濟
事
務
所
　
新
民
大
患
以
栁
河
為
劇
𨖚
河
次
之
繞
陽
河
又
次

之
往
往
三
河
水
勢
齊
發
則
禍
更
惨
烈
前
清
宣
統
二
年
七
月
即

因
三
河
齊
漲
新
民
全
境
被
灾
飢
民
嗷
嗷
棲
風
原
野
張
守
翼
廷

亟
招
公
益
士
紳
程
世
恩
等
集
議
於
是
設
賑
濟
事
務
所
一
處
附

在
衛
生
醫
院
以
程
紳
世
恩
總
理
其
事
一
時
函
電
交
馳
籌
𣢾
募

粮
設
立
粥
厰
十
餘
處
由
初
秋
起
至
次
年
春
止
全
活
飢
民
無
算

嗣
及
宣
統
三
年
水
灾
更
設
粥
厰
二
十
餘
處
延
逾
六
個
月
救
濟

飢
民
三
萬
餘
口
民
國
元
年
春
又
由
商
富
貸
𣢾
散
放
灾
民
籽
種

指
秋
牧
為
還
期
俾
便
春
畊
及
秋
貸
𣢾
如
數
繳
上
不
期
各
商
富

慨
然
捐
捨
留
作
地
方
救
灾
之
基
金
此
𣢾
計
小
洋
萬
元
迄
今
仍

由
商
號
保
存
民
國
四
年
水
灾
又
劇
仍
設
粥
厰
二
十
餘
處
民
國



 

新
民
縣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一
〇
二

六
年
又
灾
又
設
粥
厰
賑
恤
此
皆
舉
其
重
大
之
賑
務
而
言
至
臨

時
急
賑
與
發
放
灾
民
冬
衣
則
每
次
賑
務
前
後
輒
舉
行
之
新
民

百
姓
不
幸
而
為
灾
民
然
卒
未
因
灾
離
散
或
凍
餓
而
死
賑
恤
之

力
也
後
此
程
紳
世
恩
奉
檄
知
綏
中
縣
事
每
遇
灾
年
地
方
官
紳

則
公
推
教
養
局
長
劉
紳
百
泉
總
理
賑
務
劉
惟
酌
量
灾
情
或
設

粥
厰
或
散
放
賑
粮
實
惠
及
民
人
民
倚
為
救
活
之
一
線
省
憲
據

報
曾
奬
給
劉
紳
百
泉
二
等
金
質
奬
章
此
為
賑
濟
事
務
所
救
濟

灾
民
之
大
概

按
賑
濟
事
務
所
於
灾
年
則
設
無
灾
則
撤
銷
並
非
常
設
機
闗

故
無
一
定
地
點
所
慮
新
民
賑
務
甚
或
連
年
不
免
祗
以
地
方

困
憊
迄
未
籌
有
殷
厚
之
基
金
或
根
本
之
救
濟
徒
以
臨
難
呼

救
藉
䕶
燃
眉
斯
堪
虞
耳

流
寓

江
蘇
義
賑
　
前
清
光
緒
二
十
年
新
民
水
灾
綦
重
聲
聞
各
省
江
蘇

義
賑
局
𨶒
紳
作
霖
官
階
道
員
携
鉅
𣢾
來
新
賑
濟
灾
𥠖
甚
普
繼

查
被
灾
原
因
實
以
𨖚
栁
兩
河
漫
無
抵
禦
勢
將
永
久
為
害
因
有

修
築
長
堤
以
備
將
來
之
計
劃
於
是
請
由
本
省
總
督
出
奏
飭
屬

立
案
一
面
邀
集
士
紳
劉
孝
廉
春
烺
八
角
台
人
祁
監
生
成
卡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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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〇
三

馬
人
傅
貢
生
鏜
南
民
屯
人
李
貢
生
紹
祖
魏
窩
棚
人
彼
時
各
該

紳
住
址
皆
隷
屬
新
民
現
在
已
劃
歸
台
安
𨖚
中
縣
治
暨
和
附
生

榮
縣

治

鮎

魚

泡

人

等
糾
工
分
段
監
修
以
縣
治
鯽
魚
泡
村
東
起
逾
過
今
𨖚

中
縣
境
直
達
今
台
安
縣
之
十
四
家
子
冷
家
口
堤
長
二
百
一
十

里
寛
五
尺
至
七
尺
高
八
尺
至
一
丈
不
等
𨶒
紳
捨
𣢾
合
清
殘
二

十
一
萬
吊
不
足
又
由
老
達
房
以
南
之
商
鎮
募
𣢾
六
萬
吊
大
工

告
竣
居
民
受
庇
實
多
迄
今
鄉
民
𡻕
有
補
修
每
屆
補
修
聚
衆
堤

上
猶
追
思
創
始
之
仁
慈
銜
感
不
已

浙
江
義
賑
　
民
國
八
年
新
民
水
灾
邑
紳
劉
百
泉
等
正
在
籌
濟
賑

恤
之
際
適
浙
江
義
賑
會
專
人
來
新
施
給
紅
糧
五
十
石
又
冬
衣

若
干
套
施
惠
行
仁
無
逺
弗
屆
迄
今
食
德
人
民
猶
追
念
不
置

基
督
教
男
女
醫
院
　
現
今
地
址
在
縣
街
南
端
於
前
清
光
緒
二
十

五
年
英
國
孟
牧
師
宗
原
協
同
李
醫
士
術
仁
來
新
彼
時
於
縣
街

𥚃
租
賃
院
宇
創
設
醫
院
於
開
門
施
診
時
我
國
病
夫
即
感
受
一

視
同
仁
之
惠
由
是
踵
門
求
治
者
日
增
一
日
孟
牧
師
遂
陸
續
備

𣢾
購
得
縣
街
南
地
基
建
築
教
堂
並
普
愛
醫
院
院
宇
精
嚴
堂
屋

修
整
並
設
有
養
病
室
飯
𠫊
極
稱
美
備
二
十
年
來
男
女
並
治
迨

至
民
國
十
二
年
又
於
教
堂
院
内
劃
分
一
部
為
慰
妹
醫
院
專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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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〇
四

診
治
婦
女
院
長
為
孟
牧
師
之
夫
人
其
普
愛
醫
院
則
專
治
男
人

院
長
華
人
鍾
育
强
自
此
男
女
分
院
治
療
我
國
男
婦
多
蒙
拯
濟

之
仁
少
有
涓
埃
之
報
近
年
以
來
僅
見
縣
街
商
會
恭
送
一
視
同

仁
匾
額
一
方
然
亦
不
過
差
見
人
心
耳

基
督
教
男
女
學
校
　
俱
由
該
會
以
慈
善
會
金
組
成
多
處
就
校
者

純
係
中
國
地
方
子
弟
概
不
支
動
中
國
地
方
費
𣢾

詳

見

教

育
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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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〇
五

新
民
縣
志
目
錄

第
十
一
卷

風
俗民

風
𡻕
事

婚
嫁

䘮
葬

雜
禮

神
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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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〇
六

風
俗

由
人
羣
之
結
合
而
成
社
會
由
社
會
之
習
慣
而
生
禮
法
禮
法
風
行

而
民
俗
之
良
窳
判
焉
蓋
其
中
亦
有
天
然
之
推
演
譬
如
同
一
人
羣

在
游
牧
時
代
其
風
俗
何
如
至
進
化
時
代
其
風
俗
又
何
如
又
同
一

人
羣
一
置
通
都
大
邑
一
置
海
澚
山
陬
以
游
牧
時
代
兩
相
比
較
各

為
風
俗
何
如
至
進
化
時
代
再
相
比
較
其
各
為
風
俗
又
何
如
此
所

謂
時
有
變
遷
而
物
有
更
易
也
詩
三
百
貞
淫
正
變
靡
不
從
風
以
故

以
國
風
為
首
意
亦
俟
採
風
問
俗
者
得
所
從
事
而
有
以
扶
植
匡
救

也
夫

民
風

往
古
無
論
新
民
自
近
代
以
來
生
聚
日
繁
農
家
者
流
約
居
百
分
之

九
十
商
賈
居
百
分
之
三
四
讀
書
登
仕
者
不
過
居
百
分
之
二
三
餘

則
游
手
好
間
矣
然
於
其
大
同
處
姑
從
概
論
土
著
人
民
大
率
尚
質

樸
耐
勤
勞
性
倔
强
肯
負
艱
鉅
至
趨
進
文
明
若
恐
弗
及
則
尤
為
感

覺
上
之
靈
敏
未
可
易
視
也
但
世
俗
所
遺
供
奉
多
神
動
多
忌
諱
斯

為
陋
㸃
尚
難
遽
除

𡻕
事

本

中

國

舊

曆

正
月
初
一
日
為
元
旦
日
語
云
一
夜
連
雙
𡻕
五
更
分
二
年
是
夜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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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〇
七

家
度
𡻕
燈
燭
通
明
待
亥
子
之
交
俗
謂
新
神
下
界
家
主
人
率
子
弟

整
衣
冠
先
向
祖
先
堂
竈
神
天
地
及
其
他
信
仰
之
神
位
前
拈
香
叩

首
次
移
全
神
大
紙
香
案
於
中
庭
紅
燭
雙
燒
陳
酒
菓
饅
首
為
供
品

仍
一
例
拈
香
叩
首
其
全
神
香
案
為
除
夕
預
備
者
事
畢
燃
炞
此
謂

接
神
接
神
後
男
女
老
幼
各
食
水
餃
幾
枚
或
飲
酒
數
杯
骨
肉
團
聚

話
皆
採
取
吉
利
藉
為
一
年
之
徵
應
中
庭
神
案
俟
香
燼
移
置
堂
屋

每
日
香
火
與
家
神
同
是
夜
有
通
宿
不
眠
者
亦
有
於
接
神
後
即
草

草
安
睡
者
然
燈
燭
通
宵
皆
不
熄
火
晨
起
幼
與
長
卑
與
尊
叩
首
是

拜
年
飯
後
鄉
里
長
幼
互
相
通
拜
城
鎮
商
號
門
皆
虛
掩
各
用
本
號

名
刺
由
門
縫
投
入
是
謂
過
門
拜
滿
漢
各
族
大
致
略
同

初
五
日
俗
呼
為
破
五
晨
起
盥
潄
畢
拈
香
各
神
案
前
叩
首
香
燼
一

律
撤
供

初
六
日
親
友
之
叩
賀
臨
存
往
來
漸
夥
商
廛
多
於
是
日
燃
炞
開
市

十
三
日
游
藝
戲
劇
如
龍
燈
旱
船
獅
滚
繡
毬
秧
歌
高
脚
等
𩔖
悉
皆

聚
遊
於
街
白
叟
黄
童
追
隨
街
巷
此
亦
㸃
綴
昇
平
之
遺
意
也
以

是
日
起
至
十
六
日
止

十
五
日
為
元
宵
節
亦
謂
燈
節
鄉
村
住
户
院
内
各
豎
望
桿
懸
燈
於

於
上
城
鎮
則
紙
糊
彩
燈
多
種
陳
於
肆
門
觀
者
雜
㳫
更
燃
放
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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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〇
八

炮
或
盒
燈
鼓
吹
喧
闐
頗
形
𤍠
閙
食
品
以
湯
圓
為
應
節
俗
名
元

宵
家
家
食
之
仍
可
作
為
贈
送
品
然
逾
過
此
時
則
不
能
用
也
燈

節
以
十
三
日
起
至
十
六
日
止

二
十
五
日
為
填
倉
日
先
一
日
二
十
四
晨
起
用
竈
内
柴
灰
撒
圈
於

院
内
名
曰
作
囤
蓋
作
粮
囤
兆
豐
年
也
更
撈
秫
米
乾
飯
一
盂
用

梁
秸
製
成
等
等
農
器
散
插
飯
上
送
置
倉
房
名
曰
填
倉
是
為
填

小
倉
至
二
十
五
日
再
續
添
新
飯
於
盂
名
為
填
老
倉
至
三
日
乃

撤
二
月
初
二
日
古
為
中
和
節
又
為
花
朝
謂
百
花
生
日
也
俗
為
龍
抬

頭
日
蓋
驚
蟄
節
常
在
此
月
昆
蟲
始
動
故
以
龍
為
言
也
是
日
家

家
食
麫
餅
取
意
曰
𤏪
蟲
𧎚

三
月
初
三
日
古
為
上
巳
辰
俗
為
王
母
蟠
桃
會
日
瞽
者
以
是
日
為

會
期
相
率
聚
飲
於
三
皇
廟
本
地
無
此
廟
每
集
會
於
縣
街
之
山

西
廟
内

清
明
節
此
節
不
定
在
三
月
蓋
以
舊
曆
推
定
不
出
二
三
兩
月
之
中

是
日
家
家
以
紙
帛
上
坟
禮
祖
又
各
取
栁
枝
揷
於
門
首
原
因
謂

介
子
推
於
是
日
焚
死
緜
山
後
人
哀
之
揷
栁
以
招
魂
又
子
推
以

火
死
前
一
日
相
戒
不
舉
煙
火
人
各
寒
食
以
故
清
明
前
一
日
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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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〇
九

為
寒
食
節
此
舉
今
無
今
名
為
植
樹
節
屆
期
縣
長
暨
各
界
首
領

植
栁
林
區
尚
𣪞
提
倡

四
月
十
八
日
為
縣
城
闗
帝
廟
鎮
鄉
娘
娘
廟
香
火
會
期
屆
期
赴
會

紅
男
綠
女
概
不
乏
人
然
自
近
年
以
來
此
風
亦
見
消
殺

二
十
八
日
為
藥
王
廟
暨
娘
娘
廟
香
火
會
期
赴
會
者
較
之
十
八
日

人
數
各
處
均
可
減
少
大
半

五
月
初
五
日
為
端
陽
節
兒
童
以
彩
縷
纏
腕
此
蓋
五
絲
續
命
之
説

以
紅
布
為
猴
以
棉
布
為
胖
孩
俱
挂
兒
童
身
畔
以
麻
作
帚
以
紅

紙
為
葫
蘆
俱
挂
户
庭
門
上
又
於
簷
前
密
插
艾
蒿
蓋
是
日
俗
謂

瘟
神
下
界
種
種
設
施
不
外
袚
除
不
祥
之
遺
意
是
日
食
角
黍
飲

雄
黄
酒
或
謂
屈
原
於
是
日
溺
於
汨
羅
江
居
人
每
屆
是
日
以
角

黍
饗
之
故
遺
此
風
又
雄
黄
酒
所
以
禦
毒
蟲
也
説
亦
近
理

十
三
日
俗
謂
闗
壯
繆
於
是
日
單
刀
赴
吳
會
英
雄
出
色
之
紀
念
日

也
後
壯
繆
成
神
常
於
是
日
出
巡
以
是
每
逢
旱
年
人
民
諺
語
恆

謂
大
旱
不
過
五
月
十
三
此
言
常
驗
是
日
闗
帝
廟
亦
有
開
香
火

會
者

六
月
初
六
日
俗
謂
蟲
王
生
日
農
民
就
廟
宰
牲
報
饗
蟲
王
即
以
祭

餘
招
集
各
農
户
規
定
看
䕶
青
苗
約
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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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月
初
七
日
俗
謂
是
日
牛
女
二
星
會
訴
離
情
滴
淚
為
雨
因
為
雨

節
又
是
夕
小
兒
女
穿
鍼
引
線
希
邀
織
女
賜
巧
又
名
為
乞
巧
節

十
五
日
為
方
外
家
之
盂
蘭
會
期
本
縣
僧
道
尚
無
作
此
道
塲
者
鄉

俗
但
於
此
日
備
具
香
帛
祭
掃
墳
墓
故
多
稱
為
鬼
節

八
月
十
五
日
為
中
秋
節
城
鎮
鄉
曲
一
例
休
作
豐
食
以
月
餅
瓜
菓

為
節
品
鄉
農
除
飽
食
休
息
外
無
他
事
城
鎮
舖
商
仍
有
供
月
之

舉
九
月
初
九
日
為
重
陽
節
是
日
習
俗
相
率
登
高
以
遣
興
然
惟
騷
客

文
人
多
有
此
趣
今
又
罕
覯
矣

十
月
初
一
日
俗
為
鬼
節
是
日
家
家
香
帛
備
酒
醴
詣
祖
塋
致
祭
又

謂
為
送
寒
衣

雙
十
節
中
華
民
國
陽
曆
十
月
十
日
為
民
國
紀
元
前
一
年
武
昌
起

義
之
日

即

清

宣

統

三

年

八

月

十

九

日

次
年
正
式
政
府
亦
於
十
月
十
日
成
立
故

稱
為
雙
十
節
是
日
凡
衙
署
局
所
學
校
以
及
各
項
機
闗
一
律
升

旗
祝
賀
放
假
休
息
以
襄
盛
典
但
鄉
曲
農
民
仍
不
甚
著
意
概
無

何
等
表
示

十
一
月
冬
至
日
俗
以
是
日
為
屬
九
士
宦
及
商
富
人
家
往
往
檢
九

筆
之
字
𢑥
集
九
字
粗
成
文
言
字
畫
中
空
一
日
填
實
一
筆
至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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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九
字
畫
填
完
而
九
消
矣
此
名
為
消
寒
圖
又
或
畫
梅
一
株
梅
花

作
九
九
八
十
一
瓣
瓣
亦
中
空
日
填
一
瓣
法
與
填
字
同
亦
名
消

寒
圖
農
家
尚
不
解
此

十
二
月
初
八
日
舊
曆
以
十
二
月
為
臘
月
因
名
此
日
為
臘
八
家
家

晨
起
煮
粘
糜
米
飯
糁
入
雜
色
米
豆
七
様
連
糜
米
共
得
八
樣
俗

名
為
臘
八
粥
此
俗
仍
極
普
遍
是
何
遺
意
未
解

二
十
三
日
向
晚
置
棹
於
竈
神
牌
位
前
或
就
釜
蓋
以
上
不
另
設
棹

陳
列
秫
米
穀
草
淨
水
麥
糖
各
一
碗
又
用
梁
秸
編
製
鞍
馬
雞
狗

三
事
將
竈
神
像
撕
下
家
主
爇
香
三
柱
叩
首
亟
將
神
像
及
鞍
馬

雞
狗
一
併
焚
化
燃
紙
炮
於
户
外
連
呼
竈
王
升
天
後
待
新
年
接

神
始
設
香
供
又
是
日
俗
名
為
小
年

十
二
月
除
夕
舊
曆
月
逢
大
建
以
三
十
日
為
除
夕
小
建
以
二
十
九

日
為
除
夕
先
二
三
日
家
家
掃
除
屋
宇
安
排
字
畫
屋
外
粘
貼
春

聯
掛
錢
工
人
𥗇
磨
各
種
米
面
婦
女
洗
濯
污
舊
慰
貼
新
衣
近
除

夕
一
日
安
貼
竈
王
門
神
一
切
神
像
除
夕
日
設
全
神
大
紙
香
案

或
財
神
棹
用
銅
錢
成
串
分
陳
於
全
神
財
神
暨
祖
先
龕
位
之
前

名
曰
壓
神
日
過
午
設
猪
頭
香
供
酒
燭
於
祖
先
龕
前
外
神
差
等

是
謂
上
供
家
主
爇
香
叩
首
是
謂
與
祖
先
辭
𡻕
次
及
各
神
位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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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二

叩
首
亦
此
意
惟
不
及
竈
神
蓋
以
竈
神
升
天
此
時
尚
未
接
神
神

固
不
在
也
奉
神
畢
外
燃
炞
炮
家
中
幼
與
長
卑
與
尊
叩
拜
辭
𡻕

事
畢
始
晚
餐
入
夕
燈
燭
煇
煌
香
煙
繚
繞
初
昏
備
具
望
祭
先
人

包
袱
冥
鏹
向
十
字
路
口
焚
化
室
内
男
女
老
幼
此
時
以
包
作
水

餃
為
事
作
完
家
長
有
分
賜
卑
幼
壓
𡻕
錢
一
一
就
領
後
敬
俟
半

夜
接
神

婚
嫁

男
女
婚
嫁
一
遵
媒
妁
之
言
父
母
之
命
普
通
人
情
總
以
門
第
財
產

資
格
相
當
始
能
議
婚
若
專
以
人
材
為
重
者
則
詩
禮
之
家
或
偶

一
見
不
數
覯
也
民
國
以
來
文
明
結
婚
儀
節
行
之
者
不
多
舊
日

習
慣
初
議
婚
時
由
媒
妁
酌
量
男
女
兩
家
足
可
相
當
始
分
頭
探

詢
各
有
可
意
遂
將
男
女
年
庚
生
日
時
辰
互
相
通
知
男
女
兩
家

各
倩
星
士
推
卜
俗
謂
之
合
婚
倘
各
無
妨
碍
婚
約
始
定
於
是
定

期
女
家
先
往
男
家
一
看
以
一
飯
為
妥
恊
是
謂
相
門
户
嗣
則
男

家
備
簪
珥
布
帛
納
之
女
家
是
謂
放
定
亦
謂
换
盅
亦
謂
下
茶
將

婚
詳
開
男
女
庚
帖
内
註
通
信
日
過
禮
日
嫁
娶
日
娶
送
親
人
宜

用
何
命
忌
何
屬
人
坐
福
方
向
極
為
詳
備
仍
備
具
茶
㸃
薄
儀
由

男
家
偕
媒
一
併
送
至
女
家
是
謂
通
信
就
便
商
訂
過
大
禮
或
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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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三

幾
對
首
飾
幾
宗
銀
幣
若
干
猪
酒
雙
單

猪

兩

隻

酒

兩

罈

是

謂

雙

猪

酒

各

一

事

為

單

商
定

屆
期
男
家
遵
將
商
定
禮
儀
備
齊
協
媒
納
之
女
家
是
謂
過
大
禮

女
家
或
肆
筵
設
席
遍
招
族
戚
親
友
讌
飲
名
為
納
彩
亦
謂
受
𦖳

族
戚
親
友
俱
有
奩
儀
名
曰
助
𥺁
亦
曰
添
箱
但
過
禮
之
日
距
婚

娶
吉
期
通
例
不
出
一
月
迨
至
吉
期
前
一
二
日

必

揀

雙

日

是

以

不

拘

女
家
送

嫁
𥺁
或
稱
送
櫃
箱
於
男
家
送
法
或
用
抬
或
用
車
用
招
者
有
鼓

樂
隨
行
是
謂
晾
嫁
𥺁
用
車
者
無
此
鋪
張
男
家
接
到
嫁
𥺁
擺
布

洞
房
新
娘
路
逺
者
亦
或
隨
送
嫁
𥺁
先
來
歸
下
處
休
息
男
家
於

吉
期
前
一
日
新
郎
有
拜
祖
拜
墳
之
舉
富
有
之
家
或
備
對
馬
四

六
八
對
隨
行
名
為
陪
光
次
日
為
吉
期
男
家
盛
備
儐
御
彩
輿
或

轎
儀
衛
導
燭
對
馬
鼓
樂
來
下
處
迎
娶
新
娘
是
謂
娶
親
女
家
親

屬
相
送
是
謂
送
親
至
喜
堂
新
娘
下
轎
以
紅
毡
鋪
地
紅
帕
蒙
頭

左
右
扶
掖
向
天
地
棹
前
男
女
交
拜
是
謂
拜
天
地
男
先
入
門
先

置
鞍
於
門
閾
女
跨
鞍
以
進
男
在
門
内
揭
帕
以
出
是
謂
揭
蓋
頭

新
娘
入
室
抱
寶
瓶
向
吉
方
坐
是
謂
坐
帳
亦
謂
坐
福
是
時
新
郎

向
女
家
親
長
叩
謝
謂
之
謝
親
女
家
在
男
家
備
筵
一
席
請
新
郎

新
娘
同
席
是
謂
舘
飯
日
晡
新
娘
下
地
女
家
送
親
入
言
旋
新
郎

便
禮
送
出
大
門
既
夕
男
女
飲
交
杯
盞
或
食
寛
條
麫
謂
寛
心
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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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四

質
明
夫
婦
謁
祖
堂
拜
翁
姑
以
次
拜
宗
族
戚
黨
是
謂
分
大
小
踰

數
日
婦
𡩋
母
家
是
謂
回
門
亦
謂
回
酒
一
飯
即
回
如
母
家
路
逺

則
擇
就
近
戚
友
家
行
之
新
民
滿
漢
人
家
婚
嫁
禮
俗
大
概
如
此

附

回
教
婚
禮
男
女
兩
家
憑
媒
撮
合
𠃔
協
將
𦖳
儀
名
色
詳
註
紅

箋
以
為
證
書
成
婚
用
主
麻
日

即

曆

書

之

牛

婁

鬼

亢

四

日

請
阿
訇
誦
經
用
亞

拉
伯
文
字
寫
立
依
扎
卜

即

婚

書

以
昭
鄭
重
無
拜
天
地
等
等
之
節

目
喪
葬

䘮
主
於
親
屬
臨
危
之
際
先
置
床
於
屋
地
衣
衾
佈
置
完
好
既
亡
立

刻
出
屋
登
屋
頂
置
扁
担
於
烟
筒
内
高
呼
親
屬
曰
往
西
方
大
路

走
是
謂
指
明
路
又
或
用
白
布
由
亡
人
床
側
展
引
至
屋
頂
烟
筒

之
上
然
後
高
呼
三
呼
下
屋
哭
於
亡
親
之
床
側
繼
而
提
燈
籠
備

漿
水
紙
帛
哭
報
於
廟
又
用
毛
頭
紙
剪
紙
錢
以
亡
人
夀
數
為
度

如
䘮
旛
式
䜿
於
大
門
之
外
男
左
女
右
俗
名
裹
頭
一
時
凡
小
於

亡
者
女
去
筓
男
易
冠
皆
服
白
𥘎
男
在
親
尸
左
側
女
右
側
皆
草

薦
以
居
親
首
上
供
飯
一
盂
插
箸
三
枚
上
裹
以
綿
燃
燈
一
盞
常

明
不
熄
置
瓦
盆
一
為
燒
𥿄
盛
灰
是
謂
䘮
盆
三
日
成
殮
於
堂
用

裹
棉
之
箸
洗
眼
是
謂
開
眼
光
棺
木
喜
寛
大
多
無
外
槨
置
䘮
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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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於
霛
頭
戚
族
於
是
日
咸
具
紙
帛
俑
具
以
賻
日
晡
舉
一
切
冥
楮

芻
靈
皆
送
之
廟
䘮
主
左
右
扶
掖
逆
行
執
帚
僧
道
禮
懺
鼓
樂
助

哀
到
廟
行
香
叩
首
哭
返
冥
芻
焚
化
此
謂
送
行
亦
謂
送
三
自
此

以
後
始
具
訃
聞
遍
訃
親
友
每
七
日
則
辦
齋
營
奠
是
謂
辦
七
至

七
七
而
止
迨
至
殯
期
芻
靈
俑
具
及
親
友
輓
送
帳
聯
皆
懸
陳
䘮

幕
為
殁
存
光
榮
又
䘮
主
奉
腰
絰
於
男

絰

白

布

帶

也

奉
首
絰
於
女

於

女

則

為

包頭

皆
跪
獻
此
謂
散
孝
受
之
者
到
霛
前
鞠
躬
答
謝
此
際
有
延
請

禮
賓
成
主
禮
祭
之
舉
儀
文
細
密
不
便
悉
數
普
通
儀
節
即
於
殯

期
前
有
家
奠
有
領
弔
起
靈
為
發
引
升
柩
於
轝
䘮
玉
　
碎
䘮
盆

旛
旌
聯
帳
芻
靈
列
為
前
導
親
朋
送
葬
步
隨
於
後
䘮
主
持
旙
轝

前
至
塋
地
盡
哀
焚
芻
靈
俑
具
乃
葬
其
有
拘
忌
風
水
未
卜
佳
城

及
先
塋
稍
逺
無
力
歸
葬
者
則
暫
安
於
寺
觀
或
浮
葬
於
郊
原
則

謂
浮
厝
然
百
日
週
年
其
致
祭
饗
薦
香
帛
則
與
安
葬
者
無
異
新

民
滿
漢
人
家
䘮
葬
之
儀
大
概
若
是

附

回
教
䘮
事
不
用
棺
槨
衣
衾
以
浄
白
布
裹
尸
邀
阿
訇
誦
經
殮

以
匣
棺

棺

如

匣

葬

時

撤

其

底

尸

自

就

壙

貧
富
停
䘮
不
踰
四
十
八
小
時
即
葬
吉
凶

不
忌
謂
生
不
選
日
死
不
擇
時
惟
臨
時
通
知
教
中
各
家
沐
浴
送

殯
葬
後
七
日
百
日
仍
請
阿
訇
誦
經
無
四
時
墓
祭
等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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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六

雜
禮

生
子
以
豚
蹏
麫
糖
雞
卵
等
物
饋
遺
俗
謂
下
奶
彌
月
醵
金
製
送
金

銀
麒
麟
鎻
狀
元
牌
手
鐲
等
物
謂
為
作
滿
月

年
高
望
重
者
值
初
度
日
親
友
贈
送
夀
麫
夀
桃
或
彩
帳
夀
聫
謂
為

祝
夀

築
室
落
成
親
友
饋
送
櫃
箱
棹
椅
陳
設
主
人
肆
筵
設
席
謂
為
賀
房

商
人
習
學
買
賣
有
年
央
人
起
號
以
便
稱
呼
友
人
集
金
送
綾
屏
對

子
藉
邀
讌
飲
名
為
賀
號

舖
户
新
張
相
契
者
送
綾
屏
喜
聫
或
珠
算
紅
毡
等
物
舖
主
設
筵
酬

謝
名
為
開
市
喜
酒

遷
居
備
儀
往
賀
曰
温
居
亦
曰
燎
鍋
底
主
人
應
酌
量
設
酬

小
兒
女
出
花
落
痂
互
有
饋
遺

神
道

土
地
廟

七
聖
祠

九
聖
祠

狐
仙
堂

以
上
村
祠
到
處
皆
有
每
月
朔
望
鄊
人
送
香
敬
奉
或
藉
以
討
藥
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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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七

靈
黙
求
庇
佑
既
有
此
風
亦
未
便
不
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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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八

新
民
縣
志
目
錄

第
十
二
卷

兵
事駐

防
旗
兵

駐
紥
伍
營

駐
紥
防
陸
軍

經
過
客
兵

中
東
戰
役

拳
匪
之
亂

日
俄
戰
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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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九

兵
事

郅
治
以
文
勘
亂
以
武
自
古
無
久
安
長
治
之
國
即
不
無
驅
殘
除
暴

之
兵
雖
然
兵
之
興
也
果
為
驅
除
殘
暴
則
民
且
從
之
助
之
反
是
則

民
怨
滋
興
而
兵
或
為
刼
矣
新
民
自
漢
唐
𨖚
金
宋
元
以
來
兵
事
豈

能
或
免
所
惜
文
獻
無
徵
無
徵
不
信
此
古
代
之
兵
事
概
難
緬
縷
以

陳
也
洎
乎
近
代
滿
祖
龍
興
華
夏
九
州
以
馬
上
得
之
仍
以
馬
上
治

新
民
境
内
於
是
有
駐
防
之
旗
兵
旋
有
駐
紥
之
伍
營
迨
及
末
葉
國

家
多
故
時
有
經
過
之
客
兵
又
釁
啟
妖
民
國
招
外
侮
竟
來
角
逐
之

外
兵
直
至
民
國
而
兵
事
之
紛
繁
更
屢
見
不
鮮
噫
吾
人
值
干
戈
擾

攘
之
秋
每
一
想
夫
盛
代
𥠖
民
飲
和
食
德
𡸁
老
不
見
干
戈
懿
歟
往

矣
其
可
得
乎
茲
試
詳
述
所
經
以
告
來
者

駐
防
旗
兵

駐
防
彰
武
台
邊
門
旗
兵
康
熙
十
一
年
設
置
兵
額
四
十
名
由
防
禦

帶
領
職
務
盤
查
奸
宄
安
撫
地
面
兼
事
催
科

駐
防
巨
流
河
路
旗
兵
康
熙
二
十
九
年
設
置
兵
額
二
百
名
由
該
路

正
黄
鑲
黄
兩
旗
佐
領
驍
騎
校
帶
領
之
職
管
一
路
地
面
之
安
甯

旗
丁
户
口
之
增
減
兼
事
催
科

駐
防
白
旗
堡
路
旗
兵
康
熙
二
十
九
年
設
置
兵
額
二
百
名
由
該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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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二
〇

正
白
正
紅
兩
旗
佐
領
驍
騎
校
帶
領
之
職
管
同
上

以
上
駐
防
旗
兵
於
民
國
十
二
年
奉
省
令
一
律
撤
廢

駐
紥
伍
營

游
擊
直
字
營
由
省
垣
營
務
處
派
駐
新
民
統
帶
為
張
得
祿
張
為
天

方
教
人
性
極
慷
爽
治
兵
嚴
整
商
民
託
賴
又
安
至
今
稱
頌
於
何

年
他
調
失
𢎿

捕
盜
營
駐
紥
縣
街
於
何
年
設
置
失
攷
制
定
把
總
外
委
各
一
員
馬

什
長
四
名
馬
兵
三
十
六
名
開
始
駐
新
把
總
為
回
教
馬
文
奎
外

委
為
楊
安
良
均
由
省
垣
營
務
處
指
派
按
月
餉
乾
亦
由
省
庫
支

領
職
務
緝
捕
盗
賊
於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奉
省
令
裁
撤
改
設
探
訪

馬
巡
四
十
名
置
巡
官
一
員
帶
領
之
自
此
按
月
餉
乾
歸
地
方
𣢾

項
下
開
支
至
民
國
八
年
改
為
警
察
隊
巡
官
改
為
警
察
隊
長
仍

專
司
緝
捕
迄
今
仍
舊

駐
紥
防
陸
軍

巡
防
營
於
光
緒
二
十
六
年
駐
紥
新
街
至
二
十
八
年
調
省
旋
復
招

募
巡
防
馬
隊
一
營
步
隊
一
哨
仍
分
駐
新
街
時
名
為
右
路
巡
防

三
十
一
年
冬
馬
步
哨
以
漸
整
備
遂
奉
調
分
赴
鄭
家
屯

即

今

之

𨖚

源

縣

一
帶
填
防
由
後
此
一
路
廵
防
蓋
有
三
營
統
領
即
今
奉
天
張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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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二
一

司
令
新
民
嘗
置
一
營
駐
防
旋
於
民
國
元
年
調
奉
溯
自
光
緒
二

十
六
年
起
前
後
駐
新
之
巡
防
官
兵
對
於
剿
匪
擊
賊
安
撫
地
面

實
屬
異
常
出
力
功
績
昭
然

陸
軍
第
一
混
成
協
光
緒
三
十
三
年
由
直
省
移
設
駐
址
縣
治
東
鄙

用
國
帑
購
買
民
地
寛
長
各
四
五
里
周
圍
土
垣
内
建
協
統
衙
署

所
部
標
團
營
連
騎
炮
工
輜
皆
備
全
協
計
十
四
營
專
事
訓
練
藉

資
鎮
懾
此
時
該
協
將
佐
士
兵
極
重
教
育
程
度
優
良
為
人
民
所

欽
佩
嗣
後
改
編
為
二
十
鎮
軍
法
仍
極
嚴
肅
該
鎮
復
建
設
勸
忠

祠
一
所
於
圍
垣
迤
西
内
設
戰
殁
士
兵
之
牌
位

詳

見

古

蹟

碑

文

迨

至
宣
統
二
三
年
間
𨖚
栁
泛
濫
該
處
被
水
全
鎮
隊
伍
移
近
省
垣

營
盤
遂
日
即
傾
頽
後
經
陸
軍
二
十
七
師
暫
駐
亦
未
能
照
舊
恢

復
奉
省
陸
軍
自
宣
統
三
年
八
月
十
九
日
武
昌
起
義
革
命
軍
興
各
省

響
應
奉
省
以
穩
健
態
度
鎮
撫
潮
流
並
無
劇
烈
變
動
第
鑒
於
大

勢
之
所
趨
所
有
軍
旅
之
𣷹
編
軍
制
之
改
定
實
始
於
此
是
年
為

辛
亥
逾
𡻕
壬
子
即
為
民
國
九
年
奉
省
游
擊
巡
防
及
陸
軍
分
駐

各
縣
聲
勢
已
漸
雄
厚
新
民
常
駐
之
軍
隊
只
有
陸
軍
二
十
七
師

全
師
初
駐
東
營
盤
以
後
或
一
二
營
或
一
團
或
全
旅
或
集
居
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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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二
二

街
或
分
駐
鄉
鎮
駐
紥
時
期
或
成
年
或
數
月
輒
奉
令
調
换
近
年

以
來
無
𡻕
無
兵
又
碍
難
一
　
一
縷
晰

經
過
客
兵

髮
逆
犯
順
於
咸
豐
三
年
擾
至
直
隸
山
東
深
冀
等
州
朝
旨
征
調
東

三
省
旗
兵
一
時
巨
流
河
白
旗
堡
各
路
旗
兵
應
調
迎
敵
者
實
繁

有
徒
繼
而
吉
江
兩
省
旗
隊
亦
皆
集
中
新
民
紀
律
嚴
明
秋
毫
無

犯
地
方
長
官
奉
文
接
待
然
亦
僅
止
籌
備
宿
食
餘
無
滋
擾

土
匪
馬
儍
子
王
七
等
於
同
治
末
年
肇
亂
於
八
角
台
富
家
庄
等
處

即

今

台

安

縣

治

聚
夥
足
四
五
千
人
到
處
蹂
躪
後
竄
至
新
民
界
旋
入
新
民

街
肆
行
搶
掠
奉
省
兵
勇
剿
捕
為
難
旋
由
軍
督
部
堂
奏
調
京
畿

勁
旅
來
新
誘
獲
渠
魁
馬
儍
子
等
於
縣
治
西
潘
家
崗
子
栁
河
溝

等
村
立
即
殱
除
餘
衆
逃
散
京
兵
不
滿
萬
人
在
境
日
毫
無
侵
犯

事
平
振
旅
而
還

東
溝
匪
亂
時
在
光
緒
初
年
奉
省
東
邊
一
帶
俗
呼
為
山
裡
山
裡
有

名
為
東
溝
者
流
賊
嘯
聚
傳
有
萬
千
剿
撫
皆
困
盛
京
將
軍
奏
調

提
督
軍
門
陳
國
瑞
帶
兵
剿
除
陳
為
已
故
蒙
王
僧
格
林
沁
之
戰

將
勇
略
著
名
奉
朝
旨
帶
兵
到
新
停
歇
數
日
迨
東
溝
平
後
就
新

御
路
還
京
整
兵
來
去
與
民
無
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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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二
三

邪
教
煽
亂
於
光
緒
十
六
年
庚
寅
直
隷
朝
陽
地
方
教
首
登
天
道
人

號
召
黨
徒
恣
謀
不
軌
勢
甚
猖
獗
奉
省
以
壤
界
毗
連
恐
其
枝
蔓

因
派
統
領
胡
喜
志
等
往
剿
路
經
新
民
軍
容
整
肅
月
餘
亂
平
仍

由
新
民
凱
旋
市
民
安
堵
風
鶴
無
驚

中
東
戰
役

中
日
交
綏
在
光
緒
二
十
年
甲
午
日
本
有
事
於
朝
鮮
朝
鮮
時
屬
中

國
因
亟
求
救
朝
旨
派
前
𡊮
大
總
統
項
城
公
為
東
征
粮
台
總
辦

設
粮
台
於
新
民
䕶
衛
粮
台
之
兵
暨
採
購
員
弁
散
住
新
民
商
店

一
時
約
有
兩
營
軍
紀
森
嚴
尚
無
滋
擾
詎
至
是
年
冬
前
敵
安
東

營
口
等
處
潰
兵
忽
集
新
街
商
民
各
户
半
多
住
兵
損
失
非
細
竊

幸
住
日
無
多
即
陸
續
開
去
所
餘
有
湘
淮
等
軍
直
延
過
半
年
中

日
約
協
以
後
始
行
他
調
新
民
商
民
飽
受
警
創
由
此
畏
兵

拳
匪
之
亂

拳
匪
肇
禍
在
光
緒
二
十
六
年
庚
子
據
聞
起
於
山
西
盛
於
京
畿
不

數
月
蔓
延
全
國
到
處
以
焚
燬
教
堂
殺
祿
教
民
為
事
由
是
觸
起

外
交
聯
軍
直
入
北
京
俄
人
乗
𨻶
出
兵
黑
河
沿
鴨
綠
江
襲
據
東

三
省
東
南
半
壁
直
抵
旅
順
中
國
兵
不
敵
紛
紛
潰
敗
與
各
地
土

匪
結
合
恣
意
掠
奪
時
局
頓
形
昏
暗
是
年
冬
俄
兵
到
新
紳
商
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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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二
四

設
工
商
局
一
處
專
為
供
應
俄
兵
之
需
索
四
鄉
則
任
由
兵
匪
殺

燒
虜
掠
為
所
欲
為
民
不
𦕬
生
於
此
為
最
以
後
匪
衆
小
併
大
弱

附
强
各
據
連
庄
名
為
保
險
仍
令
各
村
按
地
籌
捐
以
供
保
險
之

兵
餉
此
為
地
畝
納
捐
之
原
始
也
是
年
新
街
添
駐
巡
捕
馬
隊
一

營
街
面
尚
賴
鎮
懾
翌
年
辛
丑
和
議
妥
協
俄
兵
仍
未
出
境
四
鄉

人
民
仍
依
保
險
隊
為
安
全
曷
勝
浩
歎

日
俄
戰
役

日
俄
角
逐
在
光
緒
二
十
九
年
癸
夘
按
辛
丑
中
俄
條
約
定
於
三
期

十
八
月
内
撤
盡
兵
隊
讓
還
滿
洲
於
中
國
詎
意
俄
人
違
約
日
本

以
勢
闗
剝
膚
先
與
英
國
聯
盟
繼
與
俄
直
接
交
涉
未
協
即
開
始

攻
擊
旅
順
俄
兵
不
支
節
節
敗
北
一
時
新
民
縣
街
與
治
屬
之
小

塔
子
東
西
蛇
山
子
公
主
公
屯
長
山
子
班
家
屯
老
邊
站
大
民
屯

前
沙
河
子
大
趙
屯
郭
家
窩
棚
等
村
鎮
先
為
俄
兵
盤
踞
最
後
日

人
又
更
番
蹂
躪
人
民
損
失
不
堪
計
數
惟
距
戰
線
較
逺
未
罹
礮

火
之
灾
是
亦
不
幸
中
之
幸
也

附
錄
民
國
九
年
為
直
皖
之
戰
民
國
十
一
年
為
奉
直
之
戰
本
年

為
民
國
十
三
年
奉
直
再
戰
此
三
役
奉
軍
西
上
多
由
新
民
集
合

新
民
地
方
本
應
有
義
務
之
協
助
以
是
籌
備
粮
草
征
調
民
車
一



 

新
民
縣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一
二
五

切
急
務
屬
境
商
民
尚
無
梗
阻
此
又
為
近
年
兵
事
附
錄
以
備
参

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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