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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十
三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訥
河
縣
志
卷
十

實
業
志

實
業
者
民
生
之
要
素
國
富
之
基
礎
也
十
八
世
紀
以
前
所
關
多
在
民
生
大
抵
於
農
工
商

賅
括
之
十
九
世
紀
以
後
動
關
國
際
兼
及
於
聲
光
化
電
與
夫
世
界
交
通
諸
業
矣
訥
河
實

業
農
事
墾
闢
未
完
工
商
尙
在
幼
穉
遑
問
其
他
然
以
十
餘
萬
晌
之
平
原
沃
壤
北
有
煤
礦

東
北
有
顏
料
礦
皆
天
然
特
產
尙
待
振
興
者
果
能
盡
力
發
揮
則
富
庶
之
基
偉
大
之
業
何

難
踵
起
直
上
耶
爰
作
實
業
志
首
農
業
次
林
業
次
商
業
次
工
業
次
漁
業
次
礦
產
次
物
產

而
以
建
設
局
附
焉

一
農
業

農
業
爲
百
貨
之
本
源
工
商
之
初
步
訥
河
開
闢
地
約
二
十
萬
晌
莽
莽
窮
荒
生
殖
進
步
不

可
謂
不
速
歷
年
輸
出
產
品
以
大
豆
小
麥
爲
大
宗
其
谷
稷
等
類
亦
足
以
供
農
家
之
需
不

須
仰
給
於
外
省
近
來
復
有
農
人
創
種
稻
田
成
績
亦
佳
倘
能
擴
而
充
之
俾
農
業
日
臻
發

達
則
富
國
之
基
礎
於
是
乎
固
矣
茲
將
農
業
產
品
縷
述
如
左

甲
農
田

縣
境
農
田
約
分
二
種
曰
軟
楂
曰
硬
楂
舊
種
黍
菽
梁
麥
軟
楂
也
舊
種
穀
豆
硬
楂
也
軟
楂

利
用
懷
其
法
以
懷
把
照
舊
掘
深
二
寸
許
用
点
胡
蘆
播
種
並
拖
小
拉
板
於
犂
後
使
土
覆

種
再
以
三
四
人
按
壠
跴
之
使
土
稍
堅
以
免
風
乾
種
子
凡
種
高
梁
谷
黍
均
用
此
法
亦
曰

懷
楂
是
也
硬
楂
用
犂
翻
土
質
言
之
即
破
舊
壠
易
新
壠
也
其
法
用
六
馬
大
犂
先
破
其
舊

楂
一
人
提
種
籃
以
手
撒
於
壠
背
然
後
以
犂
扣
之
軋
以
木
𥕦
即
成
大
壠
凡
種
大
小
豆
包

米
穀
子
均
以
此
法
又
曰
扣
楂
是
也

近
年
來
試
種
稻
田
者
頗
多
在
沿
河
各
地
行
之
其
法
先
將
水
田
製
成
阡
陌
作
長
方
形
或

方
形
不
等
各
方
田
內
皆
能
通
水
先
於
河
之
下
游
築
壩
擋
水
使
水
灌
入
田
中
約
深
四
寸

許
於
未
種
之
前
將
稻
種
發
芽
種
時
一
人
在
田
內
手
曳
樹
枝
或
竹
掃
帚
拖
水
使
混
一
人

在
後
肩
負
種
囊
以
手
撒
之
俟
田
水
澄
淸
再
用
極
細
沙
泥
覆
於
其
上
使
芽
出
土
後
不
致



 

訥

河

縣

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十
四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動
搖
迨
四
五
日
即
長
成
寸
許
是
爲
針
秧
如
芽
出
乃
密
以
手
撥
出
分
栽
於
缺
處
謂
之
插

秧
惟
須
永
不
斷
水
至
六
月
中
旬
秀
穗
秋
分
前
即
能
成
熟
見
俟
熟
時
將
河
壩
撒
開
水
流

稻
出
田
內
乾
燥
以
鐮
刈
之

乙
農
戶

全
境
農
戶
耕
地
可
分
二
種
曰
自
種
曰
租
種
自
種
者
係
自
行
價
領
歲
輸
租
捐
租
種
者
田

戶
與
地
主
按
三
七
分
劈
糧
石
即
地
主
三
分
田
戶
七
分
是
也
亦
有
每
晌
由
田
戶
給
地
主

租
糧
一
石
二
三
斗
至
一
石
五
六
斗
者
按
三
色
租
均
交
俗
謂
死
租
是
也

丙
農
工

全
境
農
工
可
分
三
種
曰
年
工
曰
月
工
曰
日
工
以
十
個
月
計
算
約
支
哈
洋
一
百
元
上
下

先
支
十
分
之
二
餘
俟
秋
成
續
支
工
滿
價
齊
月
工
春
講
者
謂
春
月
秋
講
者
謂
秋
月
期
限
或

兩
個
月
三
個
月
不
等
其
價
之
多
寡
以
月
之
閒
忙
爲
定
日
工
以
日
計
或
以
市
計

三

日

爲

一

市

漲
落
無
定
惟
以
閒
忙
爲
斷
如
本
年
鏟
地
日
工
最
高
價
格
曾
到
每
日
哈
洋
一
元
有
奇

按
訥
河
農
工
以
前
甚
缺
因
荒
蕪
初
闢
農
人
稀
少
故
也
近
年
中
原
多
事
非
苦
兵
爭
即
遭

水
患
以
致
豫
魯
冀
遼
諸
地
之
農
民
前
來
謀
生
者
衆
而
工
價
亦
因
之
稍
廉
與
往
昔
大
不

相
同

二
工
業

禮
曰
天
子
有
六
官
又
曰
有
六
工
是
工
與
官
並
重
也
漢
唐
以
下
設
官
分
職
亦
曾
設
立
工

部
但
泛
言
工
職
並
不
硏
求
工
藝
流
弊
所
及
以
爲
形
而
上
者
謂
之
道
形
而
下
者
謂
之
藝

而
工
藝
遂
末
焉
矣
今
者
歐
西
富
强
工
居
其
一
我
國
若
不
急
起
直
追
尙
可
得
乎
訥
邑
本

農
產
富
饒
而
工
業
毫
不
進
展
誠
屬
一
大
漏
巵
令
人
可
駭
茲
就
現
有
工
藝
詳
述
於
後
以

資
提
倡

有
木
工
凡
建
築
房
舍
製
造
棹
椅
車
輛
均
適
於
本
境
普
通
之
用
有
石
工
凡
製
作
油
碾
米

碾
𥕦
子
麴
磨
粉
磨
等
類
可
供
農
商
各
界
之
用
有
鐵
工
能
造
刀
鏟
鋯
斧
釘
子
及
鑄
鏵
鑄

鍋
等
類
需
用
頗
廣
有
瓦
工
修
蓋
磚
瓦
各
房
搭
火
牆
壘
避
冽
撻
各
等
工
作
有
井
匠
遇
土



 

訥

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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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十
五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深
處
可
穿
至
二
十
餘
丈
有
洋
井
其
法
先
就
地
架
起
木
杆
繫
以
有
彈
性
之
竹
片
再
以
竹

片
繫
以
大
鐵
錐
由
人
力
升
降
取
土
見
水
及
於
淸
泉
用
鐵
筒
連
接
層
累
而
上
井
口
仍
架

井
𣘢
井
成
水
淸
便
於
提
取
此
法
係
得
自
京
滬
而
實
傳
自
國
外
也
有
縫
工
粗
細
皮
棉
均

可
成
衣
西
服
亦
勉
强
仿
做
惟
技
不
甚
精
其
工
價
則
倍
昻
有
皮
匠
凡
靰
𩋷
齊
哈
米
及
新

舊
各
式
靴
鞋
翁
德
均
能
造
做
耐
穿
有
染
匠
靑
藍
紅
黃
綠
各
色
均
可
染
成
惟
染
料
多
用

外
國
靛
油
色
澤
不
如
營
口
所
染
經
久
不
變
漂
白
亦
不
如
營
口
所
漂
蓋
技
未
必
盡
通
而

氣
候
亦
有
關
係
有
刻
工
木
資
𧰼
牙
化
學
品
均
可
鐫
刻
刻
文
則
爲
八
分
書
或
大
篆
小
篆

有
印
刷
工
信
箋
能
仿
博
古
石
印
單
據
鉛
印
表
册
按
各
工
雖
未
硏
精
極
深
於
社
會
亦
略

有
補
益
獨
有
首
飾
工
人
鏤
金
貼
翠
徒
開
奢
侈
之
風
鑲
寳
嵌
珠
奇
極
婦
女
之
飾
其
實
毫

無
用
處
又
有
畫
匠
工
紙
人
紙
馬
作
俑
可
憎
金
穴
銀
山
迷
信
難
除
此
本
邑
工
業
之
大
槪

情
形
也三

商
業

訥
河
商
業
始
自
光
緖
末
葉
嗣
以
放
荒
招
墾
農
產
日
漸
豐
饒
而
商
業
因
亦
日
見
興
盛
則

往
來
營
口
哈
埠
所
運
之
貨
物
頗
獲
厚
利
近
來
商
人
智
識
日
開
對
於
商
務
進
行
之
問
題

能
知
悉
心
硏
究
故
商
務
較
前
則
略
有
進
步
益
以
本
境
之
富
庶
如
妥
爲
經
營
其
商
業
之

發
達
正
未
有
艾
也
試
將
商
業
之
種
類
臚
列
如
左

商
行
之
種
類

訥
河
商
行
有
燒
商
雜
貨
商
山
貨
商
瓷
鐵
商
布
商
糧
棧
估
衣
舖
藥
店
京
貨
店
靰
𩋷
舖
鞋

靴
店
餜
爉
舖
醋
醬
房
各
色
染
房
油
房
面
粉
磨
房
首
飾
樓
銅
器
店
鐵
匠
爐
木
匠
舖
糧
米

舖
等
類乙

販
賣
之
物
品

商
戶
販
賣
之
物
品
分
上
雜
貨
舖
下
雜
貨
舖
及
糧
米
舖
等
類
上
雜
貨
舖
販
賣
打
連
布
花

綺
布
市
布
套
布
尺
布
坎
布
洋
線
各
種
綾
羅
綢
緞
茶
葉
紙
張
油
蓆
磁
鐵
等
物
下
雜
貨
舖

販
賣
煙
麻
毡
鞋
以
及
農
業
應
用
各
種
器
皿
糧
米
店
販
賣
各
種
糧
米
油
鹽
及
日
用
零
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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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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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物
品

訥
河
縣
城
內
工
商
業
數
目
調
査
表

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別

業
　
　
　
　
別

號
　
　
　
　
　
數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第
　
　
　
一
　
　
　
區

雜

貨

營

業

二
　
十
　
八
　
家

燒
　
　
　
　
鍋

三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火
　
　
　
　
磨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油
　
　
　
　
房

六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磨
　
　
　
　
房

十
　
　
四
　
　
家

粮

　

米

　

業

十
　
　
二
　
　
家

金
　
　
　
　
店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錢
　
　
　
　
莊

三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鮮

　

菓

　

局

四
　
　
　
　
家

成

　

衣

　

舖

八
　
　
　
　
家

皮

　

　

　

舖

四
　
　
　
　
家

大

小

旅

店

十

　

二

　

家

木

器

製

做

業

八
　
　
　
　
家

鐵

　

　

　

業

九
　
　
　
　
家

屠

　

宰

　

業

十
　
　
　
　
家

印

　

刷

　

業

三

　

　

　

家

藥

　

　

　

業

十

　

二

　

家

剪

　

髮

　

所

九
　
　
　
　
家

染

　

　

　

業

五
　
　
　
　
家



 

訥

河

縣

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十
七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飯
　
　
　
　
　
館

二
　
十
　
三
　
家

澡
　
　
塘
　
　
子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獸
　
醫
　
樁
　
子

四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醫
　
　
　
　
　
院

五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其
　
他
　
小
　
舖

四
　
十
　
三
　
家

總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二
百
三
十
一
家

訥
河
縣
公
安
第
一
分
局
所
轄
博
爾
多
站
商
業
數
目
表

類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別

名
　
　
　
　
　
稱

數
　
　
　
　
　
目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商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業

鮮
貨
菓
品
舖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藥
　
　
　
　
　
舖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染
　
　
　
　
　
房

一
　
　
　
　
家

飯
　
　
　
　
　
館

二
　
　
　
　
家

花
　
　
　
　
　
店

一
　
　
　
　
家

訥
河
縣
公
安
第
一
分
局
所
轄
喀
迷
哈
站
商
業
數
目
表

類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別

名
　
　
　
　
　
稱

數
　
　
　
　
目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商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業

藥
　
　
　
　
　
舖

二
　
　
　
　
家

飯
　
　
　
　
　
館

二
　
　
　
　
家

車
　
　
　
　
　
店

二
　
　
　
　
家

小
　
雜
　
貨
　
舖

一
　
　
　
　
家

訥
河
縣
公
安
第
二
分
局
所
轄
訥
南
鎭
商
業
數
目
表

類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別

名
　
　
　
　
　
稱

數
　
　
　
　
　
目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商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業

飯
　
　
　
　
　
館

四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

 

訥

河

縣

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十
八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葯
　
　
　
　
　
舖

三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雜
　
　
貨
　
　
商
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鮮
　
貨
　
菓
　
品
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獸
　
　
醫
　
　
樁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大
　
小
　
客
　
棧

三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木
　
　
　
　
　
舖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訥
河
縣
公
安
第
三
分
局
所
轄
拉
哈
站
商
業
數
目
表

類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別

名
　
　
　
　
　
稱

數
　
　
　
　
　
目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商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業

布
　
雜
　
貨
　
商

十
　
　
八
　
　
家

下
　
雜
　
貨
　
商

二
　
十
　
八
　
家

粮
　
　
　
　
　
業

十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燒
　
　
　
　
　
鍋
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火
　
　
　
　
　
磨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鮮

貨

菓

品

舖

七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粮
　
　
米
　
　
舖

七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皮
　
　
　
　
　
舖

七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葯
　
　
　
　
　
舖

八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鐵
　
　
匠
　
　
爐

七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洋
　
　
鐵
　
　
舖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金
　
　
　
　
　
店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書
　
　
　
　
　
舖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鞋
　
　
　
　
　
舖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

 

訥

河

縣

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十
九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染
　
　
　
　
　
房

三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估
　
　
衣
　
　
舖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繩
　
　
蔴
　
　
舖
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印
　
　
刷
　
　
局
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醫
　
　
　
　
　
院

五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車
　
　
　
　
　
舖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木
　
　
　
　
　
舖

五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成
　
　
衣
　
　
局

四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女
　
　
工
　
　
廠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澡
　
　
　
　
　
塘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剃
　
　
頭
　
　
舖

四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猪
　
牛
　
肉
　
舖

十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花

店

小

客

舖

七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大
　
　
　
　
　
店

六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大
　
小
　
飯
　
館

二
　
　
十
　
　
家

木
　
　
　
　
　
廠

五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大
　
小
　
攤
　
床

三
　
十
　
五
　
家

訥
河
縣
公
安
第
三
分
局
所
轄
臨
江
鎭
商
業
數
目
表

類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別

名
　
　
　
　
　
稱

數
　
　
　
　
　
目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商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業

小
　
雜
　
貨
　
舖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小
　
　
　
　
　
舖
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車
　
　
　
　
　
店
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

 

訥

河

縣

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十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花
　
店
　
客
　
棧

五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訥
河
縣
公
安
第
四
分
局
所
轄
奎
勒
淺
商
業
數
目
表

類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別

名
　
　
　
　
　
稱

數
　
　
　
　
　
目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商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業

雜
　
　
貨
　
　
舖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藥
　
　
　
　
　
舖
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飯
　
　
　
　
　
館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花
　
　
　
　
　
店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訥
河
縣
公
安
第
五
分
局
所
轄
龍
河
鎭
商
業
數
目
表

類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別

名
　
　
　
　
　
稱

數
　
　
　
　
　
目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商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業

上
　
雜
　
貨
　
舖

八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鮮
　
　
貨
　
　
舖
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藥
　
　
　
　
　
舖

五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磨
　
　
　
　
　
房

四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木
　
　
　
　
　
局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飯
　
　
　
　
　
館

四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皮
　
　
　
　
　
舖
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鐵
　
　
　
　
　
爐
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餜
　
　
食
　
　
舖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大
　
　
小
　
　
店

三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訥
河
縣
公
安
第
六
分
局
所
轄
通
南
鎭
商
業
數
目
表

類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別

名
　
　
　
　
　
稱

數
　
　
　
　
　
目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商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業

雜
　
　
貨
　
　
舖

三
　
　
　
　
　
家



 

訥

河

縣

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十
一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餜
食
鮮
貨
舖

二
　
　
　
　
家

葯
　
　
　
舖

二
　
　
　
　
家

木
　
　
　
舖

三
　
　
　
　
家

鐵
　
匠
　
爐

一
　
　
　
　
家

附
大
小
客
棧
四
家

四
林
業

訥
河
地
勢
佔
江
省
地
輿
之
中
心
全
部
幅
隕
無
崇
山
峻
嶺
故
亦
無
天
然
森
林
矗
立
其
間

在
前
淸
未
設
治
以
前
八
旗
人
民
以
游
牧
爲
生
於
林
業
漫
不
經
心
求
所
謂
徂
徠
之
松
新

甫
之
栢
者
固
未
易
數
覯
也
然
林
木
爲
營
造
所
必
需
可
以
保
障
土
地
减
煞
淤
泥
若
遇
亢

旱
則
蒸
發
空
氣
而
降
雨
澤
是
以
官
府
現
定
植
樹
節
於
每
年
淸
明
穀
雨
兩
節
間
行
之
以

資
提
倡
並
着
爲
令
典
惟
恐
人
民
忽
玩
而
不
能
實
力
奉
行
也
茲
就
訥
河
現
有
林
業
及
應

有
者
縷
志
於
左

林
業
之
益
已
如
前
述
訥
河
自
崔
縣
長
蒞
任
後
在
城
南
建
造
公
園
園
之
內
外
及
附
設
農

林
試
驗
塲
並
全
境
所
植
各
木
有
蘋
果
葉
橢
圓
如
鋸
齒
甚
細
夏
初
開
花
粉
紅
色
果
圓
略

扁
熟
則
紅
碧
相
間
味
甚
鬆
美
比
日
本
傳
來
樹
苗
所
結
之
實
味
尤
甘
甜
有
沙
果
類
似
花

紅
果
較
花
紅
而
大
略
扁
熟
則
靑
黃
味
美
有
花
紅
葉
橢
圓
有
鋸
齒
初
夏
開
花
色
白
有
紅

暈
秋
初
果
熟
形
圓
而
紅
味
酸
甜
有
李
子
綠
葉
白
花
樹
能
耐
久
結
實
大
者
如
杯
如
卵
小

者
如
彈
如
櫻
桃
其
味
有
甜
酸
苦
澀
其
色
有
靑
綠
紫
黃
多
在
夏
歷
六
月
成
熟
有
山
椗
子

實
小
而
圓
柄
極
長
熟
時
密
濺
尤
佳
有
棠
梨
枝
幹
似
梨
葉
作
卵
形
花
小
而
白
實
如
棟
實

稍
小
甜
酸
可
食
其
木
堅
細
可
作
器
有
柳
說
文
小
楊
也
與
楊
同
類
縱
橫
顚
倒
植
之
皆
生

蓋
柳
之
種
類
不
一
鄕
村
多
植
𣏌
柳
此
柳
長
條
下
垂
木
性
極
柔
用
火
逼
以
揉
之
可
爲
箱

篋
羅
圈
吿
子
言
以
𣏌
柳
爲
杯
棬
者
即
此
葉
似
桃
而
狹
長
花
爲
小
穗
春
老
絮
飛
似
蘆
花

鋪
地
點
綴
風
景
不
可
少
之
物
也
有
楊
葉
大
於
柳
內
分
白
楊
靑
楊
二
種
白
楊
葉
芽
時
有

白
毛
裹
之
展
放
後
似
梨
葉
而
稍
厚
大
蒂
長
柄
兩
兩
相
對
遇
風
則
蓛
蓛
有
聲
高
可
十
丈



 

訥

河

縣

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十
二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大
可
三
尺
許
葉
似
杏
而
稍
大
色
靑
綠
楊
柳
楡
槐
均
係
北
地
材
木
植
地
宜
下
濕
楊
木
質

雖
不
甚
堅
而
能
任
重
有
楡
楡
有
十
種
葉
皆
相
似
皮
及
本
紋
稍
異
惟
赤
楡
白
楡
結
子
亦

異
或
如
錢
或
如
粟
嫩
皆
可
食
本
境
楡
類
亦
多
美
材
花
楡
尤
佳
理
細
可
作
几
案
刺
楡
可

爲
車
軸
有
椵
葉
大
皮
黑
紋
細
微
赤
者
曰
紫
椵
山
葠
多
生
椵
樹
之
上
皮
可
爲
繩
昔
時
放

鳥
銃
皆
用
之
木
可
爲
羅
圈
及
箱
篋
之
用
有
刺
楸
葉
爲
花
圓
形
木
堅
有
花
紋
製
箱
櫃
几

案
頗
美
觀
更
有
松
松
爲
百
木
之
長
從
公
字
種
類
不
一
土
人
以
結
子
可
食
者
爲
果
松
無

子
者
爲
杉
松
脂
多
者
爲
油
松
葉
細
如
針
者
爲
毛
松
葉
銳
如
刺
者
爲
刺
松
有
柏
李
時
珍

曰
萬
木
皆
向
陽
而
柏
獨
西
指
蓋
陰
木
而
有
貞
德
者
柏
到
處
皆
有
惟
以
泰
山
者
爲
佳
本

境
有
之
東
山
裡
尤
多
有
柞
樹
葉
闊
而
圓
可
飼
蠶
取
絲
木
漸
大
則
皮
皺
質
堅
而
粗
不
如

楡
椵
成
材
人
恒
用
作
薪
炭
有
樺
樹
葉
橢
圓
多
緻
木
紋
堅
細
可
製
器
皿
木
皮
潤
澤
可
作

車
蓬
此
本
境
所
有
而
尙
待
擴
充
者
也
此
外
有
紅
棗
味
甜
而
可
入
藥
石
榴
實
甘
而
花
艶

栗
子
味
美
可
作
萊
葡
萄
滋
養
可
造
酒
槐
高
可
植
庭
前
椿
香
宜
栽
院
內
均
爲
本
境
所
無

尙
待
移
植
者
也
有
志
林
業
者
曷
鑒
諸

五
漁
業

昔
陶
朱
公
富
冠
千
古
而
其
致
富
之
術
不
外
以
畜
羊
養
魚
爲
要
素
魚
業
一
途
顧
不
重
歟

訥
河
西
沿
嫩
江
南
貫
諾
謨
爾
河
東
北
有
老
萊
河
其
他
一
切
小
河
深
泡
產
魚
之
域
頗
多

魚
固
無
蓄
養
盖
新
荒
初
闢
水
草
兼
肥
天
然
生
魚
不
必
以
陶
朱
之
苦
費
經
營
而
可
得
魚

也
茲
將
本
境
魚
類
志
之
如
左

有
魴
江
東
呼
魴
魚
曰
鯿
今
土
人
呼
之
曰
鯿
花
魚
名
雖
殊
義
相
近
魴
廣
而
博
肥
恬
而
少

力
細
鱗
魚
之
美
者
有
鱮
詩
齊
風
其
魚
魴
鱮
鄭
箋
云
鱮
似
魴
而
弱
鱗
細
腹
膄
頭
銳
形
扁

陸
師
農
云
鱮
好
行
羣
相
與
故
曰
鱮
盖
相
連
也
今
俗
猶
呼
爲
鰱
子
有
鯉
正
字
通
神
農
書

曰
鯉
爲
魚
王
有
赤
白
黃
三
種
生
於
江
河
者
鱗
作
金
黃
色
鬐
尾
俱
赤
俗
名
赤
鯉
生
於
泥

澤
中
者
鱗
作
黑
色
俗
名
黑
鯉
肥
美
味
鮮
人
多
珍
之
有
鯽
廣
韻
鰿
鮒
也
鮒
即
今
之
鯽
魚

本
草
云
形
似
鯉
而
色
黑
體
促
腹
大
脊
隆
起
而
狹
頭
與
口
均
小
河
流
深
泡
皆
有
之
長
者



 

訥

河

縣

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十
三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尺
許
性
暖
補
脾
味
尤
美
有
鱭
魚
體
狹
長
側
薄
頗
似
尖
刀
亦
名
刀
魚
鱗
細
色
白
味
鮮
刺

細
有
草
根
魚
嘴
短
身
扁
性
善
跳
不
易
捕
大
者
十
餘
斤
有
鼈
甲
虫
也
水
居
陸
生
四
足
甲

之
沿
邊
有
肉
裙
俗
呼
爲
團
魚
甲
可
入
藥
肉
可
入
菜
有
狗
魚
色
黃
而
白
銳
啄
長
肉
多
可

食
大
者
十
餘
斤
有
黏
魚
頭
口
俱
大
身
扁
無
鱗
有
黏
汁
故
名
大
者
十
餘
斤
土
人
以
其
易

犯
陳
病
多
不
食
之
上
項
各
類
日
常
上
市
以
供
人
需
其
他
若
鱔
魚
若
泥
秋
魚
若
蛤
什
螞

若
船
丁
子
若
螃
蟹
若
蝦
若
蚌
均
係
菜
羮
中
之
上
品
無
如
本
境
漁
人
捕
魚
之
具
均
係
用

網
用
鈎
凡
魚
類
之
小
如
蝦
蟹
者
多
不
注
意
以
故
無
上
市
者
上
述
之
大
魚
種
類
多
出
於

嫩
江
及
訥
謨
爾
河
老
萊
河
等
處
其
餘
洋
溢
之
汀
渚
則
多
產
鯽
魚
白
魚
而
重
量
不
過
十

兩
上
下
而
已
漁
人
爲
魚
利
計
間
有
運
出
境
外
者
惜
無
遠
見
祗
知
捕
魚
而
不
留
魚
秧
每

見
網
房
晾
子
賣
大
魚
於
市
棄
苗
置
魚
子
於
地
恐
數
年
以
後
捕
者
多
而
出
產
少
矣

六
鑛
產

礦
產
者
地
之
寳
也
古
今
中
外
靡
不
注
重
地
下
權
蓋
以
一
部
分
關
係
交
通
其
大
部
分
則

爲
礦
產
吾
國
如
山
西
之
煤
湖
北
之
鐵
四
川
之
金
銀
銅
錫
遼
寧
之
煤
與
鐵
黑
龍
江
之
金

沙
以
及
其
他
各
地
相
等
之
礦
物
皆
外
人
所
日
夜
垂
涎
而
吾
人
多
不
遑
顧
及
者
也
訥
河

區
區
一
邑
其
礦
產
之
大
有
價
値
者
亦
有
數
端
志
之
如
左

一
曰
喀
迷
哈
站
附
近
之
顏
料
產
有
張
姓
者
名
泰
永
係
山
左
人
於
顏
料
礦
產
頗
有
經
驗

數
年
前
途
次
喀
迷
哈
站
散
步
郊
原
見
該
站
附
近
靑
山
咀
子
地
方
土
色
與
其
胸
中
向
所

艶
羡
之
顏
料
產
如
出
一
轍
爰
拾
土
少
許
藏
於
囊
而
運
於
哈
經
中
外
人
士
硏
究
之
結
果

認
爲
碻
係
顏
料
礦
產
張
某
遂
赴
北
平
向
管
轄
各
部
註
册
並
由
地
方
官
署
核
准
立
案
發

給
執
照
從
事
開
採
並
在
哈
埠
設
立
機
器
廠
以
資
製
造
此
土
深
黃
兼
紫
色
質
極
細
不
雜

沙
石
爲
天
然
之
拉
哈
色
再
用
火
力
煎
製
更
能
兼
製
紅
綠
各
色
成
績
旣
佳
銷
路
愈
廣
外

來
顏
料
大
半
爲
之
抵
制
在
實
際
上
於
我
國
礦
產
已
放
一
線
光
明
近
有
人
爭
奪
權
利
從

中
侵
佔
幸
地
方
長
官
尙
主
公
道
或
不
至
中
輟
云

一
曰
依
里
哈
站
附
近
之
煤
礦
此
煤
與
布
西
甘
河
煤
礦
係
出
一
脈
所
產
煤
質
大
致
相
同



 

訥

河

縣

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十
四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十
七
年
仲
秋
有
鶴
岡
煤
礦
工
程
師
錢
君
前
往
實
地
踏
勘
據
稱
煤
質
極
佳
煤
量
尤
厚
煤

熏
距
地
旣
不
深
遠
地
下
亦
無
水
石
障
碍
略
集
資
本
便
可
開
採
並
無
過
於
困
難
之
點
如

鐵
路
交
通
之
後
運
銷
便
利
更
不
可
限
量
云

一
曰
訥
河
儘
北
沿
江
一
帶
所
產
之
翠
石
色
則
蒼
綠
質
則
堅
硬
雲
南
大
理
石
浙
江
靑
田

石
價
値
不
可
謂
不
昻
但
切
磋
琢
磨
人
工
居
其
一
半
此
石
係
與
嫩
江
翠
石
相
毘
連
質
美

且
多
使
得
盡
人
事
之
能
彫
琢
成
器
未
必
不
駕
靑
田
石
大
理
石
而
上
之

七
物
產

訥
河
荒
蕪
初
闢
氣
候
稍
寒
而
各
種
物
產
因
以
遠
遜
內
地
然
物
產
多
寡
實
業
攸
關
此
物

產
之
所
以
並
列
於
實
業
之
後
也
試
將
各
類
分
志
如
左

穀
類

穀
有

狼

毛

靑

老

萊

變

等

類

按

古

時

凡

植

物

可

供

民

食

皆

曰

榖

故

詩

稱

百

穀

孟

子

言

五

穀

皆

總

名

也

今

則

專

爲

一

種

矣

粱
今

人

呼

爲

高

粱

按

古

爲

米

之

總

稱

漢

以

後

始

以

穗

大

芒

長

粒

粗

者

爲

粱

稷
古

稱

百

穀

之

長

榖

類

中

種

之

最

早

者

按

古

時

農

官

名

稷

榖

神

亦

曰

榖

稻
有

靑

紅

二

種

黍
禾

屬

而

黏

者

按

黍

粒

最

勻

齊

故

古

者

衡

度

律

皆

取

以

爲

準

小
麥

有

大

芒

光

頭

各

種

大
麥

類

小

麥

而

微

肥

長

芒

比

小

麥

略

早

可

作

麴

按

小

麥

即

詩

之

來

大

麥

即

牟

魏

書

勿

吉

士

多

麥

明

一

統

志

女

眞

地

種

麥

此

土

宜

麥

自

昔

然

矣

蕎
麥

伏

種

秋

收

實

三

稜

形

可

磨

面

亞

於

麥

粉

玉
蜀
黍

俗

名

包

米



 

訥

河

縣

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十
五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大
蔴

俗

名

靑

蔴

剝

其

皮

可

製

繩

線
蔴

剝

其

皮

可

製

繩

萆
蔴

俗

稱

大

蔴

子

蘇
有

紫

蘇

白

蘇

兩

種

一

名

荏

煙
草

莖

高

三

尺

許

白

花

狀

如

漏

斗

俗

名

旱

煙

是

也

蓼
藍

俗

名

曰

靛

可

染

靑

藍

以

其

莖

葉

如

蓼

故

名

大
豆

亦

曰

元

豆

按

詩

中

原

有

菽

註

大

豆

也

蠶
豆

有

黧

白

赤

各

種

可

供

人

食

小
豆

有

黧

白

赤

各

種

可

供

人

食

綠
豆

豌
豆

可

作

羹

雲
豆

種

來

自

雲

南

故

名

虹
豆

蔬
類

葱
有

冬

葱

漢

葱

蔞

葱

寒

葱

各

種

今

所

見

者

大

抵

皆

漢

葱

也

韮
象

形

在

一

之

上

一

地

也

叢

生

似

韭

按

爾

雅

註

韮

久

也

四

時

皆

可

食

故

曰

韭

芥
一

作

　

按

廣

羣

芳

譜

有

靑

芥

紫

芥

白

芥

南

芥

刺

芥

施

芥

花

芥

石

芥

皺

葉

芥

皆

菜

之

美

者

縣

境

所

產

多

皺

葉

蓋

其

種

之

一

也

又

盛

京

通

志

俗

以

大

芥

爲

芋

芥

以

馬

芥

爲

痴

芥

蒜
分

白

紫

兩

種

按

小

蒜

本

中

州

種

大

蒜

張

騫

由

西

域

携

來

又

一

種

俗

各

小

根

蒜

即

爾

雅

所

謂

蒚

山

蒜

也

蒝
荽

俗

呼

香

菜

茄
形

不

一

有

卵

圓

長

圓

各

種



 

訥

河

縣

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十
六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按

盛

京

通

志

有

海

茄

水

茄

旱

茄

之

別

色

亦

各

異

縣

境

所

產

大

抵

皆

旱

茄

也

菘
俗

名

白

菜

有

小

東

小

根

各

種

大
頭
白
菜

種

來

自

俄

國

葉

莖

相

抱

其

圓

如

頭

故

名

菠
薐
菜

今

呼

菠

菜

芹
有

水

旱

兩

種

按

詩

言

菜

其

芹

即

此

物

也

生
菜

宜

於

生

食

故

名

番
椒

俗

名

辣

椒

按

盛

京

通

志

作

秦

椒

蘿
蔔

一

名

萊

菔

胡
蘿
蔔

圓

椎

根

色

黃

赤

水
蘿
蔔

莖

葉

皆

類

蘿

蔔

春

種

夏

食

茴
香

有

大

小

之

別

按

廣

羣

芳

譜

一

名

□

馬
鈴
薯

俗

名

土

豆

薺
嫩

時

可

食

按

詩

謂

誰

謂

荼

苦

其

甘

如

薺

即

此

蕨
莖

曲

如

拳

老

則

伸

張

不

可

食

卷
耳

一

名

鼠

耳

或

名

貓

耳

芣
苢

一

名

車

前

亦

曰

車

輪

菜

紅
花
菜

即

山

丹

黃
花
菜

即

萱

菜

俗

呼

金

針

菜

百
合

似

山

丹

蘑
姑

菌

類



 

訥

河

縣

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十
七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猴
頭

生

柞

樹

上

圓

似

猴

頭

故

名

木
耳

生

朽

木

上

形

如

耳

豆
角

瓜
類

王
瓜

俗

名

黃

瓜

按

禮

月

令

王

瓜

生

攪
瓜

俗

名

西

葫

蘆

倭
瓜

種

出

東

洋

實

圓

而

扁

其

味

甘

番
瓜

一

名

南

瓜

俗

名

窩

瓜

種

出

南

洋

實

圓

而

長

其

味

麪

香
瓜

即

甜

瓜

其

種

類

頗

多

西
瓜

瓤

分

紅

黃

二

色

按

契

丹

志

破

回

紇

得

此

種

又

北

盟

會

編

女

眞

地

生

有

西

瓜

又

瀛

涯

覽

勝

靺

鞨

國

西

瓜

一

枚

二

人

舉

之

縣

境

所

產

之

大

有

類

此

者

打
瓜

取

其

子

炒

之

可

供

人

用

花
類

牡
丹

花

類

中

最

豐

艶

者

世

稱

百

花

王

按

葩

經

有

芍

藥

而

無

牡

丹

盖

古

時

通

稱

芍

藥

自

唐

以

來

始

分

爲

二

通

志

謂

牡

丹

花

王

芍

藥

相

艶

之

也

芍
藥

似

牡

丹

而

本

爲

草

按

大

金

國

志

太

祖

十

四

年

生

紅

芍

藥

北

方

以

爲

瑞

蓋

女

眞

地

多

白

芍

藥

野

生

無

紅

者

故

偶

得

之

以

爲

異

月
月
紅

卽

月

季

花

牽
牛
花

一

名

黑

丑

玫
瑰
花

俗

名

刺

梅

蝴
蝶
梅

狀

如

蝴

蝶

故

名

石
竹
花

一

名

竹

節

梅

燈
籠
花

蕊

外

吐

似

燈

花

冠

似

罩

故

名



 

訥

河

縣

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十
八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江
西
蠟

一

名

八

月

菊

菊
其

種

過

多

不

及

備

載

鷄
冠
花

向
日
葵

鳳
仙
花

荷
包
花

蘭
花

一

莖

一

花

者

謂

之

蘭

一

莖

數

花

者

謂

之

蕙

扁
竹
蘭

即

射

干

花

玉
簪

掃
箒
梅草

類

淡
巴
菰

一

名

煙

草

紅
根
草

以

絮

烏

拉

足

可

耐

寒

故

亦

名

烏

拉

草

諺

云

關

東

城

三

種

寶

人

參

貂

皮

烏

拉

草

又

有

羊

鬍

子

塔

頭

均

可

取

煖

惟

以

紅

根

爲

最

小
葉
草

產

於

河

窪

性

耐

腐

頗

利

苫

房

羊
草

可

飼

畜

艾
蒿

芸
香
草

曝

亁

則

其

香

甚

冽

裝

入

枕

內

最

可

避

蠧

黃
耆

可

入

藥

其

性

甘

溫

固

表

補

氣

蒼
朮

性

甘

溫

辛

烈

能

燥

脾

胃

升
蔴

性

輕

解

表

升

發

火

鬱

防
風

性

甘

溫

能

去

風

勝

濕

紫
胡

味

苦

能

瀉

肝

火

荆
芥

性

辛

溫

能

入

肝

經

氣

分

兼

行

血

分

黃
連

性

苦

寒

能

瀉

心

火



 

訥

河

縣

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十
九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茵
陳

能

入

太

陽

經

發

汗

利

水

以

瀉

太

陰

陽

明

之

𤍠

主

治

瘟

黃

蒲
公
英

一

名

黃

花

地

丁

性

甘

平

能

淸

𤍠

解

毒

車
前

卽

前

列

芣

苢

也

其

子

能

利

小

便

桔
梗

性

苦

能

療

喉

痛

並

開

胸

利

壅

遠
志

苦

能

洩

𤍠

溫

能

壯

氣

以
上
植
物
之
採
列
係
就
習
見
者
而
言
掛
漏
之
處
尙
多
况
內
地
來
人
頻
携
異
種
產

物
移
殖
於
此
則
數
年
之
後
定
有
蔚
然
大
觀
也

禽
類

鴻
雁

大

曰

鴻

小

曰

雁

春

來

秋

去

故

謂

之

候

鳥

按

此

鳥

生

於

江

沿

卵

育

頗

繁

有

定

偶

不

相

亂

又

善

守

秩

序

鳥

之

最

有

信

義

者

燕
𤣥

鳥

也

春

社

來

秋

社

去

惟

本

境

則

夏

初

方

來

秋

初

早

去

因

邊

地

多

寒

也

烏
純

黑

能

反

哺

鴉
腹

下

白

不

反

哺

者

雉
俗

名

野

鷄

按

漢

呂

后

名

雉

諱

稱

野

鷄

俗

今

沿

之

鵲
俗

名

喜

鵲

雀
有

蔴

雀

家

雀

黃

雀

豆

雀

蘇

雀

各

類

鷂
一

名

隼

似

鷹

而

小

按

國

語

仲

尼

在

陳

有

隼

集

於

陳

侯

之

庭

而

死

楛

矢

貫

之

以

問

仲

尼

仲

尼

曰

隼

之

來

遠

矣

此

肅

愼

氏

之

矢

也

或

曰

雀

鷹

春

化

爲

布

穀

鸇
負

雀

鷂

也

按

契

丹

志

女

眞

禽

有

鷹

鸇

鷹
鷙

鳥

一

名

鷞

鳩

分

鷂

鷹

雀

鷹

黃

鷹

三

種

鳩
有

斑

鳩

祝

鳩

各

類

鴿
俗

名

鵓

鴿



 

訥

河

縣

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十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鵠
俗

名

天

鵝

能

食

蚌

珠

藏

其

嗉

按

北

盟

會

編

有

俊

鶻

號

海

東

靑

者

能

擊

天

鵝

人

旣

以

俊

鶻

而

得

天

鵝

則

於

其

嗉

得

珠

焉

鶯
一

名

倉

更

又

曰

黃

鸝

鷓
鴣

啄
木

嘴

如

錐

長

數

寸

舌

通

腦

後

舌

尖

引

之

愈

長

蠧

虫

雖

潛

樹

𨻶

能

勾

取

食

之

按

爾

雅

鴷

啄

木

野
鴨

有

綠

頭

黃

脚

等

名

按

盛

京

通

志

蒲

鴨

大

於

野

鴨

黃

色

沙
鷄

俗

名

沙

半

斤

以

其

重

有

半

斤

故

名

鴟
鴞

俗

名

猫

頭

按

爾

雅

分

狂

茅

鴟

怪

鴟

梟

鴟

三

種

魚
鷹

俗

呼

鈎

魚

郞

油
鸛
兒

嘴

長

如

箸

種

豆

時

始

見

翠
雀

大

與

鶉

同

喙

粗

而

長

無

尾

兩

翼

翠

色

奪

目

按

爾

雅

名

曰

鷸

春

秋

曹

公

子

臧

好

爲

鷸

冠

即

此

鳬
按

爾

雅

曰

鸍

沉

鳬

鵪
鶉

性

好

鬭

　
鶆

似

雀

而

善

鳴

鷄
家

禽

也

有

雄

雌

之

別

鵝
家

禽

也

有

雄

雌

之

別

鴨
家

禽

也

有

雄

雌

之

別

獸
類

虎
按

魏

書

勿

吉

有

虎



 

訥

河

縣

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十
一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豹
似

虎

而

小

白

面

團

頭

色

白

者

曰

白

豹

黑

者

曰

黑

豹

紋

圓

者

俗

呼

金

錢

豹

狼
分

二

種

曰

白

臉

狼

眼

圈

白

色

性

極

殘

狡

曰

土

狼

毛

色

因

草

而

變

狐狸
狐

類

全

身

黑

褐

色

背

黑

斑

紋

四

肢

甚

短

貍
似

猫

按

狸

爲

狐

屬

貍

爲

猫

屬

舊

多

通

用

麋
鹿

麅
俗

作

狍

貛
子

鼬
俗

稱

黃

鼠

狼

鼫
鼠

今

呼

豆

鼠

野
猪

按

通

考

女

眞

多

野

猪

兎
有

野

兎

家

兎

牛
家

畜

也

用

以

耕

田

任

重

馬
家

畜

也

用

以

耕

田

任

重

騾
家

畜

也

驢
家

畜

也

猪
家

畜

也

羊
家

畜

也

亦

有

黃

羊

生

長

山

裡

不

多

見

犬
家

畜

也

最

善

守

夜

貓
家

畜

也

善

捕

鼠

虫
類

蜂
有

黃

蜂

蜜

蜂

二

種

益

虫

也



 

訥

河

縣

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十
二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蟻
本

作

螘

蝴
蝶

虫

之

美

觀

者

蟋
蟀

一

名

促

織

蜻
蜓

益

虫

蜘
蛛

性

殘

忍

蟢
蛛

蛾
害

虫

蛙
水

陸

兩

棲

蚯
蚓

孟

子

所

謂

上

食

膏

壤

下

飮

黃

泉

者

是

也

蚰
蜒

長

約

寸

許

生

於

卑

濕

之

處

害

虫

也

附
建
設
局
組
織

訥
河
建
設
局
係
於
民
國
十
九
年
一
月
由
舊
設
之
實
業
局
改
組
而
實
業
局
則
於
民
國
十

五
年
二
月
一
日
創
設
月
支
經
費
大
洋
二
百
五
十
三
元
由
財
政
局
收
入
實
業
費
項
下
開

支
詳

財

賦

志

內

迨
改
組
建
設
局
之
後
月
支
經
費
仍
舊
無
異
惟
內
容
之
組
織
章
程
則
與
舊
案

迥
乎
不
同
試
將
組
織
條
例
分
列
於
左

黑
龍
江
省
縣
建
設
局
組
織
暫
行
條
例

第
一
條
　
本
條
例
依
本
省
各
縣
固
定
區
域
以
舊
有
實
業
局
改
組
爲
建
設
局
掌
理
各
該

縣
一
切
建
設
及
農
鑛
工
商
各
事
宜

第
二
條
　
縣
建
設
局
設
局
長
一
人
受
縣
長
或
設
治
員
監
督
主
管
全
局
事
務

第
三
條
　
縣
建
設
局
長
得
以
原
有
實
業
局
局
長
改
充
之
由
建
設
農
鑛
兩
廳
會
同
加
委

如
係
新
設
之
建
設
局
或
局
長
出
缺
時
須
經
本
縣
保
送
三
人
由
建
設
農
鑛
兩

廳
考
取
一
人
會
委
之
幷
呈
報

省
政
府
備
案
各
縣
保
送
建
設
局
長
以
合
於
左
列
資
格
之
一
者
爲
限

一
、
大
學
或
各
種
專
門
學
校
畢
業
者



 

訥

河

縣

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十
三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二
、
中
等
學
校
以
上
畢
業
曾
辦
地
方
行
政
事
務
二
年
以
上
者

三
、
歷
辦
地
方
行
政
事
務
五
年
以
上
確
有
成
績
者

第
四
條
　
局
長
任
期
以
三
年
爲
限
如
係
以
實
業
局
局
長
改
充
者
其
任
期
由
原
奉
任
命

之
日
起
接
續
計
算

第
五
條
　
縣
建
設
局
設
左
列
兩
股

一
、
第
一
股
掌
全
縣
道
路
電
業
航
運
交
通
水
利
工
程
及
土
地
之
測
量
調
査

與
新
市
新
村
之
建
設
事
項

二
、
第
二
股
掌
理
全
縣
農
林
蠶
桑
漁
牧
鑛
冶
工
商
苗
圃
等
之
監
督
保
護
𢿋

理
改
良
事
項

第
六
條
　
每
股
設
股
長
一
人
承
局
長
命
令
辦
理
本
股
一
切
事
宜
得
視
事
務
之
繁
簡
酌

設
股
員
或
辦
事
員
一
人
至
三
人
分
別
辦
理
會
計
文
牘
事
宜
並
得
僱
用
書
記

一
人
或
二
人
管
理
一
切
繕
寫
事
務

第
七
條
　
縣
建
設
局
遇
事
務
衝
繁
如
修
築
較
長
縣
道
或
建
築
新
市
新
村
籌
設
農
林
試

驗
塲
及
苗
圃
等
事
時
得
酌
設
技
士
及
測
繪
員
其
經
費
得
編
具
臨
時
費
預
算

書
分
別
呈
請
建
設
農
鑛
兩
廳
核
准
行
之

第
八
條
　
縣
建
設
局
股
長
股
員
技
士
及
測
繪
員
由
局
長
委
任
分
別
呈
請
建
設
農
鑛
兩

廳
備
案
辦
事
員
及
書
記
由
局
長
任
免
之

第
九
條
　
各
縣
在
建
設
事
業
未
臻
繁
盛
或
財
政
支
絀
得
緩
設
建
設
局
幷
得
另
設
建
設

科
附
在
縣
政
府
內
掌
理
全
縣
建
設
農
鑛
工
商
各
事
務
科
長
由
該
縣
長
分
別

呈
請
建
設
農
鑛
兩
廳
任
免
之

第
十
條
　
本
條
例
如
有
未
盡
事
宜
得
由
建
設
農
鑛
兩
廳
提
請
省
委
會
議
修
改
之

第
十
一
條
　
本
條
例
自
省
委
會
議
議
决
後
公
佈
施
行

黑
龍
江
省
縣
建
設
局
組
織
暫
行
條
例
施
行
細
則

第
一
條
　
本
施
行
細
則
依
縣
建
設
局
組
織
暫
行
條
例
規
定
之



 

訥

河

縣

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十
四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第
二
條
　
各
縣
局
保
送
建
設
局
長
應
遵
照
本
條
例
遴
選
三
人
飭
取
履
歷
呈
經
核
准
應

試

第
三
條
　
建
設
局
長
考
試
科
目
如
左

一
、
公
牘

二
、
關
於
建
設
局
主
管
事
項
之
計
劃

三
、
口
試

第
四
條
　
各
縣
局
保
送
建
設
局
長
經
建
設
農
鑛
兩
廳
考
試
及
格
者
即
會
同
委
任
之
如

無
及
格
之
人
得
令
縣
另
行
保
送
或
由
兩
廳
委
員
暫
行
代
理
之

第
五
條
　
考
試
建
設
局
長
由
建
設
農
鑛
兩
廳
會
同
組
織
考
試
委
員
會
𦦙
行
其
規
程
另

定
之

第
六
條
　
各
縣
局
依
本
條
例
第
九
條
設
立
建
設
科
時
得
由
各
縣
原
有
科
長
兼
充
建
設

科
長
仍
呈
廳
核
委

第
七
條
　
建
設
局
鈐
記
由
建
設
農
鑛
兩
廳
會
同
刋
發
並
呈
報

省
政
府
備
案
至
建
設
科
不
另
發
鈐
記
其
公
文
以
縣
長
或
設
治
員
名
義
行
之

第
八
條
　
建
設
局
辦
事
細
則
自
行
擬
定
呈
縣
局
報
廳
査
核

第
九
條
　
建
設
局
呈
報
公
文
應
由
該
管
縣
局
核
轉
遇
有
必
須
逕
呈
時
屬
于
本
條
例
第

五
條
第
一
欵
者
呈
建
設
廳
屬
於
第
二
欵
者
呈
農
鑛
廳

第
十
條
　
建
設
局
應
將
每
月
建
設
費
收
支
數
目
造
具
收
支
四
柱
册
呈
由
該
管
縣
局
呈

報
建
設
廳
査
核
並
分
報
農
鑛
廳
備
案

第
十
一
條
　
建
設
局
十
八
年
度
月
支
經
費
暫
以
前
實
業
局
呈
准
十
八
年
度
預
算
數
爲
標

凖
自
行
支
配
不
准
超
越

第
十
二
條
　
建
設
局
預
計
决
算
應
呈
由
該
管
縣
局
轉
送
建
設
廳
核
轉
並
分
報
農
鑛
廳
備

案

第
十
三
條
　
本
施
行
細
則
如
有
未
盡
事
宜
得
由
建
設
農
鑛
兩
廳
提
請
省
委
會
議
修
正
之



 

訥

河

縣

志

卷
十
　
實
業
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十
五

　

雙
城
縣
精
益
書
局
承
印

第
十
四
條
　
本
施
行
細
則
自
省
委
會
議
議
决
後
公
佈
施
行

附
實
業
局
及
建
設
局
局
長
姓
名
略
表

機
關
名
稱

職
　
銜

姓
　
　
　
名

別
號

年
　
歲

籍
　
貫

住
　
址

交
　
接
　
年
　
月

實

業

局

局
　
長

呂
　
鴻
　
兆

漸
逵

五
　
一

吉
　
林

訥
　
河

民
國
十
五
年
二
月

建

設

局

局
　
長

呂
　
鴻
　
兆

漸
逵

五
　
一

吉
　
林

訥
　
河

民
國
十
九
年
一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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