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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

業

一
、
農
產

一
、
穀
類

糯
米

粳
米

粘
米

大
麥

小
麥

蕎
麥

玉
米

高
粱

■
米

一
、
豆
類

黃
豆

黑
豆

紅
豆

綠
豆

刀
豆

毛
豆

飯
豆

扁
豆

碗
豆

一
、
菜
類

⒈
（
葉
菜
）
芥
籃

靑
菜

坡
菜

蓊
菜

莧
菜

同
蒿

苦
馬

韮
菜

廣
菜

紅
背

芹
菜

白
菜

葱
花

蒜

包
生

⒉
（
根
菜
）
蘿
葡

茨
茹

紅
薯

黃
薯

白
薯

毛
薯

山
薯

芋
子

生
薑

⒊
（
果
菜
）
南
瓜

黃
瓜

絲
瓜

西
瓜

水
瓜

苦
瓜

葫
蘆

茄
子

厥
子

一
、
果
類

⒈
（
核
果
）
桃
子

野
桃

胭
脂
李

四
月
李

苦
李

枇
杷

柿
子

萬
字
果

⒉
（
仁
果
）
柚
子

柑
子

檸
檬

橘
子

雪
梨

沙
梨

⒊
（
殼
果
）
龍
眼

板
梨

⒋
（
醬
果
）
葡
萄

石
榴

黃
皮
果

棯
果

一
、
花
類

菊
花

鷄
冠

月
季

盤
龍
松

扳
墻

牡
丹

指
甲

茶
花

一
、
棉
蔴
類

土
棉

苧
蔴

二
、
農
業

宜
北
縣
志

七
三



宜
北
全
是
以
農
爲
業
自
耕
農
實
居
多
數
佃
農
祗
占
少
數
而
已
惟
佔
有
土
地
稍
多
之
戶
不
能
自
耕
者
分
給
別
人
佃
種
或
僱
工

助
其
勞
作
其
工
資
方
面
可
分
爲
長
工
短
工
兩
種
支
給
長
工
按
月
計
算
每
月
工
資
二
元
五
角
食
費
由
僱
主
負
担
年
終
製
與
衣

服
一
套
短
工
按
日
計
算
每
日
工
資
五
角
伙
食
在
內
工
畢
給
資
並
無
發
生
糾
紛

⒈
地
價

田
分
上
中
下
三
等
價
格
上
等
田
每
禾
一
雙
價
銀
三
元
至
六
元
（
本
縣
收
谷
以
雙
爲
單
位
每
雙
可
得
凈
米
十
五
斤
）
中
等
田
每

禾
一
雙
價
銀
一
元
五
至
三
元
下
等
田
禾
一
雙
價
銀
五
角
至
一
元
歷
來
之
一
般
價
格
大
都
如
此
亦
可
隨
時
勢
轉
移
也

⒉
播
種
法

種
穀
用
浸
種
法
先
選
良
好
稱
籽
除
淨
壞
粒
用
籮
盛
之
浸
於
水
中
約
經
一
日
撒
播
秧
田
分
隔
段
落
俟
秧
達
到
相
當
時
期
拔
起

綑
束
分
種
各
田
其
餘
玉
米
豆
類
播
種
地
面
覆
以
稀
土
聽
之
生
長
限
時
鬆
土
除
草

⒊
農
具

農
工
所
用
惟
犁

耙

脚
犁

鍬

鐮
刀

禾
剪

⒋
肥
料

種
田
所
用
肥
料
惟
牛
糞
猪
糞
草
灰
綠
肥
墨
石
牛
骨
石
灰
桐
渣
於
插
田
十
餘
日
施
肥

⒌
播
種
期

種
稻
在
谷
雨
節
下
秧
本
或
亦
有
在
立
夏
時
下
種
中
部
氣
候
寒
冷
三
十
六
天
拔
秧
分
種
左
右
兩
部
氣
候
溫
和
二
十
六
天
或
二

宜
北
縣
志
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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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八
天
可
以
分
種
玉
米
在
淸
明
節
前
十
天
播
種
麥
子
九
月
間
播
種
豆
類
在
四
月
間
播
種
■
米
五
六
月
間
播
種

⒍
收
穫
期

三
月
收
麥
六
月
收
玉
米
七
月
收
粘
米
八
月
收
豆
九
月
收
稻
及
收
■
米
晒
乾
進
倉
儲
藏

按
—
—
本
縣
氣
候
塞
冷
每
年
種
農
作
物
只
能
一
造

林

業

（
一
）
木
之
類

杉
木

茶
油
木

桐
樹

楓
樹

梧
樹

楊
柳

紅
栗

錐
栗

椿
樹

榕
樹

樟
樹

野
桑

千
歲
木

檀
香

柏
子

松
樹

金
剛

梅
樹

上
楠
木

黃
楊
木

以
上
所
列
之
木
除
杉
桐
荼
等
木
用
人
力
種
植
外
其
餘
均
係
自
然
生
長
縣
地
天
然
林
頗
多
滿
山
滿
野
森
林
蒼

翠
不
知
其
名
者
可
稱
雜
樹
邑
人
砍
樹
造
成
香
菌
獲
利
甚
大

（
二
）
竹
之
類

金
竹

白
竹

大
頭
竹

苦
竹

南
竹

椶
竹

黑
竹

吊
竹

篙
竹

冬
竹

羅
漢
竹

種
竹
均
用
人
工
鬆
土
以
竹
之
根
芽
栽
於
地
下
次
年
出
笋
漸
長
漸
多

（
三
）
荼
之
類

香
茶

金
鈎
茶

苦
茶

藍
靛
荼

民
國
十
五
年
縣
府
檢
送
香
茶
種
子
寄
到
南
京
試
種
出
茶
品
種
最
佳

曾
給
予
獎
狀
若
更
加
硏
究
改
進
種
法
及
製
法
將
來
茶
業
發
達
未
可
限
量

（
四
）
藥
之
類

熊
胆

麝
香

虎
膏

牛
黃

龜
板

穿
山
甲

羚
羊
角

猴
結

當
歸

川
芎

杜
仲

天
靑
草

石

菖
蒲

骨
碎
蒲

四
方
藤

皂

角

黃
草

見
血
飛

桑
白
皮

丹
白
皮

土
人
參

路
邊
菊

九
里
光

宜
北
縣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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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
枯
草

水
草

金
耳
環

紫

草

滿
天
星

通

草

木

賊

薏
茨

蒼
耳

葛

根

淮
山

毛

根

馬

鞭
草

金
櫻
子

山
梔
子

百
合
草

百

部

車
前
草

烏
倍
子

黃
柏

黃
芩

王
不
留
仁

大
血
藤

黃
精

羅
裙
帶

天
門
冬

地
門
冬

桃

仁

金
銀
花

花
椒

巴

豆

萆
蔴
子

谷
精
草

厚

樸

山

茨
菇

天
仙
子

艾
業

紅
背
菜

馬
齒
莧

赤
茯
苓

澤
蘭
草

紫
蘇

薄
荷

劉
寄
奴

芭

蕉

蒲

公
英

白
頭
翁

野
桂

天
南
星

礦

產

（
一
）
金 

屬

⒈
鉄
礦

馴
樂
道
安
兩
鄉
山
脈
綿
亘
數
十
里
多
產
鉄
礦
已
經
開
採
者
有
再
興
廠
復
利
廠
復
合
廠
廣
利
廠
等

集
股
開
辦
均
著
有
成
效

⒉
銀
礦

相
傳
道
安
鄕
北
山
村
有
銀
礦
在
地
淸
乾
隆
間
經
行
開
採
鑿
山
採
礦
運
到
架
洞
鎔
鑄
已
著
成
效
嗣

因
山
崩
壤
人
乃
行
停
止
廠
基
猶
存

（
二
）
非
金
屬

⒈
硝
礦

縣
屬
各
山
岩
随
處
有
硝
祗
政
府
懸
爲
禁
例
商
人
不
敢
開
採
耳

⒉
煤
礦

馴
樂
鄕
紅
山
地
方
煤
礦
甚
多
土
人
採
爲
燃
料
及
造
鍋
罐
之
類

⒊
墨
石

城
廂
中
和
上
花
峨
山
英
豪
各
村
土
岩
中
所
在
多
有
農
家
挖
取
以
作
壅
田
肥
料
成
分
頗
佳

⒋
石
灰

隨
處
皆
有
之
掘
土
作
窰
堆
靑
石
於
其
中
用
火
燒
之
卽
成
生
石
灰
其
用
途
頗
廣

宜
北
縣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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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
產

（
一
）
鱗
之
類

鱗
魚

鯉
魚

靑
魚

鱖
魚

黃
肩
魚

草
魚

（
二
）
無
鱗
類

團
魚

狗
魚

坭
鰍
魚

點
秤
魚

黃
鱔
魚

塘
角
魚

（
三
）
蚧
之
類

蚌
蛤

田
螺

蝸
牛

蛤
蚧

山
瑞

旁
蟹

蝦
子

漁

業

本
邑
治
安
鄕
達
肯
才
椒
等
村
居
民
常
養
鷺
鶿
黃
獺
以
爲
捕
魚
之
用
幷
自
結
網
罟
於
秋
冬
農
隙
時
期
用
漁
艇
三
五
成
羣
巡
行

左
江
河
下
至
思
恩
宜
山
所
屬
之
河
懷
遠
等
處
捕
魚
以
爲
副
業
至
崇
興
鄕
板
冒
村
亦
有
數
家
捕
魚
爲
生
活
又
馴
樂
道
安
兩
鄕

沿
河
岸
邊
居
民
亦
結
網
罟
取
魚
以
佐
肉
味
惟
城
廂
中
和
兩
鄕
因
地
勢
過
高
向
無
漁
利
可
圖
近
數
年
來
有
商
人
由
貴
州
販
運

魚
苗
遊
村
出
售
每
東
毫
一
角
可
買
獲
魚
仔
約
一
百
尾
放
之
田
間
至
秋
冬
割
禾
後
放
水
取
之
重
約
半
斤
名
曰
田
魚
近
來
邑
人

亦
有
知
養
魚
母
存
俟
谷
雨
節
時
將
魚
母
換
入
新
塘
從
高
處
放
冷
水
淋
其
魚
背
更
用
蕨
草
敷
塘
魚
卽
生
卵
隨
撈
取
附
卵
之
草

另
行
放
置
於
水
田
之
內
經
三
七
日
後
魚
仔
自
漸
長
大
獲
利
頗
厚
此
邑
中
渔
業
之
大
槪
情
形
也

畜

牧

（
一
）
家
畜
獸
類

牛
馬
猪
羊
貓
犬

牛
分
水
牛
黃
牛
兩
種
秋
冬
時
則
放
之
野
外
吃
草
每
十
戶
或
二
十
戶
共
成
一
羣
每
日
用
一
人
看
守
輪
流
任
務
週
而
復
始
至
晚

宜
北
縣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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吹
牛
角
爲
號
赶
牛
歸
欄
由
牛
主
自
行
檢
點
如
有
偷
盜
落
井
虎
咬
尋
不
見
賍
證
者
看
守
人
負
賠
償
之
責
若
見
賍
物
則
免
責
任

到
春
耕
夏
種
時
各
自
管
理
或
割
草
飼
養
水
牛
黃
牛
均
能
耕
田
且
能
生
產
獲
利
頗
厚
一
年
一
胎
惟
水
牛
比
黃
牛
產
期
稍
遲
耳

馬
種
只
有
一
焉
邑
產
之
馬
身
矮
而
小
但
頗
善
騎
畜
牧
之
法
與
牧
牛
大
致
相
同
熱
天
須
常
洗
刷
以
去
病
瘟
至
其
生
產
期
一
年

一
胎

養
猪
之
法
係
用
野
菜
取
米
糖
貯
於
大
鍋
煮
熟
以
喂
之
者
至
熬
酒
之
家
加
酒
糟
喂
之
更
爲
肥
長
迅
速
但
猪
之
生
育
比
牛
馬
不

同
一
年
兩
胎
每
胎
多
則
十
五
隻
以
下
最
少
亦
三
隻
以
上
獲
利
頗
多
如
養
公
猪
能
善
飼
之
週
年
卽
長
大
至
百
餘
斤
專
供
肉
膳

售
之
亦
得
毫
銀
十
餘
元
至
二
十
元
家
家
養
之
以
助
進
益

羊
只
有
一
種
牧
畜
之
法
預
先
買
牸
羊
兩
個
牯
羊
一
個
每
日
上
午
十
時
並
須
察
看
何
處
是
向
陽
之
方
露
草
巳
乾
始
行
放
之
任

其
吃
草
及
晚
斜
陽
西
下
卽
驅
之
歸
棧
方
免
遭
瘟
復
查
羊
性
喜
燥
惡
濕
故
養
羊
須
先
建
好
羊
棧
如
置
之
濕
地
則
不
繁
滋
至
其

生
產
力
每
二
年
可
產
五
胎
每
胎
一
至
五
隻
不
等

貓
只
能
捕
鼠
並
無
別
用
故
畜
貓
者
須
用
肉
和
飯
喂
之
或
用
生
魚
更
妙
因
貓
類
虎
最
好
腥
膻
但
生
產
不
繁
每
胎
只
得
一
二
子

如
遇
寒
天
多
遭
死
亡
故
其
不
甚
繁
殖
也

犬
能
守
家
又
能
田
獵
畜
犬
者
飼
以
肉
飯
善
教
之
則
性
馴
能
通
人
意
守
家
之
犬
則
視
主
之
顧
盼
射
獵
之
犬
則
受
主
人
之
指
揮

其
生
產
時
每
年
兩
胎
或
三
胎
不
等
每
胎
三
子
至
五
子
爲
止

（
二
）
家
畜
禽
類

雞
鴨
鵝
鴿

宜
北
縣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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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
雞
之
法
係
用
谷
米
飼
養
其
距
能
翻
土
啄
食
小
虫
公
雞
能
司
晨
母
雞
能
生
卵
孵
雛
每
窩
十
餘
隻
邑
人
固
守
舊
法
不
知
改
善

產
卵
甚
少
雞
身
不
大
今
後
養
雞
宜
根
據
科
學
改
善
方
法
則
利
益
甚
溥

養
鴨
之
法
鴨
母
只
能
生
卵
不
能
覆
孵
須
以
人
工
造
成
用
多
年
陳
粘
谷
炒
之
熱
度
約
五
分
先
盛
鴨
蛋
於
桶
內
每
蛋
一
層
敷
粘

谷
一
層
并
須
每
日
更
換
二
三
次
約
二
十
日
以
上
卽
登
之
於
床
且
須
日
巡
數
次
至
三
十
日
始
生
鴨
崽
挑
往
墟
中
發
賣
每
百
隻

價
銀
二
元
五
至
三
元
養
鴨
者
買
囘
須
飼
以
煮
熟
之
粘
米
過
三
五
日
放
之
溝
中
啄
食
魚
蝦
逐
漸
長
大
約
兩
個
月
每
隻
可
重
二

斤
餘
賣
值
價
銀
二
三
角
尚
能
獲
利
此
不
過
貧
人
營
此
事
業
耳

養
鵝
之
法
先
選
取
雌
雄
成
對
放
之
田
間
或
河
畔
採
吃
生
草
約
半
年
始
產
卵
每
窩
十
個
左
右
鵝
母
覆
卵
與
雞
相
似
約
三
十
日

孵
生
鵝
子
其
雄
甚
惡
遇
人
則
啄
因
其
殘
食
田
禾
令
人
厭
恨
邑
中
少
養
之
也

養
鴿
之
戶
甚
少
不
常
所
見
鴿
性
喜
吃
鹽
辣
且
喜
飛
入
水
缸
洗
濯
故
人
多
厭
而
少
養
也

按
—
—
飼
養
六
畜
其
目
的
在
求
增
進
利
益
而
畜
舍
必
須
適
合
衞
生
尤
應
改
良
畜
種
使
之
繁
滋
根
據
科
學
改
善
飼
養
方
法
庶

牧
畜
日
有
進
步
也

（
一
）
野
產
毛
族
及
羽
族

毛
族
類

虎

豹

狼

熊

鹿

麂

野
猪

野
貓

香
羊

山
羊

猿

猴

白
面

黃
獺

箭
豬

野
鼠

黃
腰

狐
狸

羽
族
類

野
雞

野
鴨

水
鳥

烏
鴉

斑
鵲

鷓
鴣

斑
鳩

金
雞

晝
眉

報
春
鶯

燕
子

黃
雀

伯
勞

鶺
鴿

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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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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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
業

邑
人
工
業
遠
讓
他
邑
且
狃
於
古
制
不
知
改
良
器
具
出
品
陋
劣
價
值
過
低
茲
畧
分
述
之

（
一
）
陶
業:

城
廂
文
臣
村
人
開
土
碗
廠
製
造
土
碗
湯
碗
菜
碟
酒
杯
中
和
鄕
上
花
村
人
開
土
罎
廠
製
造
土
罎
水
缸
之
類
馴
樂

鄕
紅
山
人
採
取
煤
礦
除
供
燃
料
外
並
造
煤
罐
煤
鍋
之
類
觀
察
上
列
各
村
所
製
碗
碟
缸
罎
鍋
罐
等
器
型
式
無
大

差
別
祗
其
不
善
上
釉
色
彩
過
劣
致
而
價
值
過
低
獲
利
微
薄

（
一
）
冶
業:

再
興
廠
復
合
復
利
廣
利
等
廠
鎔
鑄
鐵
塊
並
造
鋼
鍋
運
往
外
縣
發
賣
進
益
不
少
（
卽
鼎
鍋
尺
入
鍋
之
類
）
中
和
鄕

峨
山
村
人
百
祥
村
曾
洞
人
善
製
鐮
刀
柴
刀
菜
刀
斧
頭
鋸
口
等
甚
爲
精
美
馴
樂
鄕
翠
山
村
邦
洞
下
地
及
下
幹
人

各
戶
均
能
造
成
鐮
子
鋤
頭
剃
刀
柴
刀
鐮
刀
等
鐵
器
運
銷
內
地
及
運
往
下
江
發
賣
頗
獲
利
益

（
一
）
木
工
業:

邑
人
無
有
專
業
惟
各
村
均
有
木
匠
祗
其
於
農
餘
時
間
與
人
作
工
鋸
木
造
屋

（
一
）
石
工
業:

石
工
鄕
間
隨
處
皆
有
而
以
才
帛
雅
京
兩
村
爲
最
多
數

（
一
）
縫
工
業:

向
昔
縫
工
均
以
女
子
充
任
凡
家
中
作
衣
女
子
自
裁
自
縫
不
假
手
於
人
亦
有
少
數
男
子
學
縫
者
近
來
縣
城
成

衣
機
器
有
十
餘
架
鄕
中
子
弟
喜
其
工
藝
精
巧
競
相
投
之
而
鄕
村
縫
工
乃
受
打
擊
幾
乎
無
存
矣

（
一
）
紙
工
業:

治
安
鄕
廣
容
村
有
大
紙
廠
一
座
以
竹
浸
沒
加
以
石
灰
迨
數
月
竹
腐
成
醬
用
木
擣
濫
製
作
炮
紙
運
下
懐
遠
發

售
百
斤
獲
價
三
元
至
五
元
不
等
并
裁
作
紙
錢
用
之
焚
以
敬
神

（
一
）
織
工
業:

邑
居
邊
僻
生
活
艱
難
素
無
專
門
織
工
各
家
所
需
之
布
皆
由
婦
女
自
種
棉
花
自
紡
自
織
自
縫
自
衣
巳
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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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
業

縣
屬
位
於
本
省
之
極
邊
商
業
冷
落
以
縣
城
論
雖
有
商
舖
數
間
在
街
開
設
然
資
本
微
薄
貨
物
無
多
至
各
墟
塲
亦
屬
微
小
每
逄

墟
期
人
不
過
千
墟
中
賣
品
米
肉
棉
布
鷄
鴨
而
已
蘇
杭
雜
貨
攤
面
資
本
亦
不
超
過
百
元
由
此
觀
之
瞭
然
宜
北
商
業
之
衰
落
也

縣
屬
出
產
城
廂
中
和
兩
鄕
以
黃
豆
爲
大
宗
治
安
崇
興
兩
縣
以
香
菌
桐
油
茶
油
五
倍
子
蜜
糖
茶
葉
杉
木
爲
大
宗
馴
樂
鄕
道
安

兩
鄕
以
鉄
礦
鉄
鍋
鐵
塊
杉
木
白
米
爲
大
宗
而
尤
以
鍋
頭
出
品
獲
益
爲
大
每
年
進
欵
萬
元
以
上
惜
操
在
外
人
之
手
邑
人
未
沾

何
益
也

交

通

（
一
）
水
路:

邑
有
左
右
兩
河
道
左
江
河
又
名
三
里
河
其
水
源
係
由
貴
州
下
江
縣
交
界
而
來
經
過
治
安
鄕
崇
興
鄕
而
出
思
恩

屬
拉
友
溂
門
廠
到
宜
山
剌
考
安
馬
直
達
懷
遠
鎮
與
右
江
河
會
合
是
河
灘
稀
水
順
可
通
小
舟
春
夏
水
漲
每
船
可

載
三
千
斤
秋
冬
水
淺
每
船
僅
載
二
千
斤
如
遇
灘
急
難
行
船
伕
必
涉
足
下
水
用
肩
膀
合
力
推
船
始
能
流
行
地
方

平
靖
人
民
皆
以
此
河
爲
生
活
右
江
河
又
名
馴
駐
河
出
自
貴
州
荔
波
九
千
里
而
來
經
過
馴
樂
道
安
兩
鄕
而
出
思

恩
屬
之
傳
溪
洛
陽
等
鄕
過
思
恩
縣
環
江
直
達
宜
山
懐
遠
鎭
與
左
江
河
會
合
是
河
灘
急
高
險
舟
行
不
易
每
有
虎

臂
之
嘆
故
少
有
行
舟
惟
竹
筏
則
常
有
上
落
也

（
一
）
陸
路:

宜
北
號
稱
山
國
鳥
道
崎
嶇
近
數
年
來
開
闢
各
鄕
道
路
可
謂
便
利
交
通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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⒈
宜
崇
馬
路
由
縣
城
達
崇
興
鄕
之
馬
路
於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甲
戍
春
縣
長
雲
軿
任
内
征
調
民
工
建
築2

、
由
縣
城
達

道
安
鄕
啣
接
思
恩
馬
路
於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甲
戌
冬
李
縣
長
希
白
任
內
征
工
建
成3

、
由
縣
城
達
馴
樂
鄕
之
公
路

於
民
國
二
十
五
年
春
季
縣
長
李
志
任
內
建
築4

、
由
縣
城
到
中
和
鄕
之
公
路
二
十
五
年
夏
季
建
成5

、
由
中
和
鄕

接
達
馬
口
洞
達
到
思
恩
啣
接
肯
甫
之
馬
路
二
十
五
年
冬
季
建
成6

、
由
縣
城
達
治
安
鄕
之
公
路
二
十
五
年
冬
十

二
月
征
工
建
成
各
村
公
路
亦
陸
續
修
築
邑
内
交
通
便
利
再
不
比
過
去
之
羊
腸
鳥
道
行
走
維
艱
也

（
一
）
電
話:
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雲
縣
長
任
內
選
送
學
生
赴
柳
學
習
電
話
技
術
畢
業
囘
籍
辦
理
電
政

⒈
由
縣
城
到
道
安
鄕
之
電
話
啣
接
思
恩
於
民
國
二
十
二
雲
軿
任
內
架
設2

、
由
縣
城
到
治
安
鄕
之
電
話
於
民
國
二

十
三
年
冬
季
李
希
白
任
內
架
設3

、
由
縣
城
到
中
和
鄕
之
電
話
於
二
十
四
年
架
成4

、
由
■
城
到
馴
樂
鄕
之
電
話

於
二
十
五
年
春
季
縣
長
李
志
任
內
架
成5

、
由
縣
城
到
崇
興
鄕
之
電
話
於
二
十
五
年
夏
季
建
成6

、
由
縣
城
達
慶

遠
區
部
之
電
話
同
年
夏
季
架
成7

、
縣
城
民
用
電
話
設
在
醫
務
所
内
二
十
六
年
元
月
架
成

（
一
）
郵
政:

宜
北
邊
僻
小
邑
不
設
郵
局
只
有
郵
政
代
辦
所
一
所
由
宣
統
元
年
成
立
三
日
一
期
至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改
二
日
一

期
水

道

縣
屬
水
道
只
有
左
右
兩
河
已
詳
列
水
路
類
不
再
重
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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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
利

縣
屬
城
廂
鄕
遍
地
皆
山
且
甚
高
聳
近
城
有
小
溪
一
條
係
發
源
於
石
腊
隘
山
間
流
出
經
過
龍
水
梅
林
二
村
之
前
而
環
繞
於
江

隆
村
背
轉
至
縣
城
對
面
之
大
拱
橋
傾
入
龍
潭
深
不
可
測
直
流
而
下
過
學
强
村
之
沃
近
溪
倒
下
洪
浩
小
村
邊
過
板
廟
墟
達
關

而
入
于
三
里
河
溪
之
兩
岸
各
村
民
均
砌
成
水
壩
潴
水
注
田
計
可
灌
溉
農
田
數
百
畝
至
中
和
鄕
則
無
大
溪
惟
有
水
泉
自
山
流

出
農
民
引
爲
灌
溉
田
畝
之
用
如
遇
荒
旱
水
涸
則
有
深
潭
潴
水
農
民
戽
之
以
養
田
亦
有
造
水
車
備
旱
者
治
安
崇
興
兩
鄕
位
居

三
里
河
兩
岸
隨
處
可
砌
水
壩
及
造
水
車
至
其
最
高
之
處
亦
有
小
溪
由
高
傾
下
足
資
灌
溉
天
旱
亦
可
收
成
又
馴
樂
道
安
兩
鄕

則
賴
馴
駐
河
迂
廻
灣
曲
貫
入
中
間
兩
岸
居
民
均
築
水
壩
以
灌
田
畝
其
最
著
者
爲
前
賢
雅
脈
村
腰
洞
人
韋
乙
佩
曾
自
出
資
本

築
成
旺
山
壩
可
資
灌
溉
十
里
田
畝
永
權
村
亦
修
濯
纓
泉
可
養
田
數
百
畝
此
縣
屬
水
利
之
大
概
情
形
也

貨

幣

縣
屬
上
古
時
代
係
閉
關
自
守
民
間
交
易
均
以
粟
易
布
貨
幣
尚
無
標
準
明
淸
以
還
漸
有
考
據
茲
將
釆
輯
得
之
分
列
於
下

貨
幣
種
類

行

使

時

期

兌

換

比

價

信

用

程

度

流

通

狀

况

銅

錢

明
洪
武
有
洪
武
錢
淸
道
光

咸
豐
各
有
銅
錢
均
在
淸
代

通
行
至
民
國
初
年
廢
止

每
紋
銀
一
両
兌
換
銅
錢
一

千
二
百
文

全

境

通

用

民
間
交
易
咸
稱
利
便

錠

銀

淸
道
咸
至
光
緒
末
年

每
錠
重
十
両
每
両
兌
換
銅

錢
二
千
文

完

全

信

用

同
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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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
邊
銀
圓

同

上

每
銀
一
元
兌
換
制
錢
一
千

四
百
文

同

上

同

上

碎

銀

淸
同
治
光
緒
間
多
用
之

每
碎
銀
一
錢
兌
換
制
錢
一

百
四
十
文

同

上

同

上

毫

錢

淸
光
緒
間

每
花
銀
一
元
兌
換
毫
錢
十

千
文

民

不

願

取

交
易
不
便
禁
止

銅

圓

光
緒
中
年

每
銀
一
角
初
兌
十
枚
中
兌

十
二
而
十
四
十
六
十
八
二

十
現
枚
兌
換
至
二
十
八
枚

信

用

流
通
無
阻

銀

毫

光
緒
末
年

每
銀
一
角
換
銅
仙
十
枚
至

二
十
八
枚
至
民
國
二
十
四

年
不
准
用

信

用

流
通
無
阻

鈔

票

民
國
二
十
三
年

每
鈔
票
一
元
換
銀
一
元

民
間
利
便
信
用

僅
限
省
內

金

庫

劵

尚
未
見
用

中

山

毫

民
國
十
八
年

一
元
換
八
角
八
折
而
已

信

用

流
通
無
阻

日
本
銀
圓

光
緒
二
十
八
年
至
民
國

每
元
換
得
一
元
三
毫

今
已
不
用

首

飾

沿
用
已
久

每
両
換
一
元

民
心
好
用

只
作
裝
飾
幷
無
交
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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