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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
政

區

劃

思
邑
行
政
區
劃
在
明
正
德
間
爲
四
鄕
二
十
三
里
縣
東
曰
都
亮
鄕
置
九
甲
曰
清
嶺
甲
下
官
甲
吳

地
甲
都
風
甲
岩
界
甲
上
甲
中
甲
下
甲
貴
敢
甲
縣
西
曰
鎮
寧
鄕
置
十
一
甲
曰
洛
降
甲
團
村
甲
永

安
甲
妙
石
甲
六
傳
甲
上
疃
甲
中
疃
甲
下
疃
甲
川
山
內
甲
川
山
外
甲
毛
難
甲
縣
北
曰
思
恩
鄕
置

十
甲
曰
安
順
甲
江
口
甲
大
溪
上
甲
大
溪
下
甲
余
邕
甲
地
良
甲
譚
村
甲
陳
雙
甲
西
里
甲
上
都
甲

縣
南
曰
金
城
鄕
置
九
甲
曰
普
傳
甲
温
平
甲
永
里
甲
方
村
甲
水
源
甲
冲
管
甲
虎
龍
甲
思
爛
甲
塘

考
甲
里
之
名
稱
曰
在
城
里
四
十
二
村
曰
譚
村
里
十
六
村
曰
石
狗
里
二
十
二
村
曰
大
溪
里
十
九

村
曰
安
順
里
十
六
村
曰
上
北
里
六
村
曰
思
爛
里
十
村
曰
普
儀
里
十
村
曰
三
疃
里
二
十
二
村
曰

六
傳
里
十
二
村
曰
永
安
里
三
十
三
村
（
包
有
現
在
宜
北
之
五
峒
馴
駐
）
曰
中
洲
上
中
下
三
里
十

八
村
曰
儀
凰
里
二
十
二
村
曰
水
源
里
二
十
村
曰
永
里
五
村
曰
溫
平
里
十
村
曰
新
安
里
十
一
村

安
黎
里
十
三
村
曰
川
山
里
十
五
村
以
上
參
攷
抄
本
舊
存
志
稿
）

清
初
因
明
制
惟
至
咸
豐
年
間
因
舉
辦
團
務
始
重
新
畫
全
縣
爲
中
前
左
右
後
五
團
而
原
鄉
里
區

畫
乃
廢
中
團
領
甲
五
曰
中
甲
上
甲
下
甲
西
里
甲
陳
雙
甲
前
團
領
八
甲
曰
各
峒
甲
清
領
甲
吳
地

甲
岩
界
甲
下
管
甲
都
風
甲
貴
敢
甲
余
邕
甲
左
團
領
九
甲
曰
洛
陽
甲
江
口
甲
妙
石
甲
六
傳
甲
團

村
甲
溪
上
甲
溪
下
甲
譚
村
甲
安
順
甲
右
團
領
十
一
甲
半
曰
水
源
甲
方
村
甲
馬
塘
甲
塘
考
甲
思

爛
甲
上
北
甲
都
黎
半
甲
虎
龍
甲
普
傳
甲
永
里
甲
冲
管
甲
温
平
甲
後
團
領
七
甲
半
曰
山
內
甲
山

外
甲
上
疃
甲
中
疃
甲
下
疃
甲
毛
難
甲
永
安
甲
（
現
歸
宜
北
）
儀
凰
半
甲
而
五
峒
二
里
馴
駐
稱

爲
附
團
（
現
除
下
里
之
下
叚
外
均
爲
宜
北
地
）
清
末
籌
辦
自
治
畫
分
自
治
區
域
中
前
左
右
後
五

團
乃
改
稱
爲
中
前
左
右
後
五
區
區
域
仍
舊
而
原
附
團
之
下
里
一
部
則
稱
附
左
區
各
區
仍
領
各

甲
民
國
成
立
因
之
迨
民
二
十
年
名
區
一
律
于
區
內
改
設
鄕
村
街
甲
後
而
舊
甲
之
一
級
乃
廢
中

區
改
設
六
鄕
前
區
改
設
五
鄕
左
區
改
設
九
鄕
右
區
改
設
九
鄕
後
區
改
設
七
鄕
附
左
區
改
設
二

鄕
舊
甲
之
區
域
雖
有
更
變
而
各
區
之
區
域
仍
舊
鄕
領
若
干
村
街
村
街
劃
若
干
甲
甲
以
居
民
十

戶
組
成
爲
原
則
是
爲
民
二
十
年
後
之
行
政
區
劃
表
列
如
左

思
恩
縣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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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區
—
—
—
六
鄕

（
中
山
鄕
）
西
圩
街

南
街

城
內
街

韋
家
塘

地
脈
村

寺
背
村

菜
園
村

歐
家
村

吳
家
村

陳
茶
村

良
傘
村

下
曩
村

龍
門
村

葛
家
村

黃
烟
村

肯
坡
村

譚
家
村

陳
藤
甲

石
湖
村

納
康
村

下
本
村

才
元
村

定
尾
村

白
樂
村

寨
山
村

（
美
景
鄕
）
刺
考
墟
街

才
樂
村

班
才
村

下
好
村

廉
泉
村

那
楊
村

下
額
村

納
財

村

納
作
村

大
朴
村

寶
田
村

良
賢
村

中
興
村

敢
凰
村

塘
增
村

官

養
村

唐
官
村

江
洞
村

南
甲
村

（
西
里
鄕
禾
倉
村

唐
俗
村

上
善
村

龍
友
村

可
考
村

中
田
村

敢
生
村

上
興
村

可
莪
村

上
道
村

（
自
立
鄕
）
大
墨
村

下
旺
村

內
鄕
村

內
肯
村

均
峒
村

內
委
村

馬
英
村

下
相
村

下
良
村

（
上
河
鄕
）
地
崖
村

白
屯
村

板
類
村

陸
村

地
歐
村

地
社
村

洞
江
村

板
旦
村

都
通
村

在
塘
村

塘
兵
村

地
龍
村

郭
洛
村

花
歐
村

（
西
河
鄕
）
地
爐
村

唐
才
村

地
理
村

地
六
村

對
河
村

歐
家
村

塘
蘭
村

帝
堯
村

輝
庭
村

龍
韋
村

塘
拔
村

龍
角
村

才
勇
村

中
田
村

坡
丑
村

下
社
村

前
區
—
—
—
五
鄕

（
閤
棟
鄕
）
古
寧
村

新
村

可
林
村

拔
模
村

合
道
村

刺
丘
村

坡
廟
村

可
有
村

嶺
雍
村

肯
隘
村

塘
峒
村

北
蘭
村

平
村

上
銀
村

（
樂
平
鄕
）
坡
良
村

塘
峒
村

下
蘭
村

米
洞
村

水
洞
村

那
美
村

岜
盤
村

拔
雍
村

上
陽
村

下
梨
村

裏
下
村

蒙
洞
村

平
趙
村

中
屯
村

洛
平
村

六
表
村

平
石
村

白
山
村

木
連
村

石
岩
村

九
歪
村

下
坡
村

定
午
村

岜
錢
村

永
寧
村

（
淸
嶺
鄕
）
板
得
村

下
平
村

塘
念
村

清
潭
村

下
淸
潭
村

塘
馬
村

坡
石
村

（
余
邕
鄕
）
余
邕
圩
街

肯
壤
村

才
保
村

德
旺
村

肯
老
村

杏
洞
村

雞
峒
村

下
寺

村

下
遠
村

上
古
賴
村

下
古
賴
村

都
俗
村

外
卯
村

內
卯
村

重
樓
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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廟
峒
村

落
花
村

談
峒
村

連
峒
村

中
要
村

下
峒
村

重
樓
墟
街

下
矮

村

塘
八
村

地
仙
村

里
峒
村

中

村

敢
談
村

白
造
村

下
看
村

牛

洞
村

可
馬
村

六
■
村

（
下
官
鄕
）
大
麻
村

中
麻
村

下
帷
村

坂
谷
村

大
路
村

水
落
村

外
國
村

坡
谷
村

坡
德
村

才
肯
村

麻
村
墟
街

北
斗
村

下
直
村

平
峒
村

下
寺
村

下
安

村

塘
茅
村

龍
蘭
村

坡
安
村

坡
羊
村

加
華
村

坡
上
村

有
峒
村

下

煖
村

草
峒
村

沙
峒
村

下
直
村

肯
才
村

燃
灰
村

古
梨
村

必
錢
村

定
廣
村

大
浮
村

左
區
—
—
九
鄕

（
安
順
鄕
）
上
甫
村

那
懷
村

冷
屯
村

各
洞
村

上
厄
村

下
京
村

洛
用
村

愛
洞
村

定
懷
村

才
王
村

九
懷
村

公
敬
村

千
邁
村

下
托
村

才
爲
村

才
肯
村

九
忙
村

中
吉
村

板
白
村

感
陽
村

上
藟
村

龍
脈
村

下
考
村

河
邊
村

平

村

音
洞
村

上
元
村

白
山
村

水
落
村

透
洞
村

瑤
洞
村

敢
懷
村

板
進
村

坡
六
村

可
福
村

山
門
村

納
龍
村

下
洞
村

天
水
村

唐
官
村

友
峒
村

（
洛
陽
鄕
）
才
明
村

洛
陽
七
墟

才
里
墟

才
六
墟

才
現
村

才
谷
村

久
榮
村

洛

陽
二
墟

更
南
村

金
谷
村

地
黃
村

得
能
村

金
甌
村

思
和
村

普
儀
村

才
道
村

才
桂
村

才
壯
村

才
陽
村

樂
土
村

塘
有
村

木
岜
村

（
團
村
鄕
）
上
額
村

團
寺
村

下
寺
村

上
社
村

坡
半
村

團
臘
村

團
卜
村

團
裏
村

上
山
村

（
妙
石
鄕
）
下
六
村

唐
化
村

上
梨
村

東
蒙
村

保
平
村

後
里
村

橋
龍
村

才
甲
村

下
澗
村

才
教
村

（
古
賓
鄕
）
上

村

古
賓
甲
村

上
古
賓
村

六
傳
村

（
譚
村
鄕
）
寺
背
村

上
堅
村

上
吉
村

下
九
村

地
理
村

才
木
村

洛
崖
村

唐
吉

村

羅
洛
村

下
地
理
村

下
里
洛
村

唐
母
村

才
種
村

曡
石
村

思
覽
村

才
嶺
村

思
恩
縣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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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江
口
鄕
）
地
蒙
村

才
古
村

才
花
村

下
額
村

上
享
村

下
其
村

玉
合
村

■
坭
村

中
襖
村

江
口
村

下
襖
村

下
羅
村

遠
博
村

玉
黃
村

才
崖
村

大
左
章

村

洛
隘
村

小
左
章
村

（
溪
上
鄕
）
古
賢
村

下
桃
村

上
桃
村

土
洛
村

肯
才
村

大
溪
八
墟

山
脚
村

下
拜

村

唐
柳
村

中
田
村

板
勇
村

上
現
村

中
互
村

思
類
村

才
况
村

才

善
村

冷
隨
村

平
所
村

才
蘭
村

上
流
村

（
溪
下
鄕
）
拔
茅
村

特
立
村

下
社
村

下
塘
房
村

上
塘
房
村

才
來
村

拔
現
村

龍
頭
村

右
區
—
—
—
九
鄕

（
水
源
鄕
）
下
笑
村

上
廟
村

地
良
村

下
度
村

獨
山
村

但
峒
村

地
潘
村

柳
中
村

洞
肖
村

天
馬
村

上
峯
村

典
峒
村

茶
峒
村

寧
峒
村

肯
懷
村

下
梨
村

下
酹
村

稼
峒
村

上
表
村

下
叩
村

季
峒
村

水
源
墟

岜
蘇
村

肯
才
村

下
祖
村

三
台
村

磨
石
村

洞
口
村

坡
白
村

旦
峒
村

追
洞
村

紅
山
村

才
金
村

三
峒
村

（
上
都
鄕
）
棠
佳
村

後
嶺
村

肯
簡
村

仁
恰
村

中
色
村

太
平
村

才
盛
村

下
旦
村

都
力
村

（
方
村
鄕
）
大
方
村

小
方
村

塘
萬
村

定
台
村

龍
門
村

坡
台
村

下
陳
村

上
陳
村

三
烈
村

大
羅
村

羅
尾
村

羅
保
村

塘
宿
村

裏
依
村

裏
愛
村

裡
臘
村

裡
戶
村

岜
丁
村

內
岜
村

內
球
村

（
普
蘭
鄕
）
松
林
村

才
見
村

龍
虎
村

士
蘭
村

肯
定
村

（
德
化
鄕
）
隆
運
村

柏
樟
村

下
吿
村

塘
朝
村

令
進
村

塘
龍
村

屯
平
村

顏
家
村

（
虎
龍
鄕
）
盤
江
村

寶
興
村

采
峒
村

肯
塘
村

遠
峒
村

下
屯
村

白
妯
村

下
妯
村

三
才
村

虎
龍
墟

下
蠻
村

其
龍
村

曲
江
村

松
六
新
村

新
茶
洞

松
六

村

寶
蓋
村

華
盖
村

（
永
傳
鄕
）
廣
南
村

下
茶
村

下
才
村

普
傳
村

寬
橋
村

赧
峒
村

肯
保
村

下
舍
村

內
舍
村

下
香
村

思
恩
縣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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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温
平
上
鄕
）
冲
蒙
村

莫
呂
峒

可
后
峒

下
向
峒

敢
牙
峒

隆
有
村

肯
塘
村

塘
茶

村

加
浪
村

下
白
村

可
后
村

（
温
平
中
鄕
）
當
日
村

下
平
村

內
孝
村

下
麻
村

消
峒
村

肯
產
村

温
平
村

下
城

村

下
浪
村

長
浪
村

十
篢
村

木
刻
村

坡
六
村

岜
羊
村

後
廟
村

坡

立
村

下
板
村

橋
細
村

班
模
村

下
社
村

那
現
村

下
甫
村

新
那
現
村

坡
日
村

下
妹
村

後
區
—
—
—
七
鄕

（
山
內
鄕
）
里
隆
村

甘
蔗
圩

里
列
村

加
盞
村

大
道
村

中
程
村

納
遼
村

下
律
村

泰
山
村

四
江
村

肯
壯
村

下
吝
村

牛
峒
圩

琳
浪
村

上
林
村

堯
臣
村

坡
墟
村

（
山
外
鄕
）
才
貢
村

橋
外
村

芳
田
村

瑞
良
村

才
凡
村

才
仁
村

板
霸
村

下
材
村

下
候
村

龍
脈
村

上
鳥
村

下
鳥
村

六
谷
村

里
恩
村

那
堯
村

下
龍
脈

橋
峒
村

（
上
疃
鄕
）
下
考
村

上
東
畔

興
耀
村

那
后
村

茶
塊
村

平
廣
村

東
泮
村

才
藻
村

茶
平
村

上
幹
村

把
愛
村

上
達
村

平
光
村

唐
馬
村

上
朝
村

唐
萬
村

前
朝
村

龍
朝
村

下
九
村

下
田
村

板
江
村

最
洛
村

江
侯
村

茶
白
村

茶
園
村

茶
昌
村

城
江
村

（
中
疃
鄕
）
下
幹
村

下
肥
村

才
臘
村
一

山
脚
村

龍
旺
村

江
羅
村

波
湖
村

興
利

村

唐
寮
村

坡
萎
村

那
田
建
村

在
仁
村

在
昌
村

納
續
村

下
世
村

味
飯
村

（
下
疃
鄕
）
才
磨
村

下
仰
村

下
葉
村

建
立
村

洞
賴
村

堯
蒙
村

白
丹
村

才
豆
村

唐
浪
村

社

村

才
甲
村

板
旺
村

下
却
村

洞
江
村

唐
頭
村

網

村

洞
來
村

寶
殿
村

永
儀
村

下
依
村

（
毛
難
鄕
）
上
板
村

十
墟
村

上
堂
村

下
五
村

承
儀
村

玉
環
村

下
開
村

翁
里
村

頹
洞
村

干
修
村

下
九
村

南
謨
村

上
仁
村

上
光
村

豆
峒
村

上
汪
村

六
圩
街
上
那
田
村

下
邦
村

建
平
村

巍
莪
村

松
現
村

下
相
村

東
炎
村

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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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川
村

于
孟
村

必
京
村

木
別
村

松
良
村

巴
喜
村

新

村

峒
遠
村

峒
任
村

東
升
村

南
昌
村

松
崖
村

北
甫
村

下
功
村

仁
呂
村

高
嶺
村

寶
樓
村

陸
洞
村

甲
半
村

（
儀
鳳
鄕
）
鳳
大
村

后
峒
村

肯
蒙
村

下
梨
村

八
墟
村

附
左
區
—
—
—
二
鄕

（
關
宿
鄕
）
陽
關
村

點
盆
村

肯
丹
村

界
聯
村

（
岜
福
鄕
）
中
福
村

上
福
村

下
福
村

美
景
村

喇
類
村

喇
門
街

達
祥
村

南
甫
村

喇
訪
村

篤
恭
村

雅
海
村

墟
市

中
區

縣
城
墟
在
縣
城
西
門
外
以
三
六
九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鹽
油
蘇
杭
雜
貨
舖
戶
尙
充
裕
趕
墟
者
約
二

千
人

■
考
墟
距
城
十
八
里
以
一
四
七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三
四
百
人

地
歐
新
墟
距
城
二
十
里

婆
廟
墟
在
縣
城
北
門
外
今
廢
（
見
抄
本
舊
存
志
稿
）

前
區

洛
平
墟
距
城
十
五
里
以
二
五
八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三
四
百
人
地
爲
由
思
下
懷
之
孔
道

麻
村
墟
（
一
名
寨
國
圩
）
距
城
三
十
五
里
以
子
午
卯
酉
日
為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二
千
餘
人

重
樓
圩
距
城
三
十
里
以
卯
酉
日
爲
墟
期
民
十
後
匪
亂
頻
仍
漸
歇

余
邕
圩
距
城
十
五
里
以
一
四
七
日
爲
圩
期
市
面
可
容
二
三
百
人

右
區

温
平
墟
距
城
四
十
五
里
以
十
五
日
爲
墟
期
以
糖
麵
蔗
爲
大
宗
出
口
貨
市
面
可
容
四
五
千
人
爲

通
河
池
之
孔
道

水
源
墟
距
城
三
十
五
里
以
一
四
七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二
千
餘
人
爲
由
溫
平
上
黔
孔
道
出

竹
器

虎
龍
墟
距
城
五
十
里
以
二
七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三
四
百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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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林
墟
距
城
四
十
里
以
四
九
日
爲
墟
期
現
已
停
歇

上
北
墟
距
城
二
十
五
里
以
五
十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百
餘
人

下
忙
墟
距
城
五
十
里
以
三
八
日
爲
墟
期
無
瓦
屋
只
有
茅
亭
因
匪
亂
新
開
現
稍
衰
歇

左

區

洛
陽
二
墟
距
城
五
十
里
以
二
七
日
爲
墟
期
出
土
錦
市
面
可
容
五
六
百
人
每
年
春
逢
二
日
則
有

牛
馬
場
頗
爲
熱
鬧
爲
大
沙
坡
下
縣
之
孔
道

洛
陽
六
墟
距
城
六
十
里
以
六
日
爲
墟
期
出
土
錦
白
米
最
富
市
面
可
容
五
六
百
人

中
襖
墟
距
城
六
十
里
以
五
十
爲
墟
期
地
濱
河
口
米
船
貿
易
尙
爲
發
達
市
面
可
容
四
五
百
餘
人

古
賓
墟
距
城
七
十
里
以
三
七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八
九
百
人

妙
石
墟
距
城
六
十
里
以
五
九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二
百
人
爲
上
點
孔
道

譚
村
墟
距
城
二
十
二
里
以
一
五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二
三
百
人

團
村
墟
距
城
四
十
五
里
以
四
八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二
百
人

大
溪
八
墟
距
城
三
十
五
里
以
三
八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六
七
百
人

才
岜
六
墟
距
城
六
十
里
以
一
六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二
三
百
人

安
順
九
墟
距
城
三
十
五
里
以
四
十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二
千
餘
人

才
王
墟
距
城
五
十
里
因
匪
亂
新
開

板
邑
墟
距
城
六
十
五
里
以
五
九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一
二
百
人

上
元
墟
距
城
七
十
里
以
二
七
日
爲
墟
期

關
峒
墟
距
城
六
十
里

板
甫
墟
距
城
九
十
里

喇
門
墟
距
城
九
十
里
地
爲
下
懷
小
河
上
游
有
運
輸
之
便
市
面
多
爲
客
商
僑
居
頗
有
街
鎭
氣
象

拉
有
墟
距
城
九
十
里

後

區

毛
難
六
墟
距
城
八
十
里
以
六
日
爲
墟
期
出
產
最
精
緻
之
斗
笠
市
面
可
容
二
千
餘
人

毛
難
三
圩
距
城
九
十
五
里
以
三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四
百
人

麒
麟
圩
距
城
一
百
二
十
五
里
以
二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二
三
百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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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
峒
八
墟
距
城
八
十
五
里
三
八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三
百
人

肯
拔
十
墟
距
城
九
十
里
以
十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三
百
人

都
臘
墟
距
城
八
十
里
以
五
十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二
百
人

采
宿
墟
距
城
九
十
里
以
九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三
百
人

下
九
墟
距
城
一
百
里
以
五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二
百
人

儀
鳳
墟
距
城
六
十
五
里
以
二
五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三
百
人

塘
萬
墟
距
城
九
十
里
以
三
八
日
為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七
八
百
人

下
幹
墟
距
城
九
十
里
以
一
七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五
六
百
人

牛
峒
墟
距
城
八
十
里
以
四
九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五
六
千
人
此
墟
出
精
緻
竹
簟
地
爲
入
黔

孔
道

下
洛
墟
距
城
九
十
里
以
五
九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二
百
餘
人

塘
浪
墟
距
城
百
里
以
一
六
日
為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九
百
人

何
頓
墟
距
城
九
十
里
以
三
八
日
爲
墟
期
市
面
可
容
二
百
人

行

政

組

織

縣
行
政
組
織
明
代
前
末
知
其
詳
有
淸
一
代
縣
設
縣
知
事
一
員
主
管
全
縣
行
政
司
法
事
務
（
縣

知
事
係
七
品
官
戴
金
頂
亦
有
加
捐
五
品
銜
戴
水
晶
頂
以
自
尊
者
）
佐
治
有
刑
名
師
爺
一
員
賬

房
典
史
等
各
一
員
更
有
吏
戶
粮
兵
刑
工
六
房
爲
胥
吏
由
本
縣
人
充
之
此
外
設
導
訓
一
員
別
立

官
署
職
司
敎
育
事
務
爲
另
一
行
政
系
統
知
事
下
設
鄕
長
次
設
里
長
甲
長
鄕
長
承
知
事
命
令
里

長
承
鄕
長
命
令
甲
長
承
里
長
命
令
推
行
庶
政
但
鄕
里
甲
長
制
至
咸
豐
時
太
平
軍
興
而
一
變

咸
豐
時
太
平
軍
興
土
匪
乘
機
作
亂
政
府
爲
維
持
地
方
秩
序
之
必
要
舉
辦
民
團
全
縣
分
爲
五
團

設
五
團
局
局
設
局
紳
每
團
分
若
干
甲
甲
設
團
總
甲
下
設
村
及
牌
各
有
長
舊
鄕
里
甲
長
制
乃
廢

團
局
團
總
雖
云
辦
理
團
務
實
亦
縣
政
所
資
以
推
行
者
是
鄕
里
甲
長
制
廢
後
團
局
團
總
實
成
爲

事
實
上
知
事
下
之
行
政
系
統
焉

光
緒
末
年
典
史
官
廢

民
國
成
立
縣
知
事
仍
爲
一
縣
之
最
高
行
政
長
官
初
佐
治
司
法
課
一
員
月
薪
毫
銀
四
十
元
總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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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
一
員
典
獄
課
一
員
由
縣
知
事
荐
委
民
事
課
一
員
教
育
課
一
員
財
務
課
一
員
由
本
縣
地
方
選

用
俱
月
薪
毫
銀
二
十
元
由
省
庫
支
給
另
外
設
勸
學
所
爲
辦
理
全
縣
教
育
行
政
機
關
受
成
於
知

事
但
未
幾
民
事
課
廢
各
課
隨
改
爲
科
至
是
無
復
由
地
方
選
舉
者
是
時
各
區
團
局
亦
撤
知
事
下

惟
存
各
甲
團
總
承
知
事
命
令
辦
理
委
托
事
務
團
總
下
有
村
長
村
長
下
有
牌
長
是
爲
民
十
前
之

行
政
組
織

民
國
十
年
本
省
政
變
秋
縣
城
隨
陷
於
匪
自
是
連
年
杌
隉
行
政
組
織
極
爲
混
亂
勸
學
所
亦
於
匪

陷
城
後
瓦
解

民
國
十
四
年
社
會
秩
序
漸
囘
舊
觀
行
政
組
織
因
亦
囘
復
民
十
以
前
形
態
但
勸
學
所
已
不
恢
復

改
設
教
育
局
辦
理
全
縣
敎
育
行
政
仍
受
成
於
知
事
增
設
地
方
財
務
局
管
理
全
縣
地
方
財
政
增

設
團
務
總
局
辦
理
全
縣
團
務

民
國
十
八
年
知
事
改
稱
縣
長
成
立
縣
政
府
爲
一
縣
最
高
行
政
機
關
佐
治
設
祕
書
一
員
科
員
若

干
員
縣
府
下
仍
設
教
育
局
財
務
局
二
十
年
各
區
增
設
民
團
局
承
縣
長
命
令
推
行
庶
政
團
局
下

有
鄕
長
村
長
甲
長
是
爲
十
八
年
後
之
行
政
組
織

敎

育

行

政

有
淸
一
代
本
縣
設
訓
導
一
員
職
司
導
率
附
學
生
員
時
加
訓
戒
平
時
學
官
講
學
每
月
朔
望
須
至

文
廟
明
倫
堂
講
演
讀
臥
碑
其
後
浸
以
懈
弛
■
每
月
課
以
一
文
一
詩
文
爲
八
股
體
詩
爲
應
制
體

惟
學
生
仍
須
守
臥
碑
不
得
妄
行
干
涉
地
方
事

縣
附
生
員
淸
初
定
額
爲
八
名
三
年
一
考
提
學
使
按
臨
慶
遠
闔
邑
童
生
約
五
六
百
人
赴
慶
城
考

試
歲
試
科
試
各
取
人
學
生
八
名
入
學
後
謁
見
訓
導
先
議
贄
金
贄
金
視
學
生
之
貧
富
爲
衡
由
二

十
兩
至
五
六
十
兩
不
等
至
咸
豐
間
土
匪
張
標
陷
郡
城
郡
守
張
凱
嵩
單
騎
奔
思
恩
賴
思
恩
紳
士

協
力
集
團
進
圖
規
復
郡
城
事
平
後
張
旋
陞
廣
西
巡
撫
遂
由
知
縣
王
宗
海
詳
文
奏
請
加
思
恩
縣

學
三
名
以
後
每
歲
科
各
取
入
學
生
十
一
名
同
治
間
學
使
池
生
春
以
思
恩
縣
文
學
較
各
屬
優
美

加
撥
府
學
一
名
後
學
使
歐
陽
保
極
又
加
撥
四
名
每
歲
科
思
恩
遂
各
得
撥
府
五
名
生
員
在
學
以

三
十
年
爲
期
滿

提
學
使
按
臨
慶
遠
歲
科
並
行
歲
試
爲
考
核
在
學
生
員
之
成
績
而
行
一
等
生
可
以
侯
補
廩
膳
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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帶
考
取
童
生
附
學
科
考
爲
錄
取
應
舉
而
行
一
二
等
可
赴
考
鄕
試
亦
可
補
廪
並
帶
取
錄
童
生
附

學
歲
試
生
員
之
文
藝
優
美
者
給
予
廪
膳
縣
學
額
定
廩
膳
生
五
名
共
給
熟
米
一
十
八
石
一
斗
零

四
合
由
粮
賦
額
内
開
支
食
餼
生
以
二
十
年
爲
滿
期
期
滿
出
貢
稱
爲
歲
貢
或
遇
恩
典
則
考
出
一

恩
一
歲
出
貢
期
定
以
寅
午
戌
年
出
貢
後
歸
部
銓
以
教
職
任
用
須
三
十
年
方
可
選
到
淸
初
歲
貢

須
廷
試
乾
隆
年
間
貢
生
廷
試
始
免
由
提
學
使
代
考
給
予
貢
單
惟
拔
貢
逢
酉
年
始
舉
行
須
廷
試

淸
季
變
政
創
立
學
校
訓
導
裁
撤
縣
立
勸
學
所
爲
地
方
教
育
行
政
機
關
補
助
縣
知
事
辦
理
全
縣

教
育
行
政
職
員
全
係
地
方
人
充
之
經
費
支
地
方
公
款
設
所
長
一
員
勸
學
員
二
員
所
丁
一
名
民

國
初
廢
四
年
復
設
迨
民
國
十
三
年
復
妀
勸
學
所
爲
敎
育
局
乃
修
葺
舊
訓
導
公
署
爲
教
育
局
址

設
局
長
一
員
視
學
員
二
員
事
務
員
二
員
書
記
二
員
局
丁
二
名
廚
役
一
名
近
年
局
長
由
省
委
任

局
費
半
支
省
款
半
支
地
方
款
至
於
各
區
則
每
一
初
級
小
學
校
委
任
鄕
紳
一
人
爲
學
董
俾
贊
助

各
該
校
之
發
展

縣
城
附
近
廟
產
年
來
撥
歸
教
育
局
管
理
收
益
茲
紀
其
槪
要
如
左

文
廟
學
田

一
處
在
文
廟
面
前
粳
米
四
坵
收
一
百
把
粘
米
四
坵
收
四
筐
一
處
在
良
傘
冲
六

田
六
坵
粳
米
三
十
六
把
橋
溝
二
坵
四
十
五
把
連
粘
米
四
筐
又
下
牆
田
一
坵
粘

米
二
筐

觀
音
堂
廟
田

一
處
在
該
廟
左
邊
二
坵
後
面
一
坵
收
粘
米
四
筐
前
面
一
坵
收
米
六
十
把
一
處

在
陳
茶
村
朔
皆
二
坵
收
粘
米
七
篚

雷
王
廟
田

在
黃
烟
村
頭
粳
米
二
百
餘
把

神
農
廟
田

一
處
在
該
廟
前
左
邊
由
望
峯
山
脚
下
一
大
二
小
合
計
三
坵
一
處
在
長
坡
一
大

二
小
合
計
亦
三
坵
每
處
收
粘
米
七
筐
歐
桂
根
佃

實

業

行

政

思
恩
人
民
狃
於
耕
鑿
之
常
向
少
推
廣
實
業
觀
念
前
淸
對
於
實
業
政
府
曾
有
以
命
令
行
者
光
緒

初
年
巡
撫
馬
丕
瑤
提
倡
蠶
業
知
事
陳
廷
楨
奉
令
舉
辦
籌
集
地
方
款
設
立
蠶
桑
局
購
運
桑
秧
二

萬
株
飭
各
甲
團
總
分
給
人
民
栽
種
甚
合
土
宜
桑
株
沃
若
奈
富
時
民
衆
對
於
此
項
作
業
祗
事
敷

衍
官
廳
之
督
飭
未
能
明
其
卽
爲
人
民
自
身
謀
利
益
之
途
徑
終
陳
任
後
芟
夷
殆
盡
以
致
此
項
實

思
恩
縣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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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行
政
計
畫
終
成
泡
影
淸
末
知
事
王
家
錦
設
立
林
業
公
會
購
採
最
多
桐
子
分
給
各
甲
督
率
民

間
下
種
民
間
仍
是
奉
行
不
力
成
績
毫
無
王
令
親
相
渡
頭
之
西
岸
坡
邊
墾
闢
種
桐
千
株
督
令
監

獄
囚
徒
日
事
芟
草
工
作
頗
有
美
觀
乃
後
任
不
能
繼
續
努
力
旋
復
鞠
爲
茂
草
時
有
典
吏
劉
壁
美

勸
導
種
植
桐
茶
周
厯
各
區
宣
傳
購
備
茶
子
分
給
今
惟
下
甲
思
爛
二
處
尙
有
小
許
茶
樹
之
保
存

其
他
各
處
槪
歸
烏
有
劉
公
又
親
在
望
峯
山
側
栽
一
杉
林
葱
蒼
遍
地
嗣
後
公
家
復
不
悉
心
經
理

任
民
間
自
由
斬
伐
幾
同
牛
山
之
木
矣
今
則
萌
蘖
之
生
尙
爲
暢
茂
遊
人
棲
息
其
間
者
尙
宜
作
召

公
甘
棠
觀
也
民
國
八
年
縣
長
鄧
良
材
亦
續
組
織
林
業
會
勸
人
民
種
棉
購
取
南
通
棉
種
分
給
民

間
栽
種
惟
下
甲
陳
雙
二
處
尙
有
成
績
他
處
仍
毫
無
進
步
又
於
文
廟
内
空
地
墾
爲
苗
圃
以
作
栽

種
模
範
略
有
可
觀
十
八
年
縣
長
張
達
材
奉
省
令
組
織
植
桐
委
員
會
曾
在
寒
坡
下
開
闢
植
桐
模

範
場
種
桐
千
株
但
培
植
力
未
能
周
到
桐
樹
不
充
量
發
生
尙
未
能
達
到
收
益
目
的
各
委
員
分
區

指
導
積
極
進
行
荒
山
野
嶺
栽
種
頗
多
顧
民
間
對
於
此
種
桐
業
仍
未
能
一
致
極
力
培
植
保
護
數

年
來
能
收
桐
子
者
不
過
十
分
之
一
耳
至
於
學
校
方
面
年
來
每
年
逢
春
季
植
樹
節
固
常
有
舉
行

植
樹
者
然
皆
一
無
成
效

財

政

前
淸
時
代
縣
中
財
政
只
有
國
家
所
收
之
粮
賦
名
目
有
秋
粮
有
屯
粮
有
猺
粮
有
地
丁
縣
長
爲
掌

管
錢
粮
之
官
下
設
戶
房
爲
征
收
錢
粮
之
吏
員
民
國
成
立
新
政
煩
興
地
方
稅
日
以
增
加
民
十
四

年
遂
另
設
地
方
財
務
局
爲
掌
理
地
方
財
政
機
關
然
尙
有
教
育
費
及
辦
團
費
多
由
各
該
教
育
團

務
等
機
關
自
行
經
收
不
歸
財
務
局
經
理
以
故
地
方
財
政
依
然
紊
亂
不
能
統
一

賦

稅

思
邑
山
多
田
少
據
抄
本
舊
存
志
稿
載
明
萬
曆
年
間
官
民
田
塘
稅
五
百
四
十
頃
二
十
一
畝
九
分

八
厘
壹
毫
淸
初
原
額
官
民
田
地
塘
稅
五
百
四
十
六
頃
六
十
五
畝
二
分
乾
隆
三
十
七
年
里
民
首

報
開
墾
稅
四
頃
六
十
九
畝
三
分
四
厘
四
毫
六
絲
由
是
實
征
官
民
田
地
塘
稅
共
五
百
五
十
一
頃

三
十
四
畝
五
分
四
厘
四
毫
六
絲
應
征
秋
粮
共
米
二
千
四
百
二
十
一
石
六
斗
零
九
抄
六
撮
八
圭

內
有
本
色
米
二
千
一
百
四
十
三
石
二
斗
三
升
六
合
二
勺
八
抄
八
撮
九
圭
二
粒
二
粟
但
光
緒
三

十
年
折
置
安
化
廳
後
粮
額
稍
減
全
縣
秋
粮
祗
存
米
一
千
九
百
一
十
八
石
四
斗
二
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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淸
初
完
納
秋
粮
悉
用
白
米
時
縣
編
屬
河
池
州
粮
編
爲
五
斗
一
斛
每
年
粮
戶
皆
自
行
挑
米
往
河

池
倉
完
納
惟
附
學
生
員
則
免
其
佚
力
可
在
縣
倉
完
納
淸
中
葉
後
始
折
米
作
銀
計
每
池
倉
一
石

完
納
銀
二
両
五
錢
縣
倉
一
石
完
納
銀
二
両
三
錢
此
外
屯
粮
全
縣
共
五
百
零
七
石
二
斗
一
升
一

合
每
石
則
折
銀
八
錢
完
納
猺
粮
全
縣
共
三
百
餘
石
每
石
則
折
銀
三
錢
六
分
完
納
但
猺
粮
全
屬

縣
屬
五
峒
有
之
折
置
安
化
廳
後
猺
粮
亦
減
全
縣
地
丁
共
銀
一
千
六
百
三
十
九
両
九
錢
四
分
四

厘
每
両
加
水
四
錢
三
分
完
納
逢
潤
年
每
両
加
潤
三
分
四
厘
潤
丁
不
潤
粮

民
國
五
年
本
省
舉
辦
淸
賦
取
消
舊
有
粮
賦
名
目
按
照
收
益
計
算
每
榖
百
斤
收
稅
毫
銀
一
角
假

淸
賦
之
名
厲
行
加
賦
時
縣
知
事
李
禔
農
希
圖
邀
功
强
照
原
收
入
額
加
征
三
倍
閤
邑
沸
騰
適
禔

農
死
知
事
張
融
繼
任
遂
邀
准
減
一
倍
止
加
二
倍
由
是
民
五
以
後
全
縣
新
賦
每
年
應
征
毫
銀
二

萬
七
千
二
百
五
十
二
元
一
角
二
分
民
國
十
五
年
後
改
征
國
幣
迨
民
二
十
年
畫
木
論
歸
人
思
恩

由
河
池
移
來
粮
銀
一
百
四
十
三
元
八
角
六
分
南
丹
移
來
粮
銀
五
十
元
零
七
角
自
是
全
縣
新
賦

每
年
遂
共
爲
銀
二
萬
七
千
四
百
四
十
六
元
六
角
八
分
茲
將
各
區
每
年
應
征
新
賊
銀
額
列
左

（
一
）
中
區
新
賦
銀
五
千
一
百
七
十
九
元
二
角
一
分
一
厘

（
一
）
前
區
新
賦
銀
三
千
八
百
三
十
九
元
三
角
三
分
五
厘

（
一
）
左
區
新
賦
銀
七
千
五
百
九
十
八
元
六
角
一
分

（
一
）
右
區
新
賦
銀
四
千
九
百
三
十
九
元
二
角

（
一
）
後
區
新
賦
銀
五
千
零
八
十
三
元
九
角
二
分
六
厘
另
木
論
新
賦
銀
一
百
九
十
四
元
五
角

六
分

（
一
）
附
左
區
新
賦
銀
六
百
元
零
五
角
三
仙
六
厘

民
五
本
省
加
賦
之
後
正
稅
固
較
淸
代
爲
多
三
倍
而
頻
年
粮
賦
附
加
日
多
一
日
迄
于
現
在
蓋
多

三
倍
之
上
又
三
倍
而
未
已
也
茲
將
民
二
十
一
年
各
項
附
加
額
數
列
左
以
見
一
斑

（
一
）
省
教
育
附
加
國
幣
三
成

（
一
）
縣
敎
育
附
加
國
幣
三
成

（
一
）
繳
省
公
槍
捐
附
加
國
幣
五
成

（
一
）
縣
公
路
附
加
毫
銀
五
成

（
一
）
縣
團
款
附
加
毫
銀
四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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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上
各
種
糧
賦
附
加
每
正
稅
一
元
加
二
五
水
計
實
收
毫
銀
三
元
五
角
二
分
五
厘
蓋
附
加
數
超

過
正
稅
二
倍
矣

糧
賦
附
加
外
各
項
苛
細
雜
捐
亦
逐
年
增
加
就
民
二
十
一
年
言
地
方
雜
捐
名
目
不
下
十
六
種
名

目
新
巧
人
民
負
担
益
重
二
十
一
年
地
方
稅
捐
名
目
詳
載
下
列
歲
入

歲

入

縣
地
方
財
政
向
稱
紊
亂
歲
入
歲
出
從
無
整
個
預
算
决
算
之
編
造
殊
難
爲
有
系
統
之
記
載
茲
第

就
民
二
十
一
年
度
地
方
歲
入
槪
况
開
列
於
后
庶
舉
一
以
槪
其
餘

（
一
）
敎
育
粮
賦
附
加
國
弊
三
成
每
年
約
伸
毫
銀
一
萬
零
四
百
餘
元

（
一
）
團
款
粮
賦
附
加
毫
銀
四
成
約
毫
銀
壹
萬
元

（
一
）
公
路
附
加
毫
銀
五
成
約
毫
銀
壹
萬
零
叁
百
伍
拾
元

（
一
）
屠
墟
捐
全
年
毫
銀
壹
萬
弍
千
弍
百
叁
拾
元
零
捌
角
捌
分

（
一
）
水
碾
牌
照
捐
全
年
毫
銀
弍
百
壹
拾
壹
元
壹
角
伍
分

（
一
）
糖
油
榨
牌
照
捐
全
年
毫
銀
柒
百
四
十
元

（
一
）
建
教
附
加
捐
全
年
毫
銀
柒
千
柒
百
玖
拾
陸
元
肆
角

（
一
）
屠
牛
捐

（
一
）
生
牛
捐
全
年
毫
銀
壹
百
弍
拾
元

（
一
）
牛
皮
捐
全
年
毫
銀
四
百
零
弍
元

（
一
）
菸
酒
公
賣
附
加
捐
全
年
毫
銀
弍
百
捌
拾
捌
元

（
一
）
西
墟
賭
台
附
加
捐
全
年
毫
銀
壹
千
零
弍
拾
元

（
一
）
各
區
賭
台
附
加
捐
全
年
毫
銀
捌
百
肆
拾
元

（
一
）
醫
所
捐
全
年
柒
百
捌
拾
元

（
一
）
墟
亭
捐
全
年
柒
百
弍
拾
元

（
一
）
木
排
捐

（
一
）
鍋
廠
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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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一
）
稅
契
附
加
捐

按
木
排
鍋
廠
稅
契
附
加
及
屠
牛
捐
收
入
無
考

歲

出

民
二
十
一
年
度
歲
出
槪
况

（
一
）
縣
教
育
經
費
全
年
毫
銀
捌
千
肆
百
肆
拾
元

（
一
）
義
務
教
育
經
費
全
年
毫
銀
壹
萬
餘
元

（
一
）
財
務
費
全
年
毫
銀
玖
百
柒
拾
弍
元

（
一
）
建
設
費
全
年
毫
銀
叁
千
捌
百
叁
拾
伍
元
弍
角

（
一
）
警
務
費
全
年
毫
銀
叁
千
元

（
一
）
自
治
費
全
年
毫
銀
壹
千
四
百
零
弍
元

（
一
）
團
務
費
全
年
毫
銀
壹
千
陸
百
弍
拾
伍
元

（
一
）
文
化
事
業
費
卽
黨
費
毫
銀
壹
千
零
叁
拾
肆
元

（
一
）
醫
務
費
全
年
毫
銀
三
百
五
十
四
元

（
一
）
淸
潔
費
全
年
毫
銀
一
百
四
十
四
元

（
一
）
臨
時
支
出
費
毫
銀
四
百
一
十
三
元

淸
代
俸
食

思
■
知
縣
俸
銀
四
十
両
有
奇
養
廉
銀
七
百
五
十
両

吏
書
八
名
共
銀
四
十
八
両

門
丁
二
名
共
米
十
二
石

轎
傘
扇
夫
共
七
名
共
米
三
十
二
石

皁
隸
十
名
共
米
六
十
石

斗
級
二
名
共
米
十
二
石

燈
夫
一
名
共
銀
六
両

禁
卒
二
名
共
米
十
二
石

庫
書
一
名
銀
六
両

民
壯
二
十
四
名
共
銀
六
十
五
両
有
奇
共
米
九
十
八
石
三
斗
有
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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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
恩
縣
儒
學
俸
銀
三
十
七
両
有
奇
養
廉
銀
一
百
二
十
両
有
零

齋
夫
二
膳
夫
二
共
銀
二
拾
四
兩

門
斗
二
共
米
拾
二
石

思
恩
縣
典
吏
俸
銀
三
拾
一
兩
有
零
養
廉
銀
八
拾
兩

書
辦
一
名
銀
六
兩

門
斗
二
共
米
拾
二
石

皂
隸
二
名
共
米
十
二
石

馬
夫
一
名
米
六
石

布
政
司
拜
進
表
箋
包
袱
銀
肆
両
壹
錢

習
儀
拜
賀
香
燭
銀
六
錢
有
零

祭
文
廟
銀
二
十
両

祭
武
廟
銀
十
五
両
六
錢
八
分

祭
先
農
廟
銀
三
両
九
錢

祭
厲
壇
銀
六
両

祭
山
川
社
稷
（
三
元
山
谷
）
祠
及
九
龍
廟
共
銀
壹
拾
弍
両

鄉
飲
酒
禮
銀
二
両
七
錢
二
分
零

時
憲
書
銀
一
兩
五
錢
九
分
零

修
理
監
倉
銀
拾
捌
兩
壹
錢

舖
兵
拾
二
名
共
米
六
拾
四
石
八
斗

孤
貧
五
名
衣
服
口
粮
共
銀
三
兩
七
錢
外
補
米
拾
六
名
三
斗
八
升

囚
粮
額
熟
米
七
石
二
斗
八
升

思
恩
縣
廩
生
五
名
新
復
三
分
之
一
熟
米
拾
八
石
一
斗

警

政

淸
末
宣
統
三
年
邑
宰
許
鄧
起
元
考
選
警
士
十
餘
名
送
慶
遠
府
巡
警
教
練
所
硏
究
畢
業
囘
籍
服

務
乃
於
縣
城
舉
辦
警
察
設
警
察
處
縣
城
及
西
圩
各
街
均
置
街
燈
崗
位
派
警
站
崗
城
市
氣
象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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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繼
因
反
正
不
週
歲
而
取
消
後
此
二
十
餘
年
祗
於
縣
署
養
警
兵
二
十
名
另
外
設
隊
長
隊
副
各

一
員
月
支
地
方
款
毫
銀
三
百
元
藉
資
保
安
而
已

建

置

城

池

縣
城
元
朝
立
於
環
州
無
城
明
永
樂
二
十
二
年
爲
土
匪
韋
員
攻
刦
遂
遷
淸
譚
村
復
被
寇
宣
德
三

年
遷
白
山
寨
成
化
八
年
遷
歐
家
山
卽
今
縣
城
地
址
築
土
城
屢
被
寇
弘
治
年
間
里
民
韋
慶
譚
文

達
屢
請
建
石
城
俱
以
事
阻
淸
順
治
九
年
移
治
譚
村
時
土
賊
猖
獗
盡
燬
十
五
年
仍
囘
歐
家
山
舊

址
築
土
垣
康
熙
五
年
知
縣
翁
世
庸
石
砌
四
門
建
樓
其
上
二
十
四
年
知
縣
鮑
復
相
重
修
城
樓
年

久
圮
壤
光
緒
三
十
年
游
匪
蔓
延
知
縣
譚
鄞
華
仍
築
土
牆
復
建
四
門
城
樓
並
加
建
城
外
炮
樓
二

座
一
在
新
村
一
在
肯
觀
民
國
十
三
年
圮
壤
今
惟
舊
址
猶
存

廨

署

縣
署
地
點
舊
稱
歐
家
山
明
萬
曆
二
十
七
年
知
縣
林
應
龍
開
始
創
建
當
時
係
西
向
洊
罹
兵
火
崇

禎
末
官
吏
寄
居
村
落
淸
順
治
十
五
年
知
縣
蔣
雲
仍
故
址
起
茅
屋
復
南
向
康
熙
三
年
知
縣
翁
世

庸
建
後
門
堂
蓋
以
瓦
三
十
一
年
知
縣
彭
宸
淥
增
葺
兩
廳
雍
正
二
年
知
縣
梁
楷
增
建
內
署
一
座

三
間
九
年
知
縣
林
協
建
治
事
廳
十
三
年
知
縣
張
月
甫
建
西
廳
乾
隆
四
年
知
縣
何
夢
瑤
重
修
大

堂
二
堂
各
一
座
及
書
辦
房
六
間
後
圮
光
緒
初
年
知
縣
全
文
炳
用
磚
砌
西
獄
二
所
十
年
知
縣
黃

詠
沂
另
行
建
築
改
作
南
向
十
三
年
知
縣
張
棠
蔭
重
修
頭
門
至
內
堂
三
十
三
年
知
縣
王
履
晨
重

修
西
廳
迄
民
十
政
變
盜
賊
蠭
起
游
土
各
匪
相
繼
破
城
縣
署
三
堂
全
座
被
焚
餘
亦
慘
遭
蹂
躪
破

爛
不
堪
至
民
十
三
年
以
後
政
局
稍
定
厯
任
縣
長
繼
續
修
茸
今
已
恢
復
舊
觀

武
官
署
在
縣
城
南
門
內
雍
正
五
年
把
總
陳
宗
建
淸
末
裁
武
官
改
設
昭
忠
祠
迄
民
十
政
變
被
匪

蹂
躪
祠
內
忠
烈
牌
位
一
槪
被
燬
今
惟
存
舊
址
焉

訓
導
署
在
北
門
內
雍
正
二
年
教
官
何
文
煜
捐
買
歐
姓
屋
於
北
門
城
內
仍
納
地
租
乾
隆
五
年
知

縣
何
夢
瑤
捐
買
地
基
永
爲
學
署
宣
統
年
問
裁
學
官
設
自
治
會
於
署
內
迄
民
十
政
變
以
後
爲
兵

匪
所
駐
紮
任
意
毀
損
年
久
崩
塌
至
民
國
十
三
年
始
從
事
修
茸
改
爲
教
育
局

典
史
署
在
縣
署
大
門
內
右
邊
舊
覆
以
草
康
煦
五
十
九
年
典
史
吳
斌
移
以
瓦
雍
正
四
年
火
燬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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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典
史
錢
景
坤
事
建
咸
豐
初
年
革
命
黨
人
石
達
開
焚
燬
光
緒
十
年
知
縣
黃
詠
沂
重
建
並
學
署

民
國
初
撤
典
史
改
設
縣
議
參
會
於
其
内
民
十
政
變
被
匪
損
毀
祗
餘
四
壁
其
後
政
局
底
定
逐
年

修
整
稍
復
舊
觀

監
獄
三
間
乾
隆
四
年
知
縣
何
夢
瑤
重
修
另
置
女
監
一
所
十
四
年
知
縣
祁
秉
衡
復
修
光
緒
初
年

知
縣
全
文
炳
又
修

演
武
廳
在
西
門
外
渡
口
光
緒
二
十
七
年
停
武
科
舉
遂
廢

學

官

學
官
在
城
南
門
外
明
萬
曆
三
十
六
年
知
縣
楊
天
啓
創
建
崇
禎
十
七
年
燬
於
兵
淸
康
熙
五
年
縣

令
翁
世
庸
仍
故
址
建
大
成
殿
八
年
縣
令
謝
銓
建
東
西
廡
名
宦
鄉
賢
祠
戟
門
明
倫
堂
甲
■
年
滇

藩
變
圮
二
十
三
年
知
縣
鮑
復
相
捐
廉
修
建
有
石
碑
雍
正
元
年
改
爲
文
廟
增
立
神
主
祭
器
三
年

知
縣
梁
楷
教
官
何
文
煜
重
修
兩
廡
戟
門
名
宦
賢
鄉
）
嗣
幷
移
建
明
倫
堂
六
年
縣
令
林
協
訓
導

何
文
煜
復
修
欞
星
門
濬
泮
池
築
圍
墻
乾
隆
五
十
五
年
知
縣
覺
羅
慶
辰
全
部
重
修
迨
光
緒
初
年

邑
貢
生
陳
世
熙
崖
岱
宗
翕
衆
紳
士
民
等
又
復
重
修
補
葺
燦
然
一
新
明
倫
堂
倒
壞
日
久
不
能
一

時
復
修
迨
光
緒
十
六
年
縣
令
趙
鎭
淸
重
建
明
倫
堂
後
又
傾
倒
三
十
二
年
知
縣
王
履
晨
折
其
磚

瓦
補
充
建
築
兩
等
小
學
堂
今
其
址
在
文
廟
右
邊
名
宦
祠
在
大
成
門
左
鄉
賢
祠
在
大
成
門
右
學

田
共
有
數
十
坵
民
國
十
二
年
交
良
傘
村
人
佃
種
每
年
收
穫
之
穀
向
交
與
東
門
外
羅
書
麟
保
管

屆
春
秋
二
祭
卽
由
羅
書
麟
將
穀
發
賣
充
作
祭
孔
之
費
民
十
六
年
廢
孔
該
項
學
田
悉
被
教
育
局

撥
用
收
穀
多
少
殊
難
稽
查
提
作
何
項
用
途
不
得
而
知
民
二
十
一
年
縣
長
張
達
材
又
將
文
廟
改

闢
中
山
公
園
毀
棄
神
主
大
成
殿
後
殿
兩
廡
亦
全
損
毁
欞
星
門
頭
門
完
全
折
卸
改
建
頭
門
顏
以

中
山
公
園
四
字
實
則
滿
目
荒
凉
無
一
草
一
木
之
可
以
玩
賞
徒
慕
虛
名
不
求
實
際
致
令
數
百
年

來
之
古
蹟
廢
於
一
旦
人
甚
惜
之

倉

廒

常
平
倉
在
縣
署
大
門
左
邊
舊
係
竹
簟
圈
圍
雍
正
二
年
知
縣
梁
楷
改
建
十
二
座
共
二
十
四
間
俱

木
壁
瓦
覆
社
倉
二
十
三
所
附
城
三
所
思
恩
鄉
六
所
金
城
鄉
七
所
鎭
寧
鄉
七
所
內
除
譚
村
甲
倉

一
間
餘
每
所
二
間
共
四
十
五
間
今
俱
廢

義
倉
在
縣
府
大
門
左
邊
民
二
十
年
就
舊
縣
倉
改
建
成
立

思
恩
縣
志

第
三
編

政
治

一
七



壇

廟

社
稷
壇
在
縣
城
西
門
外
肯
觀
坡
雍
正
末
年
修
今
廢

先
農
廟
在
縣
城
東
門
外
望
峯
山
脚
雍
正
五
年
知
縣
林
協
建
九
年
知
縣
何
夢
瑤
修
後
賊
燒
光
緒

二
十
六
平
知
縣
陳
世
瑞
重
修
今
廢

風
雲
雷
雨
山
川
壇
在
縣
城
南
門
外
坡
祭
坡
卽
文
廟
面
前
隔
一
田
洞
之
坡
雍
正
十
一
年
修
今
廢

厲
壇
在
北
門
外
城
脚

關
帝
廟
在
北
門
城
内
乾
隆
十
四
年
知
縣
祁
秉
衡
重
建
後
爲
賊
所
焚
同
治
初
年
間
地
方
紳
民
仝

建
民
國
十
六
年
另
行
修
理
設
師
範
講
習
所
二
十
一
年
又
改
設
縣
立
維
坤
初
級
女
子
小
學
校

城
隍
廟
在
南
門
城
内
縣
署
照
壁
後
明
萬
曆
三
十
年
知
縣
朱
家
賢
建
久
圮
淸
乾
隆
六
年
知
縣
何

夢
瑤
修
十
三
年
祁
秉
衡
重
修
十
八
年
知
縣
金
甲
再
修
光
緒
十
二
年
知
縣
黃
詠
沂
補
修
二
十
六

年
知
縣
世
陳
瑞
修
茸
民
國
五
年
補
修
設
勸
學
所
於
其
內
左
邊
設
造
端
女
子
初
小
校
民
十
政
變

被
匪
損
毀
十
二
年
修
改
設
團
務
總
局
十
四
五
年
附
設
縣
黨
部
二
十
年
改
設
民
團
司
令
部
今
改

爲
地
方
第
二
公
所

三
界
廟
在
城
外
西
墟
爲
淸
時
本
街
龍
舉
人
所
創
建
幷
購
地
基
三
十
三
空
半
充
作
廟
產
每
年
所

收
租
息
五
六
十
元
悉
數
提
作
廟
内
香
燈
之
費
民
十
六
年
該
廟
產
完
全
撥
歸
教
育
局
至
今
仍
按

年
收
租
民
二
十
一
年
將
該
廟
前
進
改
建
建
設
局
建
築
采
用
洋
式
建
設
局
撤
旋
改
爲
地
方
第
一

公
所

婆
王
廟
在
城
外
西
墟
中
心
前
淸
時
地
方
紳
民
攢
資
創
建
民
二
十
年
建
築
菜
市
後
已
將
該
廟
完

全
折
卸
今
廟
已
無
存
矣

寺

觀

養
濟
院
在
北
門
城
外
厲
壇
之
側
卽
出
城
左
旁
今
廢
惟
地
基
三
空
猶
存

節
孝
祠
在
縣
城
東
門
外
祀
節
婦
莫
氏
韋
氐
歐
氏
今
廢

土
地
祠
在
縣
署
大
門
內
左
邊
乾
隆
十
四
年
祁
秉
衡
移
建
西
墟
頭
後
知
縣
張
棠
蔭
仍
建
署
左
今

署
左
一
祠
廢
西
墟
一
祠
猶
存

義
塚
在
城
北
門
外
厲
壇
左
邊

白
骨
墓
在
城
南
門
外
民
國
十
三
年
由
同
善
社
同
人
發
起
捐
資
建
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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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
德
寺
在
城
外
環
江
渡
東
邊
宋
朝
置
有
碑
記
存
焉
民
十
六
年
教
育
局
將
該
廟
完
全
折
卸
改
建

公
共
體
育
場
該
廟
產
亦
歸
敎
育
局
提
用
數
百
年
來
之
古
蹟
今
已
蕩
然
無
存
矣

觀
音
堂
在
縣
城
北
門
外
明
萬
曆
四
年
建
復
倒
塌
清
康
熙
三
年
知
縣
翁
世
庸
重
建
碑
記
猶
存
民

十
後
爲
匪
兵
踐
蹋
將
傾
圮
至
十
六
年
重
修
設
縣
黨
部
旋
爲
往
來
軍
隊
駐
紮
日
久
崩
壤
無
人
修

理
四
壁
蕭
然
荒
凉
不
堪
寓
目
所
有
廟
產
已
被
教
育
局
提
用

書

院

環
江
書
院
在
縣
城
北
門
內
清
康
熙
二
十
四
年
知
縣
鮑
復
相
籌
款
創
建
名
爲
環
江
義
舘
聘
邑
名

士
分
齊
講
學
實
爲
振
興
文
學
基
礎
嗣
後
廢
興
無
考
因
之
以
爲
環
江
書
院
咸
豐
年
間
舉
人
吳
景

蘇
韋
繼
新
倡
首
捐
資
共
建
每
逢
考
期
以
兩
廡
爲
東
西
文
場
中
廳
爲
講
堂
內
有
三
間
爲
官
廳
大

門
外
有
照
壁
光
緒
五
年
知
縣
周
材
芳
捐
俸
重
建
並
設
賓
興
局
聘
貢
生
韋
汝
澄
爲
院
中
山
長
終

周
任
後
賓
興
局
款
項
漸
少
遂
廢
光
緒
二
十
三
年
知
縣
王
履
晨
因
其
地
基
改
建
爲
兩
等
小
學
堂

卽
今
縣
立
第
一
小
校

學

校

縣
立
第
一
高
級
小
學
校
在
縣
城
北
門
內
係
前
淸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知
事
王
履
晨
任
內
就
環
江
書

院
改
建
校
舍
寬
宏
爲
各
高
級
小
學
之
冠

縣
立
第
二
高
級
小
學
校
在
後
區
牛
峒
坡
墟
村
民
國
二
年
二
月
建
築
成
立

縣
立
第
三
高
級
小
學
校
在
後
區
毛
難
六
墟
民
國
十
九
年
十
月
建
築
成
立

縣
立
第
四
高
級
小
學
校
在
左
區
水
源
墟
背
民
國
十
九
年
八
月
建
築
成
立

縣
立
第
五
高
級
小
學
校
在
前
區
麻
村
墟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三
月
建
築
成
立

祀

典

南
門
城
外
文
廟
乃
大
成
至
聖
先
師
孔
子
廟
厯
代
春
秋
二
祭
月
序
按
仲
日
必
上
丁
大
成
殿
東
西

配
以
四
配
十
二
哲
兩
廡
東
西
享
及
先
賢
先
儒
殿
後
祀
聖
父
聖
母
殿
外
左
右
祀
鄉
賢
名
宦
所
祭

之
牲
遵
用
大
牢
剛
鬣
德
禽
海
鮮
各
儀
物
知
縣
爲
主
祭
文
武
各
官
均
爲
陪
祭
未
祭
之
前
知
事
預

將
主
祭
陪
祭
諸
官
及
分
司
唱
引
讀
祝
執
事
之
各
紳
士
並
委
祭
後
殿
及
兩
廡
之
官
紳
逐
一
開
具

姓
名
榜
列
廟
外
通
知
屆
期
四
更
時
分
與
祭
各
紳
士
已
先
集
廟
而
文
武
各
官
之
就
祭
不
得
開
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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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轅
門
外
下
轎
各
整
冠
裳
以
進
俟
祭
儀
安
排
告
齊
司
唱
生
大
唱
排
班
奏
樂
主
祭
及
陪
祭
各
官

瘞
毛
血
迎
神
位
行
三
跪
九
叩
禮
由
是
引
主
祭
官
盥
洗
詣
聖
案
前
跪
叩
上
香
廩
生
讀
祝
堂
下
眾

官
皆
跪
讀
畢
主
祭
復
位
凡
奠
献
帛
爵
背
引
主
祭
詣
聖
案
前
及
分
献
東
西
兩
配
行
初
亞
終
禮
之

後
卽
詣
飲
福
受
胙
位
跪
而
飲
受
叩
謝
復
位
節
節
奏
樂
撒
饌
送
神
主
祭
及
陪
祭
行
三
跪
九
叩
禮

各
詣
儀
所
焚
儀
望
燎
禮
畢
退
班
由
是
奉
委
祭
後
殿
之
學
官
及
鄉
賢
名
宦
之
員
紳
各
奠
獻
行
三

跪
九
叩
禮
如
是
祭
事
始
畢
必
祭
畢
而
天
始
明
方
免
異
議
倘
天
明
始
祭
主
祭
被
劾
爲
不
敬
各
官

肅
歸
方
得
開
道
縣
署
卽
以
胙
肉
分
賜
同
祭
紳
士
唱
禮
紳
多
得
猪
羊
頭
各
一
讀
祝
紳
多
得
猪
頭

一
引
禮
執
事
各
紳
多
得
胙
一
臠
貢
生
舉
人
較
各
紳
多
得
胙
凡
幾
倍
祭
後
殿
一
猪
全
爲
學
官
所

得
每
年
祭
銀
定
例
銀
弍
拾
兩
外
有
祭
田
二
處
縣
知
事
先
期
籌
款
委
紳
士
承
辦
由
來
久
矣
民
國

成
立
之
初
尙
行
奉
祭
大
牢
等
不
異
於
昔
惟
主
祭
陪
祭
各
官
從
民
國
典
禮
其
奠
献
帛
爵
度
數
却

與
前
同
惟
免
三
跪
九
叩
而
行
三
鞠
躬
禮
民
十
政
變
以
還
百
度
頻
更
祭
孔
遂
廢
鄕
賢
者
吳
廷
憲

歐
璉
二
公
是
也
俱
明
萬
曆
年
間
歲
貢
吳
官
廣
東
博
羅
縣
教
諭
隨
陞
惠
州
府
教
授
歐
官
廣
東
韶

州
府
教
授
二
公
才
識
明
敏
勉
士
子
以
文
藝
探
經
史
以
根
源
學
者
蒸
蒸
向
上
邑
人
慕
之
祟
祀
鄉

賢
關
帝
廟
在
城
北
門
內
昔
每
於
春
秋
之
仲
月
丁
日
繼
祀
孔
而
祀
帝
定
例
銀
拾
伍
兩
陸
錢
由
知

縣
委
城
紳
承
辦
大
牢
剛
鬣
德
禽
海
鮮
各
品
物
缺
一
不
可
知
縣
爲
主
祭
文
武
各
官
均
陪
祭
與
祭

之
各
紳
士
分
司
贊
禮
讀
祝
主
祭
及
陪
祭
官
於
迎
送
神
就
位
時
皆
行
三
跪
九
叩
禮
主
祭
詣
帝
案

前
跪
行
奠
献
禮
三
項
卽
詣
飲
福
受
胙
位
跪
受
叩
謝
諸
禮
成
告
乃
退
與
祭
各
紳
士
領
胙
同
沾
神

恩
民
國
成
立
改
跪
叩
禮
爲
三
鞠
躬
禮
奉
祀
一
如
往
昔
迢
民
十
政
變
以
後
祭
事
始
廢

文
昌
閤
建
於
環
江
書
院
正
廳
上
每
年
春
秋
祭
文
廟
武
廟
之
後
卽
祭
文
昌
閣
縣
知
事
爲
主
祭
文

武
各
官
爲
陪
祭
至
唱
引
讀
祝
執
事
等
則
同
祭
之
紳
士
分
任
其
事
主
祭
陪
祭
於
祭
之
始
未
同
行

三
跪
九
叩
禮
惟
主
祭
詣
文
昌
案
前
跪
行
奠
献
帛
爵
三
項
以
及
飲
福
受
胙
皆
奏
樂
祭
畢
焚
儀
退

班
旋
分
胙
與
同
祭
之
各
紳
士
至
清
光
緒
三
十
年
後
科
舉
旣
廢
改
書
院
爲
學
校
文
昌
閣
改
爲
藏

書
樓
樓
上
仍
安
文
昌
位
民
國
以
還
奉
祀
不
異
於
昔
惟
經
民
十
政
變
以
後
已
與
文
武
廟
同
一
不

薦
馨
香
矣

城
西
門
內
昭
忠
祠
淸
光
緒
三
十
年
為
知
縣
譚
鄴
華
肅
淸
匪
後
修
武
官
廢
署
創
立
置
厯
代
忠
義

烈
士
神
位
加
入
鄧
管
帶
鳳
亭
覃
團
總
樹
楊
兩
烈
士
緣
兩
烈
士
於
光
緒
二
十
八
年
奉
上
憲
及
譚

思
恩
縣
志

第
三
編

政
治

二
〇



知
縣
令
在
安
順
地
方
進
剿
游
匪
力
戰
陣
亡
厥
功
甚
偉
迨
龍
觀
察
濟
光
到
縣
治
匪
恤
該
兩
烈
士

忠
義
絕
俗
特
賜
銀
五
十
両
交
城
紳
出
息
作
每
春
祭
昭
忠
祠
之
費
每
祭
用
猪
一
雞
一
各
品
等
知

縣
或
委
員
主
祭
請
紳
士
數
人
參
贊
執
事
主
祭
行
三
叩
三
献
紳
士
讀
祝
献
畢
而
退
民
國
初
年
所

祭
之
牲
物
相
同
主
祭
之
禮
則
三
鞠
躬
自
屬
因
時
之
典
民
十
政
變
後
兵
燹
頻
仍
該
祠
之
神
案
無

存
門
房
盡
毁
祭
祀
久
廢

山
川
社
稷
之
神
不
興
廟
宇
每
年
仲
春
縣
知
事
祭
各
廟
之
後
即
與
文
武
各
官
及
城
紳
數
人
向
肯

觀
坡
之
高
處
紅
紙
書
山
川
社
稷
神
位
奠
献
猪
雞
肉
等
儀
主
祭
縣
知
事
餘
爲
陪
祭
紳
士
唱
禮
執

事
主
祭
行
三
跪
九
叩
熒
儀
退
班

儲

倉

常
平
倉
社
倉
淸
雍
正
年
間
本
縣
俱
有
設
立
常
平
倉
設
縣
城
社
倉
則
於
附
城
設
三
所
之
外
當
時

思
恩
鄉
金
城
鄉
鎮
寧
鄉
俱
分
別
設
有
全
縣
社
倉
合
計
二
十
三
所
（
參
閱
建
置
欄
倉
廒
一
則
）
但

久
廢
其
各
存
儲
數
目
管
理
方
法
利
弊
情
况
無
考

思
恩
縣
義
倉
民
國
二
十
年
成
立
先
是
民
國
十
六
年
財
廳
發
下
賬
款
毫
銀
二
千
六
百
元
除
提
撥

三
百
元
賬
濟
後
區
下
幹
村
外
餘
銀
二
千
三
百
元
民
國
二
十
年
奉
省
令
籌
辦
義
倉
並
令
即
以
該

款
全
數
提
出
糴
穀
備
荒
等
因
而
義
倉
遂
於
此
時
成
立
旋
奉
令
組
織
倉
儲
管
理
委
員
會
以
資
管

理
其
組
織
設
委
員
長
一
人
委
員
五
人
委
員
長
由
縣
長
兼
委
員
由
地
方
法
團
推
舉
委
員
長
外
並

由
委
員
中
互
推
常
務
委
員
二
人
協
同
委
員
長
司
理
日
常
事
務
均
不
支
薪

自

治

邑
有
地
方
自
治
制
度
始
於
淸
季
惟
此
時
之
前
或
以
匪
警
頻
仍
枌
楡
雲
擾
爲
救
濟
兵
力
衞
護
之

不
及
而
舉
辦
團
防
或
以
宵
小
跳
梁
作
患
桑
梓
爲
消
弭
行
竊
事
件
之
發
生
而
訂
定
鄉
約
凡
此
雖

無
晚
近
地
方
自
治
制
度
之
意
義
究
已
微
具
地
方
自
治
之
精
神
有
足
紀
者

前
淸
咸
豐
年
間
太
平
軍
興
中
原
板
蕩
邑
方
土
匪
乘
起
禍
遍
閭
閻
縣
城
屢
陷
於
匪
邑
宰
翟
景
禧

避
居
盤
谷
山
寨
當
以
兵
力
有
限
匪
患
無
窮
非
辦
團
防
無
以
自
衞
乃
起
用
紳
士
方
憲
脩
籌
畫
辦

團
事
務
邑
有
團
防
濫
觴
於
此
以
地
方
之
武
力
捍
地
方
之
匪
患
不
可
謂
無
自
治
之
精
神
其
制
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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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邑
爲
中
前
左
右
後
五
區
凡
四
十
甲
中
區
六
甲
前
區
八
甲
左
區
九
甲
右
區
十
甲
後
區
七
甲
區

設
團
局
一
局
設
局
紳
由
縣
署
委
正
紳
二
人
任
之
粽
理
全
區
團
務
養
練
數
十
名
以
烟
戶
捐
充
團

款
甲
設
團
總
辦
理
一
甲
團
務
每
甲
分
若
干
村
村
設
村
長
每
村
以
十
戶
爲
牌
牌
設
牌
長
皆
各
受

各
上
級
之
指
揮
監
督
有
警
通
力
捍
衞
無
事
安
農
匪
患
寖
平
團
防
與
有
力
焉
此
本
縣
過
去
具
有

地
方
自
治
精
神
之
一
斑
也
匪
患
平
區
局
撤
祗
存
各
甲
團
總
辦
理
官
府
委
托
事
項
勢
之
所
趨
公

正
廉
潔
者
雖
不
乏
人
顧
貪
鄙
陋
劣
寅
緣
衙
署
勾
結
胥
差
爲
虎
作
倀
者
其
數
亦
多
向
之
恃
之
以

爲
地
方
謀
利
者
今
適
成
爲
封
建
勢
力
以
壓
迫
民
衆
不
可
謂
非
前
制
之
流
弊
也
光
緒
二
十
四
年

游
匪
入
境
匪
患
復
作
各
區
局
乃
仍
恢
復
惟
中
區
則
只
設
五
團
總
局
由
縣
署
委
任
局
紳
五
人
組

織
之
粽
理
全
縣
團
務
此
其
設
備
自
較
前
爲
進
步
蓋
有
總
局
以
資
統
籌
則
青
任
較
專
指
揮
監
督

其
事
易
舉
是
役
剿
匪
歷
時
數
年
團
局
功
績
殊
屬
不
少
游
匪
平
總
局
復
撤
餘
存
各
甲
團
總
流
弊

仍
前

本
縣
各
處
鄕
約
俗
稱
隆
款
隆
款
爲
土
語
譯
音
有
自
治
規
約
之
意
創
始
時
期
不
可
考
惟
盛
行
於

前
淸
同
治
年
後
其
基
因
蓋
由
於
竊
盜
日
多
有
碍
農
村
生
產
及
一
般
安
寧
秩
序
識
者
憾
之
遂
創

訂
此
種
鄕
約
邀
集
各
村
人
士
議
訂
若
干
條
文
共
同
遵
守
並
互
相
監
督
互
相
約
束
以
團
體
之
力

防
範
個
體
此
本
縣
鄕
約
作
用
之
槪
略
也
民
國
以
來
各
鄕
行
之
未
替
惟
其
所
訂
原
則
雖
有
相
同

而
條
文
則
不
無
各
鄕
稍
異
茲
錄
中
區
陳
騰
村
現
行
鄕
約
卽
所
謂
隆
款
者
其
條
文
如
下
以
槪

其
餘

一
拿
獲
偸
田
中
禾
榖
畚
中
包
榖
或
見
證
確
實
者
除
賠
贓
外
罰
錢
七
千
文
以
該
罰
款
十
成
之
三

賞
給
證
人
其
餘
歸
爲
公
項
如
有
包
庇
挾
嫌
誣
陷
者
以
該
罰
款
之
半
數
罰
之
歸
爲
公
項
如
犯
者

怙
惡
結
仇
衆
人
對
之
完
全
絕
交
違
者
稟
官
治
罪

一
拿
獲
偸
瓜
菜
椒
芋
柴
草
雜
業
各
項
或
見
證
確
實
者
除
賠
贓
外
罰
錢
四
千
文
其
餘
與
首
條
同

一
拿
獲
偸
羊
狗
猪
或
見
證
確
實
者
除
賠
贓
外
罰
錢
三
千
文
其
餘
與
首
條
同

一
拿
獲
放
火
燒
林
木
或
見
證
確
實
者
除
賠
贓
外
罰
錢
五
千
文
其
餘
與
首
條
同

一
拿
獲
放
畜
殘
害
禾
榖
或
見
証
者
警
告
一
次
再
不
悛
除
賠
贓
外
罰
錢
三
千
文
其
餘
與
首
條
同

一
拿
獲
放
鴨
汚
衆
汲
水
之
處
或
見
證
確
實
者
罰
錢
二
千
文
其
餘
與
首
條
同

一
拿
獲
偸
牛
馬
或
見
證
確
實
者
除
賠
贓
外
罰
錢
十
千
文
其
餘
與
首
條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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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原
議
各
條
如
有
不
盡
適
宜
由
衆
隨
時
更
正

鄕
約
之
執
行
者
條
文
上
未
有
規
定
大
抵
多
屬
於
各
村
長
或
團
總
右
錄
鄕
約
其
不
備
之
處
實
多

然
究
不
失
爲
己
微
具
自
治
之
精
神
見
瓶
水
之
冰
知
天
下
之
寒
嘗
一
臠
之
肉
知
一
鑊
之
味
本
此

以
槪
其
餘
葢
可
知
已

前
淸
宣
統
三
年
縣
知
事
許
鄧
起
元
奉
令
舉
辦
縣
自
治
議
事
會
是
爲
本
縣
施
行
地
方
自
治
制
度

之
始
議
士
二
十
名
由
五
區
選
舉
任
期
一
年
民
國
成
立
就
淸
制
略
加
更
改
賡
續
辦
理
議
會
爲
民

意
機
關
所
由
以
監
督
政
府
者
果
能
明
其
責
任
盡
其
義
務
地
方
政
事
不
無
可
觀
無
如
改
革
伊
始

地
方
閉
塞
民
智
未
開
自
治
之
觀
念
毫
無
封
建
之
意
識
未
除
被
選
議
士
謹
厚
者
■
埴
索
途
不
知

所
爲
黠
者
竊
位
以
舊
其
奸
比
比
皆
是
議
會
有
名
無
實
頹
敗
不
堪
言
狀
更
常
爲
政
府
所
御
用
尤

其
痛
心
要
之
第
一
期
當
選
議
士
謹
厚
者
多
無
大
過
第
二
期
謹
厚
者
少
惡
聲
載
道
有
副
會
長
者

選
舉
省
議
員
時
居
中
舞
弊
曾
被
判
處
徒
刑
兩
年
凡
此
皆
吾
人
所
不
忍
言
而
不
能
己
於
言
者
民

國
三
年
袁
世
凱
以
命
令
飭
各
級
自
治
停
辦
縣
議
事
會
乃
廢

民
國
八
年
中
央
政
府
公
佈
縣
自
治
法
本
縣
依
法
復
有
縣
議
參
會
之
成
立
頹
敗
仍
舊
民
十
本
省

政
變
秋
縣
城
陷
於
匪
議
參
會
隨
瓦
解
自
茲
以
後
因
大
局
影
響
地
方
自
治
完
全
停
辦

按
—
—
自
淸
季
頒
行
地
方
自
治
制
度
以
來
邑
方
迭
經
辦
理
自
治
而
卒
皆
無
成
效
者
此
其

故
殆
以
地
方
閉
塞
民
智
未
開
自
治
之
觀
念
毫
無
封
建
之
意
識
未
除
制
度
良
民
弗

知
其
用
如
足
焉
耳

兵

防

邑
有
兵
防
始
於
何
時
無
攷
但
抄
本
舊
存
志
稿
有
屯
堡
之
記
載
夫
分
屯
築
堡
操
練
軍
士
以
鎭
地

方
事
屬
明
制
則
邑
之
有
兵
遠
在
明
代
自
無
疑
義
屯
堡
之
名
如
左
（
參
攷
抄
本
舊
存
志
稿
）

屯

石
村
屯

梁
村
屯

萬
羅
屯

廖
村
屯

周
村
屯

洛
土
屯

蒙
村
屯

馴
駐
屯

普
儀
屯

堡

湘
洞
堡

曹
嶺
堡

香
良
堡

官
塘
堡

下
利
堡

蒙
山
堡

以
上
各
堡
每
堡
日
兵
三
十
名

六
隘
堡
目
兵
六
十
名

中
大
堡
目
兵
十
名

大
塘
堡
目
兵
十
名

米
嶺
堡
目
兵
二
十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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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
葛
堡

古
蹟
堡

寒
坡
堡

伏
波
堡

以
上
各
堡
俱
設
堡
目
兵

淸
水
堡

在
縣
治
東
南

鎭
南
堡
在
縣
南
一
百
里

沙
界
堡

在
縣
城
外
■
官
洞
堡
在
縣
南
五
十
里

按
以
上
屯
堡
地
點
今
多
不
可
考

淸
雍
正
七
年
柳
慶
協
副
將
潘
紹
周
因
柳
慶
二
府
汛
廣
兵
單
防
哨
難
周
詳
請
題
奏
改
柳
慶
協
爲

慶
遠
協
移
柳
州
右
營
守
備
駐
河
池
分
防
思
恩
統
歸
慶
遠
協
副
將
管
轄
由
是
駐
防
本
縣
者
爲
右

營
之
把
總
一
員
外
委
一
員
分
防
兵
三
十
二
名

撥
防
各
塘
兵
四
十
八
名
各
塘
名
及
分
配
兵
額
如
下
（
參
攷
河
池
縣
志
）

紅
泥
塘
兵
五
名

中
火
塘
兵
五
名

米
嶺
塘
兵
五
名

蒙
山
堡
塘
兵
八
名

陳
騰
塘
兵
五
名

都
黎
塘
兵
五
名

飛
來
寺
塘
兵
五
名

古
賓
塘
兵
五
名

河
頓
塘
兵
五
名

按
—
—
防
兵
後
共
增
至
一
百
名
但
把
總
外
委
防
兵
淸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全
裁

冠

警

思
邑
地
本
蠻
疆
古
爲
蠻
獞
猺
雜
居
之
地
獷
悍
未
馴
時
有
暴
動
宋
慶
厯
四
年
環
州
蠻
區
希
範
叛

廣
西
西
路
安
撫
使
杜
■
計
擒
希
範
醢
之
復
環
州
希
範
桀
黠
頗
知
書
嘗
舉
進
士
試
禮
部
景
德
中

與
叔
區
正
辭
應
募
從
官
軍
討
安
化
叛
蠻
旣
而
擊
登
聞
鼔
求
錄
用
宜
州
守
馮
伸
己
言
其
妄
正
辭

亦
自
言
功
不
報
二
人
觖
望
遂
舉
兵
反
破
環
州
帶
溪
砦
普
儀
砦
鎭
寧
州
等
處
五
年
杜
■
引
大
兵

至
環
州
誘
降
其
衆
遂
擒
希
範
醢
之
以
遍
賜
諸
峒
遂
平
靖

明
洪
武
三
年
都
指
揮
姜
旺
童
率
兵
抵
鎭
寧
鄕
殺
叛
蠻
三
千
餘
人
降
千
餘
戶

永
樂
二
十
一
年
宜
山
思
恩
河
池
猺
叛
征
蠻
將
軍
顧
興
祖
擊
平
之
永
樂
二
十
二
年
土
賊
韋
員
叛

官
兵
討
平
之

宣
德
二
年
蠻
寇
覃
公
旺
據
思
恩
大
小
虎
龍
三
十
餘
洞
扼
險
以
拒
官
兵
總
兵
顧
興
祖
分
兵
擊
破

之
斬
公
旺
屠
殺
數
千
人
捷
聞
帝
曰
蠻
民
亦
赤
子
殺
數
千
人
豈
無
協
從
者
以
後
宜
示
恩
撫
降
如

賈
宗
平
交
州
可
也

宣
德
九
年
蠻
賊
覃
公
岩
等
作
亂
都
指
揮
彭
義
督
兵
剿
之
斬
梁
公
成
潘
通
天
等

嘉
靖
元
年
南
丹
莫
揚
興
兵
佔
思
恩
地
之
毛
難
築
二
堡
又
佔
普
儀
六
傳
川
山
三
疃
等
甲
復
築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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堡
都
御
使
張
山
頂
委
知
府
王
顯
高
都
指
揮
戚
網
詣
堡
諭
以
威
令
揚
懼
撤
兵
燬
堡
而
去
後
莫
振

亨
又
越
界
築
堡
被
兵
擊
退

淸
康
熙
三
年
土
賊
覃
六
作
亂
兵
備
道
丁
敬
提
督
馬
雄
率
兵
剿
擒
之

康
熙
四
年
貴
巢
賊
糾
衆
据
天
門
峯
作
亂
知
縣
翁
世
庸
擊
破
之
（
以
上
見
抄
本
舊
存
志
稿
）

康
熙
二
十
年
黃
明
作
亂
將
軍
標
下
左
都
統
招
國
璘
右
都
統
熊
經
討
平
之

雍
止
五
年
大
溪
甲
思
墨
村
有
蒙
姓
者
糾
衆
爲
匪
四
出
刼
擄
知
縣
梁
楷
奉
檄
討
平
之

乾
嘉
時
代
爲
淸
朝
全
盛
時
期
地
方
文
化
漸
開
匪
亂
亦
少
至
道
光
末
年
楊
洪
起
事
兵
備
空
虛
盜

賊
乃
滋
多
矣
咸
豐
初
年
外
匪
朱
亞
九
由
前
區
攻
縣
城
勒
捐
火
食
已
捐
者
給
木
牌
爲
證
不
許
擄

掠
嗣
後
該
匪
退
去
卽
大
肆
擄
掠
席
捲
貨
物
以
去
而
左
區
土
匪
覃
大
經
亦
乘
勢
爲
亂
以
附
生
覃

卓
類
爲
軍
師
刧
掠
左
區
右
區
殆
遍
遣
使
與
亞
九
聯
絡
亞
九
貽
以
巾
幗
譏
其
口
（
知
刼
掠
本
鄕
如

婦
女
之
不
能
出
閨
門
也
不
久
被
荔
波
縣
魏
知
縣
率
兵
並
合
集
團
練
剿
平
大
經
卓
類
俱
授
首

咸
豐
末
年
太
平
軍
翼
王
石
達
開
屯
兵
慶
遠
派
兵
進
據
思
恩
四
出
脅
降
邑
內
有
輸
粮
者
有
未
輸

粮
者
未
輸
粮
者
輒
被
攻
擊
有
賴
剝
皮
者
攻
破
八
仙
寨
用
火
箭
射
上
全
寨
焚
燬
死
亡
甚
慘
住
縣

凡
六
閱
月
後
翼
王
進
窺
四
川
乃
拔
隊
去
中
洲
可
約
峒
蒙
不
發
者
頗
有
膂
力
而
奸
詭
欲
收
翼
王

散
隊
謀
舉
大
事
集
隊
十
餘
由
左
區
進
至
安
順
局
長
覃
可
佐
戰
歿
遂
攻
縣
城
知
縣
翟
景
禧
全
家

被
擄
帶
至
安
順
始
釋
之
並
還
其
印
翟
歸
乃
請
兵
募
團
協
攻
破
其
巢
擒
斬
之
事
在
同
治
初
年

次
年
黔
省
九
千
里
苗
暴
動
由
左
區
洛
陽
下
直
搗
縣
城
守
兵
孔
營
長
敗
走
隊
長
韋
崇
德
戰
歿
城

遂
陷
蹂
躪
前
區
及
右
後
各
區
殆
遍
苗
匪
殘
忍
到
處
燒
殺
擄
掠
尤
善
扒
山
如
猿
猴
深
山
窮
谷
悉

被
搜
索
老
幼
婦
女
盡
遭
屠
戮
實
爲
最
慘
酷
之
浩
刼
後
爲
兵
團
協
剿
追
至
五
峒
該
匪
絕
糧
全
帮

盡
殪
隨
復
進
兵
攻
破
九
千
里
苗
部
大
創

光
緒
八
九
年
間
五
峒
才
院
村
秀
才
莫
夢
弼
與
葛
姓
合
股
開
鐵
廠
因
利
益
糾
紛
發
生
衝
突
葛
戚

盧
丹
成
助
葛
雙
方
械
鬥
互
控
至
省
縣
祖
葛
屈
莫
繫
莫
解
省
藍
禁
莫
運
神
通
越
獄
逃
歸
遂
舉
兵

反
淸
衆
至
數
千
自
稱
順
德
王
傳
檄
四
方
文
內
有
云
君
則
狼
主
不
仁
喜
猜
忌
而
屠
戮
文
士
臣
則

虎
冠
貪
酷
肆
鍛
鍊
而
搏
噬
小
民
久
傷
虐
政
十
八
省
之
元
氣
無
存
長
困
倒
懸
二
百
年
之
羶
腥
木

洗
自
笑
漢
家
臣
子
反
蒙
胡
虜
冠
裳
反
淸
復
明
之
計
早
存
用
夏
變
夷
之
謀
宜
就
等
語
頗
具
革
命

色
彩
省
方
聞
警
倉
皇
出
師
派
臬
司
李
秉
衡
帶
省
防
軍
到
思
查
辦
並
調
湘
軍
會
剿
莫
固
守
五
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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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出
有
公
羊
王
佐
等
假
莫
名
四
出
擄
掠
闔
邑
恐
慌
董
管
帶
至
安
順
畏
崽
不
進
數
月
蘇
元
春
帶

湘
勇
至
始
分
路
進
兵
十
年
四
月
蘇
軍
由
馬
口
進
董
由
永
安
進
蘇
軍
奮
勇
破
馬
口
峒
深
入
初
八

日
至
中
河
與
莫
會
戰
兩
軍
隔
河
轟
擊
蘇
軍
多
用
單
嚮
毛
瑟
莫
只
大
咭
勢
力
不
敵
遂
潰
是
日
日

暈
重
輪
五
彩
紛
披
自
辰
至
午
始
散
亦
異
徵
也
夢
弼
與
弟
夢
葵
奔
入
古
州
省
方
重
賞
購
之
其
黨

羅
壽
山
反
擒
以
献
弼
及
葵
駢
首
焉

蘇
元
春
以
功
漸
次
擢
升
至
軍
門
提
督
駐
龍
州
相
傳
受
法
人
十
萬
金
賄
招
囘
關
外
慣
發
洋
財
之

游
勇
遂
讓
成
廣
西
莫
大
之
匪
患
光
緒
二
十
四
年
卽
有
督
辦
廣
西
邊
防
先
鋒
號
褂
之
游
勇
出
現

於
後
區
牛
峒
刼
掠
鴉
片
商
人
嗣
後
出
沒
無
常
爲
黔
省
害
二
十
七
年
六
月
復
有
邊
防
隊
由
河
池

小
徑
竄
入
南
昌
刼
掠
譚
壽
球
家
貨
物
直
下
縣
城
扎
駐
翌
晨
譚
招
集
練
軍
追
至
縣
之
對
河
該
隊

正
欲
渡
河
竄
河
池
適
相
遇
遂
隔
河
轟
擊
該
隊
卽
將
行
李
運
囘
屯
人
縣
署
仰
縣
查
辦
縣
主
無
奈

諭
譚
出
銀
數
百
元
賠
禮
該
隊
始
從
容
過
河
池
去
自
是
以
後
縣
署
對
於
游
勇
無
敢
得
罪
而
柳
慶

十
匪
遂
假
托
游
勇
名
色
竄
入
邑
境
揭
紅
家
幟
開
台
拜
會
著
名
大
帮
有
梁
桂
材
林
華
堂
在
中
前

二
區
滋
擾
韋
茂
堂
朱
五
在
右
區
滋
擾
傅
新
周
蘇
亞
佑
在
左
區
滋
擾
各
匪
俱
以
後
區
牛
峒
爲
淵

藪
其
時
府
尊
沈
維
誠
至
縣
查
匪
特
建
辦
土
不
辦
游
之
議
令
各
團
拿
取
少
數
土
匪
正
法
敷
衍
了

事
乃
土
匪
伏
游
匪
勢
借
報
仇
爲
名
爲
害
愈
烈
因
而
左
區
覃
肖
心
竪
曰
旗
與
土
匪
爲
敵
前
區
劉

文
江
右
區
方
孔
殷
方
繼
華
輩
附
之
亙
相
燒
殺
擄
掠
良
民
受
害
者
不
少

光
緒
三
十
年
知
縣
譚
鄴
華
蒞
任
遴
遷
正
紳
整
頓
團
務
始
决
議
專
辦
遊
匪
遊
匪
怒
聚
在
牛
峒
約

四
五
百
人
二
十
九
年
六
月
直
下
攻
縣
敗
退
邑
境
匪
帮
漸
漸
衰
滅
十
月
有
柳
州
走
出
之
大
幫
匪

歐
四
徐
大
等
萬
餘
人
由
宜
北
竄
入
邑
境
攻
城
二
次
敗
退
竄
入
河
池
爲
陸
榮
廷
所
阻
折
囘
竄
入

三
峒
時
張
德
貴
駐
廣
南
村
龍
濟
光
駐
廣
南
寺
而
虎
龍
方
面
實
爲
通
三
峒
要
道
團
局
韋
崇
紀
派

練
據
險
扼
守
吹
動
牛
角
聲
振
山
谷
該
匪
不
知
虛
實
反
扒
山
竄
入
水
洞
（
在
廣
南
村
後)

被
張
軍

要
裁
殲
匪
甚
多
所
餘
散
匪
懼
而
就
撫
遂
告
肅
淸

民
國
以
來
土
匪
滋
多
民
國
三
年
有
匪
首
廖
振
才
者
勾
結
外
匪
韓
四
刼
掠
於
附
左
區
一
帶
由
民

三
至
民
五
縣
長
張
融
撫
爲
游
擊
隊
尙
能
盡
忠
報
效
卒
因
有
勾
通
北
兵
嫌
疑
陷
獄
死

民
國
七
年
有
羅
茂
松
者
因
賭
博
破
產
遂
人
綠
林
假
北
兵
號
由
七
年
起
滋
擾
右
區
一
帶
殺
害
團

總
覃
煥
廷
葛
炳
昭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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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十
年
省
局
變
動
防
軍
盡
開
拔
舊
曆
八
月
二
十
四
日
晨
有
來
目
東
江
外
匪
張
立
剛
刁
峯
土

匪
羅
茂
松
等
勾
結
散
兵
夥
同
圍
攻
縣
城
縣
警
内
應
城
陷
據
之
剏
擄
之
餘
勒
令
全
縣
各
戶
納
粮

供
火
食
是
爲
八
月
二
十
四
日
之
變

民
國
十
年
八
月
二
十
四
日
以
後
散
兵
七
匪
佈
滿
邑
境
人
民
日
在
恐
慌
中
逃
亡
不
少
覃
杏
林
者

左
區
人
初
爲
商
被
匪
刼
遂
入
綠
林
起
於
民
十
三
年
至
民
十
六
年
破
縣
城
旋
就
縣
長
張
達
材
撫

不
受
調
遣
安
居
左
區
老
巢
自
以
爲
無
患
卒
被
其
黨
覃
桂
山
韋
得
才
所
殺
該
黨
復
自
相
殘
殺
同

歸
於
盡
覃
器
才
者
亦
左
區
人
初
跟
廖
振
才
出
沒
於
左
區
一
帶
其
爲
匪
之
命
運
最
長
直
至
民
十

九
就
縣
長
吳
善
廷
撫
進
駐
縣
城
詎
罪
惡
貫
盈
夜
看
戲
被
團
兵
用
手
槍
擊
斃
其
黨
星
散
■
惟
何

老
八
尙
茍
延
殘
喘
最
後
藉
匪
爲
生
活
者
爲
韋
文
標
據
縣
屬
左
區
江
口
一
帶
勾
外
匪
闕
剛
亦
頗

猖
獗
二
十
年
大
軍
進
剿
文
標
懼
願
就
編
帶
至
柳
州
全
帮
三
十
餘
人
一
倂
槍
决
後
區
之
木
論
洞

平
一
帶
實
爲
賊
藪
土
匪
韋
福
祥
韋
建
廷
莫
炳
坤
莫
彩
廷
等
俱
倚
雍
昻
著
匪
何
老
妖
勢
■
滋
擾

地
方
經
二
十
年
大
軍
征
剿
完
全
消
滅
匪
患
遂
暫
告
一
叚
落
云

按
—
—
以
上
蘇
元
春
受
法
賄
事
是
否
事
實
待
考

思
恩
縣
志

第
三
編

政
治

二
七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