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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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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
業農

務
分
會

試
驗
場

田
畝
别

見

水

利

志

圍
館

農
產
品
凡

八

類

七

市

四

欄

四

園

林

附

農
時

工
業工

藝
厰

私
立
工
藝
厰
凡

十

二

處

辦

法

與

公

司

同

電

燈

沙

磚

窰

係

禀

辦

各
行
工
業
凡

十

類

一

百

八

十

行

會

館

附

商
業商

務
分
會

郵政

儲
金
局

銀
行

各行

商
業
十

類

會

館

附

商
報

古
稱
四
民
農
工
商
居
其
三
農
者
物
產
所
從
出
有
工
以
爲
之
製
造
則

物
無
不
成
器
商
則
懋
遷
有
無
使
農
工
皆
受
其
利
生
人
日
用
賴
之
以

濟
者
也
農
用
八
政
自
古
綦
詳
周
禮
考
工
隸
於
冬
官
司
市
以
下
逮
地

官
者
凡
十
二
屬
鄭
商
弦
高
載
在
盟
府
三
者
並
重
如
此
漢
始
裁
抑
商

人
工
執
藝
事
不
廁
於
搢
紳
其
樸
者
長
爲
農
夫
以
歿
世
民
生
國
計
將

安
賴
哉
我
國
鑑
於
前
弊
闡
發
實
業
設
專
部
以
維
持
之
各
行
省
亦
分

設
實
業
廳
豈
惟
挽
囘
利
權
實
亦
規
復
古
制
學
部
農
工
商
皆
設
專
科

授
特
職
昔
之
士
首
四
民
今
則
無
一
而
非
土
畸
重
畸
輕
胡
爲
者
鎭
地

扼
兩
江
上
游
七
省
貨
物
皆
取
道
佛
山
然
後
運
出
各
省
故
商
務
爲
天

下
最
而
土
產
之
美
手
工
之
巧
亦
爲
遠
近
所
貴
自
五
口
通
商
洋
舶
攬

載
而
商
窘
洋
米
攙
奪
而
農
窘
洋
貨
充
斥
而
工
窘
儳
焉
不
可
終
日
然

而
土
沃
民
勤
先
疇
之
畎
畝
如
故
也
冶
良
弓
燥
高
曾
之
規
矩
如
故
也

價
平
貨
阜
世
族
之
所
鬻
如
故
也
邇
者
水
陸
交
通
百
昌
日
出
果
能
因

其
固
有
隨
事
改
良
亦
未
始
無
振
興
之
一
日
爰
照
部
章
分
爲
三
業
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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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農
業

農
之
屬
八
工
之
屬
八
商
之
屬
八
各
以
官
立
公
立
局
所
爲
綱
縷
晰
條

分
輯
爲
此
志
俾
營
業
者
有
所
考
焉
田
園
市
肆
棊
布
星
羅
孰
司
制
產

康
阜
我
歌
作
實
業
志
第
六

農
業

農
務
分
會

宣
統
二
年
知
縣
王
思
章
委
五
斗
司
易
潤
章
籌
辦
借
仙

涌
舖
經
堂
古
寺
爲
會
所
招
集
鎭
内
紳
商
及
附
近
農
民
票
舉
會
長
一

人
董
事
二
十
人
會
員
二
十
人
鎭
人
林
超
常
得
票
最
多
舉
爲
會
長
由

王
知
縣
思
章
呈
請
勸
業
道
立
案
會
内
設
宣
講
生
一
名
沿
途
演
講
改

良
種
植
事
宜
例
須
設
半
夜
學
堂
一
所
教
授
農
人
子
弟
因
經
費
支
絀

暫
從
緩
辦
至
民
國
元
年
又
因
無
款
停
辦

農
事
試
驗
場

初
附
設
於
古
洛
社
尊
孔
會
内
民
國
六
年
縣
知
事
周

仁
設
立
委
鎭
人
林
超
常
爲
場
長
籌
備
開
辦
事
宜
遂
租
尊
孔
會
爲
辦

事
所
並
就
會
内
餘
地
爲
試
驗
場
七
年
更
租
對
涌
永
洲
圍
民
田
三
十

二
畝
從
事
擴
充
嗣
因
佛
山
時
患
水
潦
不
便
種
植
改
遷
秀
水
十
年
以

秀
水
租
昻
且
仍
不
免
水
患
復
遷
官
窰
三
江
司
舊
署
暫
以
署
之
餘
地

爲
農
場
場
長
爲
盧
熙
經
費
在
佛
山
花
捐
附
加
項
下
撥
支
按
月
由
縣

署
發
給
六
年
全
省
第
二
次
農
品
展
覽
會
初

次

二

年

出
品
多
至
二
百
餘
種

林
超
常
任
内
著
有
試
種
美
棉
說
略
一
册
亦
切
實
可
行
採

訪

册

田
畝

本
鄕
田
畝
約
水
田
居
十
之
六
旱
田
居
十
之
四
據

採

訪

册

按
各
舖
田
畝
已
詳
水
利
志

圍
館

大
生
圍
信
利
圍
光
利
圍
海
生
圍
俱
在
仙
涌
舖
石
角
坊
或
爲

稻
田
或
爲
桑
田
魚
塘
或
召
人
承
耕
或
屬
自
佃
此
外
南
泉
石
角
鴨
沙

等
圍
圍
館
甚
多
不
備
載
採

訪

册

按
本
鄕
農
業
植
桑
畜
魚
約
居
十
之
二
種
芋
薑
藷
葛
蔬
果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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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之
二
種
稻
約
十
之
六
據

採

訪

册

花
園

多
在
遇
龍
橋
附
近
有
柏
香
愛
香
清
香
亦
園
等
以

上

據

採

訪

册

農
產
品
凡

八

類

一
穀
品

鄕
田
皆
兩
熟
早
穀
有
早
白
秋
香
飛
天
黏
晚
穀
有
油
黏
禁
風
雪
及
糯

惟
黏
多
糯
少
蘇
軾
南
海
文
以
黏
爲
飯
以
糯
爲
酒
糯
貴
而
黏
賤
蓋
以

其
性
善
變
罕
得
佳
實
云
飛
天
黏
實
大
於
秋
香
收
成
亦
較
佳
近
多
種

之
禁
風
雪
俗
稱
金
風
雪
晚
造
近
水
之
田
恆
種
之
倉
儲
多
用
此
穀
田

每
畝
下
種
約
八
九
斤
收
獲
平
均
約
四
百
斤
每
嵗
所
收
不
足
供
一
鄕

之
食
恆
恃
西
北
江
穀
米
及
洋
米
接
濟
至
薯
芋
等
物
祇
供
佐
膳
不
以

充
糧
土
性
不
甚
宜
於
麥
惟
蕎
麥
則
近
時
冬
耕
有
種
者
也
據

吳

志

及

採

訪

册

二

產
品

蔴
及
藍
靛
本
鄕
所
無
惟
桑
及
花
卉
藥
品
則
有
之
桑
葉
用
以
飼
蠶
價

値
隨
絲
業
之
利
純
爲
低
昻
相
差
恆
至
倍
蓰
獲
利
較
種
稻
爲
易
故
近

多
改
禾
田
以
植
□
採

訪

册

花
有
夜
合
鷹
爪
杜
鶰
樹
蘭
山
茶
緋
桃
碧
桃
夾
竹
桃
鐵
樹
以

上

木

本

蘭
蕙

百
合
玉
簪
金
鳳
鶴
頂
百
子
蓮
以

上

草

本

多
含
笑
佛
桑
芙
蓉
月
桂
馬
櫻
丹

以

上

木

本

玫
瑰
薔
薇
素
馨
茉
莉
以

上

藤

本

蓮
菊
雞
冠
雁
來
紅
以

上

草

本

卉
品
有
綠

芸
錦
屛
風
鳳
尾
宜
男
知
羞
吉
利
虎
耳
之
屬
據

吳

志

仿

羣

芳

譜

分

類

藥
品
有
卷
柏
蒲
公
英
益
母
史
君
子
蒝
荽
紫
蘇
枸
杞
之
屬
少
天
門
冬

麥
門
冬
山
豆
根
金
櫻
子
香
花
菜
野
莧
野
葛
菜
旱
蕹
菜
旱
藤
其
橘
皮

決
明
茱
萸
藿
香
薑
黃
多
產
近
鄕
此
外
尙
有
數
種
曰
鹿
角
菜
李
時
珍

本
草
綱
目
稱
甘
大
寒
滑
無
毒
高
士
奇
天
祿
識
餘
猴
菜
色
赤
生
石
上

南
越
謂
之
鹿
角
疑
卽
指
此
曰
苦
瓜
釋
名
錦
荔
枝
救
荒
癩
葡
萄
李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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珍
本
草
曰
苦
以
味
名
瓜
及
荔
枝
葡
萄
皆
以
實
及
莖
葉
相
似
得
名
除

邪

解
勞
乏
淸
心
明
目
子
益
氣
壯
陽
曰
蓊
菜
稽
含
南
方
草
木
狀
云

葉
如
落
葵
而
小
性
冷
味
甘
以
其
汁
滴
野
葛
卽
萎
張
華
博
物
志
載
魏

武
帝
噉
野
葛
一
尺
云
先
食
此
菜
曰
水
㮬
花
水
㮬
高
數
丈
大
者
十
圍

實
小
如
奈
熟
則
色
紅
如
珊
瑚
味
微
甜
其
花
曝
乾
煎
茶
能
清
熱
解
暑

又
藥
品
中
之
有
毒
者
曰
黃
金
茄
廣
州
志
黃
金
茄
狀
若
檳
榔
子
色
黃

誤
食
之
立
死
或
云
蝦
醬
可
解
俗
名
顚
茄
搗
碎
以
溫
酒
調
和
能
醫
跌

打
曰
閙
楊
花
葉
如
茄
花
紫
色
匪
人
多
用
以
迷
人
中
其
毒
者
食
黄
片

糖
可
解
或
云
其
葉
曬
乾
縷
切
之
以
少
許
與
菸
絲
同
吸
能
治
哮
喘
疾

曰
野
葛
蔓
生
葉
如
羅
勒
光
而
厚
一
名
胡
蔓
草
又
名
胡
吻
俗
稱
胡
蔓

蔃
又
曰
胡
悶
蔃
亦
名
大
葉
茶
花
服
之
半
日
卽
死
山
羊
食
其
苗
則
肥

大
中
毒
者
飮
山
羊
血
或
以
路
旁
垂
鞭
草
搗
爛
和
糯
米
泔
或
蕹
菜
汁

可
解
能
治
癤
瘡
毒
瘡
吳

志

云

見

南

方

草

木

狀

又
斷
腸
草
卽
雞
爪
蘭
花
黃
如
魚

子
毒
同
野
葛
人
家
以
少
種
爲
妙
據

吳

志

庚

戌

續

縣

志

及

採

訪

册

參

修

按
蓊
菜
之
蓊
字
依
字
典
當
作
蕹
至
鹿
角
菜
圖
書
集
成
云
生

海
中
石
上
本
鄕
似
無
此
又
圖
書
集
成
載
眞
珠
蘭
葉
有
毒
吳

志
之
雞
爪
蘭
殆
卽
指
此

三
竹
木

竹
品
鄕
產
甚
少
植
名
園
者
則
有
觀
音
竹
鳳
毛
鶴
膝
雞
距
各
品
其
名

大
點
頭
者
多
產
筍
錄

吳

志

木
品
有
梧
桐
松
柏
柳
葉

大

者

曰

清

明

柳

略

小

者

日

觀

音

柳

細

如

絲

者

曰

垂

絲

柳

相
思
桄
榔
椶
櫚

苦
楝
榕
槐
木
棉
水
㮬
管
一

作

梡

俗

名

大

葉

榕

等
據

吳

志

庚

戌

縣

志

參

修

四
果
蔬

果
有
荔
枝
龍
眼
香
蕉
子
橘
柚
桔
橙
桃
柑
李
羊
桃
荸
薺
菱
藕
之
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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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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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
俗
稱
三
斂
鄕
内
園
圃
無
多
其
葡
萄
香
檬
蒲
桃
橄
欖
蔗
各
佳
果
率

販
自
各
鄕
據

吳

志

及

採

訪

册

蔬
有
蕹
菜
普

君

墟

鶴

嘴

塘

及

沙

洛

舖

陳

大

塘

最

有

名

萵
苣
據

吳

志

云

俗

名

生

菜

可

生

食

然

考

之

圖

書

集

成

生

菜

有

三

種

狀

均

與

俗

稱

生

菜

迴

異

䪥
俗

寫

作

薤

並

易

其

名

曰

蕎

菜

芥
葱
韭
蒜
莧
有

圓

葉

尖

葉

兩

種

汾

水

舖

產

最

有

名

藷

芋
薑
又
有
枸
杞
水
芹
旱
芹
菠
薐
白
菜
蘿
蔔
桐
蒿
莙
薘
荳
芽
菜
有

黃

豆

綠

豆

兩

種

冬
瓜
黃
瓜
苦
瓜
絲
瓜
節
瓜
如

冬

瓜

而

小

蔓

地

而

生

一

節

一

瓜

故

名

各
常
菜
皆
與

各
鄕
同
吳

志

庚

戌

縣

志

五
水
產

鱗
品
多
鯉
魿
鯽
鯇
鱅
鯿
鯼
塘
鮕
有
鰱
鱔
鮎
鱤
黃
其
白
飯
卽
銀
魚
貼

沙
俗

稱

撻

沙

亦

曰

龍

利

鱘
鰣
鳳
尾
烏
賊
鱸
鯊
之
屬
俱
來
自
近
鄕
錄

吳

志

據

農

家

言

本

鄕

地

氣

温

暖

雖

至

冬

令

而

池

水

不

寒

故

宜

於

蓄

魚

云

介
品
有
蚌
蠃

蜆
蝦
蠏
蛤
蜊
蟛
蜞
卽
彭
越

也
其
龜
黿
鯊
鯿
山
崇
多
出
各
鄕
錄

吳

志

按

鯊

鯿

二

字

與

前

條

重

出

且

似

不

應

入

介

類

疑

是

衍

文

耳

六
畜
產
及
天
然
動
物

羽
品
有
鵲
鴉
灰
鶴
野
鳧
多
雞
鵝
鴨
瓦
鷯
瓦
雀
麻
雀
鵓
鴒
斑
鳩
禾
鵠

其
畫
眉
白
鷴
孔
雀
翡
翠
白
燕
鸚
鵡
則
產
於
别
處
蓄
之
名
園
吳志

毛
品
有
牛
狗
羊
豬
各
獸
與
近
鄕
同
錄

吳

志

據

農

家

言

吾

鄕

水

土

溫

和

宜

於

牧

豬

昔

人

多

以

此

致

富

者

飼

之

之

法

多

用

酒

糟

故

恆

爲

酒

戸

副

業

不

獨

農

民

畜

之

也

夏

時

天

氣

炎

浴

以

水

能

除

豕

疾

其

矢

可

爲

肥

料

價

亦

不

薄

云

蟲
品
有
蛙
蝶
蝙
蝠
禾
蟲
蛤
蝦
蟇
蜜
蜂
多
鼠
婦
蜘
蛛
蠅
蚊
百
足
蛭
蟻

白
蟻
蜻
蜓
蟬
竹
蛾
螳
螂
蝍
蛆
之
屬
蝍
蛆
即
蜈
蚣
治
蛇
莊
子
云
蝍
蛆

甘
帶
蜘
蛛
懸
綱
如
魚
繒
者
亦
名
䖦
蟱
赤
班
者
亦
名
絡
新
婦
入
方
術

用
其
草
土
者
及
蠨
蛸
不
合
用
蜈
蚣
蜂
薑
螫
取
蜘
蛛
置
咬
處
吸
其
毒

效
被
其
咬
者
以
大
藍
汁
調
麝
香
雄
黃
末
點
之
不
速
救
殺
人
又
壁
錢

俗
名
琴
勞
盒
治
鼻
衂
金
瘡
鼠
婦
卽

蝛
俗
名
肥
豬
解
射
工
毒
陶
宏

景
別
錄
蠏
未
被
霜
者
甚
有
毒
以
其
食
水
莨
故
也
其
族
類
甚
扁
而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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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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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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鄕
志
卷
六

實
業

六

農
業

後
足
闊
者
曰
蝤
蛑
嶺
南
人
謂
之
撥
棹
子
以
其
後
腳
形
如
棹
也
兩
螯

無
毛
所
以
異
於
常
蠏
其
最
小
者
日
蟛
螖
吳
語
爲
彭
越
爾
雅
云
螖
蠌

小
者
蟧
似
蠏
而
小
蟛
蜞
亦
其
類
也
食
之
誤
人
矣
吳志

七
蠶
絲
動

植

品

附

蠶
普
通
稱
六
造
然
近
人
有
飼
至
九
造
者
亦
本
鄕
農
產
品
之
一
大
宗

採

訪

册

按
飼
蠶
繅
絲
及
植
桑
之
法
庚
戌
續
縣
志
言
之
綦
詳
茲
從
略

桑
市

一
在
大
塘
涌
一
在
通
濟
橋

菜
市

在
通
濟
橋
外
分
新
舊
兩
市

瓜菜

種
市

在
普
君
墟
勝
地
里

繭
市

一
在
大
塘
涌
一
在
缸
瓦
欄

蠶
種
市

在
普
君
墟

豬
種
市

在
竹
欄
藥
王
廟
前
今
添
一
市
在
普
君
新
墟

漁
市

在
柵
下
大
塘
涌

魚
欄

在
石
雲
山
前

蜆
蠏
欄

在
大
塘
涌

雞

鴨

猫

狗

市

一
在
太
上
墟
原

在

普

君

墟

民

國

十

年

遷

一
六
期
一
在
大
墟
二
七
期
以上

據

採

訪

册

按
普
君
太
上
等
墟
已
見
輿
地
志
本
志
重
在
物
產
故
不
嫌
别

出
例
本
史
記
見
章
實
齋
文
史
通
義

八
農
時

農
時
據

庚

申

續

縣

志

及

採

訪

册

參

修

孟
春
種

芋

於

畦

中

修

蠶

具

仲
春
犂

田

播

種

培

桑

株

種

薑

葛

瓜

甘

蔗

之

屬

去

芋

畦

草

施

糞

灰

或

藏

小

藷

於

畦

中

季
春

耙

田

分

秧

除

草

芋

秀

茂

再

施

糞

肥

蓄

水

於

塘

以

養

魚

桑

葉

盛

蠶

事

興

孟
夏
早

禾

秀

除

草

糞

田

或

下

煙

梗

以

除

蟲

雨

少

則

車

水
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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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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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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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工
業

灌

之

雨

多

則

排

水

以

洩

之

首

造

之

蠶

上

箔

瓜

次

第

熟

甘

蔗

長

設

欄

以

護

之

仲
夏
早

稻

結

實

有

收

穫

者

稱

夏

至

白

犂

下

澤

田

播

晚

稻種

季
夏
早

稻

登

場

耙

田

待

蒔

晚

禾

種

藷

孟
秋
分

晚

稻

秧

去

田

及

藷

畦

之

草

仲
秋
除

草

施

肥

灌

田

如

孟

夏

收

薑

芋

季
秋
晚

禾

結

實

以

次

收

穫

未

造

蠶

成

繭

種

蘿

蔔

孟
冬
晚

禾

收

畢

犂

其

田

以

受

空

氣

儲

稻

草

以

爲

薪

仲
冬
伐

老

桑

植

新

桑

收

藷

葛

拔

甘

蔗

鋤

田

種

蔬

季
冬
農

事

畢

暇

則

預

糞

其

田

幷

修

農

具

以

備

春

耕

竭

塘

取

魚

取

塘

泥

培

桑

基

工
業
工

業

各

行

有

會

館

者

悉

附

於

該

行

之

後

商

業

同

工
藝
廠

在
鷹
嘴
沙
海
口
卽
舊
海
關
館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陳
巡
檢
徴

文

協
同
紳
商
聯
名
領
得
專
爲
辦
理
地
方
公
益
之
用
語

在

賦

稅

志

宣
統
元

年
易
巡
檢
閏

章

任
内
本
鎭
紳
商
黃
奕
南
黃
雯
綺
黃
鳴
皋
阮
文
村
區

靜
濤
林
文
緣
溫
幹
卿
等
建
議
招
集
股
份
設
工
藝
廠
共
得
股
本
三
萬

餘
圓
如
式
改
建
招
工
師
藝
徒

紗
織
造
布
匹
草
席
藤
器
各
土
貨
發

售
嗣
因
司
理
不
善
以
致
缺
本
民
國
五
年
停
辦
所
餘
股
本
約
壹
萬
餘

圓
歸
商
會
存
管
現
爲
水
上
警
察
第
五
分
駐
所
仍
酌
納
租
錢
呈
縣
在

案
有
基
勿
壞
如
能
賡
續
辦
理
亦
振
興
工
藝
之
一
大
機
關
也
據

本

廠

報

件

及

採

訪

册私
立
各
工
廠
據

採

訪

册

南
洋
兄
弟
煙
草
公
司
竹
嘴
廠

在
柵
下
天
后
廟
創
辦
者
吳
仲
文
簡

照
南
簡
玉
階
簡
英
甫
民
國
五
年
冬
開
辦
專
用
機
器
製
造
紙
捲
煙
所

用
竹
嘴
初
名
永
華
興
成
立
年
餘
資
本
折
閱
殆
盡
旋
歸
公
司
專
辦
始

改
今
名
公
司
曁
董
厥
事
者
竭
力
維
持
卒
能
規
復
舊
觀
且
遞
年
發
展

九
年
新
建
斯
廠
地
寛
十
畝
工
人
多
至
七
百
餘
幷
附
設
織
造
廠
其
中

繼
又
增
建
南
苑
一
所
於
廠
後
池
亭
林
石
咸
備
以
爲
遊
息
之
所
附
近

婦
女
以
工
作
得
所
並
蒙
其
利
不
獨
興
土
貨
挽
利
權
已
也

梁
秀
號
烏
煙
廠

在
柵
下
朝
陽
里
乾
隆
初
鎭
人
梁
明
秀
創
辦
本
鄕

烏
煙
向
購
自
南
雄
不
能
自
製
有
之
自
明
秀
始
蓋
親
赴
南
雄
學
成
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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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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鄕
始
設
斯
廠
其
後
繼
起
者
有
數
家
云

光
華
電
燈
公
司

燈
廠
在
缸
瓦
欄
東
明
街
辦
事
處
在
北
勝
街
民
國

元
年
由
陳
韜
馮
恩
三
蕭
瀛
洲
梁
仁
甫
李
周
李
榆
光
黃
子
敏
黎
竹
銘

孔
竹
雲
陳
瑤
石
等
呈
准
開
辦
三
年
一
月
開
始
營
業
股
本
二
十
五
萬

圓
分
二
萬
五
千
股
五
年
六
月
以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名
義
在
農
商
部
註

册
領
照
開
辦
之
初
省
城
電
力
公
司
抗
議
謂
從
省
中
心
點
起
三
十
里

内
悉
其
專
利
範
圍
創
辦
人
於
是
引
英
國
繪
粤
海
關
地
圖
測
量
師
威

沙
氏
證
書
測
繪
學
堂
繪
省
佛
圖
證
明
實
在
三
十
里
外
後
復
經
兩
次

測
量
得
省
城
中
心
點
至
佛
山
界
爲
英
尺
五
萬
六
千
零
八
十
二
尺
以

中
法
一
千
八
百
尺
爲
一
華
里
計
實
距
三
十
一
里
一
五
遂
得
直
初
集

股
時
本
省
紙
幣
低
折
約
合
毫
鉅
六
成
公
司
損
失
甚
銀
然
公
司
中
人

不
因
此
自
餒
終
著
成
效
其
始
祇
有
三
千
火
機
一
繼
增
爲
四
旋
復
添

購
四
百
六
十
匹
馬
力
萬
五
千
火
機
一
故
燈
光
較
省
城
爲
强
各
戸
用

電
以
表
計
者
每
度
二
毫
五
仙
長
明
每
枝
月
收
一
圓
二
毫
街
燈
八
折

按
近
日
世
界
各
國
電
氣
工
業
日
益
進
步
於
國
計
民
生
關
繫

甚
大
我
國
科
學
幼
穉
自
難
比
美
然
比
年
各
地
創
設
電
燈
者

接
踵
而
起
電
機
且
能
自
製
亦
一
可
喜
之
現
象
也

協
興
電
料
瓷
器
公
司

在
錦
瀾
舖
晚
市
街
厚
俗
里
鎭
人
霍
仲
明
創

辦
製
品
堅
牢
足
敵
洋
貨
人
樂
用
之
近
頗
暢
銷

祥
利
織
造
廠

附
設
於
柵
下
南
洋
煙
草
公
司
竹
嘴
廠
内
民
國
十
年

簡
照
南
妻
潘
杏
濃
創
辦
專
織
紗
縀
布
疋
有
女
工
二
百
餘
人

巧
明
火
柴
廠

在
缸
瓦
欄
多
用
機
器
製
作
工
人
執
業
如
切
紙

藥

各
有
專
職
製
火
柴
盒
多
用
女
工
附
近
敦
厚
鄕
婦
女
多
業
此
者
每
成

盒
一
千
工
值
一
角
日
可
獲
一
二
角
亦
女
子
家
庭
職
業
之
一
種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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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卷
六
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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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工
業

織
毛
巾
工
場

在
麟
角
里
按

毛

巾

用

機

成

垷

省

城

業

此

者

幾

及

百

家

聞

此

中

人

言

獲

利

頗

厚

每

購

紗

十

圓

織

成

毛

巾

出

售

平

均

可

得

十

二

三

圓

之

贏

利

多

用

女

工

每

織

巾

一

打

得

工

値

三

角

日

可

獲

四

五

角

惟

初

學

時

需

費

數

圓

碾
米
機
廠

缸
瓦
欄
有
數
家
又
文
昌
沙
大
基
尾
各
一
家

製
熟
皮
廠

在
缸
瓦

附
近
有
二
家

燒
磚
窰

在
沙
口
按

磚

有

土

磚

洋

磚

二

種

製

洋

磚

工

人

非

經

學

習

不

能

從

事

惟

工

値

及

待

遇

則

較

製

土

磚

者

優

機
器
織
通
繩
廠

機
器
織
線
襪
廠
潘

涌

里

有

二

家

以
上
十
二
條
多
用
機
器
製
造
故
列
在
各
行
工
業
之
前
據

採

訪

册

按
工
品
製
造
用
機
捷
於
人
力
我
國
倣
而
行
之
亦
足
抵
制
洋

貨
其
有
獨
出
心
裁
創
造
一
物
以
利
民
用
者
亦
應
表
彰
記
曰

物
勒
工
名
以
考
其
成
垂
矢
兌
弓
千
秋
不
朽
由
來
尙
已
本
志

於
專
門
工
業
多
著
其
店
名
及
創
造
人
姓
名
義
例
本
此

各
行
工
業
據

五

斗

司

光

緒

三

十

三

年

呈

報

農

工

商

部

實

業

品

彙

册

民

國

十

年

四

月

東

方

雜

志

載

鄭

氏

廣

州

勞

工

狀

況

調

查

錄

及

採

訪

册

參

修

凡

十

類

細

目

分

注

各

類

後

機

房

土

布

行
光

緖

季

年

大

機

房

二

十

餘

家

小

者

六

七

十

家

工

人

二

千

餘

多

織

絲

品

絲

由

順

德

各

鄕

購

囘

出

品

頗

多

最

著

名

爲

金

銀

緞

八

絲

緞

充

漢

府

緞

充

貢

緞

售

於

本

地

者

十

之

二

三

外

埠

四

鄕

量

亦

相

等

運

赴

外

洋

則

十

之

三

四

吳

志

引

廣

州

志

稱

粤

緞

之

質

密

而

匀

其

色

鮮

華

光

輝

滑

澤

然

必

吳

蠶

之

絲

所

織

若

本

土

之

絲

則

黯

然

無

光

色

亦

不

顯

止

可

行

粤

境

遠

賈

多

不

取

佛

山

紗

亦

以

土

絲

織

成

花

樣

皆

用

印

板

生

絲

易

裂

熟

絲

易

毛

云

此

固

吳

志

以

前

事

時

至

今

日

情

形

自

當

有

别

然

亦

足

見

吾

鄕

絲

織

品

之

有

名

於

當

時

矣

嗣

因

絲

貴

銷

場

銳

減

初

有

機

十

具

者

漸

減

爲

三

四

具

宣

統

間

有

倣

造

東

洋

機

出

然

用

之

者

尙

寡

至

民

國

初

年

機

房

閉

歇

者

十

之

六

七

及

甲

寅

因

歐

戰

影

響

洋

布

騰

貴

於

是

用

倣

造

東

洋

機

織

土

布

者

有

六

七

十

家

近

每

年

出

口

達

六

十

萬

圓

婦

女

織

布

者

萬

人

以

外

每

布

一

丈

織

工

五

仙

日

可

得

二

三

毫

理

紗

者

則

日

得

銅

圓

五

六

枚

至

漂

紗

上

機

多

用

男

工

其

仍

織

絲

品

者

每

丈

工

値

三

四

毫

日

可

織

丈

餘

據

最

近

統

計

機

房

土

布

行

共

一

百

三

十

餘

家

東

友

同

業

二

百

餘

人

東

西

友

均

稱

興

仁

堂

東

友

會

館

在

社

亭

舖

接

龍

大

街

額

題

博

望

侯

古

廟

光

緖

十

五

年

己

丑

重

修

西

友

會

館

在

同

舖

舒

步

街

亦

題

博

望

侯

廟

按
土
絲
織
品
滯
銷
由
於
洋
庄
絲
出
口
日
多
復
重
抽
坐
釐
原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六

實
業

十

工
業

料
値
昻
成
本
旣
重
銷
售
良
難
至
土
布
則
日
趨
發
達
花
樣
改

良
貨
色
鮮
美
爲
原
日
機
房
工
人
硏
究
之
力
惜
綿
紗
顏
料
仍

仰
給
外
人
漏
卮
不
塞
致
外
溢
利
權
嵗
逾
鉅
萬
亟
宜
講
求
樹

棉
製
紗
化
成
顏
料
諸
法
原
料
旣
備
且
精
工
作
則
佛
山
織
造

足
以
有
聲
世
界
也

布
筘
行
本

鄕

布

筘

製

作

精

良

各

地

恆

多

購

用

同

業

多

在

石

路

舖

約

十

餘

家

顧
繡
行
專

造

各

種

刺

繡

品

或

僱

工

人

在

店

製

造

或

發

四

鄕

女

工

接

繡

行

銷

本

省

及

廣

西

地

方

民

國

後

服

制

改

革

譜

子

披

肩

蟒

袍

等

物

已

不

適

用

女

服

亦

不

尙

寬

博

之

緣

飾

祇

有

屛

幛

鋪

墊

尙

能

銷

行

故

製

造

不

及

從

前

之

盛

矣

約

四

五

家

多

設

於

長

興

街

等

處

絨
線
行
由

順

德

容

奇

桂

洲

等

處

購

白

絲

交

房

就

用

工

鍾

挪

使

成

熟

線

五

色

皆

備

中

以

烏

色

爲

最

普

通

售

於

内

地

四

鄕

廣

肇

屬

各

縣

西

北

兩

江

大

小

二

十

餘

家

多

在

畸

街

三

角

市

等

處

堂

名

□

□

會

館

在

潘

涌

舖

潘

涌

橫

街

光

緒

八

年

建

頭
繩
行
繩

用

洋

紗

以

小

機

搓

挪

而

成

大

小

不

一

料

舊

用

四

川

花

紅

粉

色

牢

難

脫

近

多

用

洋

紅

粉

遇

溼

而

褪

紅

銷

行

四

鄕

各

埠

及

西

北

江

約

十

餘

家

欄
杆
行
業

此

者

多

屬

省

垣

支

店

本

鄉

祇

有

二

三

家

專

用

絲

織

造

婦

女

衣

裙

之

飾

祇

銷

行

内

地

四

鄕

不

如

省

店

之

銷

及

各

省

也

絲
絨
行

蔴
線
行
有

數

家

紅
布
行

製
帽
行
從

前

本

鄕

業

此

者

頗

多

各

帽

由

店

僱

工

或

發

女

工

製

成

服

制

改

革

後

緯

帽

纓

帽

已

不

適

用

紗

緞

小

帽

及

小

童

花

帽

亦

爲

各

洋

式

帽

所

攙

奪

銷

路

頓

狹

前

有

二

十

餘

家

現

僅

存

數

家

而

已

會

館

舊

在

福

德

舖

水

巷

街

按
外
國
氊
帽
銷
流
日
廣
近
聞
有
華
僑
囘
國
在
省
設
廠
專
製

頗
稱
發
達
云

唐
鞋
行
從

前

本

鄕

多

業

此

者

皆

以

綢

緞

布

呢

羽

綾

爲

面

以

氊

皮

布

紙

樹

膠

或

木

爲

底

近

人

喜

穿

洋

式

革

履

銷

路

遂

狹

至

木

底

之

水

鞵

幾

於

絶

跡

矣

聞

歐

戰

時

各

國

有

以

皮

貴

而

改

穿

木

履

者

我

國

則

適

得

其

反

然

業

此

者

近

日

喜

爲

新

奇

之

式

或

標

以

詭

異

之

名

以

投

時

尙

仍

可

獲

利

各

店

多

在

潘

涌

大

街

約

百

數

十

家

堂

有

二

日

福

履

日

儒

履

會

館

在

潘

涌

大

街

乾

隆

八

年

建

革
履
行
種

類

極

多

貴

賤

不

一

革

之

貴

者

日

漆

皮

日

珠

皮

珠

皮

近

有

土

製

者

牛

皮

之

外

兼

用

羊

皮

羊

皮

有

來

自

雲

南

者

鞵

之

主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六

實
業

十
一

工
業

要

原

料

及

其

他

附

屬

品

卽

至

一

帶

一

線

一

釘

幾

無

一

不

來

自

外

國

其

完

全

由

外

國

製

成

運

到

者

更

無

論

矣

利

權

外

溢

實

非

淺

鮮

也

布
襪
行
用

洋

布

縫

成

有

白

藍

黑

各

色

白

爲

貴

藍

黑

次

之

從

前

行

銷

内

地

及

外

埠

近

人

無

論

男

女

老

幼

均

喜

穿

絲

織

毛

織

線

織

棉

織

各

種

洋

式

襪

穿

布

襪

者

絶

少

故

前

有

□

餘

家

今

祇

存

數

家

耳

氊
料
行
取

各

種

羽

毛

羊

毛

或

蔴

包

彈

鬆

以

米

漿

練

曬

而

成

鞵

店

購

之

用

作

鞵

底

銷

行

内

地

省

垣

及

各

屬

約

五

六

家

多

在

大

基

尾

等

處成
衣
行
專

承

製

中

國

式

衣

服

大

率

集

合

同

業

數

人

設

店

操

作

利

益

均

沾

亦

間

有

受

僱

於

人

按

月

給

値

者

普

通

成

長

衣

一

領

工

値

一

圓

短

衣

六

七

毫

近

日

已

有

增

價

之

議

夏

厯

年

終

工

作

最

盛

工

人

終

日

伏

案

行

動

絶

少

頗

有

患

腳

病

者

云

車
衣
行
用

機

車

製

衣

須

學

習

一

年

始

能

執

業

工

値

每

月

八

圓

至

十

圓

成

衣

以

每

件

論

則

工

値

三

四

毫

若

巧

於

裁

縫

西

式

衣

服

者

則

工

資

亦

不

薄

云

店

號

大

小

四

十

餘

家

新
衣
行
堂

名

福

勝

會

館

在

豐

勝

街

軒

轅

聖

域

光

緖

三

十

三

年

建

染
房
行
亦

本

鄕

有

名

工

業

曬
布
行

布
行

綢
綾
染
色
行
堂

名

安

樂

覆
染
行

自

製

顏

料

行
製

品

爲

銀

硃

丹

粉

等

前

者

用

水

銀

硝

磺

煉

製

後

者

用

黑

鉛

配

製

運

售

内

地

外

埠

銷

流

極

廣

現

存

數

家

堂

名

五

雲

會

館

在

汾

水

舖

南

擎

後

街

棉
胎
行

䊢
緞
行

扑
布
行
本

鄕

祇

有

棉

扑

綢

扑

紙

扑

若

夏

布

扑

則

來

自

外

鄕

如

大

石

等

處

云

抓
布
行

皮
金
行

以
上
衣
服
類

泥
水
行
從

前

工

値

每

日

每

工

五

六

毫

近

已

增

至

九

毫

共

一

百

五

十

餘

家

工

人

一

千

三

百

餘

堂

名

榮

盛

會

館

在

祖

廟

舖

鑿

石

街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六

實
業

十
二

工
業

額

題

北

城

侯

廟

光

緒

丁

未

年

重

修

一

在

康

勝

街

名

桂

澤

堂

打
石
行
作

粗

工

者

祇

打

磨

石

面

工

値

甚

微

其

作

細

工

如

彫

刻

花

草

製

作

石

像

等

則

所

入

較

豐

蠔
灰
爐
在

柵

下

大

塘

涌

髹
漆
行
會

館

在

鶴

園

舖

燕

喬

里

大
料
行
專

運

售

建

築

用

大

材

木

以

柳

州

來

者

爲

上

品

各

店

多

在

上

沙

沙

口

大

基

尾

等

處

建

築

東

家

廣

善

堂

大

料

西

家

敬

業

堂

搭
棚
行
搭

棚

之

技

甚

巧

外

國

人

恆

稱

之

蓋

驚

其

未

嘗

測

量

式

而

空

中

樓

閣

指

顧

卽

成

也

然

工

値

甚

微

日

僅

數

毫

而

已

天
窗
行

機
器
行
機

器

工

人

須

學

習

三

四

年

納

費

入

行

乃

可

執

業

工

値

頗

豐

惟

多

染

蕩

費

陋

習

近

省

垣

工

會

成

立

本

鄕

亦

聯

有

分

會

以
上
居
住
類

春
米
行
除

碾

米

機

廠

外

各

米

店

仍

用

人

工

舂

米

工

値

雖

微

然

日

必

三

餐

亦

得

一

飽

用

碾

米

機

者

似

較

安

逸

而

工

値

則

益

微

矣

麪
粉
行
用

麥

磨

粉

曝

乾

出

售

工

作

較

洋

麪

略

粗

糕
粉
行
鹹

魚

街

有

數

家

醬
料
行
用

鹽

黃

豆

米

麪

瓜

果

等

以

蒸

泡

醃

曬

醱

諸

法

製

成

豉

油

醬

醋

及

各

種

醬

菜

售

諸

内

地

四

鄉

每

店

中

必

有

一

二

人

諳

熟

製

法

醬

料

方

能

適

口

故

製

醬

師

實

居

一

店

中

最

重

要

之

位

置

然

月

薪

亦

不

過

數

圓

云

榨
油
行
約

十

家

有

榨

數

十

具

豬
膏
行
向

宰

豬

店

購

買

豬

膏

煎

油

裝

礶

運

銷

外

洋

價

略

隨

花

生

油

爲

低

昻

約

三

四

家

蒸
酒
行
用

麯

蘖

米

粟

入

甑

蒸

之

每

甑

每

日

可

出

酒

十

壜

壜

約

二

十

五

斤

初

蒸

爲

料

酒

覆

蒸

爲

料

半

三

蒸

爲

雙

料

甑

有

瓦

有

錫

以

瓦

甑

爲

較

良

燃

料

多

用

柴

亦

間

有

用

煤

者

又

近

有

孔

明

竈

一

種

可

燒

老

糠

不

用

人

力

燒

柴

亦

可

惟

不

宜

於

燒

煤

云

酒

價

恆

視

米

價

以

爲

高

下

本

鄉

出

產

素

稱

佳

品

道

咸

同

間

以

陳

總

聚

爲

最

有

名

近

則

推

三

元

市

之

人

和

悅

號

說

者

謂

水

質

佳

良

米

料

充

足

酒

缸

陳

舊

三

者

兼

備

斯

其

味

獨

醕

云

自

酒

稅

行

後

四

鄕

之

酒

以

稅

輕

故

本

鄕

酒

受

其

攙

奪

不

少

工

人

有

黎

明

卽

起

蒸

酒

旣

畢

終

日

無

事

者

而

忙

時

至

數

夕

不

眠

者

亦

有

之

家

數

三

四

十

甑

數

七

八

十

會

館

在

祖

廟

大

街

道

光

十

一

年

建

酒
餠
行

餠
食
行
用

麪

粉

糖

油

及

各

種

果

仁

等

製

成

以

薄

脆

餠

及

鶴

園

社

合

記

號

之

盲

公

餠

爲

最

有

名

鄕

人

恆

以

饋

送

外

鄕

戚

友

其

餘

各

餠

銷

行

内

地

四

鄕

製

餠

師

工

値

頗

厚

云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六

實
業

十
三

工
業

荳
腐
行
以

大

墟

存

昌

爲

最

有

名

腐
乳
行
文

昌

沙

有

數

家

茶
果
行

搾
奶
行

茯
苓
行

蠟
丸
行
本

鄕

所

出

丸

散

膏

丹

向

頗

有

名

其

中

最

顯

著

者

略

如

下

表

店

名

著
名
製
品

所
在
地

黃

恆

蠟

丸

走

馬

路

梁

仲

宏

抱

龍

丸

早

市

劉

詒

齋

衞

生

丸

汾

寕

里

李
眾
勝
堂

保

濟

丸

祖

廟

大

街

黃

祥

華

如

意

油

文

明

里

馮

了

性

藥

酒

汾

寕

里

源

吉

林

甘

和

茶

南

擎

後

街

黃

世

昌

膏

藥

石

巷

朱

炳

昌

甘

露

茶

黃

傘

巷

錢

日

佳

太

平

茶

早

市

遷

善

堂

鹽

蛇

散

汾

流

街

馬

百

良

百

勝

散

豆

豉

巷

芝

蘭

軒

平

安

油

汾

流

街

招

祿

合

膏

藥

金

線

街

梁

六

合

膏

藥

金

線

街

羅

恕

齋

藥

膏

普

君

墟

細

巷

敬

夀

閣

萬

靈

茶

新

寕

街

林

治

平

戒

煙

丸

豆

豉

巷

宰
豬
行
凡

業

屠

牲

者

必

須

孔

武

有

力

方

能

勝

任

除

屠

羊

無

專

工

外

豬

牛

均

有

專

工

店

各

一

人

工

値

亦

不

薄

宰

豬

店

約

五

十

餘

家

工

人

五

六

百

名

堂

名

綮

全

在

大

基

頭

康

勝

街

燒
臘
行
本

鄕

明

爐

金

豬

蔗

渣

燒

鵝

白

水

豬

腳

各

種

鹵

味

均

甚

有

名

糖
果
行
糖

梅

糖

欖

等

頗

有

名

約

十

餘

家

酒
席
行
内

分

包

辦

姑

蘇

兩

行

包

辦

二

十

餘

家

姑

蘇

祇

有

六

家

按
佛
山
有
所
謂
柱
侯
食
品
者
選
料
及
烹
調
方
法
與
包
辦
酒

席
行
及
姑
蘇
行
諸
菜
館
迥
異
爲
本
鄕
特
有
之
品
專
製
此
者

有
三
元
市
之
三
品
樓
近
日
姑
蘇
行
各
館
子
亦
多
倣
製
之
者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六

實
業

十
四

工
業

茶
居
行
本

鄕

茶

麪

點

心

等

物

其

初

由

姑

蘇

菜

館

兼

業

之

光

緖

初

年

始

倣

照

省

垣

開

設

茶

居

有

早

晏

晚

三

市

每

日

到

品

茗

者

多

工

界

中

人

從

前

茶

每

盅

取

値

八

釐

或

壹

分

六

近

則

二

分

四

釐

或

三

分

六

釐

點

心

餅

食

前

每

枚

取

値

三

四

釐

者

今

則

六

釐

八

釐

分

二

矣

煙
絲
行
由

煙

葉

行

購

買

煙

葉

雜

以

油

及

黃

薑

粉

扎

成

一

犬

排

形

如

厚

板

每

排

約

四

五

十

斤

用

大

木

機

壓

之

使

堅

次

以

鑤

鑤

之

成

絲

生

煙

有

頂

金

二

金

熟

煙

有

頂

熟

二

熟

等

名

店

之

大

者

曰

煙

庄

兼

運

銷

外

洋

店

小

者

銷

售

内

地

鑤

煙

工

値

每

排

三

毫

勤

者

日

可

得

五

六

毫

逢

月

之

初

二

十

六

兩

日

各

得

肉

食

四

兩

蓋

煙

葉

乾

燥

須

食

肉

也

店

號

大

者

數

家

小

者

二

十

餘

家

以
上
飮
食
類

赤
金
行
十

餘

家

多

在

公

正

市

潘

涌

里

等

處

打
葉
行
公

正

市

有

數

家

金
箔
行
爲

本

鄕

有

名

出

品

有

青

赤

二

種

由

本

鄕

或

省

城

購

買

足

金

隔

以

烏

紙

用

錘

擊

成

箔

銷

行

内

地

各

鄕

各

埠

及

港

澳

石

叻

新

舊

金

山

嵗

出

五

六

十

萬

圓

然

自

内

地

起

釐

稅

香

港

闢

商

埠

購

者

多

赴

港

採

辦

益

以

金

價

昻

貴

銷

場

日

減

大

者

曰

行

約

十

家

小

者

曰

館

二

十

餘

家

堂

名

□

□

會

館

在

祖

廟

大

街

雍

正

二

年

建

光

緖

乙

已

年

重

修

打
銀
行
以

紋

銀

或

雜

銀

製

成

器

物

工

人

常

以

鐵

管

向

燈

火

用

力

吹

於

所

製

之

物

旣

傷

氣

復

同

時

受

炭

氣

及

各

種

不

潔

之

氣

侵

入

易

生

肺

病

一字

銅
行
銅

來

自

雲

南

有

青

赤

白

三

種

製

一

字

銅

少

用

白

者

恆

以

青

赤

銅

入

黑

白

鉛

製

成

長

條

故

曰

一

字

從

前

雲

南

銅

來

粤

先

至

佛

山

後

改

海

運

則

先

至

省

垣

前

有

二

十

餘

家

嗣

因

洋

銅

輸

入

今

僅

存

十

餘

家

堂

名

□

□

會

館

在

古

洞

打
銅
行
爲

本

鄕

特

有

工

藝

業

此

者

多

肇

屬

人

用

一

字

銅

以

錘

擊

之

厚

薄

不

一

厚

者

作

銅

鑼

銅

盆

銅

壼

銅

鎖

薄

者

作

鈕

扣

最

薄

者

作

金

花

大

小

數

十

家

盛

時

工

人

二

千

餘

今

僅

七

八

百

鑄
銅器

行

車

銅

剉

銅

行

銅
線
行
用

熟

銅

箔

抽

拔

成

線

以

小

爲

貴

原

屬

本

鄕

特

有

工

業

外

處

所

無

行

銷

本

地

陳

村

新

會

及

西

北

江

近

爲

洋

貨

所

排

斥

僅

存

數

家銅
箔
行
本

鄕

製

品

特

佳

箔

有

厚

薄

俱

用

一

字

銅

製

洋

銅

質

脆

不

適

用

也

製

成

率

售

之

金

花

店

最

薄

者

稱

縐

銅

運

銷

外

洋

業

此

者

多

肇

屬

人

店

館

數

十

工

人

八

九

百

鈕
扣
行
昔

爲

本

鄕

著

名

工

藝

製

造

多

自

女

工

行

銷

肇

潮

各

屬

及

省

外

尤

以

牛

庄

煙

臺

爲

大

宗

前

有

二

十

餘

家

近

人

喜

用

布

結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六

實
業

十
五

工
業

僅

存

數

家

堂

名

□

□

會

館

在

快

子

街

又

東

家

行

會

館

在

鑿

石

中

街

金
花
行
亦

爲

本

鄕

特

產

以

銅

箔

發

女

工

鑿

花

收

囘

製

成

價

値

不

一

行

銷

内

地

各

埠

及

西

北

江

家

數

三

四

十

女

工

居

家

製

作

者

數

百

人

堂

名

廣

怡

會

館

在

福

德

舖

金

水

街

鐵
鑊
行
向

爲

本

鄕

特

有

工

業

官

准

專

利

製

作

精

良

他

處

不

及

同

治

間

外

人

會

在

香

港

招

工

開

鑄

卒

以

成

績

不

良

而

中

輟

庚

戌

續

縣

志

物

產

門

亦

極

稱

吾

鄕

鑄

鐵

工

業

之

美

大

焉

至

其

製

法

則

採

買

生

鐵

廢

鐵

鎔

鑄

而

成

有

鼎

鍋

牛

鍋

三

口

五

口

雙

燒

單

燒

等

名

目

時

而

兼

鑄

鐘

鼎

軍

器

然

自

光

緒

十

四

年

總

督

張

之

洞

免

餉

散

行

後

爲

私

鑄

者

攙

奪

出

品

頓

减

前

嵗

値

三

十

餘

萬

兩

後

至

不

及

三

之

一

蓋

該

行

向

有

鑄

辦

一

貢

鍋

二

鄕

試

鍋

三

燕

塘

子

彈

四

八

旗

大

炮

仍

年

納

軍

需

千

零

八

兩

私

鑄

者

無

此

光

緒

季

年

論

者

謂

宜

照

舊

承

商

納

餉

非

無

故

也

近

有

倣

鑄

織

布

機

織

襪

機

者

亦

足

敵

外

貨

各

店

多

在

柵

下

舖

土

爐

前

有

三

十

家

今

僅

存

十

餘

家

鍋

店

前

有

十

餘

家

今

僅

數

家

西

家

堂

名

陶

全

會

館

在

柵

下

舖

司

直

坊

額

題

太

尉

廟

道

光

十

七

年

丁

酉

建

光

緒

十

三

年

丁

亥

重

修

皮

金

銅

鑼

鐵

鉆

鐵

雜

貨

錫

箔

各

行

工

人

均

奉

祀

太

尉

云

鑄
砧
行

機

器

鐵

胚

行

車

磨

鐵

器

行

鐵
磚
行
用

生

鐵

煉

成

熟

鐵

作

爲

磚

形

售

諸

鑄

鐵

器

者

亦

鄕

之

特

產

品

諺

稱

岡

銀

佛

山

鐵

言

其

多

也

前

有

十

餘

家

今

則

洋

鐵

輸

入

遂

無

業

此

者

矣

鐵
線
行
亦

佛

山

特

產

法

以

生

鐵

廢

鐵

煉

成

熟

鐵

再

加

工

抽

拔

成

線

小

者

如

絲

大

者

如

箸

有

大

纜

二

纜

上

繡

中

繡

花

絲

等

名

以

別

精

粗

式

式

俱

備

銷

行

内

地

各

處

及

西

北

江

前

有

十

餘

家

多

在

城

門

頭

聖

堂

鄕

等

處

道

咸

時

爲

最

盛

工

人

多

至

千

餘

後

以

洋

鐵

線

輸

入

僅

存

數

家
鐵
釘
行
以

熟

鐵

枝

製

成

大

小

不

一

道

咸

時

爲

最

盛

工

人

多

至

數

千

每

日

午

後

附

近

鄕

民

多

挑

釘

到

佛

挑

炭

鐵

囘

鄕

卽

俗

稱

替

釘

者

不

絶

於

道

後

以

洋

鐵

輸

入

除

裝

船

用

欖

核

釘

一

種

外

餘

多

用

洋

釘

故

製

造

日

少

各

店

多

在

豐

寜

舖

土
針
行
亦

本

鄕

特

產

用

熟

鐵

製

成

價

値

不

一

行

銷

本

省

各

屬

咸

同

以

前

最

盛

家

數

約

二

三

十

多

在

鶴

園

社

花

衫

街

鶯

崗

等

處

後

以

洋

針

輸

入

銷

路

漸

減

今

僅

存

數

家

堂

名

□

□

會

館

在

豐

寕

舖

通

勝

街

蘭

桂

坊

光

緒

十

二

年

建

拆
鐵
行

打
刀
行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六

實
業

十
六

工
業

打
翦鈒

行

打
錫
行
此

種

工

藝

全

恃

模

型

學

習

不

難

約

十

餘

家

錫
箔
行
多

兼

造

銀

箔

者

錫

購

自

省

垣

銀

則

自

行

鎔

化

少

雜

以

鉛

工

作

與

金

箔

同

而

略

易

質

亦

較

粗

價

値

不

一

凡

製

冥

鏹

醮

料

扎

作

多

用

錫

箔

銷

售

甚

廣

銀

箔

行

銷

外

埠

外

洋

家

數

以

十

計

工

人

約

三

四

百

白
鐵
行
多

用

舊

火

水

礶

或

花

洋

鐵

製

造

各

種

器

物

有

頗

精

巧

者

大

小

四

五

十

家

以
上
五
金
類

杉
料
行

板
箱
行
分

鎅

木

抖

板

糊

裱

等

行

專

造

貨

箱

及

皮

箱

椶

箱

之

箱

胚

凡

藥

材

爆

竹

京

果

海

味

各

貨

需

箱

裝

運

者

均

購

自

此

家

數

二

十

餘

店

文

昌

沙

大

基

尾

上

沙

大

基

等

處

均

有

之

工

人

約

七

八

百

皮
箱
行
多

來

自

高

州

及

省

城

自

行

製

造

者

亦

有

數

家

椶
箱
行
有

數

家

牀
桌
行

檯
椅
行
約

三

十

家

造

雜

木

者

十

餘

家

盤
桶
行
約

三

十

家

堂

名

同

勝

長
生
行
木

材

之

上

品

者

來

自

福

建

汀

州

次

則

柳

慶

富

川

西

北

江

各

地

貴

賤

不

一

製

成

分

售

内

地

各

鄕

幷

轉

販

外

埠

工

人

分

粗

工

細

工

兩

種

前

者

造

棺

之

粗

形

後

者

削

之

使

正

鑤

之

使

滑

皆

屬

細

工

工

値

則

後

者

爲

優

聚

龍

上

沙

有

十

餘

家

佛

山

内

地

亦

十

餘

家

云

造
船
行
在

大

基

尾

上

沙

文

昌

沙

等

處

拆
船
行
專

收

西

北

江

及

内

地

舊

船

拆

出

板

料

售

諸

四

鄕

之

裝

船

修

船

者

因

兼

賣

雜

木

杉

碌

故

入

杉

行

多

在

大

基

尾

上

沙

等

處

約

四

五

十

家纜
行

船

蓬

槳

櫓

行

牌
扁
行
約

十

家

車
木
行

算
盤
行
約

數

十

家

多

在

長

興

街

等

處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六

實
業

十
七

工
業

快
子
行
約

數

十

家

多

在

長

興

街

陳

大

塘

等

處

漆
盒
行
汾

陽

街

承

龍

街

等

處

有

數

家

東

家

同

志

堂

西

家

彩

聯

堂

砧
板
行
大

基

尾

有

數

家

餠
印
行

雕
花
行

書
板
行

木
屐
行

木
底
行

蓑

衣

雨

帽

行
多

在

文

昌

沙

太

平

沙

等

處

約

二

十

家

雨
遮
行
從

前

多

出

自

深

村

堡

近

來

鄕

人

亦

有

製

之

者

銷

行

内

地

各

屬

及

外

洋

近

時

人

喜

用

之

洋
遮
行

篩
窩
行

籮
斗
行

葵椰

帚
行
行

内

二

十

餘

家

多

在

興

隆

里

線

香

街

三

聖

宮

等

處

工

人

數

百

竹
器
行
有

專

製

山

貨

者

有

製

椅

桌

者

有

製

筐

籃

者

價

値

頗

廉

竹

則

多

來

自

廣

寜

四

會

羅

定

曁

廣

西

懷

集

等

處

藤
器
行
藤

之

爲

用

頗

廣

可

製

檯

椅

衣

箱

搖

籃

及

其

他

用

品

工

人

必

學

習

數

年

始

能

從

事

藤

則

多

購

自

韶

州

廣

西

及

南

洋

等

處

以
上
竹
木
工
類

硃

砂

年

紅

紙
行
由

紙

行

購

紙

硃

砂

硍

年

紅

花

錢

紅

錢

粉

貝

古

銅

雪

棃

等

色

紙

硃

砂

有

正

冲

硃

之

分

年

紅

有

上

下

等

之

别

行

銷

内

地

及

西

北

江

各

埠

大

店

數

十

家

又

稱

館

者

數

十

工

人

數

百

東

家

堂

名

同

志

西

家

堂

名

至

寶

祖

社

花
紅

紙
行
從

前

以

四

川

紅

花

膏

銷

路

與

硃

砂

年

紅

紙

略

同

近

改

用

洋

紅

粉

爲

料

價

雖

廉

而

色

易

褪

且

着

墨

後

尤

不

易

乾

大

店

數

十

家

工

人

數

百

專

一

色

行

銷

内

地

及

西

北

江

各

埠

雜
色

紙
行
以

白

紙

成

各

色

售

於

紅

白

紙

店

近

多

改

用

洋

粉

料

出

品

稍

遜

有

數

十

家

工

人

數

百

按

紙
爲
吾
鄕
有
名
工
藝
業
此
者
多
僑
居
本
鄕
之
新
會
鶴

山
等
縣
人
店
號
多
在
舍
人
街
衙
前
街
等
處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六

實
業

十
八

工
業

礳
花
紙
行
用

各

色

紙

礳

以

花

樣

木

板

印

成

花

紋

稱

曰

花

紙

售

於

紅

白

紙

店

及

醮

料

店

轉

售

内

地

西

北

江

及

各

省

有

數

十

家

醮
料
紙
行
多

在

福

祿

舍

人

衙

前

等

街

有

二

十

餘

家

紅

白

數

簿

紙
行
由

紙

行

及

各

染

紙

店

購

各

種

紙

料

兼

自

製

數

簿

發

售

於

内

地

及

西

北

江

各

埠

有

百

餘

家

堂

名

至

寶

玉

成

白

紙

信

封

行
信

封

亦

本

鄕

特

產

品

行

銷

省

垣

及

各

埠

蠟
箋
行
堂

名

勝

寶

裱
聯
行
用

各

種

紅

紙

製

成

交

紅

白

紙

店

或

對

聯

屛

幛

店

發

售

價

値

不

一

銷

行

内

地

各

屬

及

西

北

江

有

數

十

家

工

人

數

百

屛

幛

禮

聯

行

蘇
裱
行

紙
盒
行

錫紙

行

油
紙
行
約

十

餘

家

獅
頭
行
製

品

精

良

省

垣

及

外

洋

均

來

定

購

多

在

石

路

舖

扎
作
行
本

鄕

扎

作

極

有

名

人

物

故

事

尤

精

外

鄕

多

來

購

之

又

有

不

倒

翁

爲

行

酒

令

之

具

外

省

銷

流

極

廣

門
神
行
咸

同

間

此

行

頗

盛

男

女

老

幼

恆

有

以

鈔

寫

神

相

門

神

波

羅

符

爲

業

者

在

柵

下

錦

瀾

等

舖

尤

多

今

則

神

權

日

替

且

點

石

印

務

日

盛

業

此

者

大

不

如

前

矣

門
錢
行

蓪
花
行

燈
籠
行

爆
竹
行
以

硝

磺

炭

屑

煤

紙

等

製

成

多

由

本

鄕

及

附

近

四

鄕

承

造

按

期

寄

囘

發

售

惟

爆

引

購

自

肇

慶

銷

行

四

鄕

及

港

澳

南

洋

等

處

大

者

數

家

小

者

二

十

餘

家
按
吳
志
云
門
神
門
錢
金
花
蓪
花
條
香
燈
籠
爆
竹
之
屬
皆
終

嵗
仰
食
於
此
卷

五

鄕

俗

志

内

物

產

門

則
以
上
各
行
爲
我
鄕
重
要
工
業

可
知
然
數
者
與
神
道
有
關
近
年
各
業
之
不
振
自
在
意
中
矣

符

疏

衣

紙

行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六

實
業

十
九

工
業

元
寶
行

溪
錢
行

以
上
紙
業
工
類

端

硯

界

尺

行
約

有

數

家

筆
行
約

二

十

家

墨
行
業

此

者

多

州

人

約

十

餘

家

書
籍
行
從

前

用

木

板

印

刷

近

多

用

點

石

或

鉛

字

排

印

行

銷

内

地

西

北

江

南

洋

羣

島

印

刷

㬪

需

人

頗

多

盛

時

不

下

千

人

云

現

大

小

二

十

餘

家

刻
字
行
業

此

者

多

在

水

巷

及

豆

豉

巷

大

地

街

其

設

攤

店

前

以

豆

豉

巷

爲

最

多

刻

工

尙

巧

印
務
行

以
上
文
具
類

修
鐘表

行

戥
秤
行

風
爐
行

油
燭
行
會

館

在

萬

福

後

街

燭
心
行

香
竹
行

香

粉

香

料

行

香

行
會

館

在

公

正

市

車

巷

同

治

二

年

建

磨
石粉

行
以

粉

石

磨

粉

曝

乾

出

售

業

此

者

集

同

志

二

三

人

購

牛

一

頭

及

粉

石

數

擔

租

敝

屋

數

椽

卽

可

開

業

火
石
行
自

火

柴

盛

行

斯

業

遂

微

現

僅

一

家

在

瓦

巷

鼓

行
約

四

五

家

牛
筋
行
約

數

家

絃
索
行
專

售

絲

竹

管

絃

之

屬

長

興

街

有

數

家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六

實
業

二
十

工
業

車
角器

行

車

玻

璃

器

行

吹
玻璃

行

牙

擦

毛

刷

行

毛
扇
行
約

十

家

葵
扇
行
所

製

者

多

上

品

葵

心

扇

原

料

來

自

新

會

興

寜

各

縣

山

場

其

貴

重

者

鑲

以

玳

瑁

插

以

象

牙

或

烙

以

書

畫

製

作

精

雅

銷

行

各

省

惟

服

制

改

易

後

人

罕

用

之

銷

路

不

如

前

矣

蘇
扇
行
新

會

館

在

朝

觀

里

舊

會

館

在

祖

廟

大

街

已

變

賣

卽

今

之

信

文

義

學

云

玩
具
行
舊

厯

新

年

銷

行

頗

盛

然

近

日

外

洋

玩

具

輸

入

内

地

製

品

恆

不

敵

之

商

人

亦

以

人

喜

購

外

貨

能

獲

厚

利

故

輸

入

日

多

土

貨

益

衰

落

矣
烏
煙
行

煙
袋
行

洋莊

竹
行
專

造

鞭

竿

竹

運

銷

外

洋

如

呂

宋

等

埠

文

昌

沙

有

二

家

以
上
雜
物
工
作
類

租
賃
行
卽

下

三

行

燈
色
行

馬

匹

租

賃

行

花

轎

儀

仗

行

道
巫
行
會

館

在

祖

廟

新

華

里

道

光

丁

酉

年

建

翦
髮
行
有

數

十

家

工

人

七

百

餘

現

設

有

理

髮

工

會

店

號

分

甲

乙

丙

三

等

近

日

工

價

增

加

各

有

差

挑
夫
行

肩
輿
行
堂

名

意

敬

會

館

在

山

紫

村

舖

中

正

里

光

緒

七

年

建

鼓
樂
行
會

館

在

協

天

勝

里

咸

豐

九

年

建

以
上
雜
工
類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六

實
業

二
十
一

商
業

商
業
據

五

斗

司

光

緖

三

十

三

年

呈

報

農

工

商

部

實

業

品

彙

册

及

採

訪

册

參

修

商
務
分
會

在
富
文
舖
昇
平
街
山
陜
會
館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遵
商
部

令
設
立
鈐
記
亦
由
部
頒
以
聯
絡
商
情
硏
究
商
學
排
難
息
紛
圖
謀
公

益
爲
宗
旨
會
費
由
各
行
商
號
自
認
每
十
份
銀
百
圓
遞
年
供
銀
六
圓

餘
照
推
百
份
以
上
得
充
會
董
仍
由
各
行
公
舉
創
辦
人
蘇
蕙
農
陳
穗

生
黃
雯
綺
羅
星
橋
孔
愷
臣
勞
梓
棠
霍
少
牧
等
會
所
原
在
三
界
通
衢

民
國
二
年
始
遷
今
址
初
任
總
理
王
夀
慈
後
戴
鴻
憲
李
殿
翔
繼
之
初

置
董
事
二
十
八
人
民
國
六
年
改
組
置
會
董
三
十
二
人
特
別
會
董
六

人
正
副
會
長
各
一
人
均
名
譽
職
酌
送
伕
馬
等
費
文
牘
書
記
支
應
各

一
人
財
政
員
兼
管
五
舖
警
察
收
支
事
會
内
收
支
嵗
終
列
册
刋
報
以

星
期
爲
常
會
有
特
別
事
故
隨
時
召
集
會
董
任
期
二
年
期
滿
改
選
報

縣
咨
部
備
案
餘
悉
遵
定
章
辦
理
採

訪

册

郵
政
儲
金
局

在
缸
瓦
欄
郵
政
分
局
民
國
九
年
開
辦
有
儲
金
條
例

及
施
行
細
則
頒
行
初
辦
時
周
息
五
釐
民
國
十
一
年
改
爲
三
釐
六
毫

一
圓
以
上
二
百
圓
以
下
現
金
可
隨
時
儲
入
及
支
出
一
圓
以
下
之
儲

金
另
有
辦
法
安
存
利
便
誠
人
民
唯
一
之
良
好
儲
蓄
機
關
也

省
立
廣
東
銀
行
佛
山
分
行

在
富
文
舖
豆
豉
巷
民
國
十
年
開
辦
專

營
積
聚
匯
兌
按
揭
及
銀
行
一
切
營
業
總
行
在
廣
州
南
關
天
字
馬
頭

汕
頭
江
門
石
龍
海
口
設
有
分
行
大
良
香
港
上
海
漢
口
均
有
代
理

各
行
商
業
凡

六

類

補

遺

一

類

共

七

類

細

目

注

各

類

後

銀
業
行
專

營

付

揭

匯

兌

事

業

有

兼

營

兌

換

國

内

外

現

金

紙

幣

及

買

賣

公

債

者

各

富

戸

有

存

放

儲

蓄

之

利

各

行

商

又

可

藉

揭

借

以

資

周

轉

實

一

鄕

之

金

融

機

關

椎

交

易

不

限

於

内

地

有

遠

及

湘

桂

各

省

各

外

埠

者

營

業

之

利

鈍

視

附

戸

之

信

用

及

貸

出

者

之

有

無

負

欠

大

小

各

十

餘

家

小

者

俗

稱

紗

賣

舖

計

共

二

十

九

店

堂

名

如

意

會

館

在

汾

水

舖

東

街

按
押
行
共

三

十

六

家

堂

名

振

業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六

實
業

二
十
二

商
業

平
碼
行
亦

稱

九

八

行

專

代

廣

西

曁

東

江

北

江

各

水

客

銷

售

穀

米

油

麱

豆

麥

及

各

種

雜

貨

包

收

包

結

祇

於

貨

價

内

酌

扣

佣

銀

而

已

本

鄕

及

各

鄕

之

業

米

麥

油

豆

者

恆

到

行

販

囘

分

售

米

之

名

目

不

一

精

粗

亦

殊

多

來

自

各

江

各

埠

而

尤

以

洋

米

爲

大

宗

現

有

數

家

堂

名

光

裕錢
行
從

前

多

用

一

文

銅

錢

自

光

緒

末

年

政

府

行

用

當

十

銅

圓

後

一

文

之

錢

日

見

其

少

昔

患

私

鑄

而

今

則

患

私

銷

矣

又

前

購

零

碎

器

物

者

率

以

一

文

爲

單

位

今

則

以

一

仙

卽

當

十

銅

圓

爲

單

位

不

徒

人

之

日

習

於

奢

侈

實

亦

物

價

之

日

昻

有

以

致

之

近

年

一

般

人

民

生

活

程

度

之

增

高

已

可

槪

見

矣

銅
器
行
有

樂

器

用

器

之

別

樂

器

如

銅

鑼

銅

鼓

鐃

鈸

之

屬

用

器

如

盆

鑪

等

入

黑

白

鉛

則

爲

熟

銅

入

錫

則

爲

生

銅

各

器

均

由

工

人

製

成

寄

賣

於

銅

鐵

店

銷

行

内

地

各

埠

及

西

北

江

舊
鐵
行

新
釘
行
光

緒

年

間

店

號

十

餘

家

現

存

六

家

會

館

在

豐

寜

舖

新

安

街

名

金

玉

堂

嘉

慶

丙

申

建

光

緒

癸

未

重

修

以
上
銀
業
按
押
平
碼
五
金
類

杉
行
有

杉

排

板

料

之

別

精

粗

攸

殊

來

自

西

北

江

板

以

連

州

杉

以

北

江

爲

上

品

杉

自

外

來

至

黃

鼎

司

之

小

塘

及

佛

山

爲

總

匯

之

區

運

銷

内

地

各

埠

爲

建

築

製

造

船

牀

椅

桌

之

用

近

日

河

道

爲

盜

賊

梗

阻

往

往

勒

收

行

水

運

輸

不

易

以

致

杉

價

奇

昻

店

號

大

者

二

十

餘

家

小

者

三

四

十

家

堂

名

安

順

又

一

堂

名

樂

成

原

日

集

慶

堂

會

館

在

上

沙

今

毁

安

順

堂

會

館

在

上

沙

杉
碌
行
杉

之

短

而

質

略

鬆

者

來

自

肇

府

四

會

等

縣

多

分

售

於

杉

店

及

板

箱

牀

桌

夀

枋

裝

船

等

店

約

四

五

家

集
木
行
有

柚

梨

荆

櫶

樟

格

之

屬

來

自

西

北

江

及

川

黔

等

省

或

自

外

洋

自

外

洋

來

者

多

先

至

省

城

銷

行

内

地

及

廣

肇

各

屬

業

此

者

有

十

餘

家

又

兼

辦

之

店

亦

不

少

多

設

於

聚

龍

上

沙

等

處

以

其

近

水

易

於

輸

運

也

柴
欄
行
有

松

柴

柯

柴

集

柴

之

別

來

自

清

遠

英

德

四

會

廣

寜

羅

定

及

廣

西

藤

縣

等

處

各

水

容

購

柴

運

到

交

欄

代

沽

一

如

平

碼

行

沽

穀

米

之

例

柴

店

酒

房

及

用

柴

多

之

家

恆

赴

欄

購

買

幷

有

先

到

柴

船

視

柴

之

乾

溼

而

訂

價

者

全

鄕

日

銷

五

六

十

萬

斤

光

緒

初

年

每

百

斤

値

銀

約

三

毫

光

緒

末

年

倍

之

近

且

漲

至

三

倍

其

原

因

一

由

於

河

道

梗

塞

二

由

於

機

器

繅

絲

廠

用

柴

頗

多

所

致

業

此

者

大

基

尾

及

太

平

沙

各

有

數

家

炭
行
炭

來

自

西

北

江

各

炭

行

多

在

大

基

尾

柵

下

蜆

欄

街

苧
蔴
行
大

者

曰

麻

行

小

者

曰

麻

店

行

代

客

沽

貨

法

如

平

碼

行

麻

來

自

湖

南

四

川

湖

南

麻

銷

新

會

香

山

開

平

雷

州

各

屬

四

川

麻

銷

香

港

及

漢

口

等

埠

光

緒

未

業

此

者

頗

獲

厚

利

近

年

麻

之

入

口

萃

於

省

會

本

鄕

營

業

不

如

前

矣

現

大

者

數

家

小

者

十

餘

家

堂

名

昭

遠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六

實
業

二
十
三

商
業

山
貨
行

竹
器
行

葵
篷
笡
篾
行

以
上
竹
木
柴
炭
類

白
米
豐
年
行

江
米
行

油
荳
行
油

有

花

生

津

生

茶

油

荳

油

菜

油

桐

油

各

種

生

油

來

自

從

化

清

遠

英

德

及

廣

西

各

縣

近

有

來

自

青

鳥

者

茶

油

出

北

江

韶

州

東

江

惠

州

菜

油

出

高

雷

廉

各

屬

豆

油

出

牛

莊

木

油

出

西

北

江

豆

有

青

黃

赤

綠

烏

紅

各

色

其

名

目

則

有

廣

青

廣

白

津

烏

津

綠

金

黃

紅

荳

等

來

源

以

天

津

牛

莊

爲

大

宗

亦

間

有

來

自

東

莞

者

購

者

以

石

計

每

雙

斗

十

斗

乃

爲

一

石

業

此

者

向

平

碼

行

或

赴

省

城

陳

村

購

油

幷

由

香

港

購

荳

分

售

於

零

沽

各

店

約

十

餘

家

會

館

在

汾

水

舖

永

興

街

中

祀

關

帝

茶
紙
行
外

來

之

品

有

烏

龍

水

仙

龍

井

六

安

香

片

普

洱

紅

茶

之

屬

惟

銷

流

不

甚

廣

其

大

宗

爲

本

省

出

品

如

清

遠

古

勞

羅

定

等

處

運

來

者

除

本

地

外

幷

運

銷

廣

西

各

屬

專

業

此

者

不

過

數

家

餘

皆

雜

貨

店

兼

售

間

有

兼

售

草

紙

筍

乾

等

物

者

故

稱

曰

茶

紙

麪
行
有

土

洋

之

分

土

麪

色

黃

而

味

厚

洋

麪

則

白

而

淡

近

日

洋

麪

盛

行

土

麫

營

業

日

微

業

此

者

祇

有

數

家

海
味
京
果
行
品

類

極

多

海

味

則

購

自

香

港

或

省

城

銷

售

内

地

四

鄕

曁

西

北

江

及

各

屬

約

二

十

餘

家

白
糖
行
糖

有

黃

糖

白

糖

冰

糖

之

分

來

自

清

遠

及

惠

潮

各

屬

亦

有

來

自

西

江

者

銷

售

於

内

地

以

製

餠

餌

糖

果

等

店

爲

最

多

近

有

洋

糖

輸

入

色

較

土

沙

糖

白

而

味

則

略

淡

或

謂

其

實

非

純

品

云

糖

房

在

本

鄕

有

三

四

家

豬
欄
行
豬

來

自

本

地

四

鄕

又

西

北

江

瓊

州

等

處

代

售

之

法

與

平

碼

行

同

各

屠

戸

每

日

到

購

買

光

緒

未

年

每

百

斤

約

値

銀

十

四

五

兩

今

則

幾

倍

之

矣

業

此

者

不

過

數

家

牛
欄
行
大

基

尾

有

二

家

雞鴨

欄
行
專

接

各

江

運

來

之

雞

鴨

代

沽

法

與

各

行

之

同

酒

席

店

屠

戸

均

到

採

買

至

墟

市

之

零

賣

者

則

大

率

本

地

四

鄕

人

所

養

大

基

尾

有

欄

數

家

鹹
魚
欄
在

文

昌

沙

正

埠

等

處

有

數

家

果

行
多

在

文

昌

沙

西

土

藥

材

行
藥

材

外

兼

售

京

果

等

物

北

勝

街

等

處

有

數

家

堂

名

靖

安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六

實
業

二
十
四

商
業

食
鹽
行
民

國

以

前

由

官

批

商

辦

設

埠

專

賣

五

斗

司

總

埠

在

缸

瓦

欄

民

國

後

則

由

各

鹽

店

自

由

買

賣

矣

海
鮮
行
鎭

北

街

有

數

家

胥

行
有

數

家

多

在

永

安

街

等

處

檳
榔
行
前

有

十

餘

家

因

稅

釐

過

重

多

遷

往

香

港

今

僅

存

數

家

檳

有

南

檳

洋

檳

之

别

前

者

來

自

海

南

崖

州

後

者

來

自

南

洋

到

行

後

加

以

揀

選

分

別

大

小

精

粗

然

後

發

售

故

亦

稱

篩

擇

行

銷

行

内

地

及

西

江

等

處

堂

名

□

□

會

館

在

富

文

舖

直

義

街

參
茸
行
參

來

自

高

麗

吉

林

寜

古

塔

等

處

次

者

來

自

東

洋

近

更

有

花

旗

參

一

種

茸

則

來

自

北

方

業

此

者

約

數

家

藥
材
行
分

生

藥

熟

藥

兩

行

藥

材

來

自

廣

西

四

川

山

西

陜

西

等

省

由

生

藥

行

店

代

沽

與

熟

藥

及

藥

九

各

店

生

藥

行

店

約

十

餘

家

熟

藥

四

十

餘

家

熟

藥

行

稱

夀

世

祖

安

堂

參

藥

行

會

館

在

富

文

舖

三

界

通

衢

以
上
飮
食
類

花
紗
行
棉

花

來

自

湖

廣

者

曰

廣

花

來

自

外

洋

者

曰

洋

花

廣

貴

於

洋

因

廣

花

質

輭

性

溫

非

舶

來

品

所

及

也

洋

花

則

多

來

自

印

度

紗

亦

有

土

洋

之

别

洋

紗

則

更

有

花

紗

竹

紗

之

分

大

率

每

扎

重

七

斤

多

來

自

日

本

洋

紗

價

廉

故

紡

織

家

多

用

之

又

二

者

均

來

源

極

大

價

値

之

高

下

亦

至

無

常

操

是

業

者

經

營

頗

苦

大

小

共

十

餘

家

京
布
行
所

沽

之

布

以

來

自

南

京

蘇

松

者

爲

最

佳

次

則

江

西

藍

興

寜

藍

土

布

來

自

四

鄕

以

曡

漖

平

洲

爲

最

多

長

短

廣

狹

不

一

價

亦

隨

之

而

異

銷

行

本

地

及

肇

韶

二

府

西

北

兩

江

店

號

百

有

四

五

家

堂

名

樂

和

會

館

在

汾

水

舖

汾

流

街

光

緒

十

六

年

庚

寅

重

建

興
寜
布
幫
多

在

永

慶

及

天

慶

上

街

等

處

約

十

家

齊
昌
布
庄

綢
緞
行
葛

蔴

絲

棉

之

屬

出

自

國

内

絨

毯

氊

羽

之

屬

來

自

外

洋

兼

收

並

蓄

售

諸

内

地

外

埠

遠

及

西

北

兩

江

零

翦

店

多

在

公

正

市

發

行

店

多

在

富

文

里

北

勝

街

等

處

大

小

五

十

餘

家

堂

名

闡

義

會

館

在

汾

水

舖

汾

流

街

至

原

日

之

金

絲

行

會

館

則

在

快

子

上

街

新
衣
行
在

豐

寜

舖

豐

勝

街

軒

轅

聖

域

名

福

勝

堂

約

二

十

餘

家

故
衣
行
多

在

新

華

街

蓪

花

街

等

處

青
靛
行
來

自

廣

西

紫

荆

山

昭

平

北

流

等

縣

因

色

可

別

其

出

產

地

及

品

之

優

劣

每

桶

約

六

十

餘

斤

至

洋

靛

則

來

自

德

國

内

地

之

大

藍

布

店

用

靛

最

多

或

云

洋

靛

易

褪

色

土

靛

則

否

或

謂

洋

靛

法

與

土

靛

當

有

別

是

當

硏

求

云

店

號

約

十

餘

家

堂

名

同

福

牛
皮
行
土

製

熟

皮

自

黃

鼎

司

寨

邊

鄕

購

囘

紅

皮

則

來

自

南

洋

購

自

香

港

或

省

城

貴

者

沙

皮

賤

者

水

牛

皮

水

皮

復

有

青

白

之

分

青

皮

貴

而

白

皮

賤

均

銷

售

於

内

地

各

埠

商

號

或

鞵

屐

店

皮

行

三

家

皮

店

五

六

家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六

實
業

二
十
五

商
業

洋

南料

行

料

有

來

自

外

洋

者

有

來

自

雲

南

者

土

貨

約

居

三

之

一

洋

貨

約

居

三

之

二

重

要

者

有

石

黃

次

則

紫

標

槐

花

等

店

號

約

十

餘

家

堂

名

裕

安

公

所

在

汾

水

舖

永

興

街

紗

紙

顏

料

行
約

數

家

堂

名

源

順

會

館

在

汾

水

舖

排

草

街

品

料

顏

料

行

薯
莨
行
有

兩

家

草

蓆

蒲

包

行
有

數

家

水

草

草

蓆

行
有

數

家

金

銀

首

飾

行
約

二

十

家

堂

名

興

賢

以
上
衣
服
類

磚
瓦
行

器
行
有

數

家

缸
瓦
行
缸

瓦

多

來

自

石

灣

鄕

製

品

頗

有

名

銷

行

内

地

及

西

北

江

等

處

店

號

大

者

數

家

渡
船
行
本

鄕

有

來

往

江

門

陳

村

大

良

香

山

西

南

裏

水

石

井

官

山

炭

步

石

龍

等

處

渡

船

福建

紙
行
來

自

福

建

汀

州

各

屬

山

場

用

竹

筍

製

成

陽

年

盛

陰

年

衰

有

玉

扣

山

貝

官

邊

貢

信

手

本

高

簾

等

名

目

銷

行

内

地

四

鄕

外

埠

及

廣

肇

各

屬

近

以

洋

紙

輸

入

銷

路

稍

減

商

號

現

有

八

家

堂

名

蓮

峯

會

館

在

汾

水

舖

長

興

街

雍

正

癸

丑

年

建

南北

紙
行
製

自

南

雄

各

屬

之

竹

筍

由

南

安

運

來

名

目

頗

多

較

福

建

紙

質

略

粗

而

價

則

稍

廉

銷

略

與

福

建

紙

略

同

從

前

北

江

紙

來

粤

先

到

佛

山

今

則

由

粤

漢

鐵

路

逕

運

省

城

矣

店

號

數

家

此

外

尙

有

西

紙

行

數

家

云

洋
紙
行
貨

多

來

自

德

國

日

本

近

來

輸

入

日

盛

現

有

數

家

堂

名

華

德

火
水
行
火

水

卽

煤

油

同

治

末

始

由

外

洋

輸

人

用

者

日

眾

近

年

已

成

爲

入

口

貨

一

大

宗

光

緒

季

年

每

斤

値

銀

約

半

毫

近

已

漲

至

三

倍

以

來

自

美

國

者

爲

多

專

賣

者

約

數

家

洋

貨

店

雜

貨

店

油

店

之

兼

賣

者

指

不

勝

屈

其

肩

挑

零

售

者

亦

復

不

少

鏡
器
行
有

數

家

南

北

雜

貨

行
發

售

外

省

運

來

茶

葉

汾

酒

火

腿

京

果

雜

貨

等

項

有

數

家

菸
葉
行
代

客

沽

貨

其

來

自

南

雄

河

南

湖

北

者

曰

生

菸

葉

來

自

鶴

山

新

會

新

興

四

會

者

曰

熟

菸

葉

售

於

煙

絲

店

刨

幼

和

油

前

者

稱

頂

金

生

菸

後

者

稱

熟

菸

前

有

數

家

近

遷

省

垣

現

存

二

家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六

實
業

二
十
六

商
業

福

建

條

絲

行
專

售

福

建

條

絲

菸

業

此

者

亦

多

福

建

人

有

數

家

爆
竹
行
二

十

餘

家

又

代

客

沽

貨

者

數

家

洋

莊

爆

竹

行
爆

竹

店

之

著

名

者

多

兼

辦

洋

莊

現

有

數

家

洋
貨
行
近

人

日

用

器

血

喜

用

舶

來

品

以

其

價

廉

且

美

觀

也

其

中

尤

以

東

洋

輸

入

爲

多

次

則

德

澳

英

美

等

國

店

號

大

小

數

十

家

鑄
發
行
鑄

造

家

稱

旣

濟

堂

會

館

在

鑿

石

大

街

光

緒

二

十

九

年

重

修

發

客

店

稱

江

濟

堂

會

館

在

快

子

上

街

乾

隆

己

亥

年

建

香

粉

香

竹

行
約

十

餘

家

多

在

大

觀

街

觀

瀾

街

等

處

以
上
紙
業
雜
貨

火

險

燕

梳

行
各

保

險

公

司

有

外

國

人

辦

者

如

太

古

三

井

等

洋

行

是

亦

有

華

人

辦

者

於

福

祿

里

快

子

街

等

處

設

有

分

局

或

代

理

處

田
料
行

租
賃
行
約

十

餘

家

雜

架

收

買

行
多

在

鶯

崗

附

近

約

二

十

餘

家

旅
館
行
西

竺

街

有

二

間

餘

稱

歇

客

行

有

十

餘

家

在

板

方

街

咸

魚

街

等

處

以
上
雜
行
商
業

玉
器
行
有

數

家

玉

器

皆

購

自

省

垣

之

車

玉

家

黑白

鉛
行
從

前

由

承

商

專

賣

省

設

正

廠

佛

山

設

分

廠

白

鉛

初

來

自

雲

貴

同

治

以

後

來

自

外

洋

蓋

火

柴

顏

料

等

物

多

用

白

鉛

箱

運

來

至

香

港

購

囘

此

等

鉛

箱

鎔

成

條

然

後

發

售

黑

鉛

亦

然

近

則

多

由

一

字

銅

店

兼

營

之

枝
圓
行
專

售

龍

眼

乾

荔

枝

乾

文

昌

沙

有

數

家

土

靛

木

膏

行
土

靛

前

有

四

五

家

今

無

存

以
上
補
遺

商
報

在
福
德
舖
福
祿
大
街
南
約
民
國
七
年
開
辦
爲
本
鄕
日
報
館

之
第
一
家
兼
營
印
務
書
籍
事
業
鎮
人
孫
弻
臣
周
煥
然
等
提
倡
成
立

按
報
館
創
自
歐
西
康
熙
四
十
八
年
卽

西

厯

一

七

零

四

年

美
國
人
創
立

波
士
頓
報
各
國
倣
而
行
之
日
臻
强
盛
逮
乾
隆
中
業
英
人
收

割
美
埠
賴
報
館
之
力
鼓
勵
民
氣
遂
勝
强
英
盡
復
侵
地
自
立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六

實
業

二
十
七

商
報

爲
合
眾
國
其
有
功
人
國
如
此
通
商
以
後
行
及
內
地
者
有
滬

報
申
報
兩
家
後
併
爲
申
報
我
國
舊
有
京
鈔
一
種
昔
人
譏
爲

斷
爛
朝
報
者
是
也
光
緖
朝
變
法
議
起
以
開
通
民
智
非
報
不

行
京
師
開
設
報
館
各
行
省
繼
之
當
時
御
史
有
凖
其
馳
驛
之

請
誠
重
之
也
會
義
和
團
起
事
又
值
政
變
諸
報
盡
廢
未
幾
立

憲
議
行
始
稍
稍
復
業
民
國
初
建
愈
益
發
舒
當
軸
者
恐
其
事

雜
言
厖
規
定
報
律
隸
於
內
部
旣
示
之
以
凖
繩
復
資
之
以
保

障
所
以
防
衛
之
者
備
至
乃
者
分
疆
劃
界
兵
禍
侵
尋
報
館
在

勢
力
範
圍
之
中
往
往
不
能
行
使
其
言
論
或
狃
於
營
業
性
質

逐
時
利
甚
且
被
人
收
買
聲
價
頓
壞
然
而
鐵
中
錚
錚
不
畏
强

禦
固
未
嘗
無
人
焉
本
志
擇
其
有
關
政
教
者
亦
採
用
數
種
一爲

京

政

府

公

報

見

風

土

志

坊

表

類

一

爲

香

港

樂

天

報

見

祠

祀

志

各

國

教

徒

尊

孔

論

一

爲

梧

州

蠶

桑

報

見

人

物

志

循

吏

傳

由
此
觀
之
報
館
之
興
替
爲
國
勢
强
弱
世
運
通
塞
所
由
關
不

能
因
噎
廢
食
也
吾
鄕
爲
繁
盛
市
鎭
與
通
商
口
岸
同
都
人
士

尤
喜
閱
報
惟
來
自
省
垣
未
免
濡
滯
又
鄕
事
從
略
閱
者
未
饜

亟
應
自
立
報
館
以
利
行
遠
而
廣
見
聞
吾
鄕
此
報
集
中
西
各

報
而
折
衷
之
其
述
鄕
事
亦
較
他
報
爲
詳
本
懸
鞀
設
鐸
之
遺

有
家
喻
戸
曉
之
効
誠
一
鎭
之
喉
舌
也
原
本
內
政
一
部
分
應

入
建
置
惟
所
載
多
農
工
商
事
故
入
實
業
志
仍
自
爲
一
類
以

示
區
别
因
究
其
緣
起
與
其
沿
革
之
故
用
志
世
變
嗚
呼
春
秋

已
遠
非
無
涑
水
長
編
月
旦
多
評
敢
作
魏
收
穢
史
是
在
秉
筆

者

論
曰
衛
文
通
商
惠
工
而
國
復
興
盛
漢
文
重
農
貴
粟
而
治
臻
郅
平
然

則
人
類
恃
以
生
活
社
會
資
以
繁
殖
舍
農
工
商
三
大
要
素
其
道
末
由



ZhongYi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六

實
業

二
十
八

商
報

矣
獨
怪
乎
晚
近
風
尙
不
務
實
際
往
往
棄
其
生
利
事
業
蠅
營
狗
苟
羣

趨
於
分
利
之
一
途
寖
且
蠹
國
病
民
陷
大
局
於
破
產
而
不
顧
比
比
皆

是
也
可
勝
慨
哉
可
勝
慨
哉

佛
山
忠
義
鄕
志
卷
六
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