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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　
　
　

農
安
縣
志

鄕
村

孔
子
曰
吾
觀
於
鄕
而
知
王
道
之
易
易
也
鄕
社
有
圖
鄕
飮
有
禮
鄕
大
夫
鄕
先
生
凡
起
化

者
莫
不
重
於
鄕
村
者
鄕
之
分
也
陶
濳
詩
云
曖
曖
遠
人
村
是
爲
村
之
最
古
者
農
安
屬
長

春
時
爲
農
安
鄕
不
言
村
而
村
自
寓
乎
其
中
村
又
同
邨
考
農
安
稱
村
者
三
稱
邨
者
七
十

有
七
又
去
邑
爲
屯
其
實
皆
村
也
其
他
各
以
其
居
之
所
近
以
爲
名
總
之
不
離
鄕
村
者
近

是
又
村
在
外
區
者
曰
鄕
孝
悌
耕
桑
可
以
觀
政
矣
志
鄕
村



 
農
　
安
　
縣
　
志

　
卷
七
　
鄕
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　
　
　

農
安
縣
志

鄕
村農

安
村
名
繁
複
易
於
混
淆
非
提
綱
絜
領
莫
辨
所
屬
茲
考
有
以
自
然
地
理
爲
名
者

曰
山
曰
岡
曰
嶺
曰
坡
曰
泡
曰
川
曰
汀
曰
泉
曰
窪
曰
灣
曰
沿
曰
口
曰
界
曰
洞
曰
石

曰
塘
曰
坨
子
曰
溝
子
曰
城
子
曰
崴
子
曰
甸
子
有
以
人
爲
地
理
爲
名
者
曰
屯
曰
村

曰
莊
曰
堡
曰
鎭
曰
街
曰
店
曰
舖
曰
戶
曰
房
曰
樓
曰
塔
曰
站
曰
窰
曰
鑪
曰
廟
曰
橋

曰
台
曰
壘
曰
棚
曰
門
曰
圈
曰
地
曰
墩
曰
排
木
曰
營
子
曰
家
子
曰
床
子
曰
窩
堡
曰

馬
架
有
以
自
然
兼
人
爲
者
曰
樹
曰
通
曰
園
子
曰
林
子
此
外
或
沿
蒙
語
或
以
商
號

或
以
食
品
及
龍
鳥
同
名
異
地
義
各
有
取
限
於
尺
幅
圖
難
備
載
茲
爲
分
類
志
之
考

鄕
村
者
或
有
取
焉

以
山
名
者
六
十
三

靠
山
屯

心區

東
山
頭
屯

正區

太
平
山

身區

鳳
凰
山
　
團
山
子
　
雙
龍
山

二

　
東
雙
龍
山

牛
尾
把
山
　
太
平
山
　
百
花
山
　
太
陽
山
屯
　
白
鶴
山
　
東
太
平
山
　
後
太
平

山
　
雙
山
子
　
東
雙
龍
山
　
西
山
頭
　
三
杏
山
　
萬
寳
山

以

上

東

修

　
龍
鳳
山
屯

聚
寳
山
屯
　
金
寳
山
屯
　
興
隆
山
屯
　
太
平
山
屯
　
小
靑
山
屯
　
二
靑
山
屯

大
靑
山
屯

二

聚
龍
山
屯
　
小
巴
山
屯
　
大
巴
山
屯
　
朝
陽
山
屯
　
湧
泉
山
屯

二
龍
山
屯
　
黑
山
嘴
屯
　
後
太
平
山
屯
　
寳
靑
山
屯
　
西
黑
山
嘴
屯
　
四
平
山

屯
　
東
朝
陽
山
　
蓮
花
山
屯
　
西
四
平
山
屯
　
後
金
寳
山
屯

以

上

西

修

　
團
山
子
屯

前
望
龍
山
　
後
望
龍
山
　
雙
山
子
　
太
平
山
　
前
太
平
山
　
後
太
平
山
　
三
靑

山
　
前
三
靑
山
　
後
三
靑
山
　
西
山
頭
　
前
伏
山
　
後
伏
山

以

上

泰

區

　
太
平
山

二

麒
麟
山

以

上

民

區

　
龍
泉
山

安區

以
岡
名
者
二
十
九

黃
花
岡

正區

黃
花
岡
屯

意區

三
道
岡
　
四
道
岡
　
五
道
岡

二

　

以

上

身

區

東
大
岡
　
腰
大
岡

後
東
大
岡
　
西
大
岡
　
後
大
岡

以

上

東

修

藕
梨
岡
　
半
截
岡

以

上

西

修

藕
梨
岡

二

老
邊
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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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
頭
岡
子
　
榆
樹
岡
　
窩
岡
　
五
道
岡
　
四
道
岡
　
三
道
岡
　
二
道
岡
　
頭
道

岡
以

上

泰

區

　
溫
家
岡
　
白
家
岡

以

上

民

區

榛
柴
岡
　
溫
家
岡
　
三
道
岡

以

上

安

區

以
嶺
名
者
二
十

北
嶺
　
魏
家
嶺
　
興
隆
嶺

心區

歡
喜
嶺
屯

正區

歡
喜
嶺

意區

太
平
嶺

誠區

太
平
嶺
　
五
台

嶺
　
哈
鎭
後
嶺

身區

長
春
嶺

東修

長
勝
嶺
屯
　
歡
喜
嶺
屯
　
東
歡
喜
嶺
　
前
歡
喜
嶺

屯
西修

泉
眼
嶺
屯

二

泰

　

區

太
平
嶺
　
火
石
嶺
子
　
西
火
石
嶺
子

民區

火
石
嶺
子
屯

安區

以
坡
名
者
五

偏
坡
子
屯
　
朝
陽
坡

二

身

　

區

頭
道
坡
子

東修

背
陰
坡

西修

朝
陽
坡

民區

以
泡
名
者
四

二
泡
子

心區

二
泡
子
　
黑
魚
泡
子
　
閻
家
泡
子

正區

以
川
名
者
三

朝
陽
川

正區

四
海

川

身

　

區

太
平
川

二

東

　

修

以
汀
名
者
一

鴨
兒
汀
屯

正區

以
泉
名
者
五

勝
水
泉

心區

黑
泉
眼
屯
　
伏
龍
泉

西修

聖
水
泉
　
前
聖
水
泉

泰區

以
窪
名
者
十
八

高
中
窪

心區

高
中
窪
屯

正區

施
家
窪
子
　
南
大
窪
　
大
窪
屯
　
司
家
窪
子
　
楊
家
窪

子
身區

元
寳
窪
　
楊
家
窪

東修

郭
家
窪
　
後
榛
柴
窪

西修

窪
中
高

泰區

洛
家
凹
子
　
元
寳

窪
二

民

　

區

大
窪
屯

安區

以
灣
名
者
三

東
江
灣

心區

上
河
灣
　
前
上
河
灣

泰區

以
沿
名
者
二

南
河
沿

心區

小
江
沿
屯

正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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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口
名
者
二

靑
山
口

心區

鎭
江
口
屯

正區

以
界
名
者
二

五
里
界

民區

五
里
界

安區

以
洞
名
者
六

獾
子
洞

身區

狟
子
洞
　
前
狟
子
洞

東修

狟
子
洞

西修

狼
洞
子
屯
　
狼
洞
子

民區

以
石
名
者
二

紅
石
磖
　
臥
牛
石

心區

以
塘
名
者
二

艾
蒿
塘

東修

艾
蒿
塘

西修

以
坨
子
名
者
五
十
五

李
家
坨
子
　
高
家
坨
子
　
杜
家
坨
子
　
馬
家
坨
子
　
二
里
半
坨
子
　
四
里
半
坨

子
　
白
福
坨
子
　
海
靑
坨
子
　
猪
官
坨
子
　
六
里
半
坨
子
　
高
家
坨
子
　
紀
家

坨
子
　
方
家
坨
子
　
于
家
坨
子
　
林
家
坨
子
　
呂
家
坨
子
　
狐
狸
洞
坨
子
　
李

文
舉
坨
子
　
紀
廣
坨
子
　
田
家
坨
子
　
潘
家
坨
子
　
王
功
坨
子

以

上

正

區

　
揣
家
坨

子
　
司
家
坨
子
　
程
家
坨
子

二

林
家
坨
子
　
馬
家
坨
子

二

白
鴿
坨
子
　
蔡
家
坨

子
　
野
鷄
坨
子

身區

元
坨
子
　
閻
家
坨
子
　
趙
家
坨
子
　
五
里
坨
子
　
白
花
坨
子

韭
菜
坨
子

以

上

東

修

元
坨
子
屯
　
橫
坨
子
屯
　
東
橫
坨
子
　
小
黑
坨
　
劉
家
坨
　
西

衣
家
坨
　
杏
樹
坨
　
老
道
坨
　
馬
家
坨
　
韭
菜
坨
　
東
杏
樹
坨

以

上

西

修

元
寳
坨
子

泰區

趙
家
坨
子
　
姚
家
坨
子
　
榆
樹
坨
子

民區

凡
言
坨
子
皆
岡
也
稱
某
姓
其
所
居

以
溝
子
名
者
五
十
二

朝
陽
溝
　
三
道
溝
　
柳
條
溝
　
二
道
溝
　
頭
道
溝
　
東
三
道
溝
　
東
二
道
溝

東
頭
道
溝

心區

興
隆
溝
　
火
絨
溝
子
　
施
家
溝
子
　
薛
家
溝
子
　
孔
家
溝
子
　
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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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　
　
　

福
溝
子
　
金
家
溝
子
　
水
泉
溝
屯
　
費
家
溝
子
　
張
家
溝
子

以

上

正

區

葦
子
溝
屯

意區

葦
子
溝

誠區

頭
道
溝
　
二
道
溝
　
三
道
溝
　
東
二
道
溝
　
南
溝
子

身區

三
道
溝
　
西

三
道
溝
　
腰
二
道
溝
　
三
道
溝

以

上

東

修

楊
家
溝
　
泉
子
溝
　
波
羅
溝
子
屯
　
下
波

羅
溝
　
溫
德
溝
　
蘇
家
溝
　
前
柳
條
溝
　
後
柳
條
溝
　
大
紅
溝
屯
　
杏
樹
溝

小
葦
塘
溝

以

上

西

修

　
房
身
溝

二

岳
家
溝
　
前
二
道
溝
　
後
二
道
溝
　
溫
道
溝
　
聞

家
溝
　
興
隆
溝

泰區

後
放
牛
溝
　
前
放
牛
溝
　
東
趙
家
溝
　
西
趙
家
溝

民區

以
城
子
名
者
七

城
子
屯

二

意

區

　

現

爲

第

三

　

區

依

調

查

册

增

入

哈
哩
海
城
子

身區

馬
家
城
子

東修

小
城
子

泰區

小
城
子
屯

小
城
子

以

上

民

區

以
崴
子
名
者
二

西
崴
子
　
東
崴
子

以

上

心

區

以
甸
子
名
者
二

前
西
甸
子
　
後
西
甸
子

以

上

泰

區

以
上
自
然
地
理

以
屯
名
者
七
十
七

江
東
王
屯
　
鄕
約
屯
　
生
子
屯

心區

劉
花
馬
屯
　
連
三
炕
屯

正區

三
門
劉
家
屯
　
拉

拉
屯
　
李
達
子
屯
　
徐
家
屯
　
徐
家
大
屯

正區

天
津
王
屯

意區

三
門
李
家
屯

誠區

　
金

福
屯
　
孔
家
屯
　
把
什
屯
　
興
隆
屯
　
新
立
屯

二

太
平
屯
　
萬
發
屯
　
豆
家
屯

姜
家
屯

二

鄕
約
屯
　
高
家
屯
　
蔣
家
屯

三

十
成
立
屯
　
薛
家
屯
　
潘
家
屯
　
周

家
屯
　
後
朱
家
屯
　
王
家
屯
　
崔
家
屯

以

上

身

區

新
立
屯
　
小
東
屯
　
三
門
劉
屯

三
合
屯
　
前
三
合
屯
　
後
三
合
屯

二

以

上

　

東

修

尤
家
屯
　
蒙
古
屯
　
新
立
屯
　
兩
半

子
屯
　
瞎
子
屯
　
六
合
屯
　
蘇
家
良
子
屯
　
四
間
房
屯
　
東
新
立
屯

以

東

東

修

　
曹

家
屯
　
范
家
屯
　
劉
家
屯
　
兩
半
子
屯
　
四
合
屯
　
興
發
屯
　
拉
拉
屯
　
長
發

屯
　
潘
家
屯

二

王
家
屯
　
呂
家
屯

二

皮
家
屯
　
李
家
屯
　
吳
家
屯
　
朱
家
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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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
蔴
席
屯
　
吳
家
大
屯
　
三
不
管
屯

以

上

泰

區

拉
拉
屯

二

丁
家
屯
　
管
家
屯
　
金
福

屯
　
丁
家
屯
　
賈
家
屯

民區

按
屯
取
古
屯
田
義
凡
屯
無
別
名
者
屬
之

以
村
名
者
三

牛
家
村
　
頭
牌
村
　
生
大
村

誠區

以
莊
名
者
六

福
順
莊

正區

長
發
莊

身區

新
安
莊
　
太
平
莊

東修

太
平
莊

西修

八
里
莊

民區

以
堡
名
者
三
十
八

十
里
堡

心區

馬
家
堡
　
新
安
堡
　
吳
家
堡
子

二

榆
樹
堡
　
靑
山
堡
　
興
隆
堡
　
朝

陽
堡
　
順
山
堡
　
寗
家
堡
　
前
高
家
堡
　
西
河
堡
屯
　
平
安
堡
　
西
河
堡

身區

大
淸
堡
　
新
安
堡
　
興
隆
堡

東修

平
安
堡
　
順
山
堡

西修

長
春
堡
　
金
山
堡
　
居
安

堡
　
向
陽
堡
　
順
山
堡
　
後
順
山
堡
　
金
山
堡
　
長
順
堡
　
長
山
堡
　
茂
盛
堡

泰區

前
萬
順
堡
　
後
萬
順
堡
　
十
里
堡
　
八
里
堡
　
朝
陽
堡
　
長
安
堡
　
長
山
堡

大
淸
堡
　
西
大
淸
堡

民區

八
里
堡

安區

以
鎭
名
者
三

興
隆
鎭
屯

二

泰

　

區

興
隆
鎭

民區

以
街
名
者
一

四
平
街
屯

正區

以
店
名
者
三
十
五

梁
家
店
　
花
馬
店
　
姜
家
店
　
陳
家
店

心區

楊
家
店
　
元
慶
店
　
李
家
店
　
劉
學

店
　
尹
家
店

正區

高
家
店

誠區

萬
昇
店
　
張
家
店

四

賈
家
店
　
劉
恒
店
　
劉
家
店

身區

小
新
店
　
腰
孤
店
　
大
孤
店
　
大
新
店

二

東

　

修

趙
家
店
屯
　
林
家
店
屯

西修

陳
家
店

張
家
店
　
張
家
小
店
　
李
家
店

二

長
發
店
　
萬
發
店
　
浦
家
店

泰區

廣
興
店

民區

蔡
家
店

安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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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舖
名
者
五

喬
家
當
舖

心區

孫
家
盌
舖
　
魯
雜
貨
舖
　
姜
家
盌
舖
　
張
家
帽
舖

西修

以
戶
名
者
五

東
少
陵
戶
　
後
少
陵
戶
　
腰
少
陵
戶
　
老
少
陵
戶
　
西
少
陵
戶

西修

以
房
名
者
二
十
二

田
家
粉
房
　
大
平
房

心區

徐
家
大
房
　
宋
家
平
房
　
王
豆
腐
房
　
白
家
粉
房

正區

大
平
房
屯

意區

張
家
粉
房

誠區

張
家
糖
房
　
韓
家
粉
房
　
劉
大
房
子
　
小
房
身
　
趙

家
油
房
　
張
家
粉
房

身區

翁
家
油
房
　
四
間
房
屯

西修

沈
家
染
房

二

楊
大
房
子
　
大

房
身
　
前
攬
頭
房
　
後
攬
頭
房
　
李
家
草
房

泰區

小
房
身

民區

以
樓
名
者
一

南
樓
屯

心區

以
塔
名
者
二

萬
金
塔

誠區

塔
西

民區

以
站
名
者
一

蒿
子
站
屯

正區

以
窰
名
者
四

雙
發
窰
屯

正區

瓦
盆
窰
　
綦
家
窰

泰區

瓦
盆
窰

民區

以
爐
名
者
十

生
子
爐

心區

孫
家
爐
　
畢
家
爐
　
都
家
爐
屯
　
陶
家
爐
屯

身區

叢
家
爐
　
前
鏵
子
鑪

李
家
爐
屯
　
盛
家
爐
　
鏵
子
鑪

泰區

以
廟
名
者
七

財
神
廟
屯
　
姑
子
庵
屯

正區

姑
子
庵
屯

意區

雙
廟
子

身區

雙
泉
寺
屯

泰區

娘
娘
廟
屯

民區

小
雙
廟
屯

安區

以
橋
名
者
四



 
農
　
安
　
縣
　
志

　
卷
七
　
鄕
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八

　
　
　

吟
大
橋
屯
　
小
橋
子

正區

太
平
橋

身區

小
橋
子

民區

以
台
名
者
六

鰲
莊
台

心區

興
隆
台
屯
　
鰲
龍
台

正區

鰲
中
台

身區

架
格
蘇
台

泰區

高
台
子

民區

按
此
次
調
査
二
區
有
上
台
子
東
台
子
二
屯
以
近
土
山
如
台
狀
故
稱
敖
莊
台
相

傳
有
會
總
某
號
四
閻
王
者
在
古
娘
娘
廟
廊
房
內
練
勇
屯
箚
雄
稱
一
鄕
在
廟
西

立
土
台
一
謂
觀
望
四
方
動
靜
聲
聞
吉
省
副
都
統
以
兵
平
之
故
曰
敖
莊
台
後
人

誤
傳
爲
敖
龍
台
據
此
則
敖
莊
台
敖
龍
台
是
一
是
二
尙
待
詳
考

以
壘
名
者
三

巴
吉
壘
　
前
巴
吉
壘
　
巴
吉
壘
北
屯

泰區

以
棚
名
者
二

弓
棚
子
　
西
弓
棚
子

西修

以
門
名
者
二

兩
儀
門
　
土
門
子

意區

以
圈
名
者
一

黃
魚
圈

正區

以
地
名
者
二

學
田
地
屯
　
祠
堂
地
屯

西修

以
墩
名
者
一

卜
爾
墩

民區

以
排
木
名
者
一

東
排
木

心區

以
營
子
名
者
十
一

拉
馬
營
子

心區

八
里
營
子
　
前
營
子
屯
　
洋
營
子
屯

正區

韓
達
營
子

身區

前
楊
營
子

後
楊
營
子

東修

羊
營
子
屯

西修

後
達
子
營
　
達
子
營
　
前
達
子
營

泰區

好
來
保
營
子

安區



 
農
　
安
　
縣
　
志

　
卷
七
　
鄕
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九

　
　
　

以
家
子
名
者
十
六

八
家
子
　
七
家
子
　
兩
家
子

正區

六
家
子
　
小
八
家
屯

身區

兩
家
子
　
四
家
子
　
四

家
屯

東修

東
六
家
子
　
七
家
子
　
五
家
子
　
東
六
家
屯
　
前
六
家
屯
　
腰
六
家
屯

後
五
家
屯

西修

兩
家
子

安區

按
開
荒
時
皆
自
二
家
子
三
家
子
依
次
遞
進
至
若
干
家
子
遂
成
大
屯
家
子
者
屯

之
始
也

以
牀
子
名
者
一

王
家
牀
子

身區

以
窩
堡
名
者
三
十
八

和
尙
窩
堡
　
王
東
窩
堡
　
腰
窩
堡

心區

江
東
窩
堡
　
腰
窩
堡
　
王
家
窩
堡
　
孔
家

窩
堡
　
劉
彥
窩
堡

正區

馬
家
窩
堡
　
唐
家
窩
堡
　
閻
家
窩
堡
　
高
家
窩
堡
　
小
高

家
窩
堡
　
貝
家
窩
堡
　
寗
家
窩
堡
　
程
家
窩
堡
　
修
家
窩
堡

二

孫
善
窩
堡

身區

牛
窩
堡
　
前
府
窩
堡
　
長
順
窩
堡
　
七
棵
樹
窩
堡
　
海
靑
窩
堡
　
高
家
窩
堡

東修

耿
家
窩
堡

二

陶
家
窩
堡
　
閻
家
窩
堡
　
紀
家
窩
堡
　
黃
金
窩
堡
　
牛
窩
堡
屯

戰
家
窩
堡
　
馬
家
窩
堡
　
涂
家
窩
堡
　
老
道
窩
堡
　
鐵
嶺
窩
堡

泰區

江
東
窩
堡

民區

以
馬
架
名
者
九

邢
家
馬
架
　
五
馬
架
屯

正區

六
馬
架
屯
　
王
馬
架
　
六
馬
架
　
四
馬
架
　
江
家
馬

架
泰區

後
四
馬
架
　
六
馬
架

民區

以
上
人
爲
地
理

以
樹
名
者
十

大
榆
樹
屯

正區

大
榆
樹
屯
　
小
榆
樹
屯

西修

大
榆
樹

二

雙
榆
樹

二

三
棵
樹

二

前
大
榆

樹
泰區

以
通
名
者
四

黑
通
屯
　
衣
德
通
屯
　
李
林
通
　
蓋
家
通

正區



 
農
　
安
　
縣
　
志

　
卷
七
　
鄕
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
　
　
　

以
園
子
名
者
六

孫
家
園
子
　
侯
家
園
子
　
花
園
屯

東修

花
園
子

西修

杏
樹
園
子

民區

以
林
子
名
者
一

桑
木
林
子

正區

以
上
自
然
兼
人
爲
地
理

以
蒙
語
名
者
三

蘇
集
樑

東修

艾
甘
兎

西修

敖
寳
圖

泰區

以
商
號
名
者
十
二

廣
和
成
屯
　
元
亨
廣
屯

正區

永
義
慶

誠區

舉
成
號
屯

身區

三
盛
玉
屯

東修

六
合
春
屯
　
興

合
當
　
興
合
順

西修

天
增
福
　
合
心
成
　
四
合
堂

泰區

同
德
堂
屯

民區

以
食
品
名
者
二

餑
餑
屯
　
後
餑
餑
屯

西修

以
龍
名
者
一

大
土
龍

泰區

以
鳥
名
者
一

老
鷂
子
屯

正區

以
上
雜
俎

按
以
上
據
戊
己
報
吿
書
故
區
仍
舊
考
安
區
爲
第
二
區
今
新
四
區
城
區
爲
第
三

區
今
新
五
區
意
區
爲
第
四
區
今
新
三
正
區
爲
第
五
區
心
區
爲
第
六
區
今
併
爲

新
二
區
身
區
爲
第
七
區
今
新
四
區
民
區
爲
第
八
區
今
新
六
區
東
修
爲
第
九
區

今
新
七
區

九

區

偏

佔

西
修
爲
第
十
區
今
新
八
區
泰
區
爲
第
十
一
區
今
爲
九
區
方
向

及
相
距
里
數
詳
輿
地
全
圖



 
農
　
安
　
縣
　
志

　
卷
七
　
氏
族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一

　
　

農
安
縣
志

氏
族

三
代
而
上
姓
與
氏
分
而
姓
重
於
氏
故
周
之
世
天
子
諸侯
皆
一
姓
而
氏
則
百
餘
三
代
而
下

姓
與
氏
合
而
氏
統
於
姓
故
稱
姓
而
不
稱
氏
漢
魏
以
來
志
氏
族
者
十
七
家
而
能
不
失
左

氏
因
生
賜
姓
胙
土
命
氏
以
字
以
謚
以
官
以
邑
之
意
者
推
鄭
氏
左
氏
分
目
爲
五
鄭
氏
則

廣
爲
三
十
二
類
不
足
則
以
四
聲
複
姓
統
之
而
姓
氏
之
源
流
悉
焉
農
安
舊
隸
我戎
索
肅
愼

夫
餘
國
族
未
分
其
得
氏
者
高
麗
以
國
渤
海
以
號
遼
金
元
則
以
部
以
姓
大
抵
不
出
於
鄭

志
明
代
金
白
黑
姓
元
蒙
古
色
目
姓
見
諸
金
史
百
官
志
及
陶
宗
儀
輟
耕
錄
足
補
正
史
所

未
及
滿
洲
姓
愛
新
覺
羅
愛
新
譯
金
謂
出
女
眞
覺
羅
趙
也
自
徽
欽
北
狩
女
眞
因
有
姓
趙

者
故
稱
亦
鄭
氏
以
國
以
姓
例
也
漢
姓
則
宋
有
千
姓
編
明
初
吳
沈
撰
千
家
姓
世
皆
不
傳

今
所
行
者
惟
百
家
姓
玉
照
新
志
謂
兩
浙
錢
氏
有
國
時
所
著
趙
乃
國
姓
錢
奉
正
朔
故
次

之
孫
乃
忠
懿
王
之
正
妃
其
次
則
南
康
李
氏
次
周
吳
鄭
王
皆
武
肅
而
下
嬪
妃
也
是
仍
以

地
望
爲
主
無
當
於
姓
氏
農
安
惟
漢
回
二
族
漢
姓
已
如
前
述
回
以
國
爲
姓
者
一
家
餘
與

漢
族
無
異
遼
金
元
往
矣
兩
三
字
姓
均
不
可
見
矣
將
來
環
球
姓
譜
皆
如
我
黃
帝
子
孫
亦

有
聲
有
色
之
事
也
志
氏
族



 
農
　
安
　
縣
　
志

　
卷
七
　
氏
族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二

　
　

農
安
縣
志

氏
族

前
代渤

海
其
王
舊
以
大
爲
姓
右
姓
曰
高
張
楊
竇
烏
李
不
過
數
種
部
曲
奴
婢
無
姓
者
從
其
主

松

漠

紀

聞
高
句
麗

本
出
於
扶
餘
先
祖
朱
蒙
朱
蒙
母
河
伯
女
爲
夫
餘
王
妻
爲
日
所
照
遂
有
孕
而
生
及

長
名
曰
朱
蒙
俗
言
善
射
也
國
人
欲
殺
之
朱
蒙
棄
夫
餘
東
南
走
渡
普
述
水
至
紇
升

骨
城
遂
居
焉
號
曰
句
麗
以
高
爲
氏

杜

氏

通

典

遼
國
族

達
呼
哩
氏

炎

帝

之

後

曰

葛

烏

莬

者

世

雄

朔

陲

居

鮮

卑

號

鮮

卑

氏

慕

容

燕

幷

取

其

地

分

其

部

爲

三

曰

宇

文

曰

庫

莫

奚

曰

契

丹

　

續

通

志

約
尼
氏

唐

武

后

時

遣

將

攻

契

丹

潰

其

衆

達

呼

哩

氏

微

弱

別

部

長

過

折

代

之

過

折

盡

滅

天

寳

間

德

呼

勒

部

長

聶

哷

立

達

年

嘉

哩

爲

蘇

爾

威

汗

更

號

約

尼

氏

同上

按
遼
史
表
達
年
嘉
哩
唐
賜
姓
名
李
懷
秀
則
達
呼
哩
約
尼
唐
時
俱
賜
姓
李

錫
里
氏

德

哷

勒

部

長

聶

哷

之

後

左

右

約

尼

氏

幾

百

年

國

勢

復

振

至

努

爾

蘇

之

孫

曰

安

巴

堅

功

業

勃

興

號

鍚

里

氏

　

同

上

耶
律
氏

唐

咸

通

中

鍚

里

氏

有

安

巴

堅

者

母

蕭

氏

夢

日

墮

懷

而

娠

及

產

室

有

神

光

異

香

三

日

能

行

睟

而

能

言

知

未

來

事

及

長

身

長

九

尺

豐

上

銳

下

目

光

射

人

智

勇

殊

衆

累

立

戰

功

哈

陶

津

汗

命

總

知

軍

國

事

遺

命

立

之

是

爲

遼

太

祖

於

是

鍚

里

與

達

呼

哩

約

尼

號

三

耶

律

並

爲

耶

律

氏

　

同

上

外
戚

舒
敏
氏

本

蘇

爾

威

汗

時

部

因

以

爲

氏

世

爲

外

戚

　
　
　
　
伊
蘇
濟
勒
氏

蘇

爾

威

汗

分

二

舒

敏

爲

五

曰

伊

蘇

濟

勒

氏

國

舅

族

也

巴
哩
氏

蘇

爾

威

汗

分

二

舒

敏

爲

五

曰

巴

哩

氏

國

舅

族

也

　
　
　
舒
嚕
氏

回

鶻

阿

蘇

之

後

太

祖

后

族

蕭
氏

后

族

蘇

濟

勒

氏

巴

哩

氏

世

任

國

事

太

祖

慕

漢

高

皇

帝

以

伊

蘇

濟

勒

比

蕭

相

國

遂

爲

蕭

氏

太

祖

娶

舒

嚕

氏

太

宗

自

汴

將

還

留

外

戚

小

漢

爲

汴

州

節

度

使

賜

姓

名

曰

蕭

翰

由

是

巴

哩

伊

蘇

濟

勒

舒

嚕

三

族

皆

爲

蕭

氏

　

以

上

均

同
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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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七
　
氏
族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三

　
　

按
其
氏
族
可
知
者
略
具
皇
族
外
戚
二
表
止
有
耶
律
蕭
氏
也
列
姓
屬
國
從
略

金
國
姓

完
顏
氏

靺

鞨

氏

有

名

普

函

者

自

高

麗

往

居

完

顏

部

爲

部

人

立

約

誓

解

怨

部

有

賢

女

年

六

十

未

嫁

普

函

娶

之

生

二

子

因

爲

完

顏

部

人

卽

金

之

始

祖

景

元

皇

帝

也

金

初

起

時

完

顏

十

二

部

後

皆

以

爲

氏

又

宗

室

表

有

稱

宗

室

者

有

稱

完

顏

者

其

稱

完

顏

有

二

有

同

姓

完

顏

蓋

疏

族

有

異

姓

完

顏

蓋

部

人

　

續

通

志

按
以
部
爲
氏
以
姓
爲
氏
均
見
續
通
志
茲
略

元
國
姓

博
爾
濟
錦
氏

見

蒙

古

源

流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却
特
氏

見

元

史

太

祖

本

紀

按
通
鑑
輯
覽
　
御
批
謂
蒙
古
書
却
特
與
奇
渥
溫
字
形
相
似
宋
濓
承
修
明
史
旣

不
諳
其
國
語
又
不
辨
其
字
文
妄
爲
音
譯
考
蒙
古
源
流
載
元
之
國
姓
爲
博
爾
濟

錦
氏
却
特
其
貴
種
耳
其
以
部
爲
氏
以
姓
爲
氏
者
均
從
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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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
安
縣
志

氏
族漢

族
農
安
漢
族
多
遷
自
直
隸
奉
天
山
東
各
省
幾
佔
民
族
全
部
分

按
漢
族
者
別
於
滿
蒙
回
藏
言
之
也
自
黃
帝
以
來
爲
主
有
中
國
之
民
族
漢
武
帝

征
匈
奴
威
振
外
國
至
魏
晉
後
外
人
猶
稱
中
國
爲
漢
而
民
亦
不
忘
漢
而
稱
之
享

祚
久
賦
稅
輕
也

蒙
族

第
七
區

馬
家
城
子
有
蒙
古
馬
姓
者
一
家
當
未
開
墾
之
先
即
居
此

按
唐
時
有
蒙
兀
室
韋
爲
此
族
之
起
原
金
時
有
合
不
勒
爲
部
長
自
號
大
蒙
古
國

蒙
古
即
蒙
兀
之
音
轉
成
吉
斯
汗
威
及
歐
洲
泰
西
人
因
以
蒙
古
爲
黃
種
之
代
表

曰
蒙
古
利
亞
種
本
部
落
名
遂
以
爲
氏
元
太
祖
崛
興
別
部
人
來
降
編
入
蒙
古
軍

本
姓
上
加
蒙
古
二
字
馬
豈
其
苗
裔
歟

回
族

第
一
區

即

中

區

縣
城
小
東
門
裏
有
回
民
十
九
家

左
文
元

男

一

女

一

豐
順
發

男

二

女

一

豐
順
來

男

一

女

一

豐
順
喜

男

一

女

一

王
廷
玉

男

二

女

一

常
順
才

男

七

女

六

張
萬
一

男

一

女

一

夏
喜
孟

男

三

女

二

馬
子
剛

男

二

女

二

米
振
邦

男

五

女

六

金
榮
合

男一

楊
秀
長

男一

張
忠
貴

男

六

女

七

白
榮
貴

男

二

女

三

張
福

男

四

女

四

楊
淸

男

三

女

一

豐
永
和

男

八

女

四

徐
寳
成

男

十

五

女

十

韓
同
金

男

一

女

二

大
東
門
裏
四
家

沙
永
才

男

六

女

六

張
興

男

二

女

四

石
長
庚

男

三

女

二

滿
寳
坤

男

四

女

三

大
西
門
裏
四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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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
順
民

男

三

女

三

丁
連
魁

男

四

女

二

沙
玉
鳳

男

二

女

一

韓
同
喜

男

一

女

一

大
西
門
外
十
家

石
同
文

男

三

女

三

豐
永
平

男

二

女

二

石
成
山

男

一

女

二

石
成
寳

男

三

女

二

沙
明
山

男

二

女

二

張
忠
海

男

四

女

一

王
發

男

二

女

四

楊
發

男

五

女

五

金
中
意

男

四

女

二

馬
玉

男

女

十

一

小
西
門
裏
三
家

馬
麟

男

女

十

五

陳
鳳
山

男

女

二

馬
子
鳳

男

女

十

六

小
西
門
外
二
家

沙
文
春

男

七

女

六

楊
鳳
桐

男

六

女

二

以
上
縣
城
共
四
十
二
家
男
女
二
百
九
十
六
名
口

第
二
區

靠
山
屯
鎭
回
民
十
一
家

王
振
綱

男

女

十

二

楊
漢
文

男

女

六

金
聲

男

女

四

楊
鳳
廷

男

女

七

楊
朝
林

男

女

六

回
才

男

女

九

馬
春
祥

男

女

四

馬
福

男

女

十

二

馬
連
成

男

女

二

馬
靑
榮

男

女

四

張
化
茂

男

女

三

按
古
者
因
生
以
賜
姓
胙
之
土
而
命
之
氏
諸
侯
以
字
爲
諡
因
以
爲
族
是
爲
我
國

有
氏
族
之
始
回
回
西
域
大
食
國
種
也
明
丘
𣿼
曰
國
在
玉
門
關
外
陳
隋
間
入
中

國
金
元
以
後
蔓
延
滋
甚
所
至
輒
相
親
守
其
所
謂
敎
門
者
尤
篤
今
在
在
有
之
而

農
安
自
淸
道
光
二
十
六
年
即
有
回
民
入
境
東
門
裏
石
長
庚
大
西
門
外
石
同
文

是
也
今
考
其
姓
氏
皆
爲
漢
姓
未
詳
其
始
淸
會
典
各
省
散
處
之
回
民
皆
列
入
民

戶
其
有
漢
姓
也
疑
在
是
時
有
回
才
者
與
漢
姓
異
似
又
以
國
爲
姓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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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
口

周
禮
職
方
氏
辨
九
州
山
澤
之
利
並
及
男
女
生
數
是
爲
我
國
古
代
籍
戶
口
之
始
肅
愼
夫

餘
史
無
明
文
遼
以
兩
丁
爲
戶
遼
史
地
理
志
長
春
州
長
春
縣
丁
四
千
戶
二
千
太
祖
天
顯

元
年
正
月
拔
扶
餘
城
議
括
戶
口
太
子
倍
諫
止
之
而
黃
龍
府
遂
無
戶
籍
可
考
金
改
隆
州

戶
一
萬
一
百
八
十
元
置
軍
民
萬
戶
府
而
口
數
有
未
詳
淸
會
典
腹
民
計
以
丁
口
邊
民
計

以
戶
是
猶
離
戶
與
丁
口
而
二
之
也
其
戶
與
丁
口
合
計
者
在
淸
季
可
分
兩
時
期
一
曰
編

聯
保
甲
一
曰
推
行
新
政
在
民
國
可
分
三
部
分
一
曰
警
察
區
域
一
曰
縣
治
範
圍
一
曰
淸

鄕
手
續
分
目
臚
舉
俾
知
一
次
調
査
即
有
一
次
之
用
意
若
徒
考
其
丁
口
及
戶
數
則
一
表

報
之
事
足
矣
烏
須
乎
志
志
戶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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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
安
縣
志

戶
口淸農

安
五
方
雜
居
人
民
戶
口
莫
可
究
詰
調
査
殊
難
其
要
義
可
分
兩
種
一
爲
編
聯
保

甲
一
爲
推
行
新
政
茲
志
崖
略
如
左

辛卯

光
緖
十
七
年
夏
四
月
十
四
日
飭
編
送
戶
口
册

府

憲

文

轉

奉

道

憲

訥

軍

憲

長

札

本
城

商
舖
五
百
七
十
一
家
男
二
千
五
百
十
二
名

土
著
三
百
三
十
一
戶
男
七
百
零
一
名
女
七
百
十
九
口

外
來
四
百
四
十
一
戶
男
一
千
三
百
十
一
名
女
一
千
三
百
二
十
口

十
二
社

農
康
社

土
著
七
百
七
十
六
戶
男
三
千
五
百
三
十
二
名
女
三
千
六
百
十
一
口

外
來
一
千
二
百
五
十
三
戶
男
五
千
六
百
零
九
名
女
四
千
二
百
三
十
二
口

農
勤
社

舖
戶
二
十
六
家
男
四
百
六
十
一
名

土
著
六
百
零
一
戶
男
三
千
二
百
八
十
八
名
女
三
千
零
二
十
三
口

外
來
四
百
七
十
二
戶
男
二
千
二
百
二
十
四
名
女
一
千
七
百
二
十
四
口

農
儉
社

舖
商
六
十
七
家
男
六
百
三
十
三
名

土
著
一
千
三
百
三
十
九
戶
男
九
百
九
十
九
名
女
七
百
九
十
口

外
來
一
百
九
十
戶
男
六
百
七
十
二
名
女
四
百
七
十
二
口

農
祥
社

土
著
六
百
八
十
一
戶
男
三
千
五
百
九
十
九
名
女
三
千
零
五
十
四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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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來
三
百
十
一
戶
男
一
千
三
百
九
十
六
名
女
一
千
一
百
十
九
口

農
治
社

土
著
一
千
一
百
七
十
八
戶
男
五
千
四
百
零
二
名
女
五
千
五
百
六
十
四
口

外
來
八
百
戶
男
三
千
六
百
五
十
八
名
女
三
千
三
百
三
十
一
口

農
豐
社

土
著
五
百
一
十
戶
男
三
千
三
百
二
十
六
名
女
三
千
七
百
五
十
三
口

外
來
五
百
二
十
八
戶
男
三
千
五
百
五
十
三
名
女
三
千
四
百
五
十
八
口

農
樂
社

土
著
三
百
六
十
二
戶
男
二
千
九
百
七
十
三
名
女
二
千
八
百
十
九
口

外
來
一
千
零
十
八
戶
男
四
千
九
百
七
十
四
名
女
三
千
九
百
七
十
五
口

農
和
社

土
著
五
百
六
十
二
戶
男
四
千
五
百
十
四
名
女
四
千
六
百
四
十
二
口

外
來
四
百
九
十
八
戶
男
三
千
八
百
二
十
四
名
女
三
千
九
百
八
十
四
口

農
裕
社

舖
戶
九
十
家
男
一
千
四
百
零
八
名

土
著
九
十
三
戶
男
三
百
五
十
三
名
女
三
百
二
十
一
口

外
來
七
十
三
戶
男
二
百
八
十
三
名
女
二
百
六
十
一
口

農
平
社

土
著
九
百
六
十
五
戶
男
五
千
五
百
七
十
四
名
女
四
千
六
百
八
十
七
口

外
來
一
千
一
百
二
十
戶
男
三
千
八
百
零
八
名
女
三
千
八
百
八
十
三
口

農
略
社

土
著
八
百
十
五
戶
男
二
千
七
百
零
四
名
女
二
千
三
百
七
十
一
口

外
來
九
百
十
七
戶
男
一
千
八
百
二
十
七
名
女
三
千
四
百
四
十
七
口

農
新
社



 
農
　
安
　
縣
　
志

　
卷
七
　
戶
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九

　
　

土
著
二
百
八
十
二
戶
男
六
百
七
十
八
名
女
一
百
八
十
二
口

以
上
共
商
戶
七
百
五
十
四
家
民
一
萬
六
千
一
百
二
十
戶
大
小
男
七
萬
五
千

六
百
九
十
六
名
大
小
婦
女
六
萬
六
千
七
百
四
十
二
口
統
計
十
四
萬
二
千
四

百
三
十
八
名
口

以

上

知

縣

張

查

報

按
調
査
舖
家
以
一
舖
爲
一
戶
店
家
以
一
店
爲
一
戶
廟
宇
以
一
處
爲
一
戶
舖
戶

而
有
室
家
者
則
列
於
民
戶
册
其
編
制
法
每
十
戶
爲
一
牌
擇
牌
內
一
人
爲
牌
長

十
牌
爲
一
甲
擇
甲
內
一
人
爲
甲
長
十
甲
爲
一
保
保
內
公
舉
保
正
一
人
每
牌
十

戶
若
零
在
三
戶
以
下
則
附
於
末
牌
之
尾
三
戶
以
上
則
與
末
牌
勻
分
爲
兩
牌
每

甲
十
牌
照
每
牌
十
戶
半
式

丁未

三
十
三
年
秋
詳
査
十
二
區
戶
口
總
數

知

縣

李

查

報

正
附
三
萬
五
千
五
百
三
十
九
戶
男
女
二
十
八
萬
七
千
七
百
零
八
名
口

丁

未

報

吿

書

按
十
二
區
爲
心
正
意
誠
身
修
家
齊
國
泰
民
安

戊申

三
十
四
年
秋
詳
査
九
區
戶
口
總
數

知

縣

李

查

報

村
屯
舖
商
七
百
四
十
八
家

人
民
二
萬
三
千
八
百
三
十
六
戶
男

大

六

萬

三

千

七

百

五

十

三

小

三

萬

八

千

六

百

四

十

一

名
女

大

五

萬

零

二

小

三

萬

六

千

百

九

十

一

百

九

十

一

口

以
上
共
男
女
大
小
十
八
萬
八
千
八
百
七
十
五
名
口

戊

申

報

吿

書

按
九
區
爲
意
誠
心
民
正
身
修
泰
安
時
家
齊
國
已
劃
隸
長
嶺
也

己酉

宣
統
元
年
秋
七
月
詳
査
城
鄕
戶
口
總
數

知

縣

壽

查

報

縣
城
一
千
九
百
九
十
三
戶
男
一
萬
零
九
百
八
十
五
名
女
五
千
六
百
七
十
五
口

四
鄕
三
萬
六
千
零
六
十
戶
男
一
十
六
萬
零
六
百
四
十
四
名
女
一
十
四
萬
一
千
六

百
四
十
三
口

以
上
共
三
萬
八
千
零
五
十
三
戶
男
女
三
十
一
萬
八
千
九
百
四
十
七
名
口

以上

戊

己

報

吿
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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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
此
以
東
西
南
北
東
北
西
南
西
北
分
鄕
總
名
曰
四
鄕

冬
十
二
月
十
三
日
飭
編
査
戶
數
口
數
册

撫

憲

陳

札

以
調
査
戶
口
爲
推
行
各
項
新
政
之
基
礎
也

同上

庚戌

二
年
春
二
月
飭
査
明
所
屬
男
女
各
數
學
童
壯
丁
各
總
數
分
別
表
報

民

政

司

使

謝

札

以
宣
統
元
年
十
一
月
爲
始
每
兩
月
編
訂
一
次

同上

農
安
縣
城
廂
各
區
戶
數
總
表

縣

屬

各

區

正
　
　
戶
　
　
總
　
　
數

附
　
　
戶
　
　
總
　
　
數

城
　
　
　
廂

六
百

一
千
六
百
七
十
二

安
　
　
　
區

九
百
七
十
七

二
千
三
百
七
十
七

民
　
　
　
區

一
千
九
百
六
十
五

三
千
八
百
零
八

意
　
　
　
區

六
百
五
十
九

一
千
九
百
九
十
七

誠
　
　
　
區

七
百
二
十

一
千
零
三
十
六

心
　
　
　
區

八
百
四
十
六

二
千
二
百
六
十
七

正
　
　
　
區

四
百
二
十
六

一
千
七
百
八
十
四

身
　
　
　
區

一
千
四
百
八
十
一

三
千
四
百
九
十
六

東
　
修
　
區

七
百
九
十

一
千
一
百
六
十
九

西
　
修
　
區

八
百
三
十
一

三
千
六
百
五
十
六

泰
　
　
　
區

一
千
九
百
一
十

四
千
六
百
零
八

總
　
　
　
計

一
萬
一
千
二
百
零
五

二
萬
七
千
八
百
七
十



 
農
　
安
　
縣
　
志

　
卷
七
　
戶
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一

　
　

農
安
縣
城
廂
各
區
口
數
總
表

宣
統
二
年
七
月

縣

屬

各

區

男
　
子
　
口
　
數

女
　
子
　
口
　
數

附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查

學

　

童

　

總

　

數

壯
　
丁
　
總
　
數

城

　

　

廂

九
千
五
百
四
十
九

五
千
一
百
二
十
三

一
千
七
百
一
十
二

五
千
二
百
六
十
九

安

　

　

區

一
萬
四
千
四
百
四
十

一
萬
二
千
二
百
四
十
二

九
百
八
十
五

八
千
四
百
五
十

民

　

　

區

二
萬
五
千
五
百
二
十
一

二
萬
二
千
二
百
三
十
二

五
千
九
百
一
十

一
萬
二
千
零
四
十

意

　

　

區

一
萬
一
千
九
百
五
十
五

一
萬
零
九
百
一
十
二

二
千
七
百
四
十
六

五
千
七
百
三
十
九

誠

　

　

區

九
千
四
百
一
十
八

七
千
五
百
九
十
七

二
千
二
百
三
十
二

四
千
七
百
一
十
四

心

　

　

區

一
萬
二
千
九
百
二
十
六

一
萬
零
四
百
九
十
一

二
千
一
百
一
十
一

六
千
五
百
六
十
二

正

　

　

區

一
萬
二
千
一
百
八
十
九

九
千
一
百
五
十
五

一
千
六
百
五
十
四

五
千
五
百
八
十
九

身

　

　

區

二
萬
零
九
百
四
十
六

一
萬
六
千
七
百
二
十
七

四
千
五
百
一
十
四

一
萬
二
千
五
百
七
十

東

修

區

一
萬
零
八
百
三
十
六

七
千
六
百
六
十
四

二
千
三
百
四
十
三

五
千
零
二
十
二

西

修

區

一
萬
九
千
二
百
八
十
三

一
萬
四
千
三
百
二
十
三

三
千
六
百
四
十

七
千
二
百
二
十

泰

　

　

區

二
萬
九
千
四
百
三
十
二

二
萬
五
千
四
百
八
十
五

五
千
七
百
四
十

一
萬
七
千
五
百
二
十
六

統

　

　

計

十
七
萬
六
千
九
百
九
十
五

十
四
萬
一
千
九
百
五
十
一

三
萬
三
千
五
百
八
十
七

九
萬
零
七
百
零
一



 

農
　
安
　
縣
　
志

　
卷
七
　
戶
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二

　

農
安
縣
志

戶
口

民
國世

運
之
潮
流
日
新
而
戶
口
之
調
査
爲
急
光
復
以
來
手
續
尤
密
其
要
義
有
四

一
有
關
於
縣
治
者

庚申

九
年
一
月
二
十
二
號
飭
査
報
全
縣
居
民
男
女
總
數

警

務

處

令

全
縣
共
居
民
三
萬
五
千
八
百
六
十
二
戶
男
十
六
萬
零
五
百
八
十
六
名
女
十
三
萬

一
千
一
百
一
十
一
口
共
男
女
二
十
九
萬
一
千
六
百
九
十
七
名

知

縣

徐

呈

復

一
有
關
於
警
察
者

寅丑

民
國
二
年
六
月
十
五
號
十
一
區
各
添
派
戶
口
生
二

警

察

長

劉

呈

奉

監

督

廖

批

由
是
月
一
號
起
實
行
調
査
並
釘
門
牌

同上

正
戶
九
千
零
八
十
一
附
戶
二
萬
六
千
七
百
三
十
二
共
三
萬
五
千
八
百
一
十
三
戶

男
十
五
萬
九
千
五
百
九
十
八
名
女
一
十
三
萬
二
千
二
百
九
十
二
口
共
二
十
九
萬

一
千
八
百
七
十
名
口

營
業
六
百
零
八
戶
男
六
千
二
百
七
十
六
名

附
査

學
童
三
萬
八
千
四
百
七
十
七
名

壯
丁
六
萬
一
千
九
百
一
十
三
丁

以

上

均

見

二

年

調

査

表

按
十
一
區
爲
一
二
三
四
五
六
七
八
九
十
十
一
民
國
改
也

農
安
縣
警
察
區
戶
口
表

民

國

十

五

年

調

查

區
　
　
別

戶
　
　
　
　
數

男
　
丁
　
數

女
　
口
　
數

學
　
　
童
　
　
數

人
　
口
　
共
　
數

第

一

區

二
●
三
七
〇

四
●
七
二
一

七
●
〇
一
四

二
●
六
一
〇

一
四
●
三
四
五

第

二

區

三
●
六
〇
三

一
〇
●
一
九
〇

一
〇
●
七
七
四

八
●
九
四
一

二
九
●
九
〇
五

第

三

區

三
●
一
八
一

八
●
五
四
六

一
二
●
九
八
二

六
●
〇
二
一

二
七
●
五
四
九



 
農
　
安
　
縣
　
志

　
卷
七
　
戶
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三

　
　

第

四

區

七
●
二
一
三

二
〇
●
九
九
九

二
六
●
一
三
〇

七
●
六
九
三

五
四
●
八
二
二

第

五

區

二
●
〇
一
六

五
●
八
三
〇

八
●
五
八
三

三
●
二
〇
〇

一
七
●
六
一
三

第

六

區

五
●
五
八
四

一
四
●
二
七
八

一
五
●
一
一
三

一
五
●
二
六
二

四
四
●
六
五
三

第

七

區

二
●
三
六
五

七
●
一
七
八

六
，
九
九
〇

三
，
一
七
三

一
七
●
三
四
一

第

八

區

六
●
〇
七
一

一
五
●
四
九
七

一
八
●
九
六
八

七
●
八
五
八

四
二
●
三
二
三

第

九

區

四
●
六
〇
八

一
三
●
八
五
三

一
六
●
五
八
〇

一
一
●
六
七
一

四
二
●
一
〇
四

總
　
　
計

三
七
●
〇
一
一

一
〇
一
●
〇
九
二

一
二
三
●
一
三
四

六
六
●
四
二
九

二
九
〇
●
六
五
五

說　明

査
縣
境
各
區
民
戶
計
共
三
萬
七
千
零
十
一
家
男
丁
十
萬
零
一
千
零
九
十
二
人
女
子
計
十
二
萬
三
千
一
百
三
十
四
口
男

女
學
童
六
萬
六
千
四
百
二
十
九
名
共
計
男
丁
女
口
學
童
總
數
二
十
九
萬
零
六
百
五
十
五
人
理
合
聲
明

一
有
關
於
縣
治
兼
警
察
者

乙卯

四
年
十
二
月
五
號
飭
發
縣
治
戶
口
曁
警
察
廳
戶
口
編
査
規
則

吉

林

巡

按

使

王

飭

規
則
詳
縣
署
卷

縣
治
戶
口
編
査
程
式

某
省
某
道
某
縣
第
幾
區
　
　
字
第
幾
號

事項

類
別

姓
名

男
女

之
別

已
未

嫁
娶

有
無

子
女

年
齡
及
出

生
年
月
日
籍
　
　
貫
居
住
年
數
職
　
　
業
宗
敎
敎
育
程
度
盲
啞
瘋
癲
及

其
他
廢
疾

其
他
事
項

戶
　
　
　
主

親
屬

︷
稱謂

同
居

︷
關係

僱
工

︷
關係共

計

︷
男
　
口

女
　
口

有
職
業
　
　
　
　
口
　
　
　
　
他
　
　
　
　
　
往
　
　
　
口

無
職
業
　
　
　
　
口
　
　
　
　
信
奉
某
種
宗
敎
者
　
　
　
口

學
　
童
　
　
　
　
口
　
　
　
　
曾
受
刑
事
處
分
者
　
　
　
口

壯
　
丁
　
　
　
　
口
　
　
　
　
素

行

不

正

者
　
　
　
口

廢
　
疾
　
　
　
　
口
　
　
　
　
形

跡

可

疑

者
　
　
　
口

現
　
住
　
　
　
　
口
　
　
　
　
非

家

屬

雜

居

者
　
　
　
口

內
計
︷



 
農
　
安
　
縣
　
志

　
卷
七
　
戶
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四

　

按
縣
治
編
査
册
式
有
四
茲
錄
其
一

警
察
廳
戶
口
調
査
票
式

某
省
某
警
察
廳
某
區
某
街
或
某
巷
住
戶
門
牌
第
幾
號

事項

類
別

姓
名

男
女

之
別

己
未

嫁
娶

有
無

子
女

年
齡
及
出

生
年
月
日

籍
　
　
貫

居
住
年
數

職
　
　
業

宗
敎

敎
育
程
度

盲
啞
瘋
癲
及

其
他
廢
疾

其
他
事
項

戶
　
　
　
主

親
屬

︷
稱謂

同
居

︷
關係

僱
工

︷
關係共

計

︷
男
　
口

女
　
口

有
職
業
　
　
　
　
口
　
　
　
　
他
　
　
　
　
　
往
　
　
　
口

無
職
業
　
　
　
　
口
　
　
　
　
信
奉
某
種
宗
敎
者
　
　
　
口

學
　
童
　
　
　
　
口
　
　
　
　
曾
受
刑
事
處
分
者
　
　
　
口

壯
　
丁
　
　
　
　
口
　
　
　
　
素
行
不
正
者
　
　
　
　
　
口

廢
　
疾
　
　
　
　
口
　
　
　
　
形
跡
可
疑
者
　
　
　
　
　
口

現
　
住
　
　
　
　
口
　
　
　
　
非
家
屬
雜
居
者
　
　
　
　
口

內
計

︷

按
警
廳
調
査
票
式
有
四
錄
其
一

縣
治
戶
口
編
査
門
牌
式

存　　　　根

某
縣
第
　
區
第
　
甲
第
　
牌
第
　
戶
門
牌

戶
　
　
　
主

姓
名
年
歲
本客

籍
職
業
居
住
若
干
年

親
　
　
　
屬

男
若
干
口

女
若
干
口

同
　
　
　
居

男
若
干
口

女
若
干
口

傭
　
　
　
工

男
若
干
口

女
若
干
口

字

第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號

編査戶口門牌

某
縣
第
　
區
第
　
甲
第
　
牌
第
　
戶

戶
　
　
　
主

姓
名
年
歲
本客

籍
職
業
居
住
若
干
年

親
　
　
　
屬

男
若
干
口

女
若
干
口

同
　
　
　
居

男
若
干
口

女
若
干
口

傭
　
　
　
工

男
若
干
口

女
若
干
口



 
農
　
安
　
縣
　
志

　
卷
七
　
戶
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五

　

按
門
牌
式
亦
有
四
錄
其
一

吉
林
農
安
縣
戶
口
表
民
國
十
六
年
五
月
　
　
日

區
　
別
戶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數

人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數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正
　
　
　
戶

附
　
　
　
　
戶

共
　
　
　
　
計

男

女

共
　
　
　
　
計

第
一
區

六
●
〇
二

二
●
八
〇
六

三
●
四
〇
八

一
三
●
五
二
六

八
●
四
二
三

二
一
●
九
四
九

查
全
縣
共
爲
九
區
統
計

正
戶
一
萬
二
千
一
百
二
十
一

戶
附
戶
二
萬
六
千
九
百
一
十

六
戶
共
正
附
戶
三
萬
九
　
千

零
三
十
七
戶
男
一
十
六
萬
二

千
零
九
十
九
名
女
一
十
四
萬

二
千
一
百
三
十
三
口
共
男
女

三
十
萬
零
四
千
二
百
三
十
二

名
口
內
有
寺
廟
二
十
七
座

天
主
耶
穌
敎
會
二
處
私

立
會
所
三
處
日
僑
五
戶

妓
舘
七
家
但
日
僑
及
天

主
敎
法
僑
計
六
戶
其
人

數
另
列
外
人
僑
居
表
內

又
全
縣
商
民
自
衛
大
快

槍
三
千
七
百
七
十
九
桿
手
槍

一
千
零
九
十
六
支
土
砲
一
萬

三
千
七
百
三
十
三
桿
共
計
大

小
快
槍
曁
土
砲
二
萬
二
千

二
百
零
八
桿
又
雜
色
騾
馬

四
萬
八
千
六
百
一
十
三
匹
牛
六

千
九
百
七
十
頭
合
併
陳

明

第
二
區

一
●
〇
二
六

二
●
七
二
一

三
●
七
四
七

一
五
●
五
七
三

一
四
●
〇
七
五

二
九
●
六
四
八

第
三
區

七
●
四
二

二
●
六
七
八

三
●
四
二
〇

一
五
●
六
五
七

一
四
●
二
〇
八

二
九
●
八
六
五

第
四
區

二
●
三
七
六

五
●
〇
三
八

七
●
四
一
四

二
九
●
七
三
九

二
七
●
一
一
九

五
六
●
八
五
六

第
五
區

五
●
三
五

一
●
五
七
四

二
●
一
〇
九

一
〇
●
〇
五
四

八
●
八
一
九

一
八
●
八
七
三

第
六
區

三
●
四
〇
四

二
●
三
六
三

五
●
七
六
七

二
四
●
四
九
六

二
二
●
〇
七
二

四
六
●
五
六
八

第
七
區

三
●
五
七

二
●
〇
六
〇

二
●
四
一
七

一
〇
●
〇
二
〇

八
●
二
九
九

一
八
●
三
一
九

第
八
區

一
●
三
〇
七

三
●
七
〇
九

五
●
〇
一
六

一
九
●
六
二
一

一
六
●
九
六
〇

三
六
●
五
八
一

第
九
區

一
●
七
七
二

三
●
九
六
七

五
●
七
三
九

二
三
●
四
一
三

二
二
●
一
五
八

四
五
●
五
七
一

一
有
關
於
淸
鄕
者

庚申

九
年
八
月
十
四
號
發
調
査
戶
口
表
遷
移
證
出
境
證
等

吉

林

淸

鄕

局

令

各
件
詳
縣
署
卷

九
月
二
號
呈
送
淸
鄕
局
戶
口
表

知

事

李

呈

表
未
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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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　

農
安
縣
志

風
俗

農
安
無
所
謂
風
俗
也
自
肅
愼
夫
餘
以
迄
遼
金
蒙
古
率
因
其
種
以
爲
俗
淸
嘉
慶
五
年
放

荒
招
墾
漢
族
自
直
魯
奉
各
省
遷
來
者
又
各
以
其
地
爲
俗
淸
道
光
二
十
六
年
回
民
入
境

則
又
與
漢
俗
不
同
故
曰
無
所
謂
風
俗
也
李
方
膺
曰
自
上
鼓
者
謂
之
風
自
下
化
者
謂
之

俗
農
安
設
治
迄
今
三
十
九
年
其
所
以
鼓
之
化
之
者
亦
自
有
在
農
安
鄕
民
子
弟
雅
尙
詩

書
則
自
黎
前
縣
之
觀
風
月
課
始
也
俗
喜
修
廟
計
全
境
祠
宇
不
下
五
十
餘
處
則
自
杜
前

縣
勸
建
龍
王
廟
啓
始
也
廬
墓
始
於
孝
子
馬
萬
才
寖
假
而
效
之
者
三
人
焉
刲
股
始
於
劉

蔭
增
寖
假
而
如
是
者
四
人
焉
則
淳
乎
其
淳
者
也
打
祖
宗
始
於
由
奉
遷
來
之
南
四
城
人

寖
假
而
高
明
之
家
鼓
人
入
室
矣
開
機
房
始
於
山
東
人
寖
假
而
通
宵
達
旦
機
聲
滿
城
矣

至
於
俗
善
畜
牧
其
猶
有
蒙
古
之
遺
風
乎
謹
據
調
査
所
得
筆
之
於
編
以
備
輶
軒
之
采
焉

志
風
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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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　

農
安
縣
志

風
俗古

俗
肅
愼

夏
則
巢
居
冬
則
穴
處
無
井
竈
作
瓦
鬲
受
四
五
升
以
食
坐
則
箕
踞
以
足
挾
肉
而
啖

之
俗
皆
編
髮
以
布
作
襜
徑
尺
餘
以
蔽
前
後
將
嫁
娶
男
以
毛
羽
挿
女
頭
和
則
持
歸

然
後
致
禮
聘
之
婦
貞
而
女
淫
貴
少
而
賤
老
死
者
其
日
即
葬
之
於
野
交
木
作
小
棺

殺
豬
績
其
上
以
爲
死
者
之
糧
性
凶
悍
以
無
憂
哀
相
尙
父
母
死
男
子
不
哭
泣
哭
者

謂
之
不
壯
相
盜
竊
無
多
少
皆
殺
之
故
雖
野
處
而
不
相
犯

晉書

夫
餘

以
員
栅
爲
城
有
宮
室
飮
食
用
俎
豆
以
臘
月
祭
天
大
會
連
日
飮
酒
歌
舞
名
曰
迎
鼓

行
人
無
晝
夜
好
歌
吟
聲
音
不
絕
兄
死
妻
嫂
死
則
有
槨
無
棺
殺
人
殉
葬
多
者
以
百

數
馬

氏

文

獻

通

考

四

裔

考

高
句
麗

其
俗
節
於
飮
食
而
好
修
宮
室
言
語
法
則
與
夫
餘
同
蓋
其
別
種
也
跪
拜
曳
一
脚
行

步
皆
走
其
俗
淫
皆
潔
淨
自
熹
暮
夜
男
女
羣
聚
爲
倡
樂
好
祠
鬼
神
社
稷
靈
星
以
十

月
祭
天
大
會
名
曰
賽
盟
其
國
東
有
大
穴
號
隧
神
亦
以
十
月
迎
而
祭
之
其
婚
嫁
皆

就
婦
家
生
子
長
大
然
後
將
還
便
稍
營
送
終
之
具
金
銀
財
幣
盡
於
厚
葬
積
石
爲
封

亦
種
松
柏

同上

渤
海

俗
所
貴
者
曰
太
白
山
之
兎
南
海
之
昆
布
栅
城
之
鼓
扶
餘
之
鹿
鄭
頡
之
豕
率
賓
之

馬
顯
州
之
布
沃
州
之
緜
龍
州
之
紬
信
城
之
鐵
盧
城
之
稻
湄
沱
湖
之
鯽
果
有
九
都

之
李
樂
浪
之
䔧
餘
俗
與
高
麗
契
丹
略
等

新

唐

書

婦
人
皆
悍
妬
大
氏
與
他
姓
相
結
爲
十
姊
妹
迭
次
察
其
夫
不
容
側
室
及
他
遊
聞
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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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謀
置
毒
死
其
所
愛
一
夫
有
所
犯
而
妻
不
知
覺
者
九
人
則
羣
聚
而
詬
之
爭
以
嫉

忌
相
誇
故
契
丹
女
貞
諸
國
皆
有
女
倡
而
其
良
人
皆
有
小
婦
侍
婢
唯
渤
海
無
之

松漠

紀聞契
丹

黃
龍
府
爲
契
丹
東
寨
當
契
丹
强
盛
時
虜
獲
異
國
人
則
遷
徙
雜
處
於
此
南
有
渤
海

北
有
鐵
離
吐
渾
東
南
有
高
麗
靺
鞨
東
有
女
眞
室
韋
東
北
有
烏
舍
西
北
有
契
丹
回

紇
黨
項
西
南
有
奚
故
此
地
雜
諸
國
風
俗
凡
聚
會
處
諸
國
人
言
語
不
能
通
曉
則
各

爲
漢
語
以
證
方
能
辨
之

北

盟

會

編

女
眞

胡
俗
舊
無
儀
法
君
民
同
川
而
浴
肩
相
摩
於
道
民
雖
殺
雞
亦
召
其
君
同
食
炙
股
烹

䔕
原

注

音

蒲

脯

肉

也

以
餘
肉
和
繤
菜
擣
臼
中
糜
爛
而
進
率
以
爲
常

松

漠

紀

聞

俗
好
衣
白
辮
髮
垂
肩
與
契
丹
異
埀
金
環
留
顱
後
髮
繫
以
色
絲
富
人
用
珠
金
飾
婦

人
辮
髮
盤
髻
亦
無
冠
自
滅
遼
侵
宋
漸
有
文
飾
婦
人
或
裹
逍
遙
巾
或
裹
頭
巾
隨
其

所
好
至
於
衣
服
尙
如
舊
俗

大

金

國

志

舊
俗
多
指
腹
爲
婚
姻
旣
長
雖
貴
賤
疎
隔
亦
不
可
渝
壻
納
幣
皆
先
期
拜
門
親
屬
偕

行
以
酒
饌
往
少
者
十
餘
車
多
至
十
倍
飮
客
佳
酒
則
以
金
銀
斻
貯
之
其
次
以
瓦
斻

列
於
前
以
百
數
賓
退
則
分
餉
焉
先
以
烏
金
銀
杯
酌
飮
貧
者
以
木
酒
三
行
進
大
軟

指
小
軟
指
如
中
國
寒
具
次
進
蜜
餻
人
各
一
盤
曰
茶
食
宴
罷
富
者
瀹
建
茗
留
上
客

數
人
啜
之
或
以
粗
者
煎
乳
酪
婦
家
無
大
小
皆
坐
炕
上
壻
黨
羅
拜
其
下
謂
之
男
下

女
禮
畢
壻
牽
馬
百
匹
少
者
十
匹
陳
其
前
婦
翁
選
子
姓
之
別
馬
者
視
之
好
則
留
不

好
則
退
留
者
不
過
十
二
三
或
皆
不
中
選
雖
壻
所
乘
亦
以
充
數
大
抵
以
留
馬
少
爲

恥
女
家
亦
視
其
數
而
厚
薄
之
一
馬
則
報
衣
一
襲
壻
皆
親
迎
旣
成
婚
留
於
婦
家
執

僕
隸
役
雖
行
酒
進
食
皆
躬
親
之
三
年
後
然
後
以
婦
歸
用
奴
婢
數
十
戶
牛
馬
數
十

羣
每
羣
九
牝
一
牡
以
資
遣
之

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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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
安
縣
志

風
俗今

俗
婚農

安
居
民
分
漢
回
二
族
其
婚
禮
互
有
異
同
茲
略
述
之

漢
族

初
農
安
爲
蒙
古
發
源
地
淸
道
光
初
年
漢
族
由
直
隸
山
東
遷
來
者
衆
乃
劃
荒
爲
界

內
留
爲
蒙
旗
游
牧
地
外
減
價
准
漢
族
報
領
其
無
力
承
領
者
與
爲
傭
每
日
撥
荒
一

垧
以
爲
代
價
蒙
漢
向
不
結
婚
故
無
婚
禮
之
可
言
惟
漢
族
直
魯
雜
處
漸
相
水
乳
其

結
婚
儀
式
大
抵
男
家
欲
求
婚
女
家
須
先
託
女
家
近
戚
或
知
交
一
二
人
爲
媒
得
允

即
將
女
子
庚
帖
由
媒
送
男
家
︵
即
古
問
名
之
意
︶
男
家
請
日
者
推
算
其
命
運
之

佳
否
及
與
男
命
有
無
冲
尅
︵
俗
謂
合
婚
︶
吉
再
由
媒
往
吿
女
家
︵
即
古
納
吉
之

意
︶
並
議
聘
禮
如
女
家
所
求
不
奢
︵
農
邑
婚
制
大
抵
注
重
聘
金
其
家
道
較
殷
而

有
名
望
者
女
家
惟
恐
其
不
定
聘
金
殊
廉
對
於
中
下
等
人
家
則
以
女
居
奇
輒
索
重

聘
加
以
衣
飾
等
物
動
費
累
萬
實
最
陋
之
習
俗
也
︶
即
訂
期
相
看
先
男
後
女
男
家

須
備
押
婚
物
品
及
裝
菸
錢
女
家
則
否
︵
俗
謂
相
門
戶
︶
定
約
後
或
一
年
二
載
遲
早

不
等
仍
由
媒
人
通
知
男
家
將
原
議
之
衣
飾
各
物
先
過
之
俗
謂
過
小
禮
亦
稱
掛
墜

外
附
快
子
四
雙
葱
四
棵
亁
粉
四
把
女
家
留
半
回
半
蓋
取
女
過
門
早
立
子
聰
明
長

生
之
意
迨
擇
定
吉
期
由
媒
往
女
家
以
吿
︵
俗
謂
通
訊
︶
先
一
月
前
男
家
須
將
一
切

應
過
聘
儀
及
猪
酒
同
媒
送
之
︵
如
女
家
貧
亦
有
將
猪
酒
折
錢
者
︶
並
偕
中
年
婦
二

持
剪
刀
爲
女
裁
衣
一
件
亦
有
僅
作
形
勢
者
︵
俗
謂
過
大
禮
亦
曰
開
剪
子
︶
及
期
男

家
門
列
鼓
吹
︵
通
用
單
班
家
富
者
間
用
兩
班
︶
新
郞
身
披
彩
紅
頭
挿
金
花
︵
現
城

廂
亦
有
改
用
制
服
者
頭
頂
洋
式
帽
惟
鄕
間
仍
沿
舊
習
︶
或
馬
之
或
轎
之
在
大
街

遊
行
如
科
舉
時
代
之
誇
官
︵
俗
曰
晾
轎
︶
翌
晨
新
郞
往
女
家
親
迎
道
遠
或
前
一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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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途
中
遇
他
姓
娶
親
者
新
郞
須
與
新
郞
交
換
物
件
然
後
行
歸
時
路
遇
井
墓
廟
宇

均
障
以
紅
氈
新
娘
進
院
後
按
日
者
所
言
向
某
方
吉
將
轎
撥
正
時
至
降
輿
以
少
婦

持
銅
盆
木
梳
凈
面
梳
頭
略
作
形
勢
再
由
娶
送
親
客
攙
扶
下
轎
先
備
寳
壺
二
實
以

粳
米
令
十
二
三
歲
幼
女
二
人
分
持
交
新
娘
手
持
以
行
新
娘
以
紅
袱
遮
首
胸
掛
銅

鏡
足
踏
紅
氈
詣
香
案
前
男
東
女
西
新
郞
跪
拜
如
禮
新
娘
立
曰
拜
天
地
︵
南
城
人

南
向
拜
者
謂
拜
南
天
門
西
城
人
北
向
拜
者
謂
拜
北
斗
︶
然
後
婿
前
導
婦
持
寳
壺

隨
行
又
門
限
上
置
馬
鞍
一
上
搭
銅
錢
二
串
令
新
郞
踏
過
︵
踏
後
即
將
馬
鞍
撤
去

亦
有
將
馬
鞍
上
之
銅
錢
掛
新
郞
肩
上
者
︶
門
內
左
右
侍
立
童
男
女
二
手
持
棗
栗

等
物
向
新
娘
灑
之
︵
取
早
立
子
之
意
︶
時
新
郞
以
手
揭
帕
藏
於
懷
從
前
皆
以
秤
桿

挑
之
後
以
其
險
揭
以
手
︵
俗
曰
抓
蓋
頭
︶
新
郞
新
娘
偕
坐
帳
中
︵
俗
曰
坐
帳
︶
家
人

以
糖
水
交
飮
之
意
謂
使
夫
婦
情
義
甜
蜜
也
然
後
新
娘
梳
籠
佩
帶
𢿋
齊
與
新
郞
同

杯
飮
︵
即
古
合
𢀿
禮
︶
並
獻
水
餃
由
女
之
弟
陪
食
之
︵
俗
曰
管
小
飯
亦
曰
配
親
又

曰
吃
見
面
飯
︶
日
中
婦
家
戚
黨
皆
至
列
宴
畢
集
婦
家
戚
黨
新
婦
室
內
令
新
郞
按

名
問
候
以
鞠
躬
之
禮
禮
之
︵
俗
謂
認
親
︶
次
晨
新
郞
與
新
娘
拜
見
翁
姑
及
尊
長
並

男
家
戚
黨
贈
送
新
娘
釵
環
陳
設
諸
物
俗
曰
分
大
小
七
日
婿
偕
婦
同
車
赴
女
家
欵

如
嬌
客
曰
回
門
亦
有
七
日
女
家
只
延
女
回
門
越
日
送
歸
曰
接
七
換
八
月
後
女
家

迎
女
歸
曰
住
對
月
陰
曆
新
年
正
月
新
郞
新
婦
携
禮
物
以
車
行
拜
謁
男
女
家
各
宗

戚
曰
拜
新
年
此
農
邑
漢
族
婚
制
之
大
略
也
現
在
文
明
日
啓
婚
制
亦
頗
改
良
城
鎭

士
紳
及
學
界
多
有
採
取
最
新
文
明
結
婚
儀
式
者
然
鄕
間
則
猶
沿
舊
習
也

回
族

農
安
回
族
結
婚
與
漢
族
通
行
之
禮
逈
異
與
近
代
文
明
結
婚
禮
略
同
而
其
中
儀
式

又
微
有
不
侔
凡
男
家
欲
求
婚
女
家
先
遣
媒
妁
致
意
女
之
父
兄
須
陰
以
問
女
如
女

掩
面
泣
其
父
兄
即
不
相
强
倘
女
不
之
理
即
係
允
可
之
意
其
父
兄
即
代
允
男
家
選

擇
柱
麻
日
︵
吉
日
也
每
月
有
四
凡
舉
行
祭
祀
禮
拜
均
於
是
日
行
之
︶
備
贄
品
同
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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妁
及
敎
長
赴
女
家
行
拿
手
禮
行
禮
時
敎
長
以
手
與
女
之
父
兄
手
互
相
合
口
誦
經

文
雙
方
交
換
條
件
女
家
以
金
貨
與
男
家
作
爲
標
記
旋
女
家
以
男
家
之
禮
物
祀
祖

吿
女
已
字
人
也
及
婚
期
男
家
治
酌
邀
親
友
舉
行
親
迎
禮
其
儀
式
大
約
招
待
員
證

婚
人
︵
即
敎
長
︶
主
婚
人
介
紹
人
來
賓
次
第
入
席
後
禁
止
女
賓
男
主
婚
人
面
向
內

與
衆
行
禮
互
道
安
寗
︵
此
時
由
敎
長
以
下
依
次
入
坐
︶
新
郞
入
席
跪
於
證
婚
人
前

證
婚
人
爲
立
證
書
且
宣
讀
之
令
新
人
各
自
簽
字
交
卡
賓
錢
此
時
由
女
家
主
婚
人

代
女
索
身
價
錢
即
時
由
新
郞
自
行
交
出
多
寡
以
貧
富
而
定
惟
至
少
必
番
餅
十
枚

以
上
而
後
證
婚
人
讀
贊
詞
打
洗
澡
敎
長
以
棗
向
新
郞
投
之
以
表
賀
忱
行
捧
手
禮

︵
此
時
諸
種
手
續
完
備
自
敎
長
以
下
均
捧
手
覆
面
默
邀
敎
主
庇
佑
︶
新
郞
即
依
次

行
禮
禮
畢
乃
退
席
及
翌
日
新
婦
拜
見
親
戚
尊
長
仍
請
敎
長
爲
誦
經
文
新
郞
親
赴

祖
塋
祀
之
以
吿
謂
已
舉
行
婚
禮
也
不
用
鼓
樂
亦
不
拜
天
地
此
與
漢
族
不
同
處
其

最
異
者
即
女
家
無
論
受
男
家
之
聘
禮
與
否
旣
經
女
之
父
兄
口
允
︵
通
曰
口
換
︶
即

永
無
更
異
此
又
與
漢
族
之
動
輒
悔
婚
者
較
爲
愈
矣

喪漢
族

農
安
漢
族
喪
日
先
擇
入
殮
之
期
及
殃
煞
起
落
一
切
避
忌
曰
開
殃
榜
合
族
成
服
三

日
親
友
持
香
楮
來
弔
喪
家
具
飮
食
欵
之
其
入
殮
送
漿
水
燒
黃
昏
紙
送
三
辭
靈
各

儀
一
切
與
直
魯
及
江
東
等
處
無
異
葬
三
日
家
人
前
往
新
墳
掩
以
土
曰
圓
墳
七
日

以
香
楮
酒
醴
祭
於
煙
囱
下
曰
祭
七
後
每
七
日
即
往
祭
墳
前
一
次
以
七
七
爲
度
其

家
道
殷
實
者
擇
期
具
訃
高
搭
席
棚
殯
之
前
三
日
可
分
開
弔
酬
奠
成
主
三
期
其
家

祭
修
經
一
切
儀
節
皆
視
家
之
貧
富
爲
增
減
事
畢
孝
子
踵
謝
各
親
友
至
百
日
周
年

皆
祭
於
墓
親
友
亦
有
餽
賻
者
此
漢
族
居
喪
之
大
略
也

回
族

農
安
回
族
屬
纊
後
無
論
老
幼
貧
富
至
多
不
得
在
家
停
放
三
日
漢
族
父
母
喪
有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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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
停
放
半
年
者
︶
殯
期
請
敎
長
宣
讀
眞
經
將
死
者
全
身
沐
浴
淸
潔
纏
以
白
布
或

白
綾
使
公
用
經
匣
︵
係
抽
屉
式
者
︶
貯
而
運
之
墳
其
墳
先
以
木
鑲
成
四
框
無
底
蓋

取
土
葬
之
意
將
經
匣
落
於
墳
上
抽
其
底
使
二
人
手
托
屍
身
頭
北
脚
南
身
面
向
西

落
於
墳
中
此
時
死
者
如
口
眼
閉
面
帶
笑
顏
家
人
皆
大
歡
喜
無
哭
泣
者
以
爲
死
者

已
升
天
堂
矣
否
則
家
人
皆
哭
以
爲
死
者
將
入
地
獄
矣
請
敎
長
多
誦
經
以
超
度
之

三
年
以
內
其
家
人
哭
無
時
惟
未
嫁
女
哭
其
親
時
必
須
二
人
對
面
坐
携
手
哭
之
此

回
族
居
喪
之
大
略
也

按
前
修
樺
志
時
經
回
敎
徒
周
叔
坤
女
士
調
査
謂
經
匣
確
非
抽
底
至
壙
用
手
托

出
以
白
布
繫
至
底
並
無
仰
升
天
堂
覆
入
地
獄
之
說
今
調
査
又
云
然
或
者
該
敎

徒
師
範
畢
業
生
也
程
度
較
高
爲
彼
族
諱
亦
未
可
知
附
註
於
此
以
資
證
明

祭漢
族

農
安
漢
族
祀
先
無
特
殊
儀
式
率
於
寢
室
之
北
設
龕
以
板
爲
牌
或
以
紙
爲
帳
或
購

印
成
紙
帳
曰
家
堂
上
書
高
曾
祖
襧
諱
左
考
右
妣
各
以
次
每
歲
除
夕
設
香
案
於
前

薦
以
供
餜
及
水
陸
珍
饈
之
類
供
設
及
迎
神
家
人
自
族
長
以
下
均
跪
拜
如
儀
餘
如

淸
明
七
月
望
日
十
月
朔
日
均
備
香
楮
前
往
墓
前
祭
之

回
族

農
安
回
族
祭
禮
較
喪
禮
爲
重
喪
葬
因
日
期
迫
促
儀
式
頗
簡
單
惟
祭
禮
則
於
死
後

七
日
四
十
日
周
年
等
均
量
力
舉
行
設
筵
致
祭
哭
泣
無
時
並
在
禮
拜
寺
作
香
油
餅

︵
以
麪
作
扁
圓
形
以
油
炸
熟
之
︶
分
食
親
友
此
外
公
祭
照
例
於
柱
麻
日
羣
赴
禮
拜

寺
齋
拜
祈
福
是
又
宗
敎
之
儀
式
而
非
普
通
之
祭
禮
矣

衣漢
族

男
女
猶
有
直
魯
風
服
妝
樸
素
常
服
多
以
布
爲
之
色
尙
藍
富
家
漸
有
服
呢
與
緞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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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
族

農
安
回
族
來
此
最
久
漸
染
華
風
其
衣
飾
與
漢
族
無
異

食漢
族

飮
食
單
儉
以
秫
米
爲
常
食
家
略
豐
者
或
食
麪
粉
與
粳
米
宴
客
之
事
雖
機
關
亦
不

多
見

回
族

平
日
飮
食
尙
淸
潔
供
客
亦
具
肉
食
敎
律
戒
專
殺
其
牛
羊
與
雞
皆
購
於
市
非
淸
眞

寺
掌
刀
所
宰
不
能
用
也

住漢
族

所
居
多
土
平
房
富
家
築
以
磚
每
春
以
堿
土
抺
之
否
則
滲
雨
城
內
鮮
樓
房
瓦
房
亦

不
多
見
大
院
則
比
比
皆
是
行
各
胡
同
一
望
皆
土
墻
也

回
族

建
築
與
漢
族
無
異
小
西
門
裏
外
則
多
僦
居

普
通
習
慣

漢
族

農
安
設
治
較
晚
土
地
膏
腴
民
風
樸
厚
勤
儉
守
信
義
重
宗
法
鄕
民
平
素
往
來
均
係

口
頭
契
約
恒
數
世
不
爽
貧
民
到
處
游
食
無
拒
者
倘
無
嗣
必
於
族
中
査
明
昭
穆
擇

一
相
當
之
人
承
繼
擇
賢
擇
愛
悉
由
自
取
議
定
邀
族
長
族
人
及
戚
黨
之
長
者
爲
證

人
書
據
簽
字
名
曰
過
子
單
凡
財
產
悉
歸
之
鄕
民
子
弟
除
少
數
讀
書
以
圖
進
取
外

率
務
耕
稼
城
鎭
居
者
半
求
學
半
習
商
現
在
文
明
日
進
鄕
民
亦
漸
知
遣
子
弟
入
學

校
非
復
昔
日
之
反
對
矣
其
鬼
神
觀
念
則
牢
不
可
破
尤
以
婦
女
爲
迷
信
之
尤
每
年

四
月
初
八
十
八
二
十
八
等
日
城
鄕
婦
女
均
赴
娘
娘
廟
焚
香
祈
禱
及
爲
兒
換
替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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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跳
墻
等
事
以
爲
夫
壻
兒
女
及
人
生
禍
福
皆
佛
實
主
之
也
端
陽
中
秋
兩
節
商
農

各
界
均
於
午
後
休
息
半
日
以
資
紀
念
而
鄕
農
又
恐
蟲
蝗
害
稼
以
六
月
六
日
爲
蟲

王
節
殺
牲
以
祭
之
報
賽
也
歲
旱
則
集
多
人
頂
柳
跣
足
舁
龍
駕
遊
行
各
處
家
家
門

供
龍
王
缸
挿
柳
枝
以
相
迓
斷
宰
殺
三
日
遇
井
廟
輒
跪
拜
焚
香
祭
之
起
時
齊
呼
阿

彌
陀
佛
聲
動
天
地
︵
俗
曰
求
雨
︶
祈
禱
六
日
內
倘
沛
甘
霖
即
爲
祈
得
之
雨
由
各
提

倡
人
集
資
殺
牲
或
演
劇
以
酬
神
名
曰
謝
降
又
七
月
十
九
日
城
鄕
男
婦
均
携
香
楮

至
地
藏
王
廟
焚
香
拜
祀
十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夜
祀
竈
神
供
餳
糕
焚
香
紙
然
爆
竹
謂

之
過
小
年
漢
族
普
通
之
習
慣
大
抵
如
此

回
族

農
安
回
族
習
慣
與
漢
族
稍
異
有
回
民
地
方
即
建
設
禮
拜
寺
以
便
各
回
民
朔
望
日

柱
麻
日
男
婦
老
幼
齊
集
誦
經
院
內
亦
另
設
室
一
間
專
用
一
人
經
管
孩
特
耐
事
宜

天
主
則
曰
割
席
人
民
皆
奉
摩
呵
敎
稱
漢
族
爲
大
敎
有
以
貴
字
報
之
者
彼
亦
自
貴

之
曰
貴
敎
蓋
不
知
貴
字
爲
外
人
尊
之
之
詞
也
性
喜
羣
居
務
生
產
雖
五
尺
童
子
亦

知
負
販
宰
牲
無
不
事
事
者
較
漢
族
子
弟
坐
食
祖
父
之
遺
其
相
去
何
啻
霄
壤
但
性

情
狹
隘
圖
小
利
喜
奮
鬥
似
又
遜
漢
族
之
寬
厚
多
矣

以

上

新

調

查

特
異
之
迷
信

農
安
有
最
奇
一
種
風
俗
每
年
禾
稼
登
場
後
燒
太
平
香
曰
撻
祖
宗
先
時
有
持
單
鼓

者
沿
門
敲
之
其
聲
鼕
鼕
然
名
曰
攬
香
有
燒
者
出
與
議
用
三
人
或
六
人
不
等
其
價

値
以
人
數
多
寡
爲
定
至
期
殺
牲
列
宴
接
親
友
被
接
者
報
以
香
或
以
錢
其
夙
通
弔

賀
者
雖
不
被
接
亦
如
之
時
掌
壇
者

即

前

攬

香

之

人

以
其
黨
來
人
數
如
約
先
懸
土
地
像
於

祖
堂
供
案
底
復
懸
旋
風
九
郞
二
神
畫
像
於
兩
旁
乃
焚
香
致
詞
曰
請
由
頭
輩
祖
宗

次
及
二
輩
三
輩
以
至
最
近
並
姑
舅
兩
姨
之
在
天
者
均
來
家
喫
宴
席
並
謂
走
道
走

出
個
親
家
來
對
火
對
出
個
親
家
來
亦
請
來
家
喫
宴
席
云
云
祭
畢
送
神
時
掌
壇
者

冠
神
冠
紮
神
裙
腰
繫
銅
鈴
左
右
擺
其
聲
蘇
蘇
然
讀
送
神
歌
請
保
佑
太
平
時
坐
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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屛
息
以
聽
無
敢
譁
約
一
小
時
許
俄
聞
鼓
噪
如
雷
以
竹
爆
爆
之
謂
祖
宗
去
矣
故
曰

撻
祖
宗
此
風
初
興
自
由
奉
遷
來
之
南
四
城
人
近
農
人
亦
有
效
之
者

韓

汲

三

投

稿

農
民
染
疾
多
延
巫
以
神
治
之
若
巫
謂
此
祖
宗
要
喫
宴
席
也
輒
焚
香
於
天
地
桌
前

應
之
至
期
請
持
單
鼓
者
殺
牲
欵
客
略
如
上
述
人
謂
之
撻
祖
宗
相
傳
唐
太
宗
李
世

民
征
遼
東
時
超
度
亡
魂
留
有
此
俗
農
民
至
今
惑
之
一
染
疾
即
疑
祖
宗
坐
祟
巫
以

吿
輒
請
持
單
鼓
者
爲
之
雖
上
等
社
會
亦
然

許

愛

田

投

稿

按
祖
宗
爲
一
脤
相
延
無
能
福
人
亦
無
能
禍
人
也
追
遠
報
本
爲
禮
之
宜
而
撻
之

非
禮
也
應
爲
大
聲
疾
呼
曰
寃
哉
祖
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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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志

慈
善

禮
運
云
大
道
之
行
也
鰥
寡
孤
獨
皆
有
所
養
樂
記
云
大
道
之
亂
也
老
幼
孤
獨
不
得
其
所

是
以
惟
仁
人
能
以
不
忍
人
之
心
行
不
忍
人
之
政
視
天
下
之
疲
癃
廢
疾
皆
吾
同
胞
之
顚

連
而
無
吿
者
也
視
天
下
之
愚
不
肖
皆
吾
兄
弟
子
姪
之
幼
而
失
敎
者
也
故
月
令
有
發
倉

廩
之
文
司
徒
有
恤
孤
獨
之
制
文
王
無
侮
鰥
寡
之
心
不
謂
之
慈
善
不
得
也
飢
由
己
飢
溺

由
飢
溺
慈
善
也
己
立
立
人
己
達
達
人
亦
慈
善
也
凡
合
此
旨
志
皆
以
慈
善
予
之
若
其
結

善
緣
修
廟
宇
是
爲
有
功
於
佛
佛
必
報
之
則
無
須
乎
志
焉
志
慈
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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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
安
縣
志

慈
善國

家
慈
善

養
濟
院

杜
前
縣
蒞
農
伊
始
即
軫
念
窮
黎
無
吿
謀
爲
之
所
爰
就
縣
城
東
門
外
擇
地
設
院
以

資
養
濟
成
立
之
始
則
淸
光
緖
二
十
二
年
八
月
也
前
正
土
平
房
五
間
後
正
平
房
三

間
週
圍
土
墉
板
大
門
南
向
有
公
田
四
百
五
十
垧
歸
公
地
二
十
一
垧
基
本
錢
四
千

五
百
吊
銀
五
百
兩
詳
稅
捐
志
現
養
貧
民
十
九
名

經
理

正
經
理
孫
佐
淸
年
四
十
五
歲
農
安
縣
人
民
國
九
年
任
職

副
經
理
楊
恩
波
年
五
十
四
歲
農
安
縣
人
民
國
八
年
任
職

按
籌
買
公
田
爲
經
久
計
杜
前
縣
之
造
福
窮
黎
者
至
矣

個
人
慈
善

義
塾

第
一
區

小
西
門
裏
萬
國
道
德
籌
備
分
處
附
設
義
學
一
處
學
額
二
十
五
名
留
堂
學
生
每
名

月
出
米
八
升
餘
費
槪
免
敎
員
齊
鳳
鳴
年
六
十
歲
富
錦
縣
人
義
務
職

按
此
係
募
欵

第
三
區

大
房
身
屯
義
塾
民
國
十
一
年
經
唐
文
秀
等
六
人
倡
辦
招
生
四
十
名
敎
員
薪
金
及

一
切
各
費
出
自
學
董
年
需
欵
六
萬
吊
留
堂
學
生
月
僅
出
米
一
斗

學
董
　
唐
文
秀
　
唐
文
興
　
唐
文
凱
　
唐
文
業
　
唐
文
成
　
唐
明
新

西
王
家
屯
距
城
百
里
北
沿
松
江
西
北
與
蒙
界
毗
連
南
臨
下
坎
之
山
麓
地
處
險
要

爲
胡
匪
往
來
之
孔
道
故
無
官
立
學
校
村
中
子
弟
廢
學
者
多
民
國
十
四
年
經
王
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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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八

　

國
等
四
人
倡
辦
義
塾
一
處
敎
員
薪
金
及
一
切
經
費
由
學
董
四
人
分
擔
年
需
欵
六

萬
餘
吊
學
生
留
堂
者
月
僅
出
米
五
斗
村
之
貧
民
德
之

學
董
　
王
振
國
　
王
振
魁
　
王
振
中
　
王
占
英

西
王
家
屯
雖
有
男
校
而
無
女
校
一
般
靑
年
女
子
未
免
向
隅
民
國
十
二
年
屯
民
王

振
國
倡
辦
女
義
塾
一
班
學
生
四
十
二
名
所
有
經
費
由
王
擔
任
敎
員
張
淑
和
年
二

十
三
歲
義
塾
畢
業
生
義
務
職

按
王
振
國
一
農
民
耳
旣
捐
建
男
校
復
倡
辦
女
校
亦
可
謂
𤍠
心
敎
育
者
矣
雖
然

犧
牲
金
錢
者
學
董
犧
牲
精
神
者
敎
員
也
附
著
姓
名
用
埀
芳
采

第
四
區

劉
家
店
屯
距
縣
八
十
里
民
戶
殷
繁
未
立
官
校
學
齡
女
子
尤
多
其
不
能
負
笈
遠
方

也
明
甚
民
國
十
年
農
民
劉
海
山
倡
辦
女
義
塾
一
處
學
生
六
十
四
名
分
兩
班
敎
授

敎
員
二
劉
月
書
年
二
十
歲
本
縣
楊
家
窪
人
張
月
蘭
年
十
九
歲
本
縣
張
家
店
屯
人

均
義
塾
畢
業
生
又
皆
義
務
職
所
有
學
膳
費
均
海
山
一
人
擔
任
年
需
九
萬
餘
吊
七

區
紳
戶
額
其
門
曰

德
建
名
立

又
聯
其
楹
曰

敬
朋
友
和
親
鄰
恒
念
濟
人
農
縣
中
不
愧
無
雙
善
士

植
靑
年
宏
敎
育
深
明
大
體
蒙
邊
上
堪
誇
第
一
名
家

民
國
十
四
年
九
月
東
北
陸
軍
十
六
師
三
十
三
團
十
二
連
連
長
唐
興
亞
排
長
吳
獻

芝
保
衛
隊
第
五
隊
隊
長
吳
秀
峯
三
區
警
察
分
所
長
周
純
一
哈
哩
海
城
子
稅
捐
分

局
主
任
劉
蘊
齋
亦
欽
其
造
福
幼
女
也
公
送
一
急
公
好
義
額
金
字
輝
煌
門
楣
有
耀

鄕
里
榮
之

張
家
店
屯
女
義
塾
倡
辦
者
爲
屯
民
張
天
富
張
永
祥
叔
姪
二
人
以
該
屯
距
縣
城
七

十
里
哈
哩
海
城
子
鎭
十
二
里
女
子
求
學
殊
苦
鞭
長
莫
及
民
國
十
二
年
組
織
成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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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七
　
慈
善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十
九

　

經
費
由
二
人
分
擔
年
需
欵
四
萬
餘
吊
現
學
生
四
十
七
名
敎
員
二
宋
淑
雲
年
二
十

歲
朱
彩
琴
年
二
十
一
歲
均
懷
德
縣
人
本
年
二
月
十
八
日
到
校
𤍠
心
敎
授
成
績
卓

著
其
往
返
川
資
及
零
用
由
學
董
擔
負
不
支
薪

韓
達
營
子
屯
南
距
城
八
里
北
連
蒙
界
無
官
立
女
校
學
齡
女
子
求
學
無
地
民
國
十

一
年
由
屯
民
馬
連
升
馬
連
科
馬
連
登
三
人
倡
辦
義
塾
一
處
學
額
四
十
名
敎
員
二

楊
景
雲
年
十
八
歲
懷
德
縣
人
張
素
蓮
年
二
十
二
歲
本
縣
人
本
年
二
月
十
八
日
到

校
均
義
務
職

第
八
區

伏
龍
泉
鎭
女
學
校
民
國
九
年
經
閻
慕
昭
女
士
創
辦
經
費
敎
授
均
該
女
士
擔
負
民

國
十
年
勸
歸
官
辦
續
招
學
生
一
班
合
爲
兩
班
添
敎
員
一
仍
以
閻
長
其
校
改
爲
縣

立
第
二
女
子
小
學
校
十
六
年
又
招
高
等
一
班
學
生
四
十
名
初
級
兩
班
學
生
七
十

名
共
一
百
一
十
名
敎
員
二
楊
振
瑞
李
惠
芬
共
校
舍
二
十
一
間
內
有
校
舍
十
四
間

係
閻
慕
昭
私
房

按
女
子
倡
辦
義
塾
欵
由
己
出
爲
事
之
至
難
現
雖
改
官
立
而
倡
爲
義
舉
者
女
士

也
故
備
書
之

善
船

第
二
區

松
花
江
口
八
里
營
子
有
善
船
兩
隻
民
國
八
年
經
三
盛
永
財
東
張
人
惠
之
子
繼
廷

創
設
一
年
後
歸
慈
善
會
接
辦

現

移

靑

山

口

至
今
匾
額
猶
存

慈
善
家
張
人
惠
傳

張
人
惠
字
景
僑
耆
賓
瑞
五
公
之
長
君
也
富
而
好
施
田
千
頃
燒
鍋
二
處
三
盛
永
三

盛
玉
淸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創
辦
小
學
捐
助
校
舍
二
十
楹
校
基
一
垧
値
洋
五
千
元
經

知
縣
李
請
奬
急
功
好
義
匾
額
一
方
宣
統
元
年
江
水
溢
江
村
廬
舍
悉
被
淹
沒
民
人

皆
露
宿
山
岡
公
惻
然
憫
之
僱
漁
船
數
隻
運
至
燒
鍋
院
內
男
女
百
餘
口
飮
食
之
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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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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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水
落
各
歸
己
家
無
食
者
助
以
米
有
司
以
聞
經
吉
林
巡
撫
陳
奬
給
好
行
其
德
匾

額
一
方
壽
七
十
有
四
立
石
於
墓
之
門
人
爲
之
銘
曰

三
盛
家
聲
　
百
忍
堂
號
　
廣
譽
令
聞
　
功
德
美
報
　
救
人
舟
船
　
濟
貧
爐
竈

霽
色
和
顏
　
平
矜
釋
躁
　
長
者
先
生
　
輕
衫
卓
帽
　
賢
如
謝
安
　
貴
比
王
導

蒙
古
納
交
　
晚
今
碩
髦
　
斯
人
其
亡
　
無
不
痛
悼

三
盛
者
商
號
也
百
忍
者
堂
名
也
公
生
時
積
有
私
產
地
百
垧
錢
百
萬
吊
垂
危
謂
其

子
曰
此
錢
專
作
慈
善
以
余
之
錢
假
汝
之
手
好
爲
之
勿
吝
也
眞
仁
人
之
心
其
言
藹

如
哉

張

荷

亭

來

稿

按
銘
用
謝
安
王
導
未
合
惟
其
人
可
稱
且
係
原
稿
故
錄
之

閒
嘗
博
𥡴
書
史
而
慈
善
無
志
非
略
也
古
代
民
風
醇
厚
遇
同
胞
之
不
幸
而
救
拯

之
以
爲
分
內
事
不
知
其
慈
何
所
謂
善
柳
條
邊
紀
略
云
十
年
前
行
柳
條
邊
外
者

率
不
裹
糧
主
者
盡
所
有
出
享
或
日
暮
讓
南
炕
宿
客
而
自
臥
西
北
馬
則
煮
豆
麥

剉
草
飼
之
客
去
不
受
一
錢
他
日
過
之
或
以
鍼
線
荷
包
贈
則
又
煮
乳
猪
鷄
鵝
以

進
其
風
猶
爲
近
古
今
則
建
一
橋
飯
一
客
施
一
衣
一
粥
人
必
稱
之
曰
此
慈
善
家

也
已
以
自
詡
曰
吾
慈
善
家
也
此
慈
善
之
所
由
來
也
雖
然
富
而
好
施
其
去
厚
自

封
植
以
遺
子
孫
者
有
閒
矣
茲
擇
其
大
而
可
傳
者
志
之
亦
與
人
爲
善
意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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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　

農
安
縣
志

衛
生

讀
魯
論
鄕
黨
篇
至
食
不
厭
精
膾
不
厭
細
節
輒
掩
卷
而
思
之
曰
夫
子
之
於
飮
食
也
固
如

是
之
挑
剔
哉
比
讀
至
後
季
康
子
饋
藥
曰
丘
未
達
不
敢
嘗
乃
恍
然
大
悟
曰
夫
子
之
所
以

如
此
者
蓋
衛
生
也
今
攷
其
所
不
食
各
物
食
皆
足
以
害
人
惟
當
時
衛
生
未
有
專
科
夫
子

以
身
示
範
欲
人
人
知
所
趨
避
也
記
者
不
察
以
爲
某
某
不
食
云
今
以
研
究
人
類
生
理
之

機
能
以
謀
增
進
身
體
健
康
之
術
者
曰
衛
生
以
生
理
學
醫
學
爲
經
物
理
學
化
學
細
菌
學

爲
緯
其
範
圍
可
分
爲
二
曰
個
人
衛
生
曰
公
衆
衛
生
農
安
對
斯
二
者
曾
有
種
種
之
設
施

臚
列
本
編
以
供
留
心
衛
生
學
者
之
研
究
焉
志
衛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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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
安
縣
志

衛
生

淸
公
共
衛
生

己酉

宣
統
元
年
秋
八
月
三
十
日
飭
査
報
公
共
衛
生
事
件

民

政

憲

謝

札

戒
煙
會
衛
生
局
等

同上

戒
煙

丁未
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設
立
戒
煙
會

以

上

知

縣

王

禀

戊申

三
十
四
年
設
禁
煙
分
局

知

縣

李

禀

己酉

宣
統
二
年
設
調
騐
所

知

縣

茹

禀

時
過
境
遷
故
不
詳

除
穢

設
衛
生
局

知

縣

李

禀

該
局
備
衛
生
車
二
輛
馬
四
專
爲
淸
道
除
穢
後
改
歸
植
物
園
兼
辦
由
城
商
務
分
會

每
月
津
貼
官
價
錢
一
百
五
十
吊

呈報

防
疫

庚戌

宣
統
二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三
號
飭
知
哈
埠
疫
氣
傳
及
長
春
民
間
騾
馬
往
來
設
局
留

騐
省

公

署

電

設
防
疫
會

臘
初
有
自
哈
埠
來
者
疫
斃
旅
店
傳
染
數
人
由
縣
邀
集
士
紳
組
織
防
疫
會
並
設
特

別
旅
店
留
驗
過
客
又
遴
派
醫
生
專
司
防
治
配
製
藥
方
廣
爲
施
送
計
前
後
患
疫
者

三
十
治
愈
者
十
餘

知

縣

茹

電

禀

按
此
次
發
生
爲
鼠
疫

個
人
衛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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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
藥

福
德
堂
　
瑞
興
隆
　
興
源
德
　
餘
未
詳

以
上
新
調
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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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
安
縣
志

衛
生

民
國公

共
衛
生

禁
煙

癸丑

民
國
二
年
二
月
二
號
飭
認
眞
嚴
査
禁
煙
按
月
册
報

民

政

司

令

甲寅

三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號
査
禁
私
種
罌
粟
隨
時
具
報

巡

按

使

飭

前
奉

大
總
統
頒
布
禁
種
罌
粟
條
例
第
一
條
無
論
已
否
禁
絕
自
頒
布
後
發
現
有
私
種
情
事
地

方
官
即
應
負
責
成

同上

丁巳

六
年
五
月
二
十
二
號
訂
禁
煙
調
驗
所
管
理
規
則

知

事

徐

公

布

規
則
十
六
條
詳
縣
署
卷

辛酉

十
年
十
月
十
九
號
縣
知
事
出
具
禁
煙
印
結

知

事

李

呈

稱
縣
屬
境
內
無
私
種
私
運
情
事

同上

禁
嗎
啡

嗎
啡
療
養
所

考
農
安
設
所
戒
除
嗎
啡
曾
經
三
次
一
次
曰
療
二
三
次
曰
收
容
試
分
年
志
之

甲寅

民
國
三
年
十
一
月
六
號
請
設
嗎
啡
犯
療
養
所

知

事

樂

詳

仿
照
長
春
辦
法
就
縣
署
西
院
設
立
定
名
曰
療
養
所
凡
有
嗎
啡
癮
者
准
自
首
入
所

療
養
癮
除
釋
放
免
科
罪
刑
否
則
照
章
科
罰

同上

乙丑

十
四
年
七
月
二
十
號
嗎
啡
犯
收
容
所
成
立

知

事

孫

呈

以
第
一
區
分
所
長
王
會
卿
充
該
所
所
長
十
月
因
犯
人
漸
次
戒
除
開
釋
無
存
經
該

所
長
請
准
停
辦

所

長

王

呈

按
農
邑
以
接
近
長
春
張
家
灣
之
故
灌
輸
祕
密
殊
難
拔
本
塞
源
該
所
長
稱
漸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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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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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五

　

戒
除
似
從
此
無
施
打
之
人
其
然
豈
其
然
乎

丙寅

十
五
年
五
月
一
號
復
設
嗎
啡
犯
收
容
所

知

事

鄭

呈

設
縣
城
東
門
外
養
濟
院
內
閑
房
三
間
所
長
以
警
察
所
長
兼
充
由
警
長
委
警
所
股

員
兼
內
部
辦
事
員
委
會
計
兼
庶
務
員
委
一
區
分
所
長
兼
外
勤
管
理
員
所
長
曁
外

勤
管
理
員
均
係
義
務
職
而
內
部
管
理
員
曁
庶
務
員
每
月
各
津
貼
官
帖
五
百
吊
其

餘
看
守
長
警
由
一
區
分
撥
巡
警
三
由
所
招
募
巡
長
一
巡
警
二
共
長
警
六

新

調

查

募
欵

自
十
五
年
五
月
一
日
起
迄
年
底
八
個
月
共
募
官
帖
二
十
五
萬
吊
有
奇

經
費

每
月
預
算
二
萬
五
千
一
百
吊
支
出
計
算
約
一
萬
八
九
千
吊

收
容
幾
人

自
十
五
年
五
月
一
日
起
至
十
二
月
底
止
共
收
容
七
十
七
人

戒
斷
幾
人

自
十
五
年
五
月
一
日
起
至
十
二
月
底
止
共
戒
斷
六
十
九
人

所
長
楊
家
瑞
詳
見
警
察

辦
事
員
薛
芳
春
年
三
十
八
歲
奉
天
營
口
人

楊
　
棟
年
三
十
六
歲
吉
林
榆
樹
縣
人

除
穢

癸丑

民
國
二
年
四
月
二
十
七
號
飭
警
務
公
所
經
理
衛
生
車

知

事

廖

訓

令

　

是

爲

巡

警

局

經

理

衛

生

車

之

始

以
淸
道
除
穢
事
隸
巡
警
範
圍
應
歸
該
公
所
辦
理

同上

丁巳

六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七
號
頒
發
增
修
管
理
衛
生
章
程

吉

林

全

省

警

務

處

訓

令

略
謂
欲
曲
突
之
徙
薪
宜
綢
繆
於
未
雨
要
在
勵
行
淸
潔
以
淸
其
源
疫
癘
自
無
由
而

發
同上

章
程
詳
縣
署
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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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
疫

己未

民
國
八
年
八
月
十
四
號
禁
止
人
民
購
食
瓜
果
腐
魚
爛
肉
等
物

知

事

徐

布

吿

時
津
海
營
哈
各
埠
虎
疫
流
行
以
諸
物
能
傳
染
也

同上

設
防
疫
會

時
縣
城
死
於
疫
者
數
人
招
集
各
界
代
表
組
織
防
疫
會
於
九
月
二
號
成
立
公
推
陸

軍
步
兵
團
王
團
長
玉
珍
知
事
徐
爲
會
長
並
在
東
門
外
借
養
濟
院
房
屋
組
織
臨
時

病
院
於
本
月
一
號
成
立
員
書
均
由
軍
政
各
機
關
人
員
兼
任
不
支
薪

知

事

徐

呈

按
是
年
九
月
虎
疫
已
漸
次
銷
滅
無
人
治
療
其
臨
時
養
病
院
裁
撤
飭
該
院
貧
民

仍
回
本
院

就
診

施
醫
院

丙辰

民
國
五
年
十
二
月
飭
籌
設
農
安
施
醫
院

省

公

署

訓

令

開
辦
之
簡
章

創
立
　
民
國
六
年
正
月

定
名
　
農
安
縣
施
醫
院

宗
旨
　
以
施
醫
普
救
爲
宗
旨

住
址
　
本
城
西
北
門
裏

經
費
　
暫
由
慈
善
費
項
下
酌
撥
並
各
界
捐
助
及
醫
藥
行
捐
欵

職
員
　
正
副
院
長
各
一
不
支
薪
西
醫
一
中
醫
二
助
理
員
書
記
各
一
院
役
四

事
項
　
分
內
外
兩
科

時
間
　
春
秋
以
上
午
九
鐘
起
至
下
午
一
鐘
止
夏
以
早
八
鐘
起
至
十
二
鐘
止
冬
以

上
午
十
鐘
起
至
下
午
二
鐘
止
爲
開
診
時
間

以

上

施

醫

院

報

吿

書

組
織
之
沿
革

遷
移
　
北
大
街
路
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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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間
　
洋
式
房
土
平
房
各
七
間

職
員
　
院
長
一
中
西
醫
各
一

西中

醫
杜

殿

輻

夏

治

平

看
護
一
文
牘
兼
庶
務
員
一

時
間
　
每
日
以
上
午
十
一
鐘
起
至
下
午
二
鐘
止
爲
診
療
時
間
中
醫
隨
時
施
診
無

定
時

休
息
　
星
期
日

歷
任
院
長

劉
德
純
字
佩
文
年
　
　
　
歲
農
安
人
民
國
六
年
一
月
任
事

李
萬
選
字
子
靑
年
三
十
一
歲
同
　
上
民
國
十
二
年
二
月
任
事

現
任
院
長

王
錫
豐
字
　
　
年
五
十
四
歲
同
　
上
民
國
十
六
年
一
月
任
事

個
人
衛
生

擇
醫

農
安
縣
城
醫
行
調
査
表

民

國

十

五

年

十

月

號

　

別

營

業

股

　

　

本

股

　

東

經

　

理

開

設

何

年

地

　

　

　

址

興

源

德

三

十

萬

吊

楊

汝

楫

李

福

堂

咸

豐

五

年

北
　
街
　
路
　
西

瑞

興

隆

批

發

哈

洋

千

元

劉

萬

育

陳

國

恆

光
緖
二
十
年

西
　
街
　
路
　
南

福

德

堂

批

發

二
十
五
萬
吊

積
福

福
臻
堂
三
家

鄭

俊

修

邢

華

三

光
緖
二
十
五
年

北
　
街
　
路
　
西

太

一

堂

四
　
萬
　
吊

欒

聘

忱

欒

聘

忱

民

國

八

年

西

大

街

路

北

恆

昌

德

三
萬
五
千
吊

趙

俊

卿

趙

俊

卿

民
國
十
三
年

北
　
街
　
路
　
東

寳

生

堂

哈
洋
五
百
元

張

明

遠

張

明

遠

民

國

九

年

北
　
街
　
路
　
東

龍

春

堂

三

萬

吊

潘

好

生

潘

好

生

民
國
十
五
年

西

門

外

路

北

同

泰

興

三

萬

吊

秦

世

昌

秦

世

昌

民
國
十
五
年

西

大

街

路

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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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

成

堂

一
萬
五
千
吊

孟

廣

文

孟

廣

文

民
國
十
三
年

西

門

裏

路

南

德

泰

增

批

發

哈
洋
三
千
元

武

修

斌

孫

信

臣

光
緖
三
十
年

西

街

路

南

保

泰

昌

四

萬

吊

秦

世

昌

秦

世

昌

民
國
十
六
年

西

街

路

北

同

升

恆

批

發

五

千

元

白

惠

先

白

耀

章

民

國

三

年

酉

街

路

北

同

義

堂

批

發

十

五

萬

吊

劉

維

三

劉

維

三

民
國
十
二
年

北

街

路

東

修

善

堂

一
萬
五
千
吊

胡

子

修

胡

子

修

民
國
十
六
年

北

街

路

東

延

齡

堂

五

千

吊

鄭

尙

明

鄭

尙

明

民
國
十
六
年

南

街

路

西

天

合

謙

批

發

十

萬

吊

孫

紹

義

孫

紹

義

民
國
十
五
年

南

街

路

東

三

餘

堂

王

書

臣

王

書

臣

民
國
十
五
年

南

街

路

西

長

春

堂

批

發

五

萬

吊

吳

興

文

吳

興

文

民

國

元

年

南

街

路

東

天

德

堂

批
發

九

十

萬

吊

玉
　
金

聚
　
寳
　
堂

石

忠

誠

民
國
十
五
年

南
　
街
　
路
　
東

福
春
藥
房

三
　
萬
　
吊

陳

曉

樓

陳

曉

樓

民
國
十
五
年

南
　
街
　
路
　
西

永

生

堂

六
　
千
　
吊

李

永

衡

李

永

衡

民
國
十
四
年

南
　
街
　
路
　
東

醫
林
藥
房

一
　
萬
　
吊

嚴

子

峯

嚴

子

峯

民
國
十
三
年

西
　
街
　
路
　
南

醫
　
院

福
民
醫
院

三

十

萬

吊

院長

卜
鴻
聲

趙

若

蘭

民
國
十
六
年

北

街

路

西

西
藥
房

華
西
藥
房

哈
洋
一
百
五
十
元

張

墨

林

張

墨

林

民
國
十
六
年

北
　
街
　
路
　
西

華
東
藥
房

一

萬

吊

閻

曉

東

閻

曉

東

民
國
十
五
年

南
　
街
　
路
　
西

中
英
藥
房

一

萬

吊

馬

俊

傑

馬

俊

傑

民
國
十
六
年

南
　
街
　
路
　
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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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
外
鎭
醫
業
夥
頤
不
備
列

第

一

泉

澡

塘

八

千

吊

趙

俊

義

趙

俊

義

民

國

元

年

朿

街

路

南

洗
澡按

農
安
有
澡
塘
二
其
一
爲
東
海
泉
今
春
歇
業
故
不
列

乙卯

四
年
七
月
二
十
日
禁
止
伊
通
河
洗
澡

知

事

樂

布

吿

飭
一
區
由
河
邊
險
要
之
處
設
立
木
標
以
禁
之

知

事

樂

令

附
知
事
樂
禁
止
入
河
洗
澡
文

爲
出
示
曉
諭
事
照
得
本
城
東
門
外
伊
通
河
大
橋
爲
農
長
交
通
之
地
往
來
行
人

不
絕
每
届
夏
暑
橋
邊
一
帶
時
有
無
知
之
徒
入
河
洗
澡
不
惟
赤
身
露
體
不
雅
觀

瞻
且
易
占
滅
頂
危
及
生
命
上
年
城
內
民
戶
王
興
德
之
子
若
孫
年
在
髫
齡
以
洗

澡
之
故
連
遭
非
命
覆
車
未
遠
諒
能
憶
及
本
所
長
爲
預
除
危
害
維
持
人
道
起
見

寧
容
再
蹈
覆
轍
致
釀
滅
頂
之
凶
云
云

農

安

縣

報

吿

書

放
足

丙寅

十
五
年
八
月
禁
止
纏
足

知

事

鄭

布

吿

農
安
民
戶
多
遷
自
奉
天
遼
海
金
復
各
縣
女
子
纒
足
相
沿
成
俗
不
惟
行
步
蹣
跚
貼

笑
大
方
而
於
體
育
大
有
妨
碍
自
奉
令
禁
止
鄕
間
二
十
歲
下
之
女
子
始
有
解
放
者

亦
造
福
女
子
之
一
事
也

許

愛

田

投

稿



 
農
　
安
　
縣
　
志

　
卷
七
　
宗
敎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十

　
　

農
安
縣
志

宗
敎

宗
敎
者
以
神
道
設
敎
立
爲
戒
條
俾
人
共
遵
守
之
而
堅
其
信
仰
者
也
故
有
崇
拜
多
神
者

謂
之
多
神
敎
佛
道
是
也
有
崇
拜
一
神
者
謂
之
一
神
敎
耶
回
是
也
佛
敎
興
自
北
印
度
漢

明
帝
永
平
元
年
迦
葉
摩
騰
竺
法
蘭
乘
白
馬
載
佛
經
像
自
西
域
來
途
遇
博
士
蔡
愔
因
偕

之
洛
陽
是
爲
佛
敎
入
中
國
之
始
後
帝
使
愔
至
印
度
求
佛
經
建
白
馬
寺
於
洛
陽
其
後
與

西
域
交
通
僧
侶
來
中
國
者
漸
多
從
事
譯
經
迄
於
晉
魏
其
學
益
盛
建
寺
院
立
碑
塔
我
國

之
文
化
及
敎
育
受
其
影
響
者
甚
鉅
道
敎
自
東
漢
張
道
陵
于
吉
爲
之
始
而
西
門
君
惠
其

繼
也
唐
尊
老
子
爲
太
上
𤣥
元
皇
帝
爲
道
敎
極
盛
時
代
猶
太
敎
後
漢
時
創
興
嗣
耶
穌
降

世
傳
敎
自
稱
上
帝
之
子
專
爲
救
世
而
生
並
謂
上
天
下
土
惟
我
獨
尊
招
致
徒
衆
靈
跡
幻

想
頗
著
一
時
旋
爲
尤
太
人
所
賣
以
身
殉
道
迨
其
敎
大
行
世
人
多
謂
耶
穌
即
基
督
譯
基

督
之
義
即
天
降
救
世
主
自
十
二
世
紀
瑪
丁
路
德
挺
身
改
革
遂
分
爲
新
舊
二
派
奉
舊
約

者
爲
天
主
敎
奉
新
約
者
爲
耶
穌
敎
今
二
敎
乃
普
及
全
世
界
我
國
幾
無
縣
無
之
溯
其
東

漸
之
始
唐
太
宗
時
波
斯
人
阿
羅
本
齎
其
經
典
入
中
國
太
宗
爲
建
波
斯
寺
名
曰
景
敎
此

該
敎
流
入
中
國
之
始
明
時
利
馬
竇
湯
若
望
等
均
義
大
利
之
天
主
敎
徒
也
萬
曆
八
年
至

廣
東
復
入
北
京
建
天
主
敎
堂
是
爲
中
國
有
敎
堂
之
始
然
迄
於
滿
淸
皆
舊
派
也
新
派
當

淸
之
末
葉
始
流
入
中
國
民
國
以
來
其
勢
漸
大
回
敎
創
自
摩
罕
默
德
著
經
典
一
卷
曰
甫

爾
噶
呢
︵
即
可
蘭
經
發
明
該
敎
之
宗
旨
回
族
奉
之
故
曰
回
敎
以
上
各
敎
世
界
同
謂
之

宗
敎
志
故
取
之
以
資
研
究
若
在
理
未
知
創
自
何
時
農
安
前
數
載
此
風
最
盛
崇
拜
觀
音

微
近
佛
學
其
戒
煙
酒
坐
日
子
等
事
並
不
自
稱
爲
敎
又
烏
從
而
敎
之
各
志
雖
稱
薩
媽
爲

通
古
斯
之
古
敎
考
其
實
不
過
神
其
說
以
惑
人
非
哲
理
之
事
茲
故
不
取
志
宗
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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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
敎佛

敎
農
安
縣
宗
敎
調
査
表
無
研
究
佛
學
之
人

按
佛
經
有
云
四
相
皆
空
謂
無
人
相
無
我
相
無
衆
生
相
無
壽
者
相
也
故
曰
四
相

皆
空
今
之
學
佛
者
不
惟
不
空
抑
且
專
注
其
顯
而
易
見
者
即
求
善
果
得
長
生
是

也
故
曰
無
研
究
佛
學
之
人
若
今
之
僧
則
斷
非
古
之
佛
矣

道
敎

縣
城
南
門
外
關
帝
廟
有
道
士
圓
鉢
溫
家
岡
觀
音
廟
有
道
士
圓
普
梁
家
泡
子
靑
雲

閣
有
道
士
敎
成

按
各
區
道
士
夥
頤
不
備
列

昔
韓
昌
黎
原
道
篇
有
云
道
其
所
道
非
吾
之
所
謂
道
也
今
爲
道
士
易
一
語
曰
道

其
所
道
並
非
伯
陽
之
所
謂
道
也

天
主
敎

農
安
天
主
堂
創
始
於
淸
光
緖
二
十
七
年
建
於
縣
城
西
街
路
南
周
圍
土
墻
高
五
尺

許
門
係
洋
式
南
向
該
院
頭
層
院
西
南
隅
磚
正
房
六
楹
係
男
校
堂
屋
東
首
磚
平
房

五
間
女
堂
屋
東
配
廡
五
楹
儲
藏
室
後
院
磚
正
房
十
楹
東
首
五
楹
司
鐸
臥
室
西
首

五
楹
禪
堂
院
內
設
有
男
女
義
塾
各
一
處
男
學
額
十
五
名
女
學
額
二
十
名
︵
入
校

日
期
前
後
畢
業
班
數
均
不
詳
︶
現
在
入
敎
信
徒
共
有
四
百
四
十
名
其
司
鐸
並
敎

員
姓
氏
附
述
於
後

司
鐸
時
民
澤
法
國
人

敎
員
周
濟
川
直
隸
人

靠
山
屯
鎭

二區

　
天
主
堂
一

伏
龍
泉
鎭

八區

　
天
主
堂
一



 
農
　
安
　
縣
　
志

　
卷
七
　
宗
敎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十
二

　

基
督
敎

農
安
南
門
外
路
東
民
國
十
年
三
月
經
紳
民
張
振
漢
創
辦
基
督
敎
一
所
該
院
門
向

南
設
洋
式
磚
正
平
房
五
楹
周
圍
羣
墻
土
築
高
六
尺
許
該
敎
產
地
基
四
畝
以
及
建

築
房
墻
費
欵
均
由
在
敎
人
捐
助
現
在
入
敎
信
徒
八
十
五
名
其
牧
師
並
長
老
各
員

姓
名
列
左

牧
師
戴
准
試
直
隸
樂
亭
縣
人

長
老
張
振
漢
山
東
　
　
縣
人

回
敎

農
安
初
無
回
敎
也
淸
道
光
二
十
六
年
有
回
民
石
朝
貴
馬
甲
麟
常
玉
福
三
家
丁
口

共
十
餘
名
由
山
東
遷
於
縣
之
小
西
街
僅
租
賃
漢
民
土
平
正
房
三
間
設
立
淸
眞
寺

今
師
部
後
院
即
其
舊
址
其
敎
長
稱
媽
目
︵
阿
拉
伯
語
︶
又
曰
阿
訇
嗣
於
光
緖
二
十

四
年
踵
至
者
二
十
餘
戶
均
此
派
也
羣
議
在
小
門
外
路
北
另
購
地
址
建
築
淸
眞
寺

一
所
該
院
磚
正
房
五
楹
西
配
廡
三
楹
︵
即
禮
拜
堂
︶
大
門
南
向
墻
院
宏
廠
自
是
回

敎
徒
陸
續
來
農
者
日
多
今
考
其
戶
數
僅
四
十
二
家
回
民
男
女
丁
口
至
二
百
九
十

六
名
口
之
多
半
係
生
計
儉
嗇
多
業
商
販

敎
長
楊
守
淸
京
兆
三
合
縣
人

經
理
白
榮
桂

會
長
　
徐
寳
成
　
馬
　
玉
　
石
長
庚
　
馬
　
洪
　
張
忠
桂
　
常
永
和
　
常
順
才

馬
子
豐
　
張
忠
海

附
小
西
門
外
淸
眞
寺
影
於
後

靠
山
屯
鎭

二區

　
淸
眞
寺
一

以
上
新
調
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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