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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纂
修
昭
通
縣
民
國
志
稿
姓
氏
錄

鑒
定

雲

南

省

政

府

主

席
　
　
　
龍
　
　
　
雲

發
起

陸

軍

少

將

駐

昭

第

二

旅

旅

長
　
　
　
安
　
恩
　
溥

雲

南

省

政

府

省

務

委

員
　
　
　
盧
　
　
　
漢

前

任

昭

通

縣

長
　
　
　
李
　
文
　
林

現

任

昭

通

縣

長
　
　
　
王
　
鳳
　
瑞

前

任

雲

南

省

立

昭

通

中

學

校

校

長
　
　
　
李
　
暉
　
陽

省

立

昭

通

女

子

中

學

校

校

長
　
　
　
姜
　
思
　
敏

昭
　
通

縣

警

察

局

局

長
　
　
　
傅
　
家
　
祥

昭

通

縣

建

設

局

長
　
　
　
馬
　
世
　
澤

前

任

昭

通

縣

敎

育

局

長
　
　
　
馬
　
世
　
寬

昭

通

縣

商

會

會

長
　
　
　
李
　
績
　
昌

昭

通

縣

保

衞

團

副

團

長
　
　
　
楊
　
福
　
楨

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紳
　
　
　
黃
　
廷
　
榘

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紳
　
　
　
蔣
　
文
　
駿

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紳
　
　
　
李
　
約
　
翰

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紳
　
　
　
張
　
本
　
鈞

雲

南

省

立

昭

通

中

學

校

校

長
　
　
　
師
　
茂
　
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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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昭

通

縣

黨

部

指

導

委

員
　
　
　
夏
　
運
　
麟

前

敎

育

局

長
　
　
　
楊
　
家
　
盛

昭

通

縣

第

一

區

公

所

區

長
　
　
　
劉
　
旭
　
初

總
纂

昭

通

縣

長
　
　
　
盧
　
金
　
錫

編
輯

昭

通

中

學

國

文

敎

員
　
　
　
楊
　
履
　
乾

昭

通

中

學

國

文

敎

員
　
　
　
包
　
鳴
　
泉

評
議

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紳
　
　
　
李
　
嘉
　
珉

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紳
　
　
　
胡
　
祥
　
樾

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紳
　
　
　
姜
　
思
　
孝

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紳
　
　
　
李
　
嘉
　
福

縣

參

事

會

議

長
　
　
　
邵
　
鴻
　
鈞

省

立

昆

華

師

範

學

校

校

長
　
　
　
李
　
立
　
藩

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紳
　
　
　
姜
　
思
　
讓

募
集

雲

南

錫

務

公

司

經

理
　
　
　
陶
　
鴻
　
燾

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紳
　
　
　
曹
　
觀
　
斗

昭

通

縣

保

衞

團

附

團

長
　
　
　
李
　
國
　
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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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昭

通

縣

財

政

局

長
　
　
　
焦
　
祥
　
鳳

採
訪

昭

通

鄕

立

小

學

校

長
　
　
　
陶
　
鴻
　
奎

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人
　
　
　
陳
　
開
　
震

校
對

昭

通

縣

敎

育

局

長
　
　
　
鄧
　
　
　
漣

昭

通

縣

尙

武

小

學

校

長
　
　
　
楊
　
耀
　
章

前

昭

通

縣

立

兩

級

小

學

校

長
　
　
　
王
　
開
　
仁

昭

通

縣

中

心

兩

級

小

學

校

長
　
　
　
王
　
開
　
國

昭

通

縣

立

女

子

小

學

校

長
　
　
　
孫
　
承
　
恩

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紳
　
　
　
何
　
本
　
仁

會
計

兼
採
訪

淸

附

生

省

立

單

級

師

範

畢

業
　
　
　
朱
　
繼
　
程

繪
圖

兼
書
記

縣

立

小

學

校

敎

員
　
　
　
童
　
朝
　
瀛

省

立

中

學

校

圖

畫

敎

員
　
　
　
謝
　
文
　
冏

書
記

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人
　
　
　
何
　
維
　
垣

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人
　
　
　
李
　
錫
　
藩

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人
　
　
　
余
　
堂
　
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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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纂
修
民
國
昭
通
縣
志
凡
例

一
本
志
體
例
槪
遵
省
頒
興
修
縣
志
綱
目
草
案
及
各
縣
修
志
槪

要
依
照
目
錄
一
一
編
輯
無
有
出
入
惟
其
間
無
事
實
者
胥
從

闕
略
未
敢
攔
入

一
本
志
之
編
因
前
於
十
二
年
曾
撰
有
縣
志
稿
係
起
於
往
古
截

於
宣
統
故
此
書
即
由
民
國
元
年
起
迄
於
二
十
三
年
止
一
切

皆
近
時
之
事
以
前
舊
制
俱
多
删
除
爰
定
名
爲
民
國
昭
通
縣

志
以
免
混
雜

一
舊
治
設
有
知
府
統
轄
五
屬
自
民
國
來
廢
府
𤲢

縣
區
域
較
狹

故
地
圖
僅
繪
本
邑
不
涉
他
縣
至
于
沿
革
前
代
旣
有
附
郭
恩

安
之
分
即
今
亦
無
損
益
是
以
仍
從
其
舊

一
前
志
戎
事
係
列
於
中
卷
今
依
草
案
總
名
大
事
記
惟
明
以
前

事
早
已
備
載
於
册
不
再
贅
入
今
僅
將
入
民
國
以
後
要
事
分

年
紀
載
均
係
考
查
實
確
不
敢
偏
私
亦
無
隱
諱
知
我
罪
我
一

聽
諸
人

一
天
文
一
門
前
志
因
其
事
涉
荒
誕
不
敢
自
信
因
倣
照
各
志
之

例
決
然
捨
去
今
依
草
案
復
列
此
欄
因
採
摭
各
書
照
目
增
入

其
星
象
氣
候
固
確
然
有
徵
而
風
雨
寒
涼
亦
足
供
氣
象
學
者

之
研
究
也
是
以
詳
載
無
遺

一
輿
地
入
民
國
來
均
經
分
畫
淸
楚
無
有
變
易
即
土
質
地
帶
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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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經
考
驗
山
脈
水
系
皆
已
測
勘
故
仍
照
前
志
錄
入
至
鄕
村
猶

是
而
市
鎭
必
依
新
名
寺
廟
雖
廢
而
會
館
仍
存
其
舊
所
以
便

稽
考
也
若
夫
各
處
名
勝
可
以
備
遊
觀
而
古
蹟
冡
墓
可
以
資

憑
吊
至
新
瘞
名
人
亦
附
入
焉

一
職
官
僅
載
改
革
以
後
所
設
之
名
稱
及
委
任
之
人
員
文
武
備

列
以
當
題
名
而
各
機
關
之
設
置
雖
繁
簡
不
一
而
檔
案
無
存

故
僅
載
其
名
並
其
所
在
之
住
址
焉
至
民
政
之
中
事
務
繁
多

皆
當
今
要
務
也
而
司
法
獨
立
其
制
四
級
三
審
本
縣
歷
年
民

刑
訴
訟
之
數
目
均
一
一
採
訪
羅
列
無
隱
或
有
遺
漏
亦
所
不

免
閱
者
諒
之

一
財
政
一
項
尤
爲
當
時
要
務
古
今
制
國
用
者
必
多
方
考
究
周

詳
出
納
而
其
法
不
外
體
國
經
野
稽
征
加
釐
以
爲
富
強
之
本

其
槪
算
則
分
國
家
地
方
兩
制
各
有
差
異
永
不
相
混
但
至
民

元
來
除
正
賦
外
各
機
關
之
附
加
者
名
目
繁
多
故
諺
有
苛
捐

雜
稅
病
民
已
甚
之
說
茲
志
之
編
亦
嘗
徵
集
於
主
管
之
人
悉

照
來
稿
彙
入
然
所
得
俱
屬
大
槪
未
獲
詳
晰
且
僅
列
收
入
不

詳
開
支
即
欲
窮
究
其
事
亦
因
人
員
變
更
又
因
檔
案
佚
失
編

者
固
不
能
憑
空
結
撰
也

一
敎
育
一
門
古
時
首
列
學
制
凡
學
堂
書
院
及
科
甲
徵
辟
等
皆

屬
之
今
黌
序
已
廢
科
舉
久
停
往
事
均
載
前
志
自
勸
學
更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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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敎
育
而
縣
設
各
項
學
務
俱
統
屬
於
敎
育
局
其
職
務
之
重
可

知
矣
至
城
內
又
有
省
立
第
二
中
學
並
昭
通
十
縣
共
立
女
子

師
範
學
校
此
二
校
雖
未
隸
縣
屬
範
圍
究
係
敎
育
事
故
仍
載

其
名
目
若
圖
書
館
之
設
因
時
未
久
蓋
集
合
前
日
各
處
所
存

之
書
並
現
捐
送
者
及
購
備
圖
畫
標
本
多
種
遂
即
成
立
其
中

書
籍
雖
富
庋
藏
尙
無
次
序
至
後
所
列
之
表
亦
僅
得
大
略
嗣

淸
理
完
畢
再
爲
補
入

一
交
通
之
事
昭
城
地
處
東
隅
中
心
邊
鄙
重
鎭
於
路
政
最
爲
緊

要
除
省
道
縣
道
及
通
川
黔
各
路
并
郵
電
路
線
前
志
已
詳
載

無
遺
惟
公
路
雖
修
只
屬
草
創
而
橋
梁
涵
洞
尙
未
着
手
飛
機

場
早
已
開
闢
無
線
電
久
經
敷
設
均
備
登
之
至
於
津
渡
昭
屬

山
國
乃
闕
焉
無
聞
故
仍
略
之

一
農
工
商
務
誠
富
國
之
源
爲
社
會
人
民
所
從
事
一
日
不
講

究
則
貧
窮
必
至
一
人
不
專
務
則
飢
寒
交
迫
當
今
科
學
發
明

農
工
等
均
各
設
專
門
學
校
昭
雖
未
有
然
亦
不
可
不
知
大
槪

商
務
一
項
昭
爲
通
川
黔
之
大
道
富
商
大
賈
雲
集
於
斯
是
宜

有
以
記
之
獨
金
融
一
項
係
商
民
命
脈
故
尤
不
可
略
其
他
之

貨
物
出
入
歷
年
比
較
則
可
知
地
方
之
盛
衰
矣
至
土
產
各
物

只
有
此
數
以
其
關
於
用
途
仍
依
前
志
名
稱
照
草
案
抄
入
以

供
農
工
商
賈
之
研
究
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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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一
世
家
大
族
昭
邑
開
闢
較
晚
著
姓
無
多
即
古
族
之
前
居
此
者

又
屢
遇
兵
燹
瘟
疫
皆
遷
逃
遠
徙
故
聚
族
而
居
者
少
雖
有
之

無
宗
法
譜
牒
之
可
觀
方
言
亦
從
古
語
是
編
多
方
探
討
僅
得

其
略
鄙
陋
所
不
計
也

一
禮
俗
一
端
胥
關
地
方
之
風
化
昭
城
舊
日
習
俗
醇
樸
婚
喪
各

禮
皆
經
制
定
二
百
年
來
無
大
更
改
自
人
類
漸
多
習
於
奢
侈

至
於
今
時
好
事
者
日
趨
新
式
競
言
文
明
故
編
次
各
類
皆
隨

時
勢
志
之
不
嫌
陋
俗
惟
識
者
諒
焉

一
宗
敎
名
目
繁
多
中
國
自
古
只
有
道
敎
漢
魏
以
後
佛
敎
盛
行

昭
自
改
土
始
有
此
二
敎
回
人
雖
多
未
以
敎
名
也
淸
末
耶
敎

東
來
分
爲
舊
新
二
教
信
之
者
隨
人
自
由
故
未
嘗
有
令
禁
止

至
於
他
敎
及
巫
覡
等
類
更
層
見
疊
出
無
非
以
術
感
人
非
純

正
之
宗
敎
今
悉
載
之
於
以
知
社
會
之
情
態
焉

一
藝
文
關
係
地
方
之
文
化
故
所
見
外
人
著
述
之
文
本
縣
人
之

著
作
除
舊
志
所
載
外
咸
錄
列
之
並
後
內
外
編
之
詩
文
一
依

前
後
次
序
繕
錄
然
如
魏
定
一
李
樂
山
謝
秀
山
三
先
生
稿
美

不
勝
收
僅
擇
錄
數
首
以
窺
一
斑
若
欲
飫
閱
者
之
目
則
請
觀

專
集

一
金
石
一
門
昭
城
孟
孝
琚
碑
誠
爲
海
內
有
數
石
刻
况
朱
提
洗

窯
堆
之
石
更
時
常
發
見
即
此
知
昭
之
開
通
甚
早
縱
有
他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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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皆
等
諸
自
檜
以
下
之
列
矣

一
藝
術
一
事
方
今
科
學
日
興
技
藝
以
書
畫
並
列
美
術
而
武
藝

近
於
軍
事
若
以
拳
足
刀
矛
輔
助
鎗
炮
當
有
利
而
無
害
若
夫

刺
繡
爲
女
工
之
絕
技
音
樂
可
感
人
之
性
情
學
校
旣
列
專
科

故
詳
序
之
以
供
學
者
之
參
考
焉

一
人
物
一
類
歷
代
史
書
志
乘
皆
籍
此
以
表
章
前
哲
褒
旌
節
烈

雖
名
目
不
同
而
各
從
其
類
今
皆
照
題
所
列
除
舊
志
已
載
外

今
悉
就
採
摭
所
得
依
次
錄
入
於
以
知
前
賢
之
品
行
操
守
日

久
不
致
泯
沒
使
閱
者
感
歎
而
興
起
焉

一
本
志
脫
稿
後
承
縣
長
盧
逐
卷
逐
字
纂
訂
復
呈
　
省
政
府
主

席
龍
鑒
定
發
交
通
志
館
審
核
蒙
批
准
稿
文
尙
屬
詳
明
而
有

條
理
可
籌
款
付
印
以
存
掌
故
惟
應
加
修
正
者
三
項
一
各
機

關
主
要
職
員
有
可
傳
事
實
者
可
擇
要
記
述
二
文
藝
應
次
列

著
者
姓
名
字
號
出
身
三
金
石
志
孟
碑
應
將
各
名
人
題
跋
全

錄
業
經
遵
照
指
示
三
項
更
正

編
輯

楊
履
乾

包
鳴
泉

謹
識

二
十
六
年
三
月
記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一

　

　

　

　
九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民
國
昭
通
縣
志
稿
目
錄

第
一
圖

卷

首

全
縣
疆
域
圖

附

沿

革

表

山
脈
圖

水
系
圖

交
通
圖

農
礦
物
產
圖

第
二
　
大
事
記

民

國

以

來

第
三
　
天
文

經
緯

星
象

彗

星

流

星

隕

星

氣
候

温

渡

雨

量

風

向

第
四
　
輿
地

卷

二

疆
域

位

置

境

界

地
質

地
震

山
脈

水
系

形
勢

城
池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一

　

　

　

　
十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池
塘
井

市
鎭
鄕
村

九
區
鄕
鎭
名
稱
表

廟
寺

會
館
附

坊
標

名
勝

附
圖

古
蹟

冢
墓

義
地

第
五
　
職
官

卷
三

官
制

附
職
官
表

官
署

第
六
　
民
政

土
地

水
田
畝
數
旱
地
畝
數
一
覽
表

戶
口

附
二
十
一
年
各
區
煙
戶
人
口
統
計
表

警
察

團
保

建
設

倉
儲

賑
務

蠲
卹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一

　

　

　

　
十
一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禁
煙

選
舉

附
國
會
　
省
議
會
　
縣
議
會

文
官
考
試
人
名
　
　
薦
辟
　
　
軍
功

自
治

附
城
鄕
九
區
區
長
姓
名
表

第
七
　
司
法

行
政
官
兼
理
司
法
制
度

民
事
訴
訟

刑
事
訴
訟

人
事
訴
訟
及
他
非
訟
事
件

監
獄

吏
警

近
代
民
事
案
件
數
目
比
較
表

近
代
歷
年
刑
事
案
件
數
目
及
犯
罪
人
數
比
較
表

訴
訟
各
種
費
規

第
八
　
財
政

卷
四

財
政
局

田
畝

賦
額

各
種
雜
稅

各
機
關
附
加
各
種
雜
稅
表

公
債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一

　

　

　

　
十
二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第
九
　
敎
育

敎
育
局

沿
革
　
教
育
資
產
及
經
費
　
附
表

各
種
學
校

縣
屬
各
及
學
校
表

社
會
敎
育

民
衆
教
育
館
附
藏
圖
書
卷
數
表

敎
育
會

省
內
外
曁
國
外
大
學
專
門
學
校
畢
業
男
女
生
表

第
十
　
交
通

省
道

公
路
派
攤
夫
役
表

縣
道

鄕
道

郵
電

航
站

即
飛
機
場

橋
梁

第
十
一
　
農
政

卷
五

田
制

農
時

辨
穀

附
雜
糧

土
壤

土
宜
肥
料
　
田
土
移
讓
價
目
表

水
利

農
具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一

　

　

　

　
十
三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園
蔬

蠶
桑

造
林

畋
漁

畜
牧

墾
殖

附
開
墾
觀
音
寺
荒
田
記

農
會

歷
年
收
入
豐
歉
表

第
十
二
　
工
業

紡
織

染
績
附

陶
業

冶
工

泥
木
工

石
工

造
紙

釀
榨

竹
工

漆
工

雜
工

工
廠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一

　

　

　

　
十
四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工
會

工
人
生
活
狀
況

第
十
三
　
商
務

商
埠

市
集

米
市
　
雜
糧
市
　
牛
馬
市

金
融

制
錢
　
歷
年
紙
幣
現
金
價
格
表

鹽
行

歷
年
鹽
價
表

轉
運

典
當

商
店

公
司

附
實
業
公
司
表

商
會

商
業
習
慣

度
量
衡

第
十
四
　
物
產

草
木

花
果

葯
材

煙
葉

禽
獸

水
產

昆
蟲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一

　

　

　

　
十
五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礦
產

煤

各
種
特
產

第
十
五
　
氏
族

卷
六

種
族

宗
祠

第
十
六
　
方
言

各
種
方
言

土
音

第
十
七
　
禮
俗

婚
禮

喪
禮

祭
禮

歲
時

衣
飾

飮
食

器
用

居
處

集
會
　
酬
酢

習
尙

禁
忌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一

　

　

　

　
十
六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謠
諺

第
十
八
　
宗
敎

道
敎

佛
敎

回
敎

禮
拜
寺
　
經
典
文
字

教
長
祈
禱
儀
式
　
　
禁
戒

耶
穌
天
主
敎

教
堂
宗
派
教
規
傳
教

耶
穌
基
督
敎

教
會
學
校
醫
院
入
教
人
數

壇
社
及
他
巫
祝
等
敎

第
十
九
　
藝
文

記
載
縣
事
之
書

縣
人
著
述
之
書

第
二
十
　
金
石

鐘
鼎
彜
器

銅
鼓

碑
誌

碑
文

第
二
十
一
　
藝
術

建
築

雕
刻

刺
繡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一

　

　

　

　
十
七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書
畫

音
樂

埴
塑

特
色
工
藝

第
二
十
二
　
人
物

卷
七

宦
績
傳

忠
義
傳

名
賢
傳

孝
友
傳

文
苑
傳

藝
術
傳

耆
老

寓
賢
傳

烈
女
傳

賢
淑
　
才
媛
　
貞
孝
　
節
烈

孝
婦
　
節
婦
及
表

第
二
十
三
　
詩
文
徵

卷

八

內
編

本
縣
人
詩
文

外
編

與
本
縣
有
關
係
詩
文
　
卷
九

第
二
十
四

軼
事

前
志
源
流
　
本
縣
纂
修
始
末

附
本
志
纂
修
人
略
歷



 

昭
通
位
居
雲
南
全
省
之
方
向
圖

昭
通
位
於
全
國
土
地
勢
圖



 

雲　南　昭　通　縣　輿　圖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昭
通
縣
歴
代
建
置
沿
革
表

昭通縣
兩
漢
三
國

晉

宋

齊

梁

隋

唐

宋

元

明

清

民
國

前

漢

益

州

郡

犍

為

屬

地

後

漢

犍

為

屬

地

朱

提

郡

地

建

安

二

十

年

先

主

置

朱

提

朱
提

郡屬
益

州

朱
提

郡屬
甯

州

南

朱

提

郡

廢

曲
州

開
皇

初
置

恭
州

後
大

業
初

入
開

邊
縣

曲
州

武
德

元
年

復
置

曲
州

治
朱

提
唐

興

為
烏

蒙
王

地

烏

蒙

烏

撒

宣

慰

司至

元

十

三

年

置

烏

撒

路

後

為

軍

民

總

管

府

又

改

宣

撫

司

後

升

宣

慰

司

屬

行

省

烏
蒙

軍
民

府
洪

武
十

五
年

置
屬

四
川

川
南

道

初
為

烏
蒙

府
雍

正
五

年
改

土
歸

流
設

置
昭

通
府

首
縣

恩
安

與
大

闗
魯

甸
鎮

雄
永

善
為

五
屬

今

為

昭

通

縣



 

昭通縣山脈圖



 

昭通縣水系圖



 

昭通縣交通圖



 

昭通縣物產圖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　

　
大

事

記

　

　

一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印

第
二大

事
記

自
漢
設
縣
至
淸
歷
代
大
事
已
具
前
志
茲
集
所
述
起
民
國
初
元
至
二
十
二
年
止

國
家
當
革
故
鼎
新
之
際
百
度
聿
興
凡
一
切
軍
事
官
制
財
政
敎

育
等
當
軸
者
靡
不
精
心
籌
畫
以
期
盡
善
而
圖
永
久
無
如
國
勢

糾
紛
治
權
屢
易
廿
餘
年
來
政
令
紛
繁
兵
戈
擾
攘
事
變
亦
甚
亟

矣
昭
之
於
滇
地
屬
東
陲
壤
接
川
黔
爲
三
邊
要
隘
當
義
師
首
出

及
靖
護
兩
役
罔
不
由
此
邦
而
進
迨
後
之
桀
驁
反
噬
鄰
盜
屢
侵

其
受
禍
尤
爲
不
淺
然
其
間
專
制
旣
除
國
體
已
定
人
民
尙
義
咸

知
趨
向
稽
各
機
關
之
設
立
并
新
政
之
頒
行
溯
原
竟
委
具
在
方

策
者
均
按
其
事
實
分
年
紀
載
爰
述
大
事
以
供
史
料
之
採
擇
焉

雲
南
自
前
淸
宣
統
三
年
九
月
九
日
省
軍
光
復
建
立
民
國
各
府

廳
州
縣
皆
聞
風
響
應
縣
議
事
會
議
長
謝
文
英
昭
通
自
治
局
長

姜
思
讓
等
即
慕
義
歸
附
秩
序
如
常
惟
人
心
恐
慌
慮
土
匪
𥩈

發

官
紳
議
招
團
防
範
嗣
援
川
軍
梯
團
長
謝
汝
翼
李
鴻
祥
先
後
率

兵
過
境
地
方
遂
翕
然
無
事
是
冬
各
地
方
奉
令
凡
前
之
爲
府
者

均
兼
首
縣
其
餘
僚
佐
均
一
律
裁
撤
所
轄
外
屬
皆
設
縣
另
治
自

爲
以
昭
通
府
兼
攝
縣
事
委
候
補
知
府
張
國
璽
任
之

民
國
元
二
年
隨
時
有
兵
駐
紥
地
方
安
謐
即
往
來
過
境
者
俱
屬

寕
靜

三
年
廢
府
長
名
稱
改
爲
縣
知
事
時
在
任
者
洪
念
江
也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卷

一
大

事

記

　

　

二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四
年
護
國
軍
興
駐
昭
統
帶
祿
國
藩
率
其
全
部
出
征
四
川
　
熊

克
武
諸
人
分
道
至
昭
檄
調
殷
吉
祥
楊
春
芳
等
募
勇
千
餘
人
入

川
助
戰
郡
紳
李
燮
陽
奉
蔡
總
司
令
委
在
昭
募
兵
三
營
帶
赴
行

營
補
充

六
年
有
靖
國
之
役
　
駐
昭
旅
長
劉
法
坤
統
所
部
全
旅
趕
赴
四

川
繼
有
混
成
旅
長
趙
世
銘
馬
驄
馬
鉁
三
四
軍
軍
長
黃
毓
成
庾

恩
暘
率
兵
過
境
供
應
浩
繁
後
有
段
恩
膏
趙
嘉
賓
在
昭
募
兵
段

甚
橫
暴
欺
凌
陳
知
事

啟
周

會
川
督
羅
佩
金
自
成
都
還
率
屬
抵
昭

段
縱
其
兵
與
羅
部
衝
突
幾
釀
巨
變
　
是
冬
何
國
鈞
在
昭
成
立

挺
進
軍
三
路
更
有
別
動
隊
赴
川
協
助
後
改
鎭
攝
雷
馬
屏
一
帶

九
年
旅
長
胡
若
愚
有
回
滇
之
舉
　
初
川
中
將
領
楊
森
等
反
對

駐
川
滇
軍
戰
雲
突
起
滇
軍
不
利
軍
長
葉
荃
旅
長
金
漢
鼎
朱
德

等
各
率
殘
部
退
至
昭
通
支
應
尤
難
後
晉
省
已
別
有
意
見
胡
駐

敍
州
亦
退
入
鎭
雄
聞
滇
垣
改
變
乃
整
軍
回
援
其
時
駐
昭
守
備

司
令
蔣
光
亮
先
得
省
耗
適
鄧
旅
長
泰
中
在
昭
親
率
兵
抵
禦
至

𨉖

溝
接
觸
其
鋒
甚
銳
城
鄕
大
恐
胡
以
部
將
朱
世
貴
倒
戈
且
聞

唐
督
遜
位
遠
行
遂
由
彜
良
繞
道
而
去

十
一
年
威
寧
土
匪
劉
正
國

即
　
毛
　
四

攔
入
昭
城
旋
即
授
首
　
自

反
正
後
威
屬
馬
板
河
一
帶
地
聯
會

澤

宣
威

山
硐
遼
遠
路
徑
險

窄
劉
毛
二
等
聚
數
千
匪
其
中
常
刦
行
旅
間
至
昭
魯
擄
掠
村
舍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　

　
大

事

記

　

　

三

辦剿
迄
未
撲
滅
至
是
年
四
月
正
國
窺
昭
無
兵
駐
守
假
他
處
招
安

名
帶
領
百
餘
人
入
城
其
後
隊
駐
於
城
外
聲
言
來
昭
保
護
實
圖

謀
不
軌
倡
言
先
搜
槍
枝
次
籌
餉
糈
有
急
則
飽
掠
而
去
幸
景
支

隊
長
士
奎
由
宣
威
趕
至
外
示
優
容
暗
自
布
置
將
正
國
擒
獲
立

正
典
刑

十
二
年
以
龍
雲
爲
滇
東
鎭
守
使
因
兼
署
滇
中
鎭
守
使
未
到
任

調
副
守
使
陳
鐸
由
會
澤
移
駐
昭
通

十
三
年
六
月
十
四
日
鎭
守
副
使
署
兵
變
兩
連
旋
經
招
回
悉
未

加
罪
　
該
兵
等
藉
口
勒
餉
約
同
叛
變
然
意
實
在
搶
刦
市
面
飽

載
遠
颺
詎
陡
街
人
民
聞
警
先
閉
栅
門
乃
分
兩
路
一
由
懷
遠
街

搶
掠
出
南
門
去
一
掠
轅
門
口
出
北
門
去
時
午
後
三
時
鎗
聲
隆

隆
全
城
騷
動
副
使
陳
鐸
往
元
寳
山
赴
宴
知
城
中
有
變
策
馬
西

馳
及
晚
始
回
翌
日
召
集
各
機
關
會
商
籌
墊
銀
三
千
元
設
法
招

撫
有
少
數
來
歸
終
未
深
究
論
者
謂
其
紀
律
廢
弛

十
四
年
二
月
昭
團
隊
送
新
兵
赴
省
回
至
江
底
被
土
匪
劉
開
學

將
鎗
提
盡
遂
進
踞
桃
園
以
窺
昭
通
城
中
大
震
　
因
副
使
陳
鐸

出
伐
廣
西
時
四
方
盜
賊
蜂
起
劉
號
稱
大
股
據
魯
甸
一
帶
聞
昭

團
將
歸
設
伏
江
底
橋
上
兵
過
被
提
去
九
子
鎗
三
十
九
枝
彈
三

千
餘
發
有
二
兵
開
鎗
轟
擊
均
遇
害
餘
悉
逃
回
劉
得
鎗
彈
實
力

頓
增
鴟
張
尤
甚
昭
知
事
謝
栻
聞
警
乃
調
鄕
團
會
營
兵
馳
剿
劉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　

　
大

事

記

　

　

四

聞
風
逃
竄
我
軍
跟
蹤
追
擊
至
迆
那
溪
戕
斃
匪
首
甘
紹
武
餘
皆

遠
颺
　
四
月
知
事
謝
栻
督
兵
團
出
剿
馬
樹
堂
　
數
月
來
土
匪

猖
獗
幸
皆
撲
滅
惟
威
甯
之
馬
樹
堂
以
女
兒
姑
爲
巢
穴
狡
黠
冠

羣
盜
胆
敢
馳
書
縣
署
索
銀
十
萬
元
否
則
來
城
自
取
實
目
中
無

人
也
縣
長
乃
與
衆
商
決
約
營
長
王
國
相
及
團
紳
楊
幹
臣
並
調

永
魯
各
團
協
剿
連
攻
十
數
日
已
經
合
圍
而
威
寕
之
柏
團
長
黎

知
事
亦
至
謝
便
退
讓
殊
彼
軍
不
力
致
樹
堂
乘
間
潛
逃
謝
即
收

兵
回
昭
是
役
也
所
費
糧
餉
不
貲
時
當
大
饑
倉
儲
爲
之
告
罄
云

六
月
十
四
日
馬
大
賢
嗾
王
營
兵
作
亂
以
時
間
誤
幸
未
破
壞

是
時
土
匪
馬
大
賢
就
撫
駐
元
寳
山
彼
遣
回
人
某
勾
結
王
營
兵

使
內
亂
約
定
十
三
日
夜
外
放
鎗
爲
號
內
即
開
城
納
之
雙
方
會

合
奪
取
城
池
有
急
則
飽
掠
鎗
彈
財
物
而
遁
及
期
某
回
潛
入
營

與
各
兵
插
血
和
酒
痛
飮
沈
醉
迨
城
外
鎗
發
均
酣
睡
未
聞
待
天

將
黎
明
急
趨
王
營
長
室
門
緊
閉
由
窗
窺
探
燈
半
明
滅
不
知
營

長
所
在
亦
不
開
鎗
狙
擊
轉
至
連
長
楊
樹
臣
臥
室
將
楊
戕
殺
時

天
大
亮
恐
外
應
不
至
孤
軍
受
困
乃
由
東
越
城
逃
走
論
者
謂
王

營
長
之
不
死
地
方
之
不
糜
爛
亦
云
幸
矣
　
是
歳
之
秋
有
定
滇

軍
左
翼
總
司
令
唐
淮
源
兩
次
撲
城
事
　
先
是
唐
督
軍
繼
堯
回

滇
顧
之
將
領
向
省
外
逸
去
而
唐
淮
源
奔
重
慶
召
兵
購
器
意
圖

恢
復
茲
趁
滇
師
在
桂
唐
即
以
定
滇
軍
爲
名
標
樹
旗
幟
統
左
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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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兵
二
三
千
入
滇
屯
鹽
津
部
署
進
窺
大
關
時
團
長
楊
占
元
甫
抵

昭
聞
警
立
派
廖
連
長
馳
援
大
關
復
派
王
營
長
阨
守
鸚
哥
嘴
殊

廖
至
大
關
即
與
敵
遇
戰
不
利
退
守
城
七
日
而
失
陷
敵
遂
上
趨

攻
鸚
哥
嘴
不
得
逞
改
道
北
三
區
將
出
頭
道
溝
逕
取
昭
通
王
知

守
北
三
區
者
爲
招
安
之
馬
大
賢
心
懷
叵
測
難
保
不
反
噬
因
轉

𨉖

溝
則
馬
匪
果
降
敵
爲
前
導
來
截
王
營
長
歸
路
王
則
尋
僻
徑

繞
回
昭
民
初
聞
大
關
失
耗
搜
掠
備
至
人
心
惶
駭
而
城
中
兵
單

難
資
作
戰
乃
飛
調
宣
威
左
營
赴
援
敵
旣
入
昭
境
連
絡
各
路
土

匪
於
七
月
十
三
日
率
衆
圍
城
晝
夜
攻
擊
楊
團
長
與
謝
知
事
栻

親
督
兵
民
嚴
巡
防
守
其
尤
危
者
先
有
井
敍
保
商
隊
長
蕭
錫
珍

駐
昭
已
受
僞
職
事
爲
衆
所
覺
令
移
居
西
城
外
彼
懷
觀
望
未
動

幸
左
營
長
十
四
晚
趕
到
占
元
即
於
夜
五
鼓
挑
選
精
悍
二
百
名

拂
曉
開
東
門
出
擊
節
節
取
勝
轉
攻
北
校
場
淮
源
本
部
敵
勢
不

支
即
行
退
走
蕭
亦
乘
間
逃
逸
此
役
也
計
敵
人
被
我
先
後
戕
殺

者
三
四
百
人
其
逃
竄
者
云
追
兵
甚
衆
疲
於
奔
命
頗
有
八
公
山

草
木
皆
兵
之
狀
焉
嗣
據
探
報
淮
源
已
退
鹽
津
占
元
隨
派
兵
扼

紥
大
關
下
游
之
雲
台
山
防
其
死
灰
復
然
詎
料
半
月
之
久
又
率

川
邊
著
匪
多
人
越
大
關
腦
而
止

入

川

舊

路

亦

奇

險

也

席
捲
重
來
將
昭
城
層

疊
圍
困
人
衆
鎗
精
而
攻
擊
尤
猛
烈
占
元
與
栻
率
民
兵
更
多
方

抵
禦
於
八
月
初
三
日
午
後
編
敢
死
隊
厚
其
賞
出
城
與
之
搏
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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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昭

通

新

民

書

局

代

印

戕
敵
數
百
人
城
上
呼
聲
震
天
敵
愈
奪
氣
各
股
匪
星
夜
馳
回
川

去
而
淮
源
知
事
不
成
隻
身
潛
蹤
奔
黔
迨
省
中
聞
警
委
團
長
朱

旭
來
助
則
事
已
平
定
即
往
下
游
淸
鄕
省
更
命
在
昭
賑
濟
委
員

熊
廷
權
辦
理
善
後
事
宜
熊
目
覩
情
形
處
置
頗
爲
持
平

十
五
年
之
春
設
立
高
等
第
二

審

判

檢

察

分
廳
委
傅
綏
德
來
昭
設
備

即
改
舊
府
署
爲
分
廳
縣
署
仍
遷
舊
恩
安
縣
衙
警
察
則
移
住
廣

福
寺
內
　
二
月
威
匪
虎
雲
彪
劉
雲
山
等
屢
犯
昭
境
擄
掠
各
村

莊
至
是
以
馬
金
庭
父
子
引
導
大
股
出
巢
騷
擾
西
北
一
帶
城
內

聞
警
派
團
往
截
在
西
二
區
標
水
岩
接
仗
敎
練
喬
定
坤
中
鎗
死

之
匪
趨
北
三
區
搜
括
三
晝
夜
肆
行
舝
殺
飽
載
而
歸
　
冬
月
叛

兵
二
十
餘
名
至
北
三
區
小
堡
子
持
鎗
刦
場
擄
括
貨
物
後
奔
天

心
場
轉
永
善
之
新
店
子
被
圍
解
決

十
六
年
七
月
前
雲
南
主
席
胡
若
愚
由
省
退
昭
　
蓋
渠
自
板
橋

立
約
後
即
率
師
至
昭
途
間
分
電
川
黔
軍
求
助
因
其
與
川
劉
文

輝
黔
周
西
成
有
攻
守
同
盟
之
約
在
昭
駐
未
及
月
因
張
汝
驥
被

困
曲
靖
羽
書
告
急
胡
遂
親
身
赴
援
而
川
軍
絡
繹
過
境
亦
有
駐

以
待
命
者
時
鎭
雄
隴
維
邦
已
統
兵
來
昭
因
留
守
焉
鎭
邑
空
虛

竟
爲
黔
軍
所
佔
進
陷
彜
良
勢
逼
昭
通
人
民
在
水
火
之
中
與
省

隔
絕
呼
籲
無
路
且
取
獲
周
西
成
圖
滇
計
畫
秘
册
知
其
用
意
甚

深
會
各
地
方
力
謀
自
衞
乃
設
保
安
會
禦
之
無
何
黔
軍
果
以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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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隊
壓
境
東
起
曹
家
梁
子
南
抵
鳳
凰
山
橫
亘
二
十
餘
里
連
環
爲

營
示
威
脅
迫
民
衆
閉
城
誓
守
相
持
凡
九
日
雙
方
未
交
一
兵
未

發
一
鎗
後
見
我
有
備
逡
巡
由
威
寕
退
去
時
川
軍
之
由
尋
甸
敗

回
者
適
駐
城
中
有
蔣
團
長
以
勒
索
兵
餉
故
大
言
恫
喝

燒

雲

興

街

及

遂
其
欲
始
行
撤
歸
至
次
年
正
月
胡
仍
退
昭
已
狼
狽
不
堪
旋
率

殘
部
逸
去
人
民
之
勉
牽
掠
者
由
於
旅
長
田
鐘
毅
尙
能
顧
名
譽

焉
待
朱
師
長
旭
到
昭
追
擊
敵
已
遠
走
朱
駐
未
久
即
轉
省
而
孟

師
長
坤
率
師
來
駐
昭
城
矣

十
六
年
威
匪
韓
甲
甲
率
黨
竄
擾
南
區
刦
皂
角
樹
埸
民
衆
二
百

餘
人
持
棍
棒
刀
矛
圍
之
匪
彈
盡
突
圍
走
被
追
殺
幾
盡
所
刦
財

貨
悉
奪
回
民
衆
傷
亡
二
人
是
役
也
民
團
以
鈍
器
擊
匪
竟
獲
全

勝
亦
難
得
之
事

十
七
年
十
一
月
南
區
土
洞
洞
發
現
股
匪
鄕
團
擊
潰
之
　
原
孟

坤
因
事
隨
帶
手
鎗
警
衞
二
十
人
赴
昭
魯
交
界
鐵
家
灣
信
宿
未

歸
土
匪
蔣
應
炳
董
吉
三
朱
毛
曹
十
斤
等
夥
黨
百
餘
名
潛
匿
土

洞
洞
附
近
意
圖
狙
擊
孟
坤
奪
其
鎗
枝
得
手
後
乃
引
威
寕
股
匪

進
犯
昭
城
爲
鄕
團
查
覺
黎
明
時
攻
其
不
備
四
面
兜
圍
擊
斃
悍

匪
十
數
名
餘
悉
潰
散

十
八
年
三
月
駐
昭
師
長
孟
坤
率
全
師
赴
川
往
投
胡
若
愚
　
蓋

因
孟
師
到
昭
已
歷
年
餘
是
歳
二
月
秒
因
團
長
劉
堅
還
昭
彼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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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以
爲
代
已
頗
自
疑
懼
及
劉
轉
省
孟
遂
集
全
部
脅
之
隨
行
下
敍

昭
紳
奉
省
令
至
大
關
挽
留
竟
不
顧
而
去
旅
長
楊
焜
駐
會
澤
未

來
至
夏
間
即
有
張
汝
驥
來
昭
破
城
事
初
張
自
曲
靖
潰
圍
逕
投

黔
中
得
周
西
成
協
助
以
畢
節
爲
其
練
兵
地
胡
若
愚
則
由
昭
退

去
繞
至
叙
府
川
軍
納
之
遂
大
開
幕
府
朝
夕
籌
謀
回
滇
會
川
中

有
警
胡
張
並
聚
永
甯
將
助
劉
文
輝
改
決
瀘
州
戰
事
繼
而
窺
滇

有
討
黔
之
役
張
遂
變
計
圖
滇
救
黔
乃
移
兵
進
據
鎭
雄
守
鎭
雄

之
隴
儒
珍
隴
禹
因
率
部
退
昭
及
省
中
聞
耗
急
命
劉
堅
楊
焜
來

昭
守
禦
殊
彼
等
旣
到
隨
將
四
城
門
閉
塞
城
上
垜
口
亦
封
砌
四

月
初
八
張
汝
驥
兵
追
至
晝
夜
圍
攻
甚
急
數
日
不
得
逞
而
劉
堅

又
以
四
附
郭
餔
房
有
礙
連
夜
縱
火
焚
燒
其
時
敵
人
鎗
彈
劇
烈

用
礮
轟
擊
無
或
甯
息
二
十
二
宵
中
敵
得
蔣
應
炳
王
懷
方
內
應

由
西
北
攀
援
登
城
戕
害
守
兵
極
夥
機
礮
鎗
彈
失
盡
劉
堅
因
傷

被
擒
楊
焜
逃
去
隴
儒
珍
出
走
龍
洞
汛
亦
被
擒
隴
禹
避
民
間
敵

旣
入
城
舉
凡
富
戶
咸
遭
搜
括
天
明
張
進
城
乃
制
止
之
於
是
委

官
提
煙
款
及
釐
稅
並
勒
商
民
捐
款
九
萬
延
至
五
月
初
六
聞
旅

長
高
蔭
槐
兵
到
張
派
管
肇
英
往
涼
水
井
抵
禦
派
林
麗
山
田
鍾

毅
扼
守
小
堡
子
八
仙
營
而
已
則
出
駐
元
寳
山
肇
英
戰
敗
次
早

張
撤
防
率
部
伍
退
去
仍
以
田
鍾
毅
斷
後
亦
如
前
此
嚴
整
不
准

牽
拉
百
姓
一
人
惟
戕
劉
堅
於
李
子
園
縶
隴
儒
珍
至
彝
良
斃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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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高
旅
長
率
部
尾
追
隔
日
師
長
張
冲
兵
到
高
旅
即
回
比
聞
川
中

胡
孟
兵
將
上
張
師
趕
籌
粮
秣
炭
薪
等
物
並
觀
戰
地
挑
濠
砌
欄

種
種
皆
備
迨
五
月
二
十
三
日
胡
張
孟
三
部
果
率
二
萬
餘
人
至

矣
時
張
高
之
兵
已
分
佈
城
外
彼
軍
由
北
排
牆
而
進
被
濠
中
兵

起
舉
鎗
頻
射
敵
多
中
傷
其
鋒
頓
挫
從
東
方
來
者
亦
被
擊
敗
至

二
十
四
夜
敵
挑
死
勇
二
千
奮
力
猛
撲
竟
夕
鎗
聲
不
絕
彈
如
暴

雨
大
礮
轟
墜
城
心
猶
幸
未
盡
爆
裂
蓋
自
二
更
時
起
至
次
早
十

鐘
乃
止
如
是
惡
戰
夙
所
罕
聞
然
兩
軍
之
死
亡
已
不
知
凡
幾
矣

其
後
屢
次
來
攻
皆
被
擊
退
相
持
者
久
之
敵
改
計
他
圖
六
月
一

日
直
趨
省
會
將
江
底
橋
拆
斷
張
高
亦
分
道
跟
追

張
由
江
底
因
橋
毀

不
得
渡
高
由
新
橋

打
敗
江
底
守
禦

之
兵
張
乃
前
進

當
張
冲
去
日
慮
城
中
空
虛
調
牛
栅
子
祿
國
勳
率
鄕

兵
來
昭
守
備
責
以
城
防
詎
六
月
十
六
日
胡
黨
季
樹
先
統
百
餘

人
侵
犯
西
街
祿
閉
城
守
禦
但
係
童
騃
不
諳
兵
事
次
晚
其
部
從

忽
挾
之
開
城
逸
去
季
即
夜
梯
城
入
隨
招
踞
大
關
之
竇
家
法
來

昭
仍
委
官
提
款
並
召
集
威
匪
阮
發
高
等
進
城
嗣
聞
胡
張
孟
遠

行
省
軍
已
下
始
分
向
川
黔
遁
走
而
土
匪
李
端
方
毛
大
惠
等
乘

隙
又
至
提
團
防
局
鎗
麕
聚
流
氓
圖
謀
搜
括
人
心
惶
駭
萬
狀
幸

團
長
唐
振
東
聞
耗
由
桃
園
趕
到
將
其
擊
潰
昭
城
至
此
得
稍
蘇

息
焉
　
是
年
夏
季
威
匪
阮
發
高
馬
大
賢
等
常
竄
至
北
三
區
搶

刦
團
局
及
各
鄕
村
燒
殺
牽
擄
其
富
者
勒
以
數
千
金
取
贖
該
匪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　

　
大

事

記

　

　

十

至
九
月
又
在
龍
寳
山
盤
踞
城
中
派
團
隊
長
曾
起
亮
馳
往
兜
勦

至
二
道
橋
遇
伏
突
起
遂
被
戕
害
　
十
一
月
五
日
馬
小
貴
馬
大

賢
等
竄
擾
北
區
閘
心
塲
搜
財
牽
人
適
有
過
客
趙
亞
曾
由
蜀
入

滇
調
察
地
質
是
晚
宿
於
棧
內
被
賊
所
戕
中
區
聞
警
往
剿
則
匪

已
遠
去
矣
　
十
八
日
馬
明
全
馬
小
貴
等
大
股
出
巢
夜
至
西
一

區
舊
圃
搶
刦
居
民
將
劉
亮
臣

故

團

長

劉

堅

之

父

家
祖
孫
父
子
殺
斃
財
物

據
盡
迨
鄕
兵
集
合
追
擊
傷
其
僞
營
長
某
某
匪
即
連
夜
竄
至
下

洒
漁
河
圍
困
街
場
搜
括
居
民
損
失
較
舊
圃
尤
鉅
及
城
鄕
團
馳

援
則
匪
已
竄
北
三
區
乃
跟
蹤
追
擊
殊
賊
勢
浩
大
終
難
取
勝
視

其
滿
載
由
北
方
轉
威
後
唐
團
長
派
兵
截
勦
僅
斃
匪
二
十
餘
名

奪
獲
贓
物
甚
夥
終
以
大
霧
莫
辨
途
徑
而
止
　
是
年
秋
間
審
判

廳
改
爲
高
等
第
二
法
院
以
王
鍾
璽
任
院
長
李
煜
任
檢
查
首
席

十
九
年
三
月
女
兒
姑
匪
馬
正
陽
率
黨
至
東
區
連
刦
村
寨
分
團

長
崔
從
章
帶
兵
追
擊
受
鎗
傷
陣
亡
維
時
四
鄕
多
被
搶
刼
漸
至

近
郊
略
有
衣
食
者
多
避
居
城
內
自
冬
及
春
田
地
荒
蕪
人
民
惶

駭
多
謂
唐
兵
之
不
力
故
匪
勢
猖
獗
如
此
幸
安
團
長
恩
溥
來
昭

換
防
人
民
始
得
安
居
樂
業
矣

二
十
年
春
縣
署
奉
令
改
爲
昭
通
縣
政
府
凡
自
治
公
路
財
政
志

局
悉
設
于
內
　
是
年
一
月
團
長
安
恩
溥
合
昭
魯
官
紳
集
議
分

工
修
濬
昭
魯
大
河
呈
准
於
昭
城
特
設
昭
魯
水
利
工
程
處
令
各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　

　
大

事

記

　

　

十
一

鄕
派
工
人
昭
屬
河
工
分
五
段
修
理
上
流
尙
易
修
治
惟
老
鴉
巖

石
峽
寬
而
且
長
工
程
浩
大
至
六
月
始
行
鑿
通
其
工
程
議
分
三

個
步
驟
以
三
年
竣
事

其

詳

列

於

水

利

欄

內

二
月
滇
財
政
廳
奉
中
央
命
令
取

銷
舊
日
釐
金
設
立
特
種
消
費
稅
局
以
余
祥
炘
駐
昭
任
局
長
事

凡
鎭
雄
綏
江
鹽
津
牛
街
四
分
局
均
歸
其
管
轄
　
其
月
一
日
省

黨
部
派
安
恩
溥
余
祥
炘
爲
黨
務
指
導
委
員
先
就
三
楚
宮
成
立

昭
通
縣
黨
務
指
導
委
員
會
後
移
呂
祖
閣
內
遂
次
進
行
其
辦
事

分
組
織
訓
練
宣
傳
秘
書
四
部
分
初
入
黨
者
尙
多
凡
人
民
團
體

均
經
黨
部
派
員
指
導
並
組
織
爲
同
業
公
會
於
二
十
一
年
復
設

立
黨
義
講
習
班
按
期
畢
業
　
三
月
初
湯
縣
長
祚
偕
工
程
師
建

築
汽
車
路
起
南
門
外
月
牙
塘
至
魯
甸
之
大
山
包
止
派
民
衆
出

工
富
者
並
出
貲
工
程
甚
鉅
境
內
大
致
完
竣

事

詳

專

條

列

後

　
四
月
駐

昭
第
一
團
一
營
連
長
傅
盛
明
追
勦
稻
田
埧
阮
匪
被
傷
陣
亡

五
月
安
團
長
恩
溥
出
兵
勦
威
匪
阮
發
高
將
其
羽
黨
擊
潰
先
是

去
年
安
赴
鎭
雄
勦
辦
則
章
埧
發
高
乘
隙
刦
搶
魯
屬
桃
園
本
年

三
月
復
來
稻
田
埧
盤
踞
窺
伺
昭
通
團
部
聞
報
令
第
一
營
往
擊

匪
即
退
竄
團
長
念
此
匪
不
滅
終
爲
大
患
遂
邀
宣
威
郭
團
長
威

寕
劉
團
長
三
方
出
兵
兜
剿
籌
畫
旣
定
五
月
十
一
日
遂
親
率
全

團
出
發
先
將
發
高
營
地
巢
穴
攻
破
擊
斃
匪
首
馬
有
順
女
兒
姑

之
匪
聞
風
向
羊
灣
河
逃
竄
因
黔
軍
堵
截
不
力
致
阮
發
高
馬
大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　

　
大

事

記

　

　

十
二

賢
等
脫
逃
欲
奔
則
章
埧
乃
派
兩
營
尾
追
困
之
於
團
山
擊
斃
二

百
餘
匪
該
逆
仍
逸
出
率
殘
黨
向
川
界
逃
去
聞
現
已
破
散
矣

二
十
一
年
改
升
第
一
團
爲
旅
部
以
第
三
團
駐
昭
通
第
四
團
駐

宣
威
　
八
月
十
四
昭
十
屬
大
水
爲
災
各
縣
紛
紛
告
警
經
安
團

長
恩
溥
提
議
設
水
災
救
濟
總
會
於
昭
城
通
電
全
國
告
災
獲
款

甚
鉅
皆
分
配
各
縣
事
詳
徵
信
錄

至

昭

所

劃

之

款

另

載

後

賑

務

欄

內

二
十
二
年
二
月
第
三
團
勦
辦
威
甯
耗
子
洞
匪
馬
明
科
　
於
三

月
一
日
奪
其
碉
壘
匪
首
張
明
勳
等
均
已
隕
命
惟
明
科
蜷
伏
山

洞
數
日
匪
黨
二
十
餘
人
悉
出
繳
械
投
降
只
明
科
墜
陷
硝
洞
後

設
法
擒
穫
已
奄
奄
待
斃
乃
梟
首
解
昭
示
衆
因
毀
其
碉
寨
奏
凱

而
還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　

　
大
　
事
　
記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三

第
三
　
天
文

自
司
馬
遷
史
記
首
著
天
官
書
漢
書
地
理
志
因
之
後
世
作
史
及

纂
省
志
縣
志
悉
祖
其
說
或
以
爲
天
象
或
以
爲
司
天
或
以
爲
歷

象
皆
天
文
也
其
所
載
不
外
乎
分
野
星
象
氣
候
五
行
似
乎
言
志

者
之
不
可
少
也
然
分
野
之
說
均
盲
爲
附
會
滇
省
初
屬
益
州
天

官
書
謂
爲
東
井
輿
鬼
雍
州
雍
秦
也
星
經
益
州
觜
觿
參
又
爲
魏

分
謬
妄
已
甚
自
淸
乾
隆
中
修
熱
河
志
力
闢
之
後
修
志
者
咸
遵

其
例

愚

昔
編
地
志
資
料
及
縣
志
均
删
去
天
文
一
門
今
滇
省
新

頒
修
志
綱
目
旣
列
此
門
首
言
經
緯
亦
求
輿
地
之
必
要
蓋
地
遠

不
可
測
而
以
麗
於
天
者
測
地
則
地
之
經
緯
度
不
爽
矣
至
於
星

野
聚
訟
紛
紛
究
無
定
論
如
彗
流
隕
等
星
世
所
恆
有
若
夫
氣
候

雖
各
地
不
同
而
象
實
繫
於
天
其
所
列
溫
度
雨
量
風
向
亦
燮
理

陰
陽
之
義
故
詳
紀
錄
以
備
司
牧
者
之
攷
鏡
藉
作
人
士
之
修
省

焉
志
天
文

經
緯

昭
通
境
內
之
經
緯
度
依
現
代
科
學
家
攷
據
昭
境
經
度
在
東
經

一
百
零
三
度
五
十
分
緯
度
在
北
緯
二
十
七
度
十
分
與
算
學
家

格
靈
威
所
制
子
午
線
無
異

星
象

彗
星
　
流
星
　
隕
星

昭
通
滇
東
境
也
據
漢
書
地
理
志
秦
地
於
天
官
東
井
輿
鬼
之
分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　

　
天

　

文

　

　

十
四

野
也
其
界
南
有
巴
蜀
廣
漢
犍
爲
武
都
昭
於
漢
爲
朱
提
縣
屬
犍

爲
郡
自
井
十
度
至
柳
三
度
謂
之
鶉
首
之
次
以
後
悉
宗
之
又
據

淸
一
統
志
昭
通
府
天
文
東
井
輿
鬼
分
野
鶉
首
之
次
合
全
滇
亦

如
是
今
縣
位
滇
東
七
百
餘
里
當
在
東
井
鬼
之
分
入
參
三
度
爲

鶉
首
之
次
　
彗
星
　
彗
星
之
見
前
人
謂
主
刀
兵
已
歷
歷
可
驗

前
志
載
之
詳
矣
茲
據
十
六
年
十
月
彗
星
見
是
冬
胡
張
兵
踞
曲

靖
更
有
川
黔
軍
入
昭
助
逆
事
二
十
年
五
月
十
六
白
虹
亘
天
長

數
十
丈
午
前
一
見
至
午
後
四
時
又
見
比
先
尤
長
歷
二
時
始
散

術
者
言
主
水
災
至
六
月
大
雨
一
晝
夜
果
遭
水
患
　
流
星
　
昭

通
每
年
夏
秋
之
夜
當
斗
宿
燦
爛
時
有
星
光
自
上
而
下
俗
謂
流

星
或
急
引
下
墜
勢
如
落
地
或
光
線
下
垂
徐
漸
引
回
又
有
平
行

而
過
者
其
光
拖
尾
仍
緩
緩
收
盡
俗
謂
星
移
此
亦
流
星
之
類
也

隕
星
　
隕
石
之
說
見
於
左
傳
昭
通
有
檢
得
六
方
形
兩
頭
尖

之
結
晶
石
俗
謂
爲
星
隕
之
遺
也
名
爲
馬
亮
石
性
質
堅
脃
瑩
潔

透
明
間
有
中
含
水
珠
自
能
上
下
亦
有
貯
蚊
蟲
螞
蟻
于
中
者
此

皆
山
石
所
產
豈
眞
隕
星
所
化
者
耶

氣
候
　

温
度
　
雨
量
　
風
向

滇
於
中
華
處
西
南
陬
無
甚
大
寒
暑
昭
屬
東
迤
地
勢
平
衍
四
面

多
高
山
海
拔
約
二
千
米
突
且
北
風
甚
厲
氣
候
較
寒
雖
盛
夏
之

時
風
雨
驟
至
即
變
爲
寒
涼
冬
季
霜
雪
旣
嚴
朔
風
刺
骨
寒
氣
較



 

昭

通

縣

志

稿

　

　
天

　

文

　

　

十
五

他
處
尤
甚
故
非
披
裘
莫
禦
非
火
不
煖
耳
　
溫
度
　
昭
之
溫
度

夏
季
最
高
時
達
華
氏
八
十
四
五
度
隆
冬
時
常
降
至
冰
點
下
比

較
昆
明
平
均
低
十
六
七
度
較
魯
甸
低
八
九
度
此
外
大
關
鹽
津

彝
良
永
善
綏
江
地
皆
濱
河
其
勢
漸
下
故
熱
度
尤
高
也
　
雨
量

昭
境
在
初
改
流
之
後
土
曠
人
稀
林
木
豐
茂
不
乏
泉
流
雨
水

滋
多
冬
季
霜
雪
最
盛
通
志
謂
土
沃
泉
甘
穀
宜
晚
稻
此
僅
就
初

闢
時
言
之
也
厥
後
移
民
漸
多
人
口
頓
增
變
林
地
爲
農
場
迨
木

材
需
用
甚
廣
復
四
處
濫
伐
遂
使
高
山
峻
嶺
竟
成
濯
濯
泉
源
稀

少
雨
暘
不
時
每
當
夏
秋
之
季
遇
東
南
濕
風
一
至
霪
雨
旬
月
不

止
河
川
汜
濫
秋
成
減
收
實
森
林
缺
乏
之
所
致
　
風
向
　
昭
境

季
候
風
每
半
年
一
易
其
方
向
當
三
四
月
至
八
九
月
間
因
日
光

直
射
赤
道
北
氣
壓
甚
低
空
氣
向
北
流
動
故
多
西
南
風
十
冬
月

至
次
年
二
三
月
間
日
光
直
射
赤
道
南
氣
壓
甚
高
北
方
冷
空
氣

向
南
流
動
故
多
東
北
風
但
北
嶺
居
高
臨
下
形
勢
狹
長
又
因
大

關
角
奎
兩
河
崖
谷
深
下
炎
熱
如
焚
冷
空
氣
被
最
低
氣
壓
所
廹

溯
河
谷
向
上
流
動
其
力
甚
勁
高
原
無
可
障
蔽
故
北
嶺
時
見
白

霧
濔
漫
而
朔
風
即
來
砭
人
肌
骨
氣
候
亦
因
之
而
寒
冷
或
早
南

晚
北
方
向
互
易
故
風
向
無
一
定
之
標
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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