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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十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鐵
嶺
縣
志

戶
口
志

國
之
所
以
富
强
者
非
人
衆
之
可
恃
人
衆
而
有
道
德
有
智
能
有
實
業
乃

可
恃
焉
經
濟
家
言
人
口
孳
生
無
水
火
癘
疫
兵
爭
以
耗
減
之
則
每
二
十

五
年
當
得
倍
加
數
然
不
求
經
濟
之
發
展
俾
生
利
之
人
多
分
利
之
人
少

民
生
亦
必
不
支
洵
偉
論
哉
鐵
嶺
戶
口
自
光
緖
二
十
七
年
比
歲
調
查
有

登
無
耗
則
歷
年
之
兵
亂
尙
幸
未
嘗
殃
民
也
自
是
以
往
戶
口
其
能
限
乎

古
者
一
人
受
田
百
畝
上
農
食
九
人
中
農
食
七
人
下
農
食
五
人
至
人
口

日
增
農
田
不
足
以
給
之
於
是
工
商
之
業
重
工
商
又
不
足
以
消
納
之
於

是
衍
爲
九
流
雜
技
其
下
焉
者
爲
流
氓
爲
優
伶
爲
賤
隷
甚
而
爲
盜
爲
匪

人
滿
爲
災
又
殊
可
慨
已
故
善
治
邑
者
鑒
於
戶
口
之
繁
多
益
思
有
以
養

之
敎
之
也
志
戶
口

淸
初
及
中
葉
之
戶
口

本
境
戶
口
舊
志
云
康
煕
三
年
以
前
僅
旗
丁
果
戶
千
餘
家
自
康
煕
三
年

設
縣
招
民
七
年
按
畝
升
科
後
直
東
二
省
各
客
籍
來
墾
新
荒
人
民
漸
集

當
時
調
查
除
旗
丁
仍
前
不
計
外
民
口
共
增
二
千
一
百
零
一
嗣
是
生
聚

日
滋
從
未
切
實
編
查
煕
煕
攘
攘
不
識
不
知
蓋
二
百
年
於
茲
矣

庚
子
亂
後
調
查

光
緖
二
十
七
年
俄
兵
在
城
四
鄕
則
盜
賊
蠭
起
鐵
嶺
奉
督
撫
箚
文
催
辦

保
甲
彼
時
人
心
惶
懼
居
無
定
所
或
一
戶
析
爲
數
處
或
數
家
共
賃
一
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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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十

一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故
雖
挨
戶
塡
寫
實
數
仍
末
盡
得
統
計
當
時
旗
民
戶
口
如
左
旗
戶
居
城

者
計
戶

闕

男
八
十
二
名
女
七
十
三
口
居
四
關
者
計
戶
闕
男
一
百
五
十

二
名
女
一
百
三
十
二
口
散
處
鄕
屯
者
計
戶

闕

男
二
千
零
五
十
名
女
一

千
九
百
零
八
口
民
戶
居
城
者
計
戶

闕

男
一
千
九
百
三
十
四
名
女
二
千

二
百
二
十
五
口
居
鄕
屯
者
編
爲
六
十
一
區
各
設
保
甲
分
局
實
四
百
四

十
七
屯
計
戶
五
萬
二
千
五
百
三
十
計
男
十
八
萬
八
千
三
百
零
一
女
十

五
萬
九
千
五
百
通
共
城
鄕
旗
民
戶
約
五
萬
七
千
五
百
餘
共
計
男
女
三

十
七
萬
零
三
百
五
十
三
名
口
大
亂
之
後
復
能
如
此
本
境
居
民
可
謂
繁

矣

辦
學
之
調
查
戶
口

光
緖
三
十
年
日
俄
和
議
成
奉
總
督
趙
公
爾
巽
札
分
畫
學
區
計
城
內
調

查
可
補
從
前
之
闕
畧
者
如
左

一
城
裡
四
區
內
共
八
百
戶
男
二
千
零
一
十
六
名
女
二
千
一
百
九
十
八

口
共
計
四
千
二
百
一
十
四
名
口

一
關
廂
四
區
內
共
三
千
八
百
四
十
八
戶
男
九
千
五
百
九
十
五
名
女
八

千
七
百
四
十
三
口
共
計
一
萬
八
千
三
百
三
十
八
名
口

通
共
城
內
外
四
千
六
百
四
十
八
戶
男
一
萬
一
千
六
百
一
十
一
名
女
一

萬
零
九
百
四
十
口
共
計
城
內
外
二
萬
二
千
五
百
五
十
二
名
口
而
鄕
屯

戶
口
與
二
十
七
年
調
查
大
略
相
同

法
庫
分
界
後
之
戶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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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十

二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法
庫
門
設
鎭
邊
廳
劃
本
境
之
西
北
陲
分
隷
之
計
劃
去

一
百
一
十
六
屯
計
戶
一
萬
三
千
六
百
八
十
本
境
復
調
查
戶
口
實
數
列

後旗
戶
　
正
藍
旗
界
一
百
六
十
六
戶
男
六
百
七
十
二
名
幼
丁
二
百
一
十

四
名
婦
女
四
百
五
十
三
口
鑲
白
旗
界
二
百
一
十
七
戶
男
大
小
六
百

五
十
名
婦
女
大
小
五
百
八
十
口
正
白
旗
界
一
百
三
十
八
戶
男
大
小

六
百
二
十
三
名
婦
女
大
小
三
百
七
十
一
口
鑲
黃
旗
界
一
百
五
十
九

戶
男
五
百
四
十
三
名
婦
女
大
小
三
百
四
十
七
口
共
四
旗
旗
戶
六
百

八
十
男
二
千
六
百
零
二
名
女
一
千
七
百
五
十
四
口
通
共
男
女
四
千

三
百
五
十
六
名
口
據
四
旗
册
檔

漢
戶
　
城
關
共
戶
五
千
零
一
十
一
男
二
萬
一
千
八
百
九
十
一
名
女
七

千
二
百
六
十
九
口
四
鄕
共
屯
三
百
二
十
共
漢
戶
四
萬
一
千
一
百
二

十
七
男
一
十
三
萬
六
千
零
八
十
二
女
十
一
萬
八
千
七
百
零
八
通
共

戶
四
萬
六
千
三
十
八
通
共
男
十
五
萬
七
千
九
百
七
十
三
名
通
共
女

十
二
萬
六
千
九
百
七
十
七
口
男
女
合
計
二
十
八
萬
四
千
九
百
五
十

名
民
國
成
立
後
調
查
全
境
戶
數

據

警

察

分

區

分

漢

滿

蒙

回

族

第
一
分
區
漢
戶
一
千
二
百
一
十
八
滿
戶
五
百
六
十
一
蒙
戶
無
回
戶
九

十
二
客
戶
二
百
二
十
合
計
共
戶
二
千
零
九
十
一

第
二
分
區
漢
戶
三
千
八
百
九
十
滿
戶
一
百
四
十
三
蒙
戶
三
十
四
回
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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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十

三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二
十
三
客
戶
五
百
零
三
合
計
共
戶
四
千
五
百
九
十
三

中
路
分
區
漢
戶
五
千
九
百
四
十
九
滿
戶
二
百
零
三
蒙
戶
一
百
回
戶
三

十
一
客
戶
一
十
一
合
計
共
戶
六
千
二
百
九
十
四

東
路
分
區
漢
戶
六
千
五
百
一
十
六
滿
戶
三
蒙
戶
無
回
戶
三
十
一
客
戶

一
千
七
百
五
十
五
合
計
共
戶
八
千
三
百
零
五

西
路
分
區
漢
戶
四
千
九
百
七
十
三
滿
戶
三
百
九
十
九
蒙
戶
七
百
二
十

七
囘
戶
無
客
戶
二
百
五
十
三
合
計
共
戶
六
千
三
百
五
十
二

南
路
分
區
漢
戶
八
千
三
百
零
八
滿
戶
無
蒙
戶
無
回
戶
無
客
戶
無
合
計

共
戶
八
千
三
百
零
八

北
路
分
區
漢
戶
一
萬
七
千
三
百
四
十
九
滿
戶
無
蒙
戶
無
回
戶
無
客
戶

無
合
計
共
戶
一
萬
七
千
三
百
四
十
九

通
共
全
境
民
戶
五
萬
一
千
二
百
四
十
八

調
查
全
境
人
數

據

同

前

第
一
分
區
漢
籍
男
五
千
四
百
五
十
七
名
女
三
千
一
百
二
十
一
口
滿
籍

男
二
千
四
百
四
十
名
女
一
千
四
百
零
五
口
蒙
籍
男
女
無
回
籍
男
二

百
七
十
五
名
女
二
百
八
十
七
口
客
籍
男
一
千
七
百
七
十
七
名
女
八

百
零
八
口
合
計
共
男
九
千
九
百
四
十
二
名
合
計
共
女
五
千
六
百
二

十
一
口

第
二
分
區
漢
籍
男
一
萬
零
一
百
二
十
八
名
女
五
千
四
百
三
十
四
口
滿

籍
男
四
百
零
六
名
女
二
百
一
十
六
口
蒙
籍
男
九
十
三
名
女
七
十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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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十

四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口
囘
籍
男
四
十
八
名
女
五
十
二
口
客
籍
男
一
千
四
百
八
十
四
女
一

百
二
十
二
口
合
計
共
男
一
萬
二
千
一
百
五
十
九
名
合
計
共
女
五
千

八
百
九
十
八
口

中
路
分
區
漢
籍
男
二
萬
零
一
百
二
十
七
名
女
一
萬
八
千
九
百
五
十
六

口
滿
籍
男
六
百
七
十
一
名
女
五
百
四
十
六
口
蒙
籍
男
三
百
四
十
五

名
女
三
百
三
十
四
口
回
籍
男
一
百
二
十
二
名
女
一
百
零
五
口
客
籍

男
二
十
九
名
女
三
十
一
口
合
計
共
男
二
萬
一
千
二
百
九
十
四
名
合

計
共
女
一
萬
九
千
九
百
七
十
二
口

東
路
分
區
漢
籍
男
二
萬
三
千
四
百
五
十
九
名
女
二
萬
一
千
二
百
六
十

七
口
滿
籍
男
六
名
女
七
口
蒙
籍
男
女
無
回
籍
男
五
十
五
名
女
六
十

四
口
客
籍
男
六
千
零
八
十
九
名
女
六
千
零
一
十
二
口
合
計
共
男
二

萬
九
千
六
百
零
九
名
合
計
共
女
二
萬
七
千
三
百
五
十
口

西
路
分
區
漢
籍
男
一
萬
七
千
六
百
七
十
五
名
女
一
萬
七
千
零
四
十
五

口
滿
籍
男
一
千
四
百
一
十
四
名
女
一
千
三
百
六
十
七
口
蒙
籍
男
二

千
四
百
二
十
三
名
女
二
千
二
百
七
十
五
口
回
籍
男
女
無
客
籍
男
一

千
四
百
四
十
五
名
女
一
千
三
百
零
二
口
合
計
共
男
二
萬
二
千
九
百

五
十
七
名
合
計
共
女
二
萬
一
千
九
百
八
十
九
口

南
路
分
區
漢
籍
男
二
萬
八
千
七
百
二
十
五
名
女
二
萬
五
千
七
百
九
十

五
口
滿
籍
男
女
無
蒙
籍
男
女
無
回
籍
男
女
無
客
籍
男
女
無
合
計
共

男
二
萬
八
千
七
百
二
十
五
名
合
計
共
女
二
萬
五
千
七
百
九
十
五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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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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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十

五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北
路
分
區
漢
籍
男
六
萬
二
千
九
百
二
十
五
名
女
五
萬
六
千
二
百
零
六

口
滿
籍
男
女
無
蒙
籍
男
女
無
回
籍
男
女
無
客
籍
無
合
計
共
男
六
萬

二
千
九
百
一
十
五
名
合
計
共
女
五
萬
六
千
三
百
零
六
口

通
共
全
境
人
口
男
女
三
十
二
萬
五
千
九
百
二
十
七
名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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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十

六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鐵
嶺
縣
志

山
水
志

山
性
使
人
塞
水
性
使
人
通
山
勢
使
人
離
水
勢
使
人
合
誠
至
言
也
然
而

江
河
之
源
來
自
高
山
兩
山
之
間
必
有
大
谷
山
與
水
又
不
能
離
而
二
之

凡
水
之
下
流
必
有
大
平
原
爲
城
郭
人
民
集
合
之
所
在
此
地
理
之
公
例

也
鐵
嶺
建
城
設
治
頗
踞
要
衝
東
望
龍
首
諸
山
蜿
蜒
紆
折
與
長
白
相
倚

伏
其
西
則
醫
巫
閭
之
餘
脈
也
而
遼
河
縱
貫
中
央
汪
洋
浩
渺
一
洩
千
里

諸
水
會
之
泱
泱
乎
大
風
也
哉
周
禮
土
訓
掌
地
圖
以
詔
地
事
道
地
慝
以

辨
地
物
山
水
之
關
係
綦
重
矣
今
彙
而
錄
之
將
以
促
起
人
文
謀
交
通
據

奧
衍
富
利
源
皆
於
是
乎
在
焉
志
山
水

山

縣
治
迤
東
諸
山

龍
首
山

城
東
二
里
東
環
麟
水
西
俯
縣
城
祖
樾
寺
慈
淸
寺
並
九
級
古
塔
在
焉
溝
多
果
樹
春

夏
邑
人
游
焉

老
爺
嶺

城
東
偏
南
二
里
俗
稱
南
大
嶺
山
下
西
南
坡
有
義
田
立
石
柱
爲
界

駐
蹕
山

城
界
偏
南
三
里
康
熈
十
年
淸
聖
祖
駐
蹕
於
此
上
有
小
塔
中
空
有
門

桑
園
嶺

城
東
偏
南
五
里
在
註
蹕
山
東
南

熊
官
屯
山

城
東
十
二
里
上
有
廟
殿
宇
重
修
頗
稱
宏
闊

龍
尾
山

城
東
十
五
里
一
名
塔
灣
上
有
小
塔

大
小
白
梨
溝
山

城
東
偏
南
二
十
里
龍
尾
山
東

上
下
韭
菜
峪
山

城
東
偏
北
三
十
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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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十

七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觀
音
閣
山

城
東
偏
南
三
十
里
在
催
陣
堡
村
北
上
有
娘
娘
廟
觀
音
閣
下
有
汎
河

靑
雲
山

城
東
偏
南
三
十
五
里
在
小
屯
村
北
山
半
有
靑
雲
寺
旁
有
朝
陽
洞
又
有
龍
潭
係
溫

泉
山
多
果
樹
風
景
絕
佳

黃
石
磖
山

城
東
三
十
五
里
其
山
高
聳
下
臨
柴
河
上
有
娘
娘
廟
左
右
有
山
泉
亦
曰
雙
泉
山

邑
東
諸
山
無
蟬
此
獨
有
之

上
下
馬
耳
山

城
東
偏
南
三
十
五
里
黃
石
磖
子
南
其
山
脈
極
長

貓
崖
子

城
東
四
十
里
柴
河
繞
之

鳳
凰
山

城
東
偏
南
四
十
五
里
在
崔
山
屯
村
東
山
如
鳳
翅
有
水
自
東
南
來
抵
山
而
西
入
汎

河
此
山
隔
河
與
玲
瓏
山
相
對

小
靈
嚴
山

城
東
偏
南
三
十
二
里
在
張
家
樓
子
村
西
南
二
里
東
坡
有
靑
龍
潭
多
魚
上
有
古

城
古
廟

玲
瓏
山

城
東
偏
南
四
十
里
在
崔
家
屯
村
北
石
黑
色
皆
有
孔
其
形
不
一
絕
頂
孔
中
豎
觀
音

像
今
無
存
俗
稱
窟
窿
山

小
盤
嶺

城
東
偏
北
五
十
里

大
盤
嶺

城
東
偏
北
五
十
五
里

牧
養
正
山

城
東
偏
北
六
十
里
柴
河
南
岸
產
金
北
隔
河
即
開
原
境

老
邊
台
山

城
東
偏
南
六
十
里

當
舖
屯
南
山

城
東
偏
南
七
十
里

鷄
冠
山

城
東
八
十
五
里
汎
河
繞
之

葉
爾
星
山

城
東
偏
南
九
十
里
有
鉛
鑛

滾
馬
嶺

城
東
偏
南
一
百
三
十
里
舊
志
云
佳
瑚
禪
山
汎
河
發
源
處
界
開
原
興
京
脈
自
開
原

大
波
離
紅
山
來

灣
龍
背
山

城
東
一
百
四
十
里
本
境
極
東
開
原
界

縣
治
迤
南
諸
山

帽
峯
山

城
南
十
三
里
其
山
如
帽
東
有
朝
陽
寺
山
頂
西
有
石
棚
山
下
產
榛
爲
前
淸
貢
品
林

木
叢
深
風
景
幽
邃

團
　
山

城
南
十
五
里
帽
峯
山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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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十

八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蘇
崖
山

城
南
二
十
五
里
即
茨
溝
北
山
下
有
汎
河

土
口
子
山

城
南
二
十
八
里
赴
省
驛
路
東
來
山
脈
至
此
止

望
寳
山

城
南
偏
東
三
十
五
里
北
距
張
家
樓
子
五
里
餘

石
灰
窰
子
山

城
南
偏
東
四
十
里

小
寳
山

城
南
偏
東
四
十
二
里

大
寶
山

城
南
偏
東
四
十
二
里
山
形
秀
偉
汎
河
自
北
經
過
上
有
貴
德
州
城
舊
址

爛
石
山

城
南
四
十
八
里
在
范
家
屯
南
赴
省
驛
路
山
上
有
娘
娘
廟

馬
鞍
山

城
南
五
十
里

王
家
林
子
山

城
南
五
十
六
里
懿
路
河
發
源

响
龍
山

城
南
偏
東
七
十
里
在
三
岔
子
村
西
南
三
里
下
有
响
龍
泉
逆
流
入
汎
河
界
撫
順
瀋

陽

靑
石
嶺

城
南
偏
東
八
十
里
在
三
岔
子
東
界
撫
順

縣
治
迤
西
諸
山

紅
崖
山

城
西
二
十
里
遼
河
西
岸
馬
廠
南
土
作
赭
色
大
台
山
餘
脈

大
台
山

城
西
偏
北
二
十
五
里
遼
河
西
岸
山
南
有
煤
田
山
半
有
廟

龍
王
山

城
西
三
十
里
東
營
盤
附
近

英
守
屯
南
山

城
西
偏
南
四
十
五
里
遼
河
由
山
西
經
過

小
珠
兒
山

城
西
偏
南
四
十
五
里

大
珠
兒
山

城
西
偏
南
五
十
里

王
千
總
堡
北
山

城
西
六
十
里
有
靑
石
廠

大
台
村
山

城
西
五
十
五
里
有
紅
石
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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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十

九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前
後
馬
家
孤
山

城
西
六
十
五
里

鍋
底
山

城
西
五
十
五
里
張
家
莊
南

大
康
家
屯
山

城
西
偏
南
五
十
里
西
界
法
庫

七
星
山

城
西
偏
南
九
十
五
里
在
石
佛
寺
西
界
瀋
陽
法
庫

縣
治
迤
北
諸
山

雙
岔
口
山

城
北
五
里
柴
河
入
遼
河
處
設
有
渡
船
山
下
有
廟

歪
石
磖
子
山

城
北
偏
西
十
五
里

分
水
嶺

城
北
偏
西
十
五
里
□
石
磖
子
西

椵
木
嶺
子
山

城
北
偏
東
二
十
里

唐
王
山

舊
云
唐
東
征
駐
營
處
即
椵
木
嶺
子
南
山
有
鉛
鑛

金
家
墳
山

城
北
十
五
里
高
麗
站
東
溝

頭
堡
東
山

城
北
二
十
里
與
開
原
分
界
接
開
原
象
牙
山
脈

水

遼
河
源
委
全
不
在
本
境

遼
河
源
二
東
源
出
西
豐
西
安
間
西
源
出
直
隷
邊
外
合
於
遼
源
縣
南
流

至
開
原
由
望
山
堡
入
本
境

距

城

三

十

里

東
南
流
穿
老
邊

距

城

二

十

六

里

經
大
小
果

子
園
之
村
北

距

城

二

十

三

里

東
流
十
里
至
龍
灣
山
之
麓
折
而
南
經
下
塔
子
村

東
距

城

十

八

里

及
後
亮
子
溝
前
亮
子
溝
李
家
溝

距

城

八

里

南
至
雙
岔
口

城

北

五

里

而

柴
河
注
之

柴

河

另

見

於

後

西
南
流
約
七
八
里
至
馬
蓬
溝

距

城

五

里

爲
本
境
河
運
要

地
再
西
南
流
十
里
經
苗
台
村
南

距

城

八

里

河
以
南
多
瀦
水
曰
蓮
花
泡
曰
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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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十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子
湖
曰
五
角
湖
曰
蓮
子
湖
曰
樂
子
湖
汪
洋
瀰
漫
殆
十
里
有
餘
由
北
折

而
南
至
康
煕
樓
迤
北

距

城

二

十

五

里

其
西
北
岸
爲
紅
崖
嘴
附
居
有
瀦
水
曰
掉

龍
灣
再
西
流
十
五
里
經
强
家
窩
棚
之
西

距

城

四

十

一

里

南
流
爲
汎
河
會
口

汎河

另

見

於

後

西
流
二
里
餘
上
通
於
長
溝
長
溝
者
或
謂
遼
河
故
道
也
其
南
北
亘

四
十
餘
里
北
通
高
家
窩
棚
迤
東

北
近
開
原
境

距
城
五
十
里

南
行
以
繚
繞
於
小
靑
堆
子

距

城

五

十

里

沙
後
所

距

城

五

十

里

萬
家
房
身
之
東

距

城

四

十

七

里

至
劉
荒
地

距

城

五

十

八

里

有

法
庫
後
獅
子
峪
水
自
西
來
流
經
本
境
約
二
十
里
注
入
焉
南
數
里
至
宋

荒
地
有
法
庫
前
獅
子
峪
水
注
之
其
方
向
里
數
略
同
又
南
行
以
繚
繞
於

網
戶
屯
之
西

距

城

四

十

里

及
宋
荒
地
豐
勝
堡
之
東

距

城

三

十

五

里

溝
道
平
闊
徧
地

惟
有
白
沙
再
西
南
而
出
於
蔡
牛
堡
子

距

城

四

十

三

里

長
溝
沿

距

城

四

十

里

顧
官
屯

距

城

四

十

五

里

桂
家
窩
棚

距

城

四

十

六

里

數

屯

在

長

溝

沿

西

及
蔡
家
壩

距

城

四

十

里

馮
家
窩
棚
之
間

距

城

四

十

里

二

屯

在

長

溝

沿

東

南
至
强
家
窩
棚
之
西
而
達
於
遼
河

以

上

叙

遼

河

之

長

溝

遼
河
至
此

而
南
流
十
里
至
劉
柏
松

距

城

五

十

四

里

再
十
餘
里
至
大
珠
兒
山
之
西

距

城

六

十

里

折
而
東
南
流
有
東
西
小
河
口
之
水
自
東
來
注
之

小

河

口

距

城

六

十

里

夏

秋

有

水

冬

涸

一
西

南
約
十
里
至
大
臥
子
之
北

距

城

七

十

里

折
而
西
流
十
餘
里
至
拉
馬
台

距

城

七

十

餘里

有
懿
路
河
自
東
來
注
之

懿

路

河

𠮠

見

於

後

又
西
流
數
里
在
達
連
屯
之
西
有

溝
水
𣿬
爲
邋
遢
湖
西
流
而
注
於
其
南
遼
河
又
西
流
數
十
里
經
石
佛
寺

村
北

距

城

九

十

四

里

有
法
庫
下
之
拉
馬
河
水
注
於
其
北

水

在

境

外

再
西
十
里
經
馬

門
子
之
西
入
法
庫
境

即
昔
三
面
船
河
運
處
今
割

與
法
庫
距
城
百
零
五
里

由
此
乃
經
瀋
陽
遼
陽
海
城

數
縣
抵
營
口
入
海
故
本
境
資
爲
交
通
之
巨
瀆
計
遼
河
流
域
在
本
境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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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十

一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殆
一
百
五
十
餘
里
　
右
叙
本
境
之
遼
河

汛
河
源
委
全
在
本
境

汛
河
乃
本
境
獨
有
之
水
其
源
出
於
極
東
南
界
之
滾
馬
嶺

距

城

一

百

三

十

里

西

流
十
餘
里
至
夾
河
廠
之
南

距

城

一

百

二

十

里

西
流
至
蕨
菜
溝

距

城

一

百

一

十

二

里

折
而

北
數
里
至
腰
塞
子
村
南

距

城

一

百

一

十

里

折
而
西
至
白
旗
寨
之
東

距

城

約

百

餘

里

折
而
北
貫
注
於
昻
邦
河
大
河
寨

二

屯

在

河

之

北

下
哈
爾
邊
之
間

下

哈

爾

邊

在

河

之

南

西

北
流
約
十
餘
里
至
鷄
冠
山
之
北

距

城

九

十

里

以
上
河
源
曲
折
縈
回
隨
山
奔

赴
水
底
多
有
臣
石
行
人
蹈
之
而
涉
兩
岸
皆
山
泉
噴
注
晴
日
射
之
如
霧

如
霰
而
樹
木
蒙
茸
寒
凉
沁
入
人
骨
北
十
五
里
而
經
長
寨
子
榛
子
嶺
之

南
龍
王
嶺
金
山
溝
之
北
至
當
舖
屯
之
南
南
山
之
北

距

城

七

五

十

里

水
勢
漸
盛

西
十
里
至
豬
頭
臉
子

距

城

六

十

里

有
水
自
南
來
入
之
再
西
五
里
流
經
大
甸

子
村
北
線
蔴
地
之
南

距

城

五

十

里

再
西
十
里
至
撫
安
堡
之
南

距

城

四

十

里

再
西

數
里
至
催
陣
堡
之
北

距

城

四

十

里

再
西
十
里
經
張
家
樓
子
之
南

距

城

三

十

里

有

東
南
諸
水
合
流
會
入
之
至
蘇
芽
屯

距

城

二

十

五

里

折
而
西
南
經
官
糧
窖
之
北

距

城

二

十

五

里

顧
官
屯
之
南

距

城

二

十

里

至
殷
家
屯
之
西

距

城

三

十

五

里

有
東
來
水
自
紅

嶺
子
經
黑
牛
圈
子
周
安
屯
殷
家
屯
之
南
而
會
入
之
地
名
曰
山
嘴
子
汛

河
自
此
而
西
其
水
洋
洋
不
可
徒
涉
西
五
里
至
汛
河
站
有
渡
船
以
通
往

來
西
經
大
汛
河
村
南
又
西
十
里
經
揚
威
樓
之
北

距

城

三

十

里

折
而
西
北
流

十
里
至
大
台

距

城

三

十

五

里

再
西
十
里
至
强
家
窩
棚

距

城

四

十

一

里

而
入
於
遼
河
焉

流
域
一
百
七
十
餘
里
　
右
叙
本
境
之
汛
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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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十

二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懿
路
河
源
委
全
在
本
境

懿
路
河
源
出
於
王
家
林
子
山

城

南

五

十

六

里

西
南
流
十
餘
里
經
上
魏
台
衝
中

魏
台
衝
下
魏
台
衝
之
南
折
而
西
南
數
里
經
楊
士
屯
之
南

距

城

六

十

里

約
八

里
流
於
馬
耳
山

在

懿

路

河

南

羊
草
甸
子
之
間

在

懿

路

河

北

距

城

五

十

五

里

西
十
里
而
至
懿

路
街

以

河

與

瀋

陽

交

界

距

城

六

十

里

西
八
里
經
新
台
子
鐵
路

距

城

六

十

二

里

又
西
五
里
經
安
心

台
南
又
西
八
里
經
大
小
鮑
家
岡
子
之
間

小

鮑

家

岡

子

在

河

南

大

鮑

家

岡

子

在

河

北

距

城

六

十

里

又
西

十
餘
里
經
中
後
長
溝
沿
之
間

距
城
七
十
五
里
後
長
溝
沿

在
河
北
中
長
溝
沿
在
河
南

再
西
北
流
十
里
拉

馬
台
之
西

距

城

八

十

五

里

而
入
於
遼
河
計
其
流
域
約
八
十
餘
里
　
右
叙
本
境

之
懿
路
河

渾
河
源
委
全
不
在
本
境

渾
河
出
興
京
納
綠
窩
集
自
北
倉
什
之
南
而
入
境

北

倉

什

距

城

一

百

三

十

五

里

十
里
至

門
坎
哨

距

城

一

百

二

十

五

里

哨
卽
水
口
也
渾
河
至
此
水
流
湍
激
有
高
屋
建
瓴
之

勢
土
人
以
門
坎
喩
之
因
以
爲
地
之
名
西
流
五
里
經
沔
洋

距

城

百

二

十

里

再
西

十
里
經
北
札
木
伙
洛

距

城

一

百

一

十

里

西
出
本
境
入
撫
順
其
流
域
在
本
境
東

南
隅
僅
三
十
餘
里
山
多
險
阻
河
流
甚
細
無
關
於
本
境
之
交
通
渾
河
旣

出
境
有
本
境
東

距

城

六

十

里

王
疙
疸
嶺
水
東
流
至
三
岔
子
而
復
有
鮎
魚
溝

水
自
西
南
來
會
之
二
水
旣
合
流
復
有
上
下
椵
木
衝
水
自
東
北
來
經
邊

牆
子
獐
毛
溝
而
來
會
形
爲
三
岔

三
岔
子
之
地

名
即
因
於
此

遂
東
南
流
繞
三
冲
四
冲
之

北
折
而
繞
五
冲
之
南

距

城

七

十

里

出
境
入
撫
順
之
渾
河
一
小
支
流
也
　
右

叙
本
境
之
渾
河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山
水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六

十

三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柴
河
源
在
他
境
委
在
本
境

柴
河
源
出
開
原
廟
兒
嶺
西
南
流
至
平
石
門
入
境

在

城

東

北

五

十

四

里

南
流
五
里

經
牧
養
正

即

著

名

金

廠

又
南
五
里
至
太
平
寨

距

城

五

十

三

里

折
而
西
南
經
梨
園
子

之
南

距

城

四

十

五

里

再
西
經
貓
崖
子
山
南

距

城

四

十

里

折
而
南
復
折
而
北
經
黃
石

磖
子
山
南

距

城

三

十

五

里

西
流
五
里
經
宿
老
屯
村
南

東

距

城

三

十

里

西
流
折
而
北
經

興
隆
店
村
西

距

城

二

十

五

里

及
黑
油
房

距

城

二

十

里

折
而
南
流
經
大
白
梨
溝
村
西

距

城

二

十

里

折
而
北
復
西
流
十
三
里
至
熊
官
屯

距

城

十

二

里

以
迴
繞
於
趙
家
溝

之
西
南

距

城

八

里

折
而
北
經
城
東
二
里
之
龍
首
山
東
北
其
水
淸
澈
見
底
游

魚
歷
歷
可
數
爲
游
人
消
夏
處
北
流
經
遞
運
所
之
南

距

城

六

里

再
西
有
俄
人

所
築
之
鐵
橋
上
敷
鐵
軌
以
通
火
車

水

西

流

於

橋

下

至
城
西
北
之
奚
家
莊
北

距六

城里

而
入
於
遼
河
曰
雙
岔
口

設

有

渡

船

流
域
在
本
境
內
計
六
十
餘
里
　
右
叙

本
境
之
柴
河

陂
塘

關
廂
之
陂
塘

鴛
鴦
湖
現
在
東
關
瓦
鐘
寺
西
有
塘
二
或
謂
卽
舊
鴛
鴦
湖
或
又
云
鴛
鴦

湖
在
城
西
南
二
十
五
里

各
鄕
之
陂
塘

葦
子
湖
　
鴨
子
湖
　
羅
斯
湖
　
蓮
花
湖
　
黑
牛
湖
皆
在
城
西
南
十
五

里
五
角
湖
村
附
近
地
羅
斯
蓮
花
二
湖
在
村
之
西
南
黑
牛
湖
在
村
西
鴨

子
湖
在
村
西
北
葦
子
湖
在
村
北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山
水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六

十

四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掉
龍
灣

城
西
二
十
里
紅
崖
嘴
村
之
西
北
平
波
蕩
漾
中
多
荷
花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道
里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六

十

五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鐵
嶺
縣
志

道
里
志

老
氏
曰
至
治
之
世
鄰
國
相
望
雞
狗
之
聲
相
聞
老
死
不
相
往
來
噫
此
特

淸
淨
無
爲
之
寓
言
耳
烏
有
所
謂
至
治
之
世
哉
今
東
西
文
明
諸
國
鐵
軌

周
布
緜
亘
達
萬
千
里
近
且
駸
駸
焉
侵
入
我
中
國
之
邊
疆
非
特
謀
其
便

抑
尤
操
其
利
也
鐵
嶺
襟
帶
遼
河
爲
南
滿
之
中
權
繡
壤
牙
錯
而
經
營
乏

術
一
任
强
鄰
盤
踞
鑿
開
混
沌
路
權
坐
失
步
步
讓
人
卽
曩
所
規
畫
之
鐵

海
鐵
法
支
路
空
談
輒
止
以
致
遼
河
帆
船
今
且
日
減
矣
至
若
撫
順
興
京

接
近
毗
聯
而
乃
荆
榛
叢
雜
藋
莠
並
生
交
通
阻
梗
人
有
戒
心
行
旅
販
賈

必
迂
道
瀋
陽
以
達
之
豈
時
至
今
日
尙
得
如
老
氏
之
言
可
以
閉
關
自
囿

至
死
不
相
往
來
耶
夫
道
路
之
通
塞
與
農
商
之
興
衰
及
政
治
之
保
安
兵

事
之
便
利
均
有
密
切
關
係
者
顧
可
任
其
自
然
而
不
統
觀
全
境
爲
未
雨

綢
繆
之
計
乎
志
道
里

城
東
達
開
原
柴
河
溝
之
道
里

出
治
城
東
門
東
行
三
里
至
龍
首
山
之
東
渡
柴
河
行
九
里
至
熊
官
屯

距城

十

二

里

復
東
行
八
里
至
黑
油
房

距

城

二

十

里

循
柴
河
北
岸
東
行
五
里
至
興
隆

店
距

城

二

十

五

里

又
東
南
行
五
里
至
宿
老
屯

距

城

三

十

里

復
東
行
五
里
至
黃
石
䃳

子
屯
分
二
支
右
支
東
南
行
可
抵
興
京

詳

見

於

後

左
支
東
北
行
五
里
至
徐
家

溝
又
二
里
至
土
臺
子

距

城

三

十

五

里

再
北
五
里
至
大
盤
嶺
再
北
二
里
至
小
盤

嶺
東
北
行
至
平
石
門

距

城

五

十

四

里

復
東
南
行
至
牧
養
正
東
北
行
至
開
原
柴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道
里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六

十

六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河
堡

城
東
南
達
興
京
之
道
里

遵
前
叙
道
路
至
黃
石
䃳
子
分
二
支
其
左
支
卽
前
達
柴
河
溝
者
而
其
右

支
路
東
南
行
十
里
至
馬
耳
山

距

城

四

五

十

里

又
東
南
行
五
里
至
撫
安
堡

距

城

五

十

里

東
行
渡
汛
河
至
大
甸
子

距

城

六

十

里

東
行
五
里
至
老
邊
台
東
行
五
里
至

高
麗
營
子

距

城

七

十

里

東
行
三
里
至
當
舖
屯

距

城

七

十

三

里

東
行
三
里
至
房
身
陽

東
行
六
里
至
榛
子
嶺

距

城

八

十

二

里

東
行
三
里
至
長
寨
子
東
行
五
里
至
雞
冠

山
距

城

九

十

里

東
行
十
二
里
至
昂
邦
河

距

城

一

百

零

二

里

東
行
八
里
至
白
旗
寨

距城

一

百

□

十

里

東
行
二
十
至
夾
河
廠

距

城

一

百

三

十

里

東
行
十
里
至
滾
馬
嶺

距

城

一

百

四

十

里

過
嶺
抵
興
京
界

城
南
達
興
京
撫
順
之
道
里

治
城
達
興
京
亦
可
由
城
南
轉
東
以
通
前
路
出
治
城
南
門
行
十
二
里
至

八
里
莊
路
分
爲
中
左
右
三
支
中
支
達
瀋
陽
右
支
達
與
新
民
交
界
之
石

佛
寺
俱
詳
於
後
左
支
路
東
南
行
三
里
至
帽
峰
山
又
東
南
行
十
五
里
至

官
房
身

距

城

二

十

里

復
分
左
右
二
支
左
支
路
東
南
行
七
里
至
觀
音
閣
嶺

距城

三

十

里

催

陣

堡

附

近

過
汛
河
再
行
三
里
至
催
陣
堡
又
東
行
渡
汛
河
北
至
大
屯
再

東
行
復
渡
汎
河
至
小
屯
又
東
行
十
餘
里
至
大
甸
子
與
城
東
達
興
京
之

道
路
會
而
官
房
身
之
右
路
正
南
行
十
里
至
張
家
樓
子

距

城

三

十

里

過
汎
河

東
南
行
五
里
至
望
寳
山
東
南
行
三
里
至
小
靠
山
屯
又
二
里
至
大
靠
山

屯
路
分
爲
二
其
西
南
行
者
由
紅
杏
屯
小
大
會
試
屯
踰
跳
石
嶺
經
魏
台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道
里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六

十

七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衝
楊
士
屯
達
懿
路
而
東
南
支
行
五
里
至
李
千
戶
屯

距

城

四

十

二

里

南
五
里
至

瓢
酪
屯
復
東
南
行
四
里
至
上
台
上

距

城

四

十

六

里

又
東
南
至
三
岔
子

距

城

六

十

里

東
南
行
至
四
衝
五
衝

距

城

七

十

里

又
三
里
逾
靑
石
嶺
入
撫
順
境

城
南
達
瀋
陽
之
道
里

城
南
十
二
里
八
里
莊
之
中
支
路
西
南
行
約
八
里
至
遼
海
屯

距

城

二

十

里

南

行
五
里
至
阮
家
窪
子
南
行
七
里
至
汎
河
站
渡
口
過
河
至
新
屯
又
五
里

至
范
家
屯

距

城

四

十

里

又
南
行
七
里
至
石
山
子

距

城

四

十

七

里

又
南
行
十
三
里
至

懿
路
於
村
中
過
懿
路
河
入
瀋
陽
界

城
西
南
達
瀋
陽
新
民
之
道
里

出
治
城
西
門
過
鐵
道
西
南
行
七
里
至
英
城
子
又
三
里
至
大
蓮
花
泡
西

南
行
五
里
至
五
角
湖
又
五
里
至
二
十
里
堡
又
五
里
至
得
勝
台
又
西
南

三
里
至
小
汛
河

距

城

二

十

八

里

過
汛
河
又
西
南
行
三
至
里
楊
威
樓

距

城

三

十

里

分

爲
二
支
右
支
路
西
行
十
里
至
陳
家
窩
棚
渡
遼
河

距

城

四

十

二

里

又
西
十
八
里

至
阿
吉
牛
彔
堡
子

距

城

六

十

里

又
西
十
里
至
烏
巴
海

距

城

七

十

里

再
西
入
法
庫

境
而
揚
威
樓
之
右
支
西
南
十
五
里
至
小
康
家
屯

距

城

四

十

五

里

南
行
十
五
里

至
鮑
家
崗
子

距

城

六

十

里

有
朱
民
屯
道
自
東
來
合
爲
一
朱
民
屯
道
卽
城
南

十
二
里
之
八
里
莊
三
路
中
之
右
支
路
也
其
路
由
八
里
莊
西
南
六
里
至

牛
彔
岡
子

距

城

十

八

里

又
西
南
至
下
阮
家
窪
子

距

城

二

十

五

里

又
西
南
至
大
汎
河

渡
口
南
行
十
二
里
至
腰
堡
又
西
十
里
至
康
家
屯

距

城

四

十

二

里

過
鐵
路
之
石

橋
西
南
行
八
里
至
大
八
里
莊

距

城

五

十

里

又
西
行
至
花
豹
屯

距

城

五

十

五

里

又
西
行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道
里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六

十

八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五
里
至
大
鮑
家
岡
子
二
道
旣
合
西
行
十
里
至
懿
路
河
又
五
里
至
中
長

溝
沿

距

城

七

十

五

里

逾
長
溝
又
西
十
里
至
達
連
屯

距

城

八

十

五

里

又
西
五
里
至
邋
遢

湖
距

城

九

十

里

又
西
四
里
至
石
佛
寺

距

城

九

十

四

里

又
西
南
五
里
至
馬
門
子

距

九

城

十

九里

西
北
渡
河
達
分
與
法
庫
之
三
面
船
西
南
則
達
瀋
陽
西
北
界
及
赴
新

民
道

城
西
北
達
法
庫
之
道
里

治
城
西
過
鐵
路
三
里
至
馬
蓬
溝
渡
口

距

城

五

里

過
遼
河
西
北
五
里
至
河
夾

心
距

城

一

十

里

又
西
五
里
至
木
廠

距

城

十

五

里

又
西
五
里
至
賈
家
瓦
房

距

城

二

十

里

又
西
七
里
至
戴
三
家
子

距

城

二

十

七

里

又
西
北
八
里
至
大
靑
堆
子

距

城

三

十

五

里

又

西
北
十
里
至
夏
家
樓

距

城

四

十

五

里

有
三
台
子
道
自
東
來
會
三
台
子
道
者
由

木
廠
以
北
二
里
之
三
台
子

距

城

十

五

里

西
行
五
里
至
鎭
西
堡

距

城

二

十

里

再
西

五
里
至
永
安
堡

距

城

二

十

五

里

又
西
八
里
至
小
孤
家
子

距

城

三

十

三

里

再
西
四
里
至

腰
堡

距

城

三

十

七

里

再
八
里
夏
家
樓
二
路
旣
合
西
行
十
里
至
小
明
安
碑

距

城

五

十

五里

西
行
十
里
至
娘
娘
廟

距

城

六

十

五

里

再
五
里
出
境
之
西
北
抵
法
庫
調
兵
山

再
西
北
二
十
里
卽
法
庫
縣
治

城
北
達
開
原
之
道
里

出
治
城
北
門
三
里
至
柴
河
渡
口
過
河
北
行
九
里
至
高
麗
站

距

城

十

二

里

又

北
八
里
至
山
頭
堡

距

城

二

十

里

北
則
出
境
之
北
界
抵
開
原
之
中
固

爲

達

開

原

道

附

橋
梁
渡
船

東
鄕
之
橋
梁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道
里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六

十

九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柴
河
板
橋

向
在
龍
首
山
下
係
蜀
黍
蒿
□
爲
之
近
年
移
於
北
築
板
橋
其
事
詳
商
務
志

南
鄕
之
橋
梁

阮
家
窪
子
橋

道
光
二
十
五
年
修

大
汎
河
橋
　
范
家
屯
橋

道
光
二
十
六
年
修

東
鄕
之
渡
船

柴
河
渡
船

計

二

艘

一

在

驛

路

渡

口

一

在

龍

首

山

東

南
鄕
之
渡
船

汎
河
站
渡
船

計

二

艘

舊

設

水

手

二

十

名

西
鄕
之
渡
船

馬
蓬
溝
渡
船

計
大
船
一
艘

小
船
一
艘

江
河
泡
渡
船
　
陳
家
窩
棚
渡
船
　
劉
柏
松
渡

船
　
古
城
子
渡
船
　
珠
兒
山
渡
船
　
石
佛
寺
渡
船

以

上

皆

遼

河

渡

船

北
鄕
之
渡
船

雙
岔
口
渡
船

柴

河

入

遼

河

處

大
溝
渡
船
　
八
寶
湖
渡
船

亦

皆

係

遼

河

渡

船

附

舊
驛
站

舊
志
云
嚚
州
驛
在
城
西
關
地
其
無
考
康
煕
九
年
設
站
於
汎
河
東
里
許

爲
汎
河
站
南
至
奉
天
府
北
至
開
原
站
云
云
今
考
淸
初
奉
省
設
二
十
九

驛
東
三
驛
西
十
二
驛
南
八
驛
北
三
驛
西
北
三
驛
鐵
嶺
界
內
係
北
驛
也

復
考
康
煕
五
十
九
年
準
於
盛
京
五
部
選
能
經
理
者
爲
省
驛
關
防
官
曰

監
督
雍
正
元
年
定
例
三
年
一
換
每
站
設
驛
丞
一
員
例
歸
盛
京
兵
部
管

轄
後
乃
設
驛
於
邑
城
北
十
二
里
之
高
麗
站
驛
丞
卽
駐
其
地
並
有
驛
馬

六
十
疋
以
汎
河
站
爲
小
站
邑
西
舊
有
閻
千
戶
屯
驛
係
省
西
北
驛
光
緖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道
里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十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三
十
一
年
割
歸
法
庫
界
旋
因
郵
政
交
通
而
驛
站
皆
廢

附

郵
政

前
淸
光
緖
二
十
三
年
秋
始
設
局
於
北
門
內
爲
牛
莊
之
分
局
時
民
智
未

開
往
來
私
函
仍
由
民
局
遞
送
而
付
郵
者
絕
少
二
十
六
年
俄
人
入
境
百

政
蹉
跎
郵
局
亦
遂
停
止
至
三
十
二
年
日
俄
和
議
成
總
局
遷
於
瀋
陽
因

鐵
嶺
爲
衝
繁
之
地
由
總
局
派
英
人
𢿋
頓
改
設
局
於
東
門
內
復
移
於
鐘

樓
西
並
設
各
街
代
辦
所
分
布
信
箱
經
營
備
至
宣
統
二
年
局
務
歸
內
國

人
辦
理
設
局
長
一
局
員
二
改
稱
鐵
嶺
郵
政
局
迨
民
國
改
元
乃
改
中
華

郵
政
局
三
年
改
稱
鐵
嶺
二
等
郵
務
局
並
添
設
懿
路
新
台
子
大
汎
河
遼

海
屯
平
頂
堡
等
支
局
而
收
入
歲
增
每
月
進
款
約
銀
圓
七
百
餘
交
通
發

達
可
以
知
矣

附

電
信

電
報
局
設
於
淸
光
緖
十
六
年
局
所
在
城
外
東
北
電
線
由
城
南
六
十
里

新
台
子
出
境
北
至
城
北
二
十
里
山
頭
堡
出
境
總
歷
十
五
屯
總
計
電
線

杆
四
百
一
十
七
光
緖
二
十
六
年
以
俄
人
入
境
停
辦
日
俄
和
約
成
復
通

行
焉
而
商
家
則
多
設
德
律
風
初
由
日
人
辦
理
之

電
話
局
創
設

鐵
邑
官
商
各
處
雖
設
有
電
話
然
皆
歸
日
人
管
理
主
權
旁
落
民
國
四
年

縣
知
事
陳
藝
提
倡
招
股
創
設
中
國
電
話
擬
定
股
本
二
萬
元
由
敎
育
公

所
商
務
會
警
察
事
務
所
收
捐
處
擔
認
籌
辦
委
收
捐
董
事
吳
桂
芬
兼
司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道
里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十

一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其
事
在
收
捐
處
後
院
設
立
總
局
由
城
廂
推
設
至
四
鄕
以
謀
行
政
之
便

利
附

船
運

鐵
嶺
自
淸
咸
豐
三
年
奏
開
河
運
日
漸
發
達
同
治
光
緖
之
間
歲
出
河
儎

四
五
十
萬
石
南
來
貨
物
亦
由
之
落
地
本
邑
商
戶
殷
富
實
基
於
此
光
緖

二
十
四
年
俄
人
借
築
鐵
路
後
而
河
運
日
衰
邑
之
河
運
以
城
西
五
里
馬

蓬
溝
爲
巨
埠
舊
築
石
道
以
利
行
車
宣
統
二
年
公
設
輕
便
鐵
路
由
城
達

河
口
用
人
力
推
行
平
車
裝
卸
船
儎
頗
稱
順
便
焉

馬
蓬
溝
河
運
外
復
有
三
面
船
河
口
出
入
糧
貨
自
淸
光
緖
三
十
一
年
分

隷
法
庫
而
界
之
西
南
則
劉
柏
松
河
口
開
運
收
稅
近
年
設
有
船
房
發
收

冬
季
停
辦
而
斗
捐
有
撥
歸
地
方
辦
學
者
此
最
新
發
達
之
地
點
遼
河
來

往
民
船
向
時
歲
計
萬
艘
近
年
河
道
轉
運
逐
日
漸
減
每
歲
到
埠
粮
船
僅

四
千
餘
艘
云

附

平
車

淸
宣
統
元
年
徐
縣
長
麟
瑞
鹽
釐
補
徵
局
總
辦
李
明
智
電
燈
公
司
員
裘

吉
生
與
商
務
分
會
總
理
彭
錫
庚
警
務
局
收
捐
董
事
王
恩
溥
農
務
分
會

總
理
音
德
恆
額
協
議
集
股
興
築
輕
便
鐵
路
由
城
至
馬
蓬
溝
以
便
運
輸

河
儎
當
時
集
股
本
銀
圓
三
萬
圓
共
股
票
三
百
張
每
票
百
圓
得
以
轉
售

接
兌
但
以
中
國
人
爲
限
定
名
曰
鐵
嶺
運
輸
總
局
原
製
平
車
百
餘
輛
商

船
各
家
均
稱
便
利
惟
往
來
須
經
鐵
路
道
門
時
起
交
涉
旋
與
日
本
滿
鐵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道
里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十

二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公
司
訂
約
年
納
道
門
及
上
站
租
日
幣
一
千
七
百
圓
支
出
旣
多
河
運
又

復
不
暢
而
輪
軌
道
木
損
壞
滋
多
虧
累
甚
鉅
若
不
設
法
救
助
年
復
一
年

勢
必
不
支
其
股
本
之
損
失
爲
害
尙
小
恐
於
遼
河
航
運
關
係
甚
大
也
有

提
倡
商
務
之
責
者
盍
急
起
而
預
籌
之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險
要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十

三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鐵
嶺
縣
志

險
要
志

天
險
不
可
升
也
地
險
則
山
川
邱
陵
也
然
而
世
運
轉
移
往
往
視
險
難
爲

平
易
服
潛
水
之
衣
可
以
泅
海
駕
飛
行
之
艇
可
以
航
空
更
無
論
電
滊
車

船
之
往
來
瞬
息
千
里
也
故
世
界
大
同
終
當
在
德
不
在
險
險
於
何
有
乎

鐵
嶺
一
縣
治
耳
險
要
無
甚
關
係
然
而
通
塞
所
在
扼
其
要
衝
亦
可
靖
萑

苻
消
伏
莽
也
詎
可
忽
哉
志
險
要

附
城
及
東
南
之
險
要

鐵
嶺
城
設
羣
山
之
西
而
東
關
市
廛
直
接
龍
首
山
柴
河
復
繞
山
之
東
而

北
折
以
入
遼
河
故
龍
山
與
城
最
爲
唇
齒
之
依
其
山
西
南
綿
延
二
十
餘

里
登
山
俯
瞰
城
村
歷
歷
在
目
其
鐵
嶺
之
脊
乎
南
訖
土
口
子
山
道
路
偪

仄
再
南
則
據
汛
河

龍
山
渡
柴
河
以
東
叢
山
合
㳫
汛
河
迤
北
一
帶
若
張
家
樓
子
等
村
爲
日

俄
戰
爭
劇
烈
之
地
東
則
達
渾
汛
二
河
之
間
白
旗
寨
以
東
道
出
山
間
至

邊
界
滾
馬
嶺
爲
最
高
故
不
利
於
交
通
南
東
三
岔
子
三
冲
四
冲
五
冲
皆

古
戰
塲
也

附
城
及
西
南
之
險
要

城
西
逾
車
站
卽
爲
遼
河
北
控
老
邊
繞
大
台
山
其
地
爲
兵
事
所
必
爭
西

南
通
石
佛
寺
孤
峰
矗
立
明
淸
爭
戰
之
蹟
猶
有
存
者
隔
河
北
有
康
家
屯

山
南
與
石
佛
寺
山
斜
對
凡
扼
守
遼
河
必
壘
於
此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險
要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十

四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城
南
及
西
與
西
北
之
險
要

汛
河
站
之
南
有
懿
路
北
山
及
村
中
之
河
其
重
要
守
地
則
在
瀋
界
之
寒

坡
嶺
而
西
陲
之
刁
蹕
山
獅
子
峪
界
劃
東
西
足
資
防
衞
現
已
隷
於
法
庫

西
北
扼
險
當
在
淸
河
入
遼
河
之
英
守
屯
而
屬
於
開
原
也

城
北
及
東
北
之
險
要

北
與
東
北
屬
界
最
狹
城
北
距
二
十
里
之
山
頭
堡
古
曾
設
山
頭
關
今
僅

坡
陀
嶐
起
而
已
東
北
柴
河
沙
河
之
間
與
開
原
界
毗
連
山
勢
迴
環
頗
多

險
要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田
畝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十

五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嶺
縣
志

田
畝
志

昔
管
子
曰
桑
麻
不
植
於
野
五
榖
不
宜
其
地
國
之
貧
也
六
畜
不
育
於
家

瓜
瓠
葷
菜
百
果
不
備
國
之
貧
也
商
鞅
治
秦
首
下
墾
草
之
令
史
記
貨
殖

傳
曰
本
富
爲
上
末
富
次
之
姦
富
爲
下
英
儒
斯
密
亞
丹
作
原
富
殷
殷
於

重
農
抑
末
綜
古
今
中
外
以
參
觀
之
孰
不
以
田
畝
爲
重
哉
蓋
立
國
之
三

要
素
主
權
人
民
土
地
主
權
隨
土
地
而
存
在
人
民
資
土
地
而
生
活
故
分

田
畫
井
體
國
經
野
行
政
之
大
綱
也
古
之
載
師
任
地
田
畯
勸
農
草
人
化

土
稻
人
用
水
皆
身
與
於
隴
畝
之
間
故
土
地
之
闢
田
野
之
治
者
日
多
今

試
望
遼
河
之
墟
土
澤
沃
膏
厥
惟
上
錯
得
毋
有
草
萊
荒
蕪
未
經
剪
伐
者

乎
民
國
肇
元
重
農
林
拓
殖
之
政
願
吾
上
下
交
勉
之
庶
幾
盡
地
利
而
裕

民
生
也
志
田
畝

全
境
各
項
田
畝

民
册
銀
地
　
四
萬
一
千
四
百
四
十
七
畝
八
分
六
釐
二
毫

民
册
米
地
　
四
萬
一
千
三
百
三
十
畝
零
七
分
二
釐

民
人
餘
地
　
六
千
六
百
三
十
一
畝
一
分
四
釐

續
征
首
報
地
　
二
千
五
百
一
十
七
畝
八
分

首
報
私
開
地
　
三
千
八
百
四
十
畝
零
五
分

民
典
旗
人
餘
地
　
一
千
四
百
八
十
八
畝
六
分
四
釐

暫
行
餘
地
　
一
千
零
七
十
一
畝
零
四
釐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田
畝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十

六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永
遠
餘
地
　
二
百
九
十
七
畝

加
賦
耗
羡
餘
地
　
二
十
五
畝
七
分

三
陵
官
兵
隨
缺
地
　
一
百
六
十
八
畝

舊
案
淸
賦
熟
地
　
一
萬
七
千
八
百
七
十
四
畝
九
分
三
釐
五
毫

淸
賦
上
等
荒
地
　
一
十
畝
零
二
分

淸
賦
中
等
荒
地
　
一
千
八
百
九
十
六
畝
一
分
三
釐
八
毫

淸
賦
下
等
荒
地
　
一
萬
零
六
百
五
十
畝
零
二
分
八
釐
二
毫

淸
賦
下
折
荒
地
　
九
千
三
百
四
十
六
畝
一
分
九
釐
零
一
絲

新
案
淸
賦
熟
地
升
科

續

報

在

內

二
十
三
萬
四
千
九
百
六
十
五
畝
七
分
三
釐

九
毫

內
倉
米
地
　
四
十
五
萬
八
千
二
百
七
十
四
畝
三
分
二
釐
五
毫

興
京
倉
米
地
　
八
千
五
百
一
十
九
畝
六
分

鐵
倉
米
地
　
一
十
二
萬
一
千
二
百
二
十
三
畝
二
分
七
釐
九
毫

旗
升
科
地
　
六
萬
七
千
八
百
一
十
七
畝
四
分
五
釐
五
毫

旗
餘
租
地
　
二
萬
一
千
二
百
二
十
四
畝
九
分
二
釐

水
冲
沙
壓

報

銷

地

　
一
千
四
百
四
十
八
畝
七
分
二
釐
八
毫

淸
室
皇
糧
莊
地

據
各
莊
頭
云
皇
粮
莊
地
始
於
淸
康
煕
十
年
因
三
陵
祭
品
內
廷
貢
差
向

無
的
款
於
是
各
民
戶
由
順
治
八
年
招
集
開
墾
向
在
地
方
官
納
課
者
乃

撥
歸
內
務
府
其
徵
收
之
稅
則
凡
草
豆
地
米
地
納
銀
餘
租
地
草
甸
地
納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田
畝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十

七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制
錢
由
內
務
府
造
册
彙
報
戶
部
自
戶
部
裁
撤
後
此
款
解
交
財
政
廳

鐵
嶺
之
皇
莊

皇
莊
在
鐵
嶺
者
二
十
一
自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割
西
陲
於
法
庫
若
花
牛
彔

堡
佛
山
堡
方
石
家
䃳
子
大
孤
家
子
東
西
拉
馬
河
子
各
村
之
莊
田
撥
歸

法
庫
界
而
財
政
廳
册
注
仍
載
鐵
嶺
境
內
又
有
領
名
莊
頭
在
鐵
邑
而
其

另
叚
或
在
法
庫
或
在
奉
天
或
在
遼
陽
者
茲
據
各
莊
頭
報
吿
凡
現
在
鐵

嶺
界
內
之
皇
莊
如
後

頭
等
莊
頭
汪
姓
在
城
西
五
十
里
後
孤
家
子
米
地
一
萬
三
千
零
七
十
四

畝
餘
租
地
二
千
八
百
二
十
畝
草
甸
地
六
千
八
百
五
十
八
畝
黃
姓
在
城

西
四
十
里
黃
古
洞
册
注
大
興
隆
屯
米
地
七
千
九
百
八
十
二
畝
餘
租
地

一
百
零
三
畝

孫
姓
在
城
西
四
十
里
蔡
牛
彔
堡
並
有
坐
落
法
庫
索
奈
溝
米
地
一
萬
零

五
百
六
十
九
畝
又
米
地
三
百
二
十
五
畝
二
分
草
甸
地
二
千
零
四
十
二

畝
三
分

施
姓
在
城
西
南
六
十
里
朱
民
屯
並
有
坐
落
法
庫
施
家
荒
地
共
米
地
七

千
六
百
四
十
七
畝

四
等
莊
頭
羅
姓
在
城
西
二
十
里
紅
崖
嘴
及
二
十
五
里
羅
家
房
身
米
地

六
千
六
百
畝
餘
租
地
八
百
三
十
三
畝
草
甸
地
七
百
七
十
六
畝
六
分

羅
姓
在
城
西
南
九
十
里
拉
塌
湖
並
有
坐
落
奉
界
郭
三
屯
米
地
一
千
二

百
八
十
一
畝
草
豆
地
二
千
五
百
七
十
畝
草
甸
地
一
百
六
十
七
畝
二
分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田
畝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十

八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蘇
姓
在
城
西
二
十
里
康
煕
樓
並
有
坐
落
法
庫
狼
洞
溝
米
地
五
千
四
百

三
十
三
畝
四
分
又
米
地
四
百
八
十
八
畝
九
分
餘
租
地
二
百
九
十
四
畝

草
甸
地
七
百
五
十
九
畝
八
分

王
姓
在
城
西
四
十
五
里
景
家
荒
地
及
距
城
二
十
五
里
之
河
夾
心
改
名

高
台
子
米
地
三
千
一
百
二
十
一
畝
餘
租
地
二
千
四
百
四
十
二
畝
草
甸

地
四
百
九
十
五
畝
六
分

陳
姓
在
城
西
南
五
十
五
里
宋
家
泡
米
地
五
千
五
百
三
十
二
畝
草
甸
地

一
千
二
百
五
十
二
畝
七
分

王
姓
在
城
南
二
十
五
里
官
粮
窖
米
地
二
千
九
百
八
十
二
畝
草
甸
地
一

千
一
百
二
十
八
畝
四
分

張
姓
在
城
西
南
七
十
里
小
河
口
並
有
坐
落
遼
界
杏
花
村
米
地
一
千
九

百
九
十
二
畝

劉
姓
在
城
西
六
十
里
大
孤
楡
樹
及
距
城
三
十
里
老
河
灣
米
地
六
千
一

百
四
十
四
畝
草
甸
地
一
百
三
十
二
畝
九
分

周
姓
在
城
南
六
十
里
灣
道
河
子
並
有
坐
落
奉
界
黑
牛
溝
米
地
五
千
九

百
六
十
七
畝
草
甸
子
地
四
百
零
三
畝
七
分

徐
姓
在
城
西
六
十
里
古
城
子
米
地
三
千
七
百
三
十
五
畝
餘
租
地
一
千

七
百
三
十
五
畝
草
甸
子
地
一
千
七
百
七
十
二
畝

右
淸
皇
莊
在
境
內
者
十
有
四
其
莊
地
兼
在
境
外
者
有
六
而
全
叚
撥
歸
法
庫
不
與
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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嶺

縣

志
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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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七

十

九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鐵
嶺
縣
志

物
產
志

大
地
摶
摶
山
川
不
語
而
萬
寳
貢
之
物
產
之
富
豈
限
於
地
哉
赫
胥
黎
謂

英
倫
之
南
舊
多
黃
芩
吾
東
境
汎
柴
河
溝
產
此
藥
尤
夥
吾
國
橘
不
踰
淮

日
本
北
海
道
則
多
種
之
北
麥
南
稻
世
之
恒
言
而
直
隷
之
磁
州
吾
奉
之

大
孤
山
吉
林
之
琿
春
水
田
多
有
成
說
固
未
足
泥
也
植
物
如
此
動
物
礦

物
亦
然
雖
地
質
爲
之
仍
人
力
爲
之
耳
若
夫
寳
藏
已
興
於
地
而
發
掘
無

能
原
料
悉
仰
於
農
而
製
造
不
講
此
伊
誰
之
責
哉
今
吾
邑
有
大
豆
之
出

口
而
石
鹻
肥
皁
入
矣
有
淡
巴
菰
之
出
口
而
紙
烟
入
矣
有
馬
鈴
薯
玉
蜀

黍
之
出
口
而
澱
粉
入
矣
有
牛
馬
皮
張
之
出
口
而
熟
革
入
矣
輾
轉
耗
銷

伊
於
胡
底
新
學
之
士
不
求
眞
實
爲
土
貨
之
改
良
而
僅
貌
襲
外
人
可
乎

邑
中
百
產
之
精
莫
能
殫
述
竊
不
能
不
希
望
於
將
來
也
志
物
產

動
物禽

雞
　
鴨
　
鵞

到

處

人

家

多

畜

之

　
以
上
禽
之
畜
於
家
者

雀
巢

於

人

家

簷

瓦

間

故

名

家

雀

亦

名

瓦

雀

羣

飛

於

野

而

斑

者

曰

麻

雀

鐵
雀

爪

堅

而

黑

又

名

鐵

脚

雀

炸

而

食

之

味

甚

美

鳳
頭
阿
藍

頭

有

毛

角

籠

畜

好

鳴

黃
肚
囊

以

其

肚

有

黃

毛

故

名

藍
靛
缸

大

似

瓦

雀

頦

下

有

藍

毛

故

名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物
產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八

十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紅
靛
頦

頦

俗

讀

刻

音

□

下

有

紅

毛

故

名

蘇
雀

頂

有

紅

毛

喜

食

蘇

子

又

名

千

里

紅

紅
料

色

紅

善

鳴

色

花

者

謂

之

麻

料

柳
葉
兒

色

淡

綠

形

如

柳

葉

蒿
溜

平音

子
常

飛

蒿

間

故

有

是

名

黃
鶯

即

黃

鸝

又

有

倉

庚

等

名

燕
有

大

小

二

種

小

而

色

紅

靑

者

曰

紫

燕

稍

大

而

不

紫

者

曰

靑

燕

野
雞

本

名

雉

漢

避

呂

后

諱

改

呼

山

雞

俗

又

呼

野

雞

沙
雞

似

雌

雞

而

小

鵲
大

如

鴉

尖

嘴

長

尾

黑

背

白

腹

慈
烏

小

於

鴉

純

黑

反

哺

孝

鳥

也

鳸
俗

名

鳸

把

拉

即

桑

鳸

鵓
鴿

性

喜

合

逐

月

有

子

布
榖

即

鳲

鳩

以
上
山
禽

鷹
曰

題

肩

曰

征

鳥

曰

鶆

鳩

皆

其

名

晨

風

亦

其

類

鷂
鷹

亦

名

雀

鷹

䲭
俗

名

夜

猫

子

因

其

猫

頭

有

毛

角

夜

鳴

如

笑

鵅

鵋

䳢

茅

鴟

皆

其

名

梟
一

名

𪃄

狀

如

母

雞

有

斑

文

頭

如

鸜

鵒

目

如

猫

不

孝

之

鳥

鵪
鶉

黃

黑

雜

文

者

曰

鶉

兩

雄

相

値

則

鬭

而

不

釋

大

於

鶉

黃

色

無

文

曰

駕

啄
木
官
子

本

名

鴷

　
以
上
鷙
禽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物
產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八

十

一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魚
鷹

俗

名

釣

魚

郞

子

鷗
即

詩

之

鷖

性

好

浮

水

形

如

白

鴿

野
鴨

即

鳧

也

亦

名

野

鶩

縮
脖
子

色

黑

形

如

𪅀

翅

大

腿

高

頸

長

飛

立

常

縮

其

頸

一

名

信

天

翁

　
以
上
水
禽

獸

馬
　
驢
　
驘

俗

作

騾

馬

與

驢

交

而

生

牛
　
以
上
家
畜
之
可
服
用
者

羊
　
豬

一

曰

豨

一

曰

豕

皆

統

名

牡

曰

豭

牝

曰

彘

求

孕

者

曰

㺏

去

勢

者

曰

豶

子

曰

豚

俗

呼

爲

猪

僅

以

公

母

大

小

別

之

　
以
上

及
牛
皆
家
畜
之
可
充
庖
廚
者

狗
即

犬

古

有

守

犬

獵

犬

食

犬

之

別

食

犬

久

無

畜

之

者

獵

犬

近

年

畜

者

亦

少

一

種

身

小

而

畜

於

屋

者

曰

哈

巴

狗

毛

長

如

獅

者

曰

獅

子

吧

貓
一

名

家

狸

亦

名

烏

圓

　
以
上
皆
獸
之
畜
於
家
者

狸
又

呼

野

猫

似

猫

圓

頭

大

尾

狐
如

野

犬

而

大

長

尾

麅
獐

類

尾

極

短

色

蒼

赤

毛

甚

脆

不

適

用

狼
大

如

狗

大

喙

白

頰

色

靑

黃

亦

有

蒼

褐

者

貉
狀

如

貍

身

長

腿

短

性

好

睡

故

呼

睡

貉

子

兎
似

鼠

而

大

尾

短

耳

長

上

脣

缺

前

足

短

有

蒼

黃

黑

白

各

色

鼠
穴

居

人

家

屋

內

者

近

有

發

明

其

傳

疫

之

說

居

家

所

最

宜

□

田
鼠

本

名

鼢

黃
鼠
狼

本

名

鼬

一

名

鼪

身

長

尾

大

健

於

捕

鼠

又

好

竊

雞

毫

可

製

筆

艾
虎

鼠

類

能

捕

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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嶺

縣
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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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八

十

二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豆
鼠

即

詩

之

碩

鼠

碩

亦

作

鼫

亦

名

田

鼠

與

鼢

之

名

田

鼠

有

別

水
癩

形

如

狗

而

小

長

尾

色

靑

黑

多

穴

谿

岸

邊

入

水

食

魚

亦

名

水

狗

刺
猬

古

作

彙

亦

作

猬

狀

如

鼠

腳

尾

俱

短

蒼

白

色

毛

硬

如

針

人

犯

之

則

縮

圓

其

身

如

栗

房

　
以
上
獸
類
之
在
山

野
者

鱗
介

鯉
魚

出

柴

河

足

斤

者

爲

最

美

鯽
魚

一

名

鲋

似

鯉

而

脊

隆

好

羣

行

赤
眼
魚

即

詩

之

鱒

身

圓

而

長

赤

脈

貫

睛

草
啃
魚

名

鯇

似

鱒

而

大

身

圓

肉

厚

有

靑

白

二

色

鱤
條
魚

詩

之

鰥

也

性

好

獨

行

沙
鯝
嚕

體

圓

有

斑

即

沙

鮀

魚

白
漂
子

形

狹

而

長

性

好

浮

水

即

詩

之

鰷

黑
魚

圓

而

長

細

鱗

而

黑

斑

首

有

七

點

如

北

斗

狀

即

詩

之

鱧

鰱
魚

即

詩

之

鱮

河
豚
魚

別

名

鯸

鮐

一

名

鮭

點

形

如

蝌

蚪

眼

能

開

閉

皮

血

及

子

有

毒

羊

蹏

葉

解

之

　
以
上
魚
之
有
鱗
者

鮎
魚

一

名

鯷

即

詩

之

鰋

頭

大

尾

小

身

有

黏

液

甚

滑

故

曰

鮎

鱓
魚

以

蛇

無

鱗

腹

黃

故

曰

黃

鱓

黃
昂

似

鮎

而

小

腹

黃

背

即

詩

之

鱨

泥
鰍

本

作

鰌

又

名

鰼

似

蛇

頭

銳

身

滑

以
上
魚
之
無
鱗
者

蝦

本

作

鰕

境

內

　

僅

有

小

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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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十

三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蟹
秋

成

味

美

柴

河

者

佳

　
以
上
介
殼
屬

蛤
形

長

曰

蚌

圓

曰

蛤

境

內

無

大

者

多

生

淺

水

中

螺
即

易

之

□

亦

多

小

者

生

淺

水

中

蜆
似

蛤

而

扁

大

如

拇

指

有

黑

白

二

色

即

隋

劉

臻

之

所

謂

扁

螺

也

蝸
牛

即

䗂

蝓

也

頭

上

有

兩

黑

角

涎

畫

屋

壁

成

銀

色

可

避

毒

蟲

蠍

最

畏

之

又

土

蝸

生

旱

地

草

上

或

石

上

俗

呼

鼻

涕

蟲

　
以
上

軟
體
屬

蛙
本

作

鼃

田

雞

也

一

名

蝦

蟇

似

蟾

蜍

而

無

痱

磊

治

蝮

蛇

螫

毒

一

種

嘴

小

而

腹

大

背

純

靑

色

或

有

金

線

者

則

爾

雅

所

謂

黽

禮

之

所

謂

螻

蟈

也癩
蝦
蟇

即

蟾

蜍

也

埤

雅

蟾

蜍

吐

生

腹

大

背

黑

皮

上

多

痱

磊

跳

行

舒

遲

居

溼

地

而

不

解

鳴

眉

間

有

白

汁

以

竹

籖

取

出

乾

之

爲

蟾

酥

以
上
兩
棲
類

鼈
俗

呼

爲

腳

魚

腹

有

蛇

文

者

爲

蛇

所

化

不

可

與

莧

菜

同

食

馬
蛇

蜥

蜴

蠑

螈

蝘

蜒

守

宮

皆

是

物

也

總

名

螭

按

守

宮

形

小

身

闊

腹

白

背

灰

褐

色

好

緣

屋

壁

食

蠍

故

曰

壁

虎

亦

曰

蠍

虎

其

在

山

間

草

際

者

身

長

色

黃

曰

蛇

醫

蛇
烏

者

曰

烏

稍

尙

無

大

毒

雉

頸

俗

名

花

野

雞

脖

子

最

毒

　
以
上
爬
蟲

昆
蟲

蠶
有

家

蠶

山

蠶

二

種

近

年

始

有

育

之

者

蜂
本

作

蠭

有

數

種

一

曰

蜜

蜂

謂

之

范

能

釀

蜜

人

家

作

房

畜

之

一

曰

細

腰

蜂

即

蒲

盧

詩

謂

果

贏

一

曰

黃

蜂

俗

名

馬

蜂

子

蟬
朽

木

根

所

化

在

土

曰

腹

育

脫

殼

而

出

殼

名

蟬

蜕

入

葯

聒
聒

一

名

□

蛁

一

名

蟪

蛄

冬

亦

可

畜

交

春

則

死

所

謂

蟪

蛄

不

知

春

秋

也

螞
蚱

蝗

屬

昔

人

謂

之

蚱

蜢

其

短

翅

而

以

翅

鳴

者

謂

之

草

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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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十

四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扁
擔
鈎

亦

蝗

屬

長

翅

長

股

股

斑

如

玳

瑇

能

飛

不

能

鳴

詩

之

螽

也

蟋
蟀

曰

蛩

曰

蛬

曰

蜻

蛚

曰

促

織

皆

是

物

也

正

黑

色

有

光

能

鳴

善

鬭

即

俗

名

趣

趣

蝴
蜨

一

名

蛺

蜨

又

號

春

駒

形

色

黃

白

斑

斕

大

小

不

一

虭
螂

月

令

仲

夏

螳

螂

生

即

此

也

銳

首

細

頸

秋

乳

子

作

房

是

爲

螵

蛸

螢
月

令

季

夏

腐

草

爲

螢

是

也

宵

行

燀

夜

宵

燭

皆

其

別

名

蜻
蜓

一

名

蜻

蛉

一

名

虰

蛵

又

曰

負

勞

六

足

四

翼

羣

飛

水

際

俗

呼

螞

蛉

蛾
蠶

蛹

所

化

而

外

凡

草

木

小

蟲

蛹

化

者

其

類

甚

繁

蠅
靑

者

大

即

詩

靑

蠅

子

落

處

生

蛆

蒼

而

小

者

曰

蒼

蠅

其

糞

能

變

黑

白

蚊
本

作

蟁

齧

人

飛

蟲

長

吻

如

針

一

名

蚋

多

生

草

地

蠓
蟲

一

名

蠛

凡

草

木

葉

有

泡

起

中

有

小

蟲

泡

乾

脆

而

開

則

蟲

即

飛

出

天

將

雨

則

羣

飛

蠅
虎

身

黑

扁

嘴

有

雙

肉

鉗

攫

蠅

食

之

蟑
蜋

字

書

不

載

無

從

知

其

所

出

俗

呼

老

蟑

螬
一

名

蠐

螬

生

糞

土

中

俗

名

土

蠶

大

者

以

背

行

駛

於

走

斑
蝥

黃

黑

斑

點

多

生

豆

花

上

有

毒

入

葯

以

毒

攻

毒

蝱
有

牛

蝱

木

蝱

二

種

牛

蝱

好

齧

牛

馬

灰

黃

色

亦

草

根

所

化

磕
頭
蟲

似

蜉

蝣

而

小

黑

色

按

其

後

則

叩

其

頭

有

聲

豆
瓣
蟲

形

如

半

豆

黃

赤

色

背

有

黑

斑

殼

翅

內

有

膜

翅

俗

呼

放

牛

小

　
以
上
殼
翅
膜
翅
之
屬

楊
刺
子

本

名

蛓

有

房

附

木

枝

上

似

雀

卵

而

小

春

則

齧

房

成

小

孔

而

出

可

化

蛾

未

化

時

身

有

毛

能

以

螫

人

土
鼈

一

名

過

街

蟲

蟻
一

作

螘

大

者

曰

蚍

蜉

小

曰

螘

其

子

蚳

夏

小

正

謂

之

元

駒

絕

大

者

曰

山

螘

白

者

曰

白

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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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十

五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蜈
蚣

一

名

蝍

蛆

蚰
蜒

一

名

螾

𧊔

似

蜈

蚣

而

細

長

黑

色

錢
串
子

即

馬

螾

毛
毛
蟲

即

馬

陸

一

名

百

足

蟲

潮
蟲

生

甕

器

底

及

甎

石

底

潮

濕

處

詩

之

伊

威

爾

雅

之

鼠

負

皆

是

也

蟢
結

網

空

中

如

蜘

蛛

但

身

狹

而

小

腿

長

一

名

長

腳

即

詩

之

蠨

蛸

蜘
蛛

俗

呼

癩

蛛

屎

著

人

成

瘡

雄

黃

治

之

又

可

吸

蠍

螫

毒

壁
錢

一

名

壁

繭

作

繭

壁

上

如

錢

狀

封

子

於

內

自

外

抱

之

亦

呼

嘻

子

　
以
上
節
肢
多
足
之
屬

馬
蝗

水

蛭

也

頭

尖

腰

粗

色

赤

□

人

及

牛

馬

血

成

瘡

如

釘

人

拍

之

則

縮

出

牽

之

則

齧

愈

力

曲
蟺

月

令

孟

夏

蚯

蚓

出

即

此

也

入

葯

名

地

龍

　
以
上
環
蟲

螻
蛄

俗

讀

作

拉

蛄

一

名

天

螻

夏

小

正

三

月

𧐜

則

鳴

指

此

穴

土

而

居

短

翅

大

腹

細

腰

雄

者

入

藥

名

公

土

狗

螟
形

如

蠛

蠓

而

黑

又

謂

之

䗐

能

食

苗

心

以

其

冥

冥

難

見

故

謂

之

螟

蠈
今

俗

謂

桿

蟲

能

食

苗

節

蚤
跳

躍

㨗

疾

形

小

而

黑

臭
蟲

名

蜚

又

名

負

蜰

形

扁

而

臭

蝨
齧

人

蟲

也

又

有

齧

牛

狗

者

曰

牛

蝨

狗

蝨

蠍
俗

亦

呼

琵

琶

蟲

其

毒

在

尾

入

藥

用

全

蠍

蟣
蝨

之

子

也

以
上
害
蟲

動
物
之
入
藥
者

牛
黃

苦

寒

小

毒

在

於

肝

膽

之

間

生

得

者

佳

凡

牛

有

黃

則

眼

紅

好

吼

置

水

令

不

得

飮

則

吐

出

宜

急

收

之

爲

藥

中

最

貴

之

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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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十

六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望
月
砂

辛

平

無

毒

本

名

明

月

砂

一

名

玩

月

砂

即

兎

矢

也

夜
明
砂

毒

蝙

蝠

矢

也

邑

東

三

道

溝

山

洞

多

有

之

蟾
酥

辛

甘

溫

有

毒

即

癩

蝦

蟇

眉

間

白

汁

本

邑

范

河

流

域

多

出

之

蜂
蜜

甘

平

無

毒

羣

蜂

採

花

釀

成

白

露

後

收

山

產

者

佳

多

出

夾

河

廠

等

處

黃
蠟

甘

溫

無

毒

煉

蜜

餘

滓

漉

入

水

中

色

黃

者

曰

黃

蠟

色

白

者

曰

白

蠟

露
蜂
房

苦

平

有

毒

用

樹

間

久

受

風

露

之

蜂

房

故

曰

露

蜂

房

桑
螵
蛸

鹹

甘

平

無

毒

俗

呼

螳

螂

子

邑

東

白

旗

寨

等

山

多

產

子

土
鼈

鹹

寒

有

毒

生

牆

陰

溼

土

中

本

名

　

形

如

小

鼈

植
物榖

高
糧

米

曰

高

糧

米

本

黍

類

種

來

自

蜀

故

曰

蜀

黍

俗

又

以

秫

字

代

之

新

字

典

則

謂

高

糧

爲

稷

北

人

呼

爲

秫

或

即

本

蜀

黍

之

意

通

之

粟
古

以

粟

爲

稃

穀

之

總

名

又

以

梁

粟

連

稱

謂

梁

爲

粟

之

稍

大

者

土

俗

通

名

爲

穀

子

其

米

通

名

小

米

其

禾

稈

則

曰

穀

草

爲

喂

牲

畜

之

用

稉
亦

作

秔

稻

之

陸

種

者

米

曰

稉

米

境

內

早

無

水

稻

近

漸

有

試

種

之

者

稬
亦

作

糯

稻

之

黏

者

亦

名

稌

米

曰

繻

米

亦

有

水

陸

二

種

境

內

僅

有

陸

種

之

稬

稗
米

曰

稗

子

米

禾

稈

曰

稗

草

土

人

多

用

以

苫

蓋

　
以
上
榖
之
常
用
者

小
麥

詩

名

來

南

省

多

以

九

月

種

四

月

收

故

古

以

孟

夏

爲

麥

秋

土

無

秋

麥

均

以

淸

明

節

種

初

伏

收

之

後

或

種

萊

菔

或

種

白

菜

或

種

蕎

麥

亦

有

初

種

麥

時

於

隴

溝

種

豆

者

大
麥

詩

名

牟

可

作

酒

麴

米

亦

作

飯

粥

但

滑

而

不

宜

常

食

芽

可

作

𩛿

其

種

收

同

小

麥

荍
麥

伏

內

種

秋

收

莖

赤

花

白

子

黑

作

三

稜

形

　
以
上
榖
中
之
麥
類
亦
常
用
者

黏
蜀
黍

土

人

呼

爲

黏

高

糧

米

多

用

以

製

糕

無

以

此

釀

酒

者

其

禾

稭

與

高

糧

稭

無

甚

差

別

通

謂

秫

稭

用

爲

燒

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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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十

七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玉
蜀
黍

俗

呼

包

米

有

黃

白

二

色

亦

有

黏

不

黏

二

種

苕
帚
黍

俗

名

苕

帚

𪎭

子

與

黏

蜀

黍

相

仿

粒

甚

稀

黍
俗

呼

爲

𪎭

子

米

曰

大

黃

米

可

以

釀

黃

酒

作

飯

製

糕

等

用

穄
俗

呼

散

𪎭

子

即

𪎭

之

不

黏

者

古

謂

穄

即

稷

與

新

字

典

謂

高

糧

爲

稷

歧

紅
黏
榖

其

□

赤

其

禾

葉

亦

微

紅

與

穀

草

同

用

其

米

粒

小

如

俗

所

謂

小

米

但

黏

甚

褐

色

可

以

釀

酒

作

飯

製

糕

爾

雅

謂

之

衆

亦

謂

之

秫

禮

□

稻

必

齊

言

釀

黃

酒

也

與

今

俗

合

與

赤

梁

粟

之

所

謂

□

者

異

土

名

小

黃

米

高
麗
榖

穗

紅

色

似

雞

冠

花

相

傳

其

種

得

自

高

麗

米

亦

小

米

類

不

黏

西
番
榖

苗

似

蜀

黍

葉

似

梁

粟

穗

似

蒲

棒

粒

周

穗

外

作

□

者

用

代

脂

麻

蘇
爾

雅

謂

之

荏

桂

有

紫

白

二

種

子

可

榨

油

曰

蘇

油

薏
苡

漢

馬

援

征

交

趾

載

其

種

還

有

黑

白

二

種

境

內

東

山

有

種

之

者

殼

白

而

圓

然

不

若

邊

外

黑

而

楕

者

佳

俗

呼

草

珠

子

脂
麻

即

胡

麻

子

作

油

俗

呼

香

油

有

遲

早

二

種

黑

者

曰

巨

勝

其

白

者

又

曰

白

巨

勝

　
以
上
雜
粮
可
爲
食
用
者

菽

黃
豆

爾

雅

總

謂

之

菽

曰

荏

菽

曰

戎

菽

亦

皆

言

其

大

也

今

有

黃

靑

黑

白

褐

諸

色

褐

者

形

扁

俗

名

磨

石

豆

黑

者

名

黑

豆

皆

作

牛

馬

料

用

惟

靑

者

俗

名

靑

大

豆

白

者

爲

大

白

眉

黃

者

爲

小

金

黃

可

以

製

腐

生

芽

又

可

榨

油

其

滓

成

餅

謂

之

豆

餅

銷

路

甚

廣

實

爲

出

產

之

大

宗

小
豆

爾

雅

總

謂

之

荅

有

黧

斑

白

赤

各

色

赤

者

惟

入

藥

用

餘

皆

可

爲

飯

豆

□

豆

或

製

粉

用

綠
豆

粒

小

而

深

綠

者

爲

上

粒

潤

而

色

淡

者

次

之

可

以

製

麪

製

糕

製

粉

煮

湯

解

毒

豌
豆

櫻

時

即

熟

遼

志

謂

之

回

鶻

豆

春

間

葉

及

將

熟

粒

皆

可

作

羹

蠶
豆

以

蠶

時

熟

故

名

豆

中

惟

此

種

無

藤

蔓

故

又

曰

樹

豆

炸

食

甚

佳

藊
豆

形

如

蠶

豆

色

亦

不

一

白

者

可

入

藥

豇
豆

莢

必

雙

生

有

紅

白

二

種

莢

細

而

長

者

充

蔬

皮

薄

者

秋

成

取

粒

俗

呼

打

豇

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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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十

八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刀
豆

莢

生

橫

斜

如

人

所

持

刀

劍

狀

故

名

雲
豆

相

傳

種

自

雲

南

來

俗

呼

六

月

鮮

寬
雲
豆

似

雲

豆

而

寬

扁

其

莢

帶

紅

邊

多

倚

籬

種

故

曰

籬

豆

長
雲
豆

似

雲

豆

肉

厚

而

長

至

秋

涼

結

莢

愈

盛

蔬

韭
禮

曰

豐

本

以

其

菜

年

刈

數

次

而

不

朽

明

年

再

發

至

冬

有

以

其

根

培

之

煖

室

出

苗

曰

黃

芽

韭

葱
冬

蓄

者

春

初

培

之

新

發

者

曰

羊

角

葱

結

子

後

取

其

旁

出

者

曰

幫

葱

白

露

節

後

以

子

種

出

者

曰

白

露

葱

春

間

起

小

葱

爲

葱

秧

分

種

至

秋

爲

冬

蓄

之

大

葱

胡
蒜

即

大

蒜

種

來

自

外

皮

紫

味

辛

葷

俗

呼

紫

皮

蒜

春

分

前

栽

過

時

則

好

迸

出

土

外

小
蒜

性

味

遜

於

大

蒜

皮

白

辦

小

而

多

土

人

呼

爲

白

皮

蒜

芹
爾

雅

楚

葵

注

水

芹

也

詩

言

采

其

芹

指

此

然

今

多

種

於

園

圃

冬

培

其

根

於

煖

室

剝

食

尤

嫩

美

菘
俗

呼

白

菜

有

數

種

肥

厚

而

嫩

葉

多

縐

紋

者

曰

黃

葉

白

窄

硬

者

曰

箭

桿

白

綠

葉

大

者

曰

大

葉

靑

春

種

者

爲

春

白

菜

秋

種

者

或

蓄

爲

晚

菘

漬

酸

菜團
菘

俗

呼

爲

洋

白

菜

性

似

白

菜

形

扁

圓

似

劈

藍

菠
薐

俗

呼

菠

菜

相

傳

漢

時

種

來

自

外

莙
薘

状

似

菠

菜

本

草

名

薺

苨

俗

呼

甜

菜

萵
苣

亦

稱

萵

笋

葉

由

根

生

者

尖

闊

由

莖

者

爲

心

臟

形

皆

無

柄

抱

莖

春

暮

開

黃

花

莖

高

尺

許

去

皮

生

食

味

如

胡

瓜

並

可

醃

藏

同
蒿

葉

似

蒿

花

黃

如

小

菊

春

秋

皆

可

種

俗

呼

同

蒿

菜

蔞
蒿

爾

雅

蘩

詩

之

菜

蘩

皆

是

也

今

俗

呼

蒥

菘

菜

香
菜

一

名

胡

荽

一

名

蒝

荽

相

傳

其

種

來

自

西

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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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十

九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土
薄
荷

味

狀

如

薄

荷

采

食

其

莖

葉

芸
薹

俗

呼

臭

菜

以

其

味

暈

爲

道

家

五

暈

之

一

子

可

榨

油

蘿
菔

爾

雅

謂

葖

一

名

來

服

以

其

能

解

麥

毒

爲

來

牟

之

所

服

也

形

圓

而

扁

又

名

蘆

菔

俗

呼

大

蘿

菔

春

種

可

生

食

其

苗

伏

初

種

者

方

成

蘿

菔水
蘿
菔

亦

蘿

菔

類

而

細

長

者

春

種

可

作

凉

菜

秋

種

者

可

醃

鹹

菜

有

紅

白

二

種

胡
蘿
菔

形

如

水

蘿

菔

而

色

紫

赤

故

亦

作

紅

蘿

菔

靑
蘿
菔

似

水

蘿

菔

而

粗

大

色

靑

而

甘

脆

可

作

凉

菜

撇
藍

南

方

謂

之

芥

莖

葉

可

劈

食

醃

食

脆

美

芥
有

數

俗

以

大

芥

爲

芋

芥

馬

芥

爲

癡

芥

白

芥

子

入

藥

餘

芥

子

亦

皆

可

爲

凉

菜

之

辣

料

蔓
菁

一

名

蕪

菁

子

曰

蔓

菁

子

入

藥

諸

葛

武

侯

常

種

之

故

蜀

人

呼

爲

諸

葛

菜

本

草

蕪

菁

芥

類

引

陸

璣

疏

云

葑

蕪

菁

趙

魏
間
謂
之
大
芥

山
藥

本

名

薯

蕷

唐

避

代

宗

諱

改

薯

藥

宋

避

英

宗

諱

改

爲

山

藥

今

俗

仍

之

入

藥

以

懐

慶

者

爲

佳

子

生

葉

間

大

小

不

一

本

草

謂

之

零

餘

子

芋
一

名

土

芝

一

名

蹲

䲭

俗

呼

芋

頭

又

芥

芋

莖

葉

皆

可

鹽

醃

爲

菹

紅
薯

本

名

紅

薯

蕷

亦

名

甘

藷

亦

以

避

諱

改

今

名

土

人

又

呼

爲

地

瓜

馬
鈴
薯

以

其

狀

如

馬

鈴

故

名

俗

呼

地

豆

一

種

皮

稍

紅

者

俗

呼

洋

地

豆

茄
一

名

崑

崙

瓜

一

名

酪

蘇

本

作

酪

酥

有

長

圓

紫

靑

螺
螄
菜

形

如

壓

壼

盧

然

中

粗

而

兩

頭

尖

節

多

至

六

七

土

人

用

作

小

菜

甚

脆

番
椒

一

名

大

椒

人

名

辣

子

種

類

不

一

形

如

蘿

𧃲

赤

而

有

光

大

如

拇

指

而

有

尖

土

人

名

爲

望

天

椒

以

其

向

上

直

矗

也

一

種

圓

扁

有

棱

狀

如

小

柿

呼

柿

子

椒

小
茴
香

本

名

蒔

蘿

本

草

實

大

類

蛇

牀

莖

頭

出

細

莖

而

簇

生

馬
齒
莧

爾

雅

名

蕢

本

草

名

五

行

菜

以

其

葉

靑

梗

赤

花

黃

根

白

子

黑

也

今

罕

食

之

且

不

待

種

而

自

生

也

　
以
上
皆
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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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十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蔬菌
音

君

上

聲

生

於

土

上

爲

蘑

菇

之

總

名

蕈
音

尋

上

聲

生

於

木

上

爲

木

耳

之

總

名

按

字

書

原

無

蘑

字

菇

亦

不

作

是

解

蘑

菇

木

耳

之

名

不

知

所

自

始

茲

以

通

俗

計

姑

沿

用

之

如

左

草
白
蘑

似

白

蘑

而

香

嫩

遜

之

亦

土

產

菌

屬

之

最

松
蘑

生

松

樹

下

香

滑

又

遜

於

草

白

蘑

榛
蘑

生

榛

科

下

高

腿

紅

裏

狀

如

小

傘

味

稍

厚

而

不

鮮

楡
蘑

生

楡

樹

滑

而

無

味

可

以

止

腹

泄

黃
蘑

生

柞

樹

下

者

多

面

黃

而

大

故

曰

黃

蘑

採

時

以

鹽

滷

之

曰

鹽

水

蘑

木
耳

朽

木

溼

氣

所

生

地
耳

俗

名

地

漿

皮

亦

陰

雨

後

溼

氣

所

成

形

如

木

耳

雨

過

即

採

見

日

則

不

堪

食

矣

　
以
上
菌
屬
之
附
蔬
者

紅
花
菜

其

花

即

山

丹

花

根

名

紅

百

合

蘂

未

開

時

可

作

菜

黃
花
菜

即

萱

草

亦

名

忘

憂

好

生

背

陰

地

花

黃

六

出

四

埀

亦

有

種

之

園

圃

其

蘂

未

開

時

如

玉

簪

而

小

黃

色

如

黃

搔

頭

亦

名

金

簪

菜

如
意
菜

即

詩

之

蕨

初

生

無

葉

莖

頂

拳

曲

如

鼈

腳

又

似

如

意

故

有

是

名

酸
漿
菜

似

蓫

而

葉

細

可

食

爾

雅

謂

之

蕵

薺
即

詩

之

薺

又

師

曠

云

歲

欲

甘

甘

草

先

生

薺

是

也

開

細

白

花

莢

如

小

萍

薇
一

名

野

豌

豆

以

其

莖

葉

氣

味

皆

相

似

詩

之

采

薇

夷

齊

之

采

薇

皆

指

此

苦
蕒

一

名

荼

一

名

𦬊

詩

之

采

荼

采

𦬊

皆

指

是

物

一

名

游

冬

葉

似

萵

苣

而

小

色

蒼

白

味

苦

春

初

掘

土

內

白

芽

糖

拌

食

甚

脆

美

用

其

白

汁

塗

疔

腫

可

撥

根

又

可

救

蟲

蛇

嚙

傷

埽
帚
菜

爾

雅

名

壬

彗

葉

嫩

時

可

茹

老

可

作

帚

子

入

藥

名

地

膚

子

蓫
爾

雅

蓫

薚

馬

尾

注

關

西

呼

爲

薚

江

東

呼

爲

當

陸

即

商

陸

也

詩

采

蓫

皆

是

夏

至

枯

子

名

金

蕎

麥

根

似

大

黃

古

人

以

爲

惡

菜

今

並

無

食
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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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十

一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者

俗

呼

羊

蹏

葉

灰
蓧
菜

爾

雅

篠

蓚

即

灰

藋

也

一

曰

藜

一

曰

萊

詩

北

山

有

萊

陸

璣

云

萊

即

藜

是

也

大

者

名

拜

又

名

□

藋

即

紅

心

灰

藋

莖

可

爲

杖

葉

並

可

茹

今

罕

食

者

杏
葉
菜

沙

參

苗

明
葉
菜

甜

桔

梗

苗

槍
頭
菜

蒼

朮

苗

筆
管
菜

黃

精

苗

小
筆
管
菜

玉

竹

苗

地
龍
芽

升

麻

苗

　
以
上
山
野
之
蔬

葧
臍

爾

雅

謂

之

鳧

茈

俗

讀

爲

必

齊

音

性

可

化

銅

土

人

或

呼

爲

地

栗

子

藕
本

作

蕅

爾

雅

謂

之

荷

芙

蕖

其

根

蕅

在

池

中

橫

行

如

竹

節

節

生

一

莖

一

葉

華

葉

常

偶

故

謂

之

蕅

有

紅

白

二

種

境

內

出

者

皆

紅

蕅

茭
白

即

菰

也

爾

雅

謂

之

彫

蓬

生

水

中

初

生

之

芽

曰

茭

白

實

曰

菰

米

今

罕

食

　
以
上
水
中
之
蔬

瓜

甜
瓜

種

類

甚

繁

形

色

各

異

俗

總

呼

香

瓜

蒂

甚

苦

入

藥

名

苦

丁

香

治

黃

疸

甚

效

打
瓜

形

似

西

瓜

而

楕

圓

肉

不

中

食

子

多

其

仁

即

瓜

子

仁

黃
瓜

原

名

胡

瓜

北

人

因

石

勒

時

避

言

胡

改

曰

黃

瓜

西
瓜

皮

有

深

淺

碧

黃

白

諸

色

瓤

有

深

淺

紅

黃

白

諸

色

形

皆

圓

花

蒂

處

微

窩

食

之

醒

酒

解

署

然

亦

不

可

多

食

種

來

自

燉

煌

之

瓜

州

故

曰

西瓜越
瓜

種

來

自

越

一

名

莦

瓜

皮

靑

長

尺

餘

觩

然

如

角

短

者

名

菜

瓜

脆

者

名

脆

瓜

倭
瓜

種

出

自

倭

又

名

東

瓜

皮

老

有

白

霜

故

又

曰

白

瓜

有

解

鴉

片

毒
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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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十

二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南
瓜

蔓

延

數

丈

形

如

甜

瓜

而

扁

色

紅

肉

黃

可

以

供

玩

食

之

者

鮮

番
瓜

種

有

遲

早

實

有

大

小

色

有

靑

黃

赤

白

棱

則

或

有

或

無

皮

則

或

光

或

癩

形

則

有

扁

有

圓

有

下

圓

上

銳

長

頭

大

腹

諸

狀

亦

有

如

枕

者

莖

葉

似

南

瓜

早

者

七

月

已

熟

晚

者

九

十

月

熟

攪
瓜

形

如

西

瓜

而

小

楕

圓

內

成

筋

絲

醬

醃

作

菜

食

時

以

筋

攪

絲

出

如

縷

切

絲
瓜

一

名

天

羅

長

者

數

尺

其

狀

如

蛇

老

則

圓

縮

盡

成

纖

維

故

有

絲

名

六

月

采

葉

去

毛

陰

乾

爲

細

末

治

湯

火

刀

石

傷

無

斑

㾗

老

者

皮

筋

子

燒

存

性

硏

調

服

治

乳

癕

惡

瘡

苦
瓜

一

名

餙

荔

枝

一

名

癩

蒲

萄

滿

身

痱

磊

而

如

無

腿

蝦

蟇

狀

俗

名

癩

瓜

瓠
正

字

通

云

瓜

類

也

其

類

有

瓠

有

匏

有

壼

古

訓

初

無

分

別

近

以

長

粗

如

枕

形

者

爲

瓠

長

柄

大

腹

爲

匏

剖

之

爲

瓢

小

而

無

長

柄

者

爲

壼

亦

通

稱

匏

一

曰

壼

盧

或

作

胡

盧

其

兩

頭

圓

大

而

腰

細

者

爲

細

腰

胡

盧

土

人

呼

爲

壓

胡

盧

惟

瓠

匏

可

食

人

以

充

蔬

餘

皆

以

充

用

或

充

玩

具

其

大

小

又

可

人

工

造

之

果

杏
境

有

數

種

接

杏

最

美

家

杏

次

之

山

杏

又

次

李
亦

如

杏

之

等

次

桃
類

尤

繁

惟

以

柳

接

者

形

最

大

熟

亦

早

味

獨

遜

一

種

名

仙

人

桃

樹

小

桃

大

可

以

盆

植

林
禽

柰

屬

一

名

來

禽

音

轉

或

作

林

檎

俗

名

花

紅

此

種

近

二

十

年

來

自

廣

寗

櫻
禮

含

桃

注

作

鸎

桃

謂

鸎

之

所

含

也

殊

無

徵

驗

爾

雅

謂

之

荆

桃

李

唐

來

謂

之

櫻

俗

呼

櫻

桃

家

種

者

良

實

有

粉

朱

二

種

粉

者

尤

良

俗

謂

瑪

瑙

櫻

桃蘋
果

花

粉

紅

色

果

紅

碧

相

間

沙
果

似

蘋

而

小

果

色

淡

黃

二

果

亦

均

柰

屬

近

年

始

自

千

山

廣

寗

移

植

來

者

山
樝

爾

雅

朹

檕

梅

疏

狀

似

梅

子

赤

色

按

即

俗

所

謂

山

裏

紅

大

者

名

山

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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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十

三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梨
種

類

甚

繁

境

內

原

祗

山

梨

爾

雅

名

山

樆

皮

肉

皆

粗

味

極

酸

近

二

十

年

來

樹

秧

由

廣

寗

來

者

似

桃

形

而

大

曰

鴉

梨

圓

而

上

下

微

窩

者

曰

麻

梨

蒂

處

微

凸

者

曰

尖

把

梨

而

帶

紅

者

曰

秋

梨

色

微

白

而

大

小

不

一

者

曰

白

梨

然

皆

帶

酸

不

如

原

產

者

佳

普
盤

爾

雅

謂

之

藨

即

木

莓

也

蔓

生

實

如

桑

椹

而

短

色

紅

味

甘

酸

俗

呼

託

盤

棠
梨

爾

雅

杜

甘

棠

注

今

之

杜

梨

疏

赤

色

者

名

赤

棠

白

者

亦

名

棠

詩

召

南

甘

棠

疏

今

棠

梨

色

白

少

酢

滑

美

赤

棠

漝

而

無

味

據

此

則

白

爲

甘

棠

即

此

赤

者

爲

杜

不

中

食

郁
李

唐

本

草

作

栯

李

爾

雅

唐

棣

栘

疏

引

詩

唐

棣

之

華

陸

璣

云

奧

李

也

土

俗

郁

讀

若

偶

其

核

中

仁

入

藥

名

郁

李

仁

別

有

常

棣

赤

白

二

種

境

內

罕

見
桑
椹

椹

亦

作

葚

味

甘

酸

色

紫

黑

枸
柰

說

文

枸

杞

也

爾

雅

𣏌

枸

檵

陸

璣

疏

苦

𣏌

秋

熟

色

赤

服

之

輕

身

益

氣

指

此

按

𣏌

有

三

類

易

以

𣏌

包

𤓰

詩

無

折

我

樹

𣏌

孟

子

𣏌

柳

皆

柳

屬

也

詩

南

山

有

𣏌

在

彼

𣏌

棘

山

水

也

言

采

其

𣏌

隰

有

𣏌

桋

枸

杞

也

酸
棗

爾

雅

樲

酸

棗

注

樹

小

實

酢

按

樲

棗

屬

也

詩

詁

棘

色

白

者

爲

白

棘

實

酸

者

爲

樲

名

酸

棗

石
榴

博

雅

名

若

榴

古

今

注

名

丹

若

實

有

赤

黃

二

種

赤

者

肉

紅

黃

者

肉

白

而

亮

俗

名

水

晶

石

榴

味

皆

甘

酸

皮

入

漝

劑

山
核
桃

其

樹

亦

楸

屬

俗

名

山

胡

桃

實

如

核

桃

而

長

首

尾

有

尖

榛
說

文

作

𣓀

注

實

如

小

栗

按

榛

殼

堅

於

栗

爲

本

地

特

產

其

仁

香

美

甲

於

他

產

萄
葡

本

作

蒲

萄

後

漢

西

域

傳

栗

弋

國

出

名

馬

牛

羊

蒲

萄

種

當

出

自

西

域

境

內

有

數

種

其

白

而

橢

者

曰

馬

乳

葡

萄

紫

而

橢

者

曰

雞

心

葡

萄

正

圓

者

曰

圓

葡

萄

皆

須

近

井

勤

灌

漑

山
蒲
萄

山

產

實

小

味

酢

白

露

後

始

有

甘

味

燈
籠
果

外

籠

紗

囊

中

含

紅

子

如

朱

櫻

俗

呼

紅

姑

娘

無

從

索

解

　
以
上
果
實
之
在
陸
者

蓮
爾

雅

荷

芙

蕖

其

實

蓮

注

蓮

謂

房

也

俗

呼

蓮

蓬

其

實

菂

俗

呼

蓮

子

有

紅

白

二

種

花

紅

者

蓮

多

藕

少

花

白

者

蓮

少

藕

佳

境

內

白

者

罕

見

菱
角

菱

亦

作

蔆

爾

雅

蔆

蕨

攗

注

俗

云

菱

角

是

也

陸

璣

詩

疏

三

四

角

曰

芰

兩

角

曰

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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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十

四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芡
實

說

文

云

雞

頭

也

古

今

注

葉

似

梅

而

大

蹙

縐

如

沸

實

外

包

有

芒

刺

狀

如

雞

雞

頭

中

有

米

如

栗

而

小

去

其

殼

可

蒸

曝

作

粉

　
以

上
果
實
之
在
水
者

花

芍
藥

一

名

將

離

古

今

注

古

人

相

贈

以

芍

藥

相

招

以

文

無

文

無

一

名

當

歸

芍

藥

一

名

將

離

故

也

一

曰

婪

尾

春

以

其

殿

春

而

開

有

赤

白

二

色

根

入

藥
草
芙
蓉

即

萬

壽

菊

花

日

亦

甚

長

莖

葉

如

蒿

俗

名

芙

蓉

花

草
長
春

春

初

即

開

繼

續

開

至

深

秋

俗

名

金

琖

子

花

鳳
仙
花

性

能

透

骨

以

女

兒

常

用

以

染

指

甲

故

俗

名

指

甲

草

一

種

莖

高

花

有

紫

紅

粉

各

色

於

葉

間

出

小

莖

多

小

朶

爲

常

品

一

種

莖

短

聚

開

大

朶

於

莖

頂

名

佛

頂

珠

虞
美
人

俗

呼

小

生

菜

蓮

以

其

似

生

菜

蓮

而

小

即

麗

春

也

一

種

而

開

數

色

龍
鬚
海
棠

子

小

於

罌

粟

而

亮

殼

如

麻

子

大

又

如

兩

椀

相

合

莖

紅

葉

綠

花

淺

深

紅

黃

紫

白

俱

有

朝

開

暮

合

花

日

甚

長
且
搯
莖
插
土
亦
活

雞
冠
花

其

形

如

雞

冠

開

於

莖

頂

莖

高

三

四

尺

一

種

莖

短

者

名

壽

星

雞

冠

可

以

盆

植

又

一

種

花

穗

尖

長

如

鼠

尾

爲

野

雞

冠

其

子

入

藥

名

靑

箱

子
藍
雀

不

種

自

出

莖

逐

節

生

對

葉

長

如

柳

葉

開

小

藍

花

略

似

小

雀

張

兩

翼

故

名

雁
來
紅

又

名

老

少

年

俗

名

老

來

變

其

黃

者

曰

雁

來

黃

白

者

曰

雁

來

白

紅

黃

紫

綠

相

問

者

曰

錦

西

風

又

曰

十

樣

錦

此

物

無

花

春

時

葉

綠

至

秋

則

變

各

色

耳

虎
耳
草

一

名

金

絲

荷

葉

以

其

葉

似

荷

葉

圓

而

有

白

紋

莖

葉

纖

微

而

有

白

毛

爬
山
虎

如

牽

牛

花

而

大

引

蔓

甚

長

子

如

茄

牽
牛
花

蔓

生

花

色

不

一

俗

呼

喇

叭

花

子

入

藥

即

黑

丑

白

丑

亦

曰

牽

牛

子

蝴
蜨
花

莖

葉

花

似

藍

雀

有

藍

紫

二

色

其

花

心

句

屈

瓣

如

兩

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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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十

五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大
蜀
葵

莖

高

三

四

丈

花

色

不

一

紫

者

可

染

色

紅

白

可

治

痢

俗

呼

大

蜀

菊

小
蜀
葵

似

蜀

葵

而

小

一

名

錦

葵

又

曰

錦

棋

盤

即

詩

之

荍

俗

呼

小

蜀

菊

葵
花

莖

高

可

五

六

尺

頂

作

黃

花

大

如

盤

盂

隨

日

而

轉

俗

名

向

日

蓮

子

可

炒

食

秋
葵
花

一

名

黃

蜀

葵

葉

如

雞

距

故

又

名

雞

脚

葵

花

開

時

以

筯

夾

下

浸

麻

油

中

治

湯

火

傷

山
丹
花

紅

花

六

出

一

名

紅

百

合

其

萼

未

開

者

乾

之

爲

紅

花

菜

捲
丹
花

六

出

四

垂

大

如

山

丹

花

結

子

葉

間

秋

開

花

於

頂

根

即

百

合

萱
花

詩

作

諼

亦

作

蘐

一

名

宜

男

喜

生

陰

地

六

出

四

垂

蘂

爲

黃

花

菜

亦

名

金

簪

菜

玉
簪
花

大

葉

縱

理

中

拔

莖

頂

上

左

右

互

出

數

白

蕊

俗

號

玉

簪

捧

似

玉

搔

頭

故

名

花

開

外

捲

如

捲

丹

形

秋

開

至

晚

淸

香

遠

聞

一

名

白

鶴花紫
玉
簪

莖

葉

蘂

花

均

似

玉

簪

形

狀

而

小

花

紫

色

香

亦

遜

之

牽
枝
牡
丹

花

粉

紅

色

蔓

生

俗

呼

串

枝

蓮

荷
包
牡
丹

葉

類

牡

丹

一

莖

綴

花

數

朶

小

如

指

頂

絕

類

緋

色

小

荷

包

俗

呼

荷

包

花

荷
花

爾

雅

荷

芙

蕖

注

別

名

芙

蕖

又

云

荷

其

莖

茄

其

葉

蕸

其

根

蕅

其

本

𦾖

其

華

菡

萏

其

實

蓮

其

子

菂

菂

中

薏

薏

蓮

子

苦

心

也

花

紅

白

二

種

境

內

紅

者

多

石
竹
花

枝

似

竹

而

細

如

筯

花

色

不

一

瓣

頭

有

紅

鋸

齒

娬

媚

可

愛

子

入

藥

名

瞿

麥

蓼
花

詩

之

游

龍

爾

雅

曰

葒

曰

龍

古

大

者

曰

蘬

陸

璣

云

蘬

一

名

蓼

今

謂

之

水

紅

花

本

草

馬

蓼

每

葉

中

間

有

黑

點

一

名

墨

記

草

水

蓼

生

於

水

旁

穗

短

色

淡

葉

狹

是

爲

虞

蓼

一

曰

辣

蓼

馬

蓼

穗

長

色

淡

亦

有

植

之

園

圃

壕

邊

者

旋
覆
花

爾

雅

謂

之

盜

庚

花

色

黃

如

小

菊

俗

名

六

月

菊

草
繡
球

其

花

紫

色

如

彈

子

大

之

絨

團

其

瓣

甚

硬

翦
春
羅

一

名

翦

紅

紗

花

大

如

錢

六

出

瓣

稍

作

鋸

齒

狀

細

碎

有

若

翦

㾗

故

一

種

秋

花

者

名

翦

秋

羅

一

曰

漢

宮

秋

其

莖

葉

似

竹

而
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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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十

六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草
茉
莉

花

類

鼓

子

花

有

黃

白

紫

紅

諸

色

亦

有

各

色

相

間

者

子

似

梧

子

而

縐

紋

如

刻

皮

黑

肉

白

製

爲

粉

傅

面

勝

於

鉛

粉

又

名

粉

團

花

亦

名

山

胭

脂

花

江
西
臘

花

葉

如

菊

而

色

狀

不

一

□

有

舒

者

有

成

筒

者

花

色

深

者

其

莖

紫

淺

者

其

莖

靑

黃

其

命

名

不

知

所

取

節
節
高

其

花

長

瓣

而

圓

頭

有

黃

白

紫

紅

色

春

開

逐

節

挺

莖

而

更

開

至

秋

或

高

至

三

四

尺

而

頂

上

仍

開

俗

又

呼

爲

步

步

登

高

菊
花

種

類

形

狀

名

目

甚

繁

黃

白

紫

紅

諸

色

皆

有

野
菊

莖

葉

花

皆

似

菊

而

小

其

花

瓣

圓

頭

朶

大

如

錢

頂
氷
花

葉

圓

如

紗

深

綠

色

莖

短

去

地

寸

許

於

冰

雪

初

銷

時

開

白

花

如

小

燈

籠

　
以
上
草
本

長
春

柔

條

紛

披

綠

葉

黃

花

繞

枝

爛

熳

逐

時

長

開

月
季

亦

有

長

春

之

名

俗

又

名

月

月

紅

皆

以

每

月

開

放

一

次

枝

有

小

刺

如

棗

刺

迎
春

小

筒

黃

花

四

出

小

葉

圓

尖

如

月

季

葉

枝

條

柔

長

迎

春

而

開

亦

名

迎

春

柳

杏
花
　
桃
花
　
梨
花
　
李
花

皆

所

習

見

小
桃
紅

枝

葉

如

櫻

桃

逐

枝

於

葉

間

開

小

粉

紅

花

略

似

月

季

丁
香
花

一

名

百

結

香

花

多

紫

色

略

如

茉

莉

花

狀

玫
瑰
花

枝

有

刺

如

月

季

花

紅

者

可

以

製

果

饀

可

以

蒸

露

漉

酒

黃

者

花

小

味

薄

次

之

其

野

開

者

單

層

瓣

名

山

刺

玫

製

果

饀

尤

勝

按

玫

瑰

赤

玉

名

花

色

似

之

石
榴
花

分

果

不

果

二

種

結

果

者

曰

果

石

榴

不

結

者

曰

花

石

榴

花

皆

鮮

紅

如

火

盛

京

通

志

載

有

黃

花

者

境

內

罕

見

珍
珠
花

一

名

玉

屑

葉

狹

長

邊

有

鋸

齒

三

四

月

結

蕊

成

穗

如

𪎭

子

而

稍

大

開

小

白

花

繁

密

攅

聚

木
繡
球

葉

如

榛

葉

而

黃

綠

六

七

月

開

小

粉

花

攅

聚

成

團

略

如

球

形

馬
纓
花

花

如

粉

紅

絨

成

團

一

名

合

歡

俗

呼

馬

絨

其

葉

晝

舒

夜

捲

楡
梅

枝

葉

如

楡

粉

花

如

小

桃

紅

逐

枝

開

於

葉

間

　
以
上
木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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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十

七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六
月
梅

花

有

紫

粉

白

諸

色

葉

薄
荷
梅

花

有

白

紅

粉

諸

色

葉

如

薄

荷

故

名

金
籐
松

花

如

鼓

子

花

而

紅

葉

如

松

針

故

名

洋
石
竹

花

有

白

粉

紅

紫

藍

各

色

莖

葉

如

家

石

竹

但

宿

根

能

重

發

洋
茉
莉

花

有

白

紅

等

色

葉

如

茉

莉

洋
蜀
菊

形

狀

似

大

蜀

菊

花

絳

紫

色

洋
棉
花

花

葉

均

似

棉

而

大

開

淡

黃

色

花

洋
牽
牛

花

有

紅

紫

白

粉

藍

諸

色

與

葉

均

似

牽

牛

而

大

西
番
蓮

莖

高

四

尺

餘

花

有

黃

紅

紫

各

色

大

如

葵

花

之

小

者

似

菊

而

大

亦

有

單

瓣

如

罌

粟

花

者

均

遞

發

旁

莖

至

秋

花

開

愈

盛

種

來

自

西

近

則

傳

根

甚

夥

矣

鐵
葉
花

花

有

黃

白

紫

諸

色

葉

細

長

而

厚

且

堅

於

他

葉

蒿
子
花

有

紅

白

紫

諸

色

葉

如

蒔

蘿

莖

高

能

耐

霜

　
以
上
種
來
自
外
而
久
傳
根
者

草

線
麻

本

名

火

麻

□

曰

枲

亦

曰

牡

麻

雌

曰

苴

亦

曰

子

麻

子

曰

黂

牡

麻

花

落

即

可

刈

而

漚

之

剝

其

皮

以

爲

線

可

織

夏

布

子

麻

至

秋

收

子

後

刈

漚

剝

爲

麻

今

多

用

以

爲

大

小

繩

大
麻

似

檾

麻

而

大

子

可

爲

油

曰

大

麻

子

油

蘼

□

者

用

□
麻

本

作

𦯶

亦

作

䔛

高

五

六

尺

葉

闊

而

端

尖

花

小

色

黃

皮

不

如

線

麻

之

柔

靭

漚

而

剝

之

作

大

小

繩

名

□

麻

繩

萞
麻

子

斑

紅

如

牛

蝨

者

可

入

藥

藍
爾

雅

馬

藍

注

大

葉

冬

藍

也

詩

采

藍

指

此

可

漚

之

以

製

靛

俗

謂

之

藍

靛

棉
花

本

名

吉

貝

種

來

自

印

度

種

宜

山

地

春

種

夏

開

淡

黃

花

秋

結

實

狀

如

桃

九

月

實

開

出

棉

採

收

以

軋

機

出

其

子

彈

其

綿

或

用

爲

衣

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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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十

八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或

紡

線

織

布
蓑
衣
草

爾

雅

臺

夫

須

注

臺

一

名

夫

須

詩

南

山

有

臺

陸

璣

疏

夫

須

莎

草

也

其

莖

三

棱

可

爲

蓑

衣

人

以

爲

雨

具

香
草

本

草

名

七

里

香

即

芸

也

叢

生

置

書

中

可

以

辟

蠹

艾
爾

雅

名

水

臺

未

詳

取

意

俗

呼

艾

蒿

一

種

似

艾

而

莖

葉

俱

大

者

俗

呼

水

艾

蒿

紅
茅
草

生

下

溼

地

亦

葦

屬

中

微

空

土

人

有

用

以

苫

蓋

者

菸
產

吉

林

者

佳

境

內

所

產

葉

小

而

味

不

佳

土

人

呼

爲

高

麗

菸

羊
草

細

冗

叢

生

可

飼

羊

土

人

呼

羊

胡

子

草

馬
藺

俗

呼

馬

蘭

似

蒲

而

小

花

藍

無

香

可

染

色

根

可

爲

刷

子

入

藥

名

蠡

實

星
星
草

其

狀

靡

靡

然

其

細

莖

鬚

皆

帶

小

粒

故

名

星

星

禮

季

夏

靡

草

死

指

此

莠
梁

粟

田

中

所

生

俗

名

穀

莠

子

一

名

狗

尾

草

扁
擔
草

生

田

野

間

可

飼

牛

馬

蓬
爾

雅

黍

蓬

詩

之

飛

蓬

皆

指

是

春

間

隨

風

在

地

旋

轉

茨
爾

雅

名

蒺

藜

布

地

蔓

生

細

葉

子

三

角

有

刺

刺

人

見

衛

詩

　
以
上
田
野
草
屬

蒲
蒻

可

食

名

蒲

筍

然

土

人

罕

有

食

者

茸

入

藥

名

蒲

黃

草

可

編

爲

包

名

蒲

包

水
葱

生

水

中

如

葱

而

長

俗

名

翠

管

可

編

凉

席

又

可

爲

扇

曰

蒲

扇

萍
浮

生

水

面

柳

絮

所

化

柳

絮

古

稱

楊

花

故

古

謂

楊

花

化

萍

紫

背

者

入

藥

蘋
葉

方

而

圓

中

折

十

字

浮

生

水

面

詩

采

蘋

指

此

生

陸

地

者

曰

靑

蘋

　
以
上
水
草

木

松
種

類

不

一

土

人

呼

結

實

者

曰

果

松

無

子

者

曰

杉

松

脂

多

者

曰

油

松

柏
多

生

西

北

邊

外

境

內

惟

見

有

葉

上

結

子

之

縱

理

柏

及

鳳

尾

柏

側

柏

葉

及

子

入

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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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十

九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桑
按

後

燕

錄

云

遼

東

無

桑

慕

容

廆

通

於

晉

求

種

於

江

南

所

得

今

境

內

桑

檿

之

屬

皆

有

之

壓

山

桑

也

葉

皆

可

飼

蠶

但

蠶

桑

之

葉

現

初

發

起

急

待

擴

充
槐

爾

雅

疏

葉

大

而

黑

者

名

櫰

槐

夜

合

晝

開

者

名

守

宮

槐

細

而

著

綠

者

但

謂

之

槐

今

山

中

皆

有

之

花

入

藥

槐

子

可

染

黃

楡
本

地

楡

類

甚

多

常

見

之

楡

先

莢

後

葉

莢

形

似

小

鐵

攢

聚

滿

枝

俗

曰

楡

錢

爾

雅

藲

莖

注

今

之

刺

楡

詩

山

有

樞

即

此

其

刺

似

柘

其

葉

似

楡

春

初

土

人

常

采

食

之

楸
木

可

爲

槍

桿

及

船

槳

皮

堅

靭

可

用

束

物

樗
似

椿

而

葉

臭

土

人

呼

爲

臭

椿

栲
似

樗

而

葉

差

窄

爾

雅

謂

之

山

樗

杻
爾

雅

謂

之

檍

皮

理

糾

結

質

最

堅

俗

呼

杻

筋

子

大

者

爲

車

軸

次

於

刺

楡

之

大

者

椵
葉

大

皮

黑

紋

細

微

赤

者

爲

紫

椵

質

白

者

爲

慷

椵

皮

可

製

繩

火

槍

用

之

樺
皮

似

山

桃

有

花

紋

紫

黑

色

可

裹

弓

背

其

木

節

花

紋

極

細

或

飾

几

案

或

製

椀

柞
高

大

堅

實

中

爲

車

材

俗

呼

大

葉

柞

六

七

月

間

土

人

用

其

葉

裹

水

角

曰

博

櫟

葉

餅

櫟
亦

柞

類

陸

璣

詩

疏

云

即

柞

櫟

也

亦

名

栩

其

實

名

樣

俗

呼

橡

子

可

飼

猪

槲
櫟

類

一

名

大

葉

櫟

實

亦

有

斗

木

實

雖

堅

不

堪

充

材

止

可

作

薪

土

人

呼

爲

□

櫟

科

楊
有

靑

白

二

種

靑

楊

葉

大

而

圓

大

可

爲

箭

笴

白

者

爲

白

楊

可

爲

槽

盆

性

不

燥

烈

檉
爾

雅

曰

河

柳

俗

呼

觀

音

柳

一

名

三

眠

柳

土

人

又

呼

爲

三

春

柳

柳
葉

長

如

桃

葉

木

性

不

畏

溼

古

人

每

楊

柳

混

稱

其

實

楊

柳

逈

不

相

同

一

種

埀

絲

柳

倒

栽

柳

也

一

種

高

𦦙

名

櫸

柳

亦

名

櫃

柳

條

可

製

器

煖
木

或

云

即

黃

蘖

木

皮

煖

厚

可

包

弓

把

細

者

中

爲

鞭

桿

把

處

帶

皮

用

冬
靑

寄

生

樹

上

葉

長

圓

凌

冬

不

凋

老
鸛
眼
木

本

名

鼠

李

木

堅

有

花

紋

子

赤

黑

如

鸛

眼

皮

可

染

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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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百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明
開
夜
合
木

一

名

金

銀

柳

結

子

如

花

至

冬

不

凋

亦

名

合

歡

荆
條

一

名

壯

荆

成

叢

疏

爽

故

又

名

楚

可

製

炭

簍

一

種

葉

圓

花

紫

枝

條

細

者

可

爲

筐

筥

一

種

枝

極

硬

者

名

鐵

荆

條

可

爲

小

鞭

桿

棘
一

名

樲

有

赤

白

二

種

結

子

名

酸

棗

不

結

子

者

爲

牛

棘

俗

名

棗

刺

又

名

葛

針

刺

杏
李
桃
梨
棣
樝
等
名
已
見
果
屬

植
物
入
藥
者

黑
脂
麻

名

巨

勝

無

毒

種

與

白

者

異

白

者

榨

油

俗

呼

香

油

茄
花

即

茄

子

花

霜

降

後

採

之

入

藥

茄
根

即

茄

子

老

根

去

皮

者

霜

降

後

採

取

之

萊
菔
子

辛

甘

平

無

毒

即

蘿

蔔

子

薤
白

各

田

中

皆

產

之

俗

名

小

根

菜

子

苦
丁
香

苦

寒

有

毒

即

甜

瓜

蒂

也

蔓

不

入

藥

食

之

逆

吐

馬
齒
莧

平

地

園

圃

皆

生

味

酸

俗

名

螞

蟻

菜

人

亦

食

之

但

不

可

與

鼈

同

食

黃
精

甘

平

無

毒

博

物

志

云

太

陽

草

名

黃

精

初

生

苗

土

人

採

食

名

筆

管

菜

苦

寒

無

毒

山
玉
竹

甘

平

無

毒

一

名

葳

𤯼

爾

雅

曰

熒

委

萎

是

也

莖

强

似

竹

有

節

節

間

多

鬚

葉

狹

長

對

生

亦

似

竹

葉

尖

處

有

小

黃

點

三

月

開

小

靑

花

香

如

蘭
白
附
子

甘

辛

溫

無

毒

邑

東

大

康

家

莊

子

山

產

俗

名

黃

𠮾

拉

花

又

名

鼠

尾

草

根

又

名

兩

頭

菜

產

遼

地

者

通

行

遠

　

柴
胡

苦

寒

無

毒

邑

東

熊

官

屯

山

產

神

農

草

經

謂

之

地

薰

俗

名

竹

葉

茶

之

根

藥

爲

本

地

特

產

故

名

銀

柴

胡

五
味
子

酸

溫

無

毒

邑

東

二

道

林

子

等

山

產

色

紅

紫

形

如

菽

粒

其

味

有

五

故

名

五

味

子

遼

東

者

佳

他

省

次

之

桔
梗

辛

苦

微

溫

小

毒

東

山

一

帶

皆

有

之

二

八

月

採

根

暴

𨊰

用

土

人

春

採

苗

食

名

杏

葉

菜

甜
桔
梗

一

名

士

桔

梗

甘

寒

無

毒

古

名

薺

苨

根

似

桔

梗

無

心

治

鼻

衄

其

苗

俗

名

明

葉

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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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百

一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車
前
子

甘

鹹

寒

無

毒

路

旁

當

道

生

之

即

詩

之

芣

苢

俗

名

車

輪

菜

子

香
附

甘

微

寒

無

毒

即

莎

草

也

生

田

野

根

象

雀

頭

一

名

雀

腦

香

葉

如

老

韭

而

硬

光

澤

有

劍

脊

形

莖

三

棱

中

空

可

作

雨

具

即

蓑

衣

因
陳
蒿

苦

辛

微

寒

無

毒

邑

東

平

地

產

萬

年

蒿

芽

春

初

採

其

草

因

宿

根

而

生

故

曰

因

陳

百
部

甘

微

溫

無

毒

山

野

處

處

有

之

春

生

苗

作

藤

蔓

葉

大

而

尖

長

似

竹

葉

根

多

成

百

故

名

遠
志

苦

溫

無

毒

邑

北

高

麗

站

產

其

莖

葉

靑

色

細

小

故

名

小

草

俗

名

光

棍

茶

根

龍
膽
草

苦

濇

大

寒

無

毒

邑

東

康

莊

子

山

產

味

苦

如

膽

其

葉

經

霜

不

凋

細
辛

辛

溫

無

毒

邑

東

雞

冠

山

產

紫

花

根

葉

皆

入

藥

地
膚
子

苦

寒

無

毒

園

中

產

即

掃

箒

子

又

俗

呼

爲

鴨

舌

草

子

卷
柏

辛

甘

溫

平

微

寒

無

毒

東

二

道

林

子

諸

山

產

長

生

不

死

形

如

佛

手

經

冬

不

凋

俗

名

萬

年

松

蒲
黃

甘

辛

無

毒

水

草

中

香

蒲

捧

上

黃
粉
也

浮
萍
草

辛

酸

寒

無

毒

本

邑

水

產

其

形

如

錢

柳

絮

落

水

而

生

無

根

無

莖

紫

背

者

良

漏
蘆

苦

鹹

氣

寒

無

毒

邑

東

諸

山

皆

有

俗

名

猫

菰

之

根

防
風

邑

東

山

多

產

之

俗

名

屛

風

草

之

根

平

甸

產

者

次

之

茜
草

苦

寒

無

毒

邑

東

熊

官

屯

產

山

龍

草

根

色

紫

忌

鐵

即

詩

之

茹

蘆

菟
絲

辛

甘

平

無

毒

多

產

在

豆

地

根

附

豆

科

而

生

最

能

害

稼

俗

名

黃

絲

茺
蔚
子

辛

甘

微

溫

無

毒

邑

北

高

麗

站

等

處

產

之

即

詩

之

䕌

俗

呼

益

母

草

之

子

也

婦

人

科

胎

前

產

後

多

用

之

故

名

益

母

升
麻

甘

苦

平

微

寒

無

毒

邑

東

康

莊

子

山

產

其

葉

似

麻

其

性

上

升

故

名

升

麻

入

藥

用

根

其

苗

俗

呼

爲

苦

龍

芽

菜

蒼
耳
子

苦

甘

小

毒

處

處

有

之

廣

雅

謂

之

枲

耳

詩

之

卷

耳

其

實

多

刺

色

蒼

形

如

鼠

耳

赤
芍

苦

平

微

寒

小

毒

邑

東

諸

山

皆

有

即

芍

葯

花

根

花

赤

者

爲

赤

芍

白

者

爲

白

芍

馬
蘭
花

甘

平

溫

無

毒

邑

東

路

傍

皆

生

之

俗

呼

馬

藺

花

子

亦

入

藥

名

蠡
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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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百

二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知
母

苦

寒

無

毒

邑

東

熊

官

屯

產

俗

名

鈴

鐺

菜

之

根

黃
芩

苦

大

寒

無

毒

邑

東

大

甸

子

山

產

花

色

紫

其

苗

名

山

茶

根

入

藥

茅
根

甘

寒

無

毒

邑

北

沙

地

產

俗

名

萬

根

草

春

生

苗

布

地

如

針

曰

茅

針

入

藥

用

根

山
紫
草

苦

寒

無

毒

邑

東

二

道

溝

山

谷

產

三

月

採

根

可

以

染

紫

故

名

紫

草

紫
苑

苦

辛

溫

無

毒

邑

東

大

甸

子

產

即

圓

葉

菜

之

根

苗

不

入

藥

白
蘚
皮

苦

鹹

寒

無

毒

邑

東

八

家

子

等

山

產

之

即

羊

蘚

草

根

苗

莖

俗

呼

八

卦

牛

牛
蒡
子

邑

東

葉

爾

星

等

處

產

即

鼠

黏

子

一

名

惡

實

其

苗

俗

呼

牛

菜

石
韋

生

山

石

上

有

葉

無

莖

狀

如

皮

故

名

石

韋

石
花

邑

東

打

虎

莊

等

山

產

之

係

石

崖

上

所

生

如

小

兒

拳

外

白

內

綠

遇

雨

則

開

形

如

柏

葉

兼

入

菸

料

白
薇

苦

鹹

平

大

寒

無

毒

邑

東

山

谷

產

根

細

而

白

地
楡

苦

甘

酸

微

寒

多

毒

邑

東

諸

山

皆

有

其

葉

如

楡

樹

葉

花

黑

紫

色

入

藥

用

根

大
薊

甘

溫

無

毒

與

小

薊

同

邑

東

遍

地

皆

產

俗

名

搶

刀

菜

高

三

四

尺

葉

多

刺

不

皺

三
楞

苦

平

無

毒

邑

東

水

產

其

形

似

銀

梅

其

莖

三

楞

小
薊

甘

溫

無

毒

出

薊

門

者

佳

邑

東

遍

地

皆

有

高

一

尺

許

花

紅

如

薊

葉

多

刺

不

皺

野

人

呼

爲

十

針

草

小
茴
香

本

名

蒔

蘿

辛

溫

無

毒

實

褐

色

輕

而

小

類

蛇

牀

而

有

香

辛

六

七

月

採

之

商
陸

辛

酸

平

有

毒

別

名

薚

多

生

路

傍

故

又

曰

當

陸

邑

東

諸

山

皆

有

又

名

白

昌

草

根

靑
蒿

苦

寒

無

毒

木

邑

龍

首

山

產

俗

呼

萬

年

蒿

其

子

亦

入

藥

葶
藶

辛

苦

大

寒

無

毒

邑

東

大

甸

子

平

地

產

即

狗

芥

草

子

春

生

夏

至

結

子

藜
蘆

辛

苦

寒

有

毒

邑

東

山

產

俗

名

山

葱

雞
冠
子

苦

平

無

毒

人

家

園

常

種
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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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百

三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貫
仲

苦

微

寒

有

毒

邑

東

山

谷

產

二

八

月

採

根

呼

鳳

尾

草

根

威
靈
仙

苦

溫

無

毒

東

山

產

即

俗

名

龍

頭

菜

之

根

扁
蓄

邑

東

七

里

屯

路

傍

產

之

俗

呼

道

生

草

草
烏

甘

苦

微

温

有

毒

邑

東

康

莊

子

等

山

產

人

呼

猫

尾

草

根

其

性

燥

烈

蓽
麻
子

亦

作

萞

麻

甘

辛

有

小

毒

紅

花

者

子

入

葯

黑

花

者

造

油

馬
兜
鈴

淡

平

無

毒

邑

東

二

道

溝

等

山

產

之

如

馬

鈴

然

根

名

靑

木

香

狼
毒

辛

平

有

大

毒

邑

東

諸

山

皆

產

之

又

名

貓

兒

眼

根

不

可

食

鶴
蝨

苦

平

小

毒

邑

北

大

溝

產

俗

呼

黏

蒼

耳

子

𦻎
薟
草

苦

寒

小

毒

邑

東

諸

山

皆

有

俗

呼

黏

蒼

葉

馬
鞭
草

苦

辛

微

寒

小

毒

邑

東

遍

地

皆

生

即

龍

齒

草

穗

形

似

馬

鞭

故

名

白
頭
翁

苦

　

有

小

毒

邑

東

熊

官

屯

山

產

即

野

蘭

花

之

嫩

葉

劉
寄
奴

苦

温

無

毒

邑

東

黃

金

屯

產

即

烏

藤

菜

一

莖

直

上

葉

似

蒼

朮

莖

端

攢

簇

成

朶

小

白

花

花

罷

有

白

絮

如

苦

蕒

之

絮

止

金

瘡

出

血

如神山
豆
根

苦

寒

無

毒

邑

東

諸

山

皆

有

蔓

生

如

大

豆

稭

較

粤

東

產

者

次

之

透
骨
草

邑

東

諸

山

皆

有

俗

呼

山

豆

秧

子

木
賊

甘

微

苦

無

毒

近

水

生

獨

莖

無

葉

長

一

二

尺

靑

色

經

冬

不

枯

治

木

器

者

用

以

磨

光

故

曰

木

賊

俗

呼

剉

草

夏
枯
草

苦

微

寒

無

毒

邑

東

趙

家

溝

產

冬

至

後

即

生

夏

至

後

即

枯

瞿
麥

邑

東

諸

山

皆

有

紫

花

其

形

如

麥

即

石

竹

花

子

馬
勃

辛

平

無

毒

邑

東

昻

邦

河

等

處

平

地

產

濕

生

形

似

蘑

菰

彈

之

有

紫

灰

出

瘡

料

多

用

之

地
丁

甘

温

無

毒

到

處

有

之

花

紫

名

紫

花

地

丁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物
產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百

四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水
紅
子

辛

冷

無

毒

邑

東

柴

河

岸

多

產

俗

呼

水

蓬

科

子

詩

之

游

龍

詩

人

謂

爲

紅

蓼

蒲
公
英

甘

平

無

毒

邑

東

遍

地

皆

生

即

金

簪

草

急
性
子

苦

微

温

無

毒

即

鳳

仙

花

子

取

詩

易

迸

故

名

煮

老

雞

老

鴨

搗

末

投

入

肉

易

爛

側
柏

苦

平

無

毒

即

柏

樹

葉

也

五
加
皮

辛

苦

温

微

寒

無

毒

邑

東

南

李

千

戶

屯

等

山

產

子

俗

名

茨

柺

捧

菜

根

之

皮

形

似

葛

藤

旋
覆
花

鹹

微

温

有

小

毒

邑

東

平

甸

產

生

濕

地

又

名

金

伏

草

又

名

金

荷

花

爾

雅

名

盜

庚

貫
觔

邑

東

諸

山

皆

有

俗

名

老

貫

草

翻
白
草

甘

微

苦

平

無

毒

邑

東

諸

山

皆

有

俗

呼

雞

腿

草

黃
柏
皮

苦

寒

無

毒

邑

東

康

莊

子

等

山

產

之

黃

檗

羅

樹

嫩

皮

郁
李
仁

酸

苦

平

無

毒

邑

東

諸

山

皆

有

郁

又

作

栯

俗

讀

若

歐

其

仁

入

葯

酸
棗
仁

酸

平

無

毒

即

樲

棘

實

中

之

仁

枸
杞

子

名

枸

𣏌

子

甘

平

無

毒

根

皮

名

地

骨

皮

苦

平

無

毒

合
歡

邑

東

大

甸

子

諸

山

產

俗

呼

明

開

夜

合

寄
生

苦

平

無

毒

邑

東

山

產

附

桑

樹

而

生

經

冬

不

凋

其

色

長

靑

又

名

冬

靑

子

霜
桑
葉

苦

平

無

毒

邑

東

雞

冠

山

山

產

桑

樹

經

霜

之

葉

可

入

藥

芡
實

甘

平

濇

無

毒

邑

西

掉

龍

灣

水

產

也

即

雞

頭

米

杏
仁

甘

苦

温

有

小

毒

邑

東

三

道

溝

一

帶

多

產

之

即

常

食

之

山

杏

核

仁

也

桑
椹
子

桑

樹

結

果

其

味

甘

美

桃
仁

甘

平

無

毒

泰

山

川

谷

所

出

者

佳

境

內

亦

多

有

之

用

者

須

去

皮

尖

桑
白
皮

甘

寒

無

毒

邑

南

三

岔

子

等

山

產

桑

樹

根

嫩

皮

實

桑

椹

子

入

藥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物
產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百

五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鑛
物金

屬

金
一

在

牧

養

正

距

城

東

偏

北

五

十

里

爲

柴

河

經

流

處

其

綫

路

達

入

河

中

一

在

平

石

門

距

城

亦

五

十

餘

里

爲

牧

養

正

之

北

對

岸

處

亦

其

支

線
銀

一

在

城

東

南

三

十

五

里

康

莊

子

附

近

近

年

發

見

鑛

苗

尙

未

開

採

一

在

城

東

北

二

十

五

里

椵

木

嶺

前

經

有

人

開

採

尙

未

得

其

正

線

鉛
在

城

東

八

十

二

里

葉

爾

星

近

年

發

現

鑛

苗

鐵
在

城

東

南

十

五

里

之

黃

金

溝

亦

爲

近

年

發

現

未

開

採

者

自
然
銅

亦

出

於

城

東

北

之

牧

養

正

山

藥

局

常

購

得

之

非
金
屬

紫
石

在

城

東

南

四

十

里

車

夫

屯

之

南

山

四

十

五

里

李

千

戶

屯

之

北

山

可

製

硯

銷

路

頗

廣

磨
石

在

城

東

南

五

十

八

里

之

老

邊

台

以

供

磨

礲

刀

翦

之

用

久

經

村

人

開

採

運

售

各

處

銷

路

甚

廣

靑
石

在

城

西

六

十

里

之

王

千

總

堡

子

西

北

山

其

產

甚

富

凡

建

築

房

牆

舖

墊

道

路

皆

用

之

有

取

之

不

竭

之

勢

亦

特

產

也

斑
文
石

在

城

西

北

二

十

里

之

石

門

溝

可

以

爲

碾

磨

黑
石

在

城

西

五

十

五

里

之

大

台

村

山

碎
靑
石

城

東

南

二

十

五

里

上

下

八

家

子

之

間

地

名

長

嶺

子

產

之

可

以

燒

石

灰

銷

售

極

廣

石
棉

在

城

東

南

八

十

五

里

之

雞

冠

山

所

出

之

石

可

以

椎

之

成

棉

但

其

絨

尙

短

土

人

僅

有

用

以

製

作

腿

帶

者

尙

未

得

製

造

之

精

法

白
土

在

城

東

南

二

十

里

官

房

身

之

南

溝

內

又

以

供

堊

壁

等

用

靑
泥

在

城

東

南

七

十

里

三

岔

子

之

山

阿

土

人

由

地

掘

出

𨊰

則

名

靑

灰

以

水

淋

汁

和

入

石

灰

中

作

靑

色

塗

餙

牆

壁

刷

抺

舊

磚

瓦

皆

利

用

之

煤
一

在

城

西

偏

北

二

十

五

里

之

大

台

山

其

南

行

之

山

脈

爲

產

煤

之

區

其

綫

由

泉

眼

溝

直

達

西

營

盤

五

六

里

許

之

間

產

煤

甚

旺

但

西

營

盤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物
產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百

六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之

煤

脆

輭

易

碎

是

經

早

年

開

採

之

經

驗

云

然

一

在

城

西

五

十

五

里

後

馬

家

孤

山

子

近

年

發

現

煤

綫

雖

經

有

人

試

採

尙

未

見

有

成

效

鑛
產
入
藥
者

無
名
異

甘

平

無

毒

平

地

河

窪

土

中

產

土

精

所

成

子

俗

名

土

子

金
礞

邑

南

阮

家

窪

子

產

靑

者

爲

佳

煆

煉

如

金

自
然
銅

辛

平

無

毒

邑

東

打

虎

莊

產

外

似

鐵

而

內

似

銅

金

色

爲

上

鑛

產

也

亦

五

金

中

之

特

種



 

︵
二
︶

類
　
別

頁

行

字

誤

正

山

水

志
五
十
七

八

三
十

豎

塑

五
十
九

二
十

八

苗
台

苗
家
台
子

六
十

十
七

二

𣾀

匯

六
十
一

五

五

塞

寨

六
十
一

十
二

四

蔴

麻

六
十
二

十
三

十
九

沔

沔

險

要

志
七
十
三

十

十
三

唇

脣

七
十
三

十
三

十

沓

沓

田

畝

志
七
十
五

十

二
十
三

剪

翦

七
十
六

二

三

羡

羨

七
十
七

四

五

石
家

家
石

七
十
七

九

二
十
二

黃
姓
︵
行
︶

︵
另
抬
︶

物

產

志
七
十
九

六

九

田
多

田
近
亦
多

八
十
六

二

三

毒
蝙

小
毒
蝙

七

十

多
產
子

多
產
之

九
十

十
九

六

壬

王

九
十
一

九

二
十
六

葧
臍

荸
薺

九
十
一

十
七

九

署

暑

九
十
二

七

四

餙

錦

九
十
三

九

二
十
六

水

木

九
十
三

十
四

二
十
六

萄
葡

葡
萄

九
十
五

二
十

三

故

︵
取
銷
︶

九
十
七

一

六

葉

︵
取
銷
︶

九
十
八

四

四

水

冰

九
十
九

一

八

壓

檿

九
十
九

一

二
十
一

葉

業

一
百

十
六

二
十
一

　

近

一
百
一

一

十
二

菜
子

子
菜

一
百
一

三

十
三

產
萬
年

產
名
萬
年

卷
一
勘
誤
表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︵
一
︶

類
　
別

頁

行

字

誤

正

序

八

四

十

佘

奈

疆
域
沿
革
志

十
六

十
七

八

加

如

十
七

三

五

江

江

建
置
沿
革
志

十
八

三

五

塲

場

十
八

十
一

十
七

不
在

不
均
在

城
　
市
　
志

二
十
二

十
二

十
三

崗

岡

官
　
廳
　
志

二
十
五

八

八

間

閒

二
十
五

十
五

十
九

於
奉

現
奉

鄕
　
村
　
志

三
十
二

十
七

二
十
一

英

營

三
十
四

十
八

二
十
三

不
盡
拘
︵
三
字
︶

︵
大
字
︶

三
十
六

二

十
四

︵
鷄
鳴
屯
︶
二

十
六
里

三
十
六
里

三
十
八

九

二
十
六

寥
家
溝

廖
家
溝

三
十
八

十
一

二

冲

沖
︵
以
下
再
有

冲
均
正
沖
︶

四
十
二

二

二

屯

比

四
十
二

十

十
三

驅

屈

四
十
三

二

二
十
六

︵
得
勝
台
︶
二

十
八
里

二
十
五
里

四
十
三

三

十
四

︵
小
汎
河
︶
三

十
三
里

二
十
八
里

四
十
三

五

二
十
六

︵
揚
威
樓
︶
二

十
七
里

三
十
二
里

四
十
三

十
一

十
四

朱

珠

四
十
四

十
九

十
四

︵
華
家
窩
棚
︶

一
十
七
里

三
十
七
里

四
十
五

三

二
十
六

︵
阿
吉
牛
彔

堡
︶
五
十
五
里

六
十
里

四
十
五

七

二
十
六

︵
烏
巴
海
︶
六

十
三
里

七
十
里

四
十
六

十
七

十
八

十
四

一

往

網

四
十
六

十
九

二
十
六

︵
夏
家
樓
︶
四

十
里

四
十
五
里

四
十
七

十
二

十
二

一十
五

江

江

戶
　
口
　
志

五
十
二

一

十

鎭
邊

法
庫

山
　
水
　
志

五
十
六

六

十
九

紆

紆

五
十
七

八

十
二

家

山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祠
廟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百

七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鐵
嶺
縣
志

祠
廟
志

郡
縣
秩
祀
會
典
載
焉
故
自
社
稷
山
川
以
次
凡
夫
文
謨
武
烈
爲
英
爲
靈

其
足
以
福
枌
楡
時
雨
暘
禳
烖
而
捍
患
者
皆
得
歲
時
詛
吉
思
源
報
本
由

有
司
以
薦
饗
之
其
它
梵
宇
琳
宮
奉
敎
雖
殊
而
亦
準
酌
俗
情
領
諸
祠
部

爲
盛
世
所
不
廢
蓋
祠
廟
之
興
繇
來
古
矣
卽
或
草
蔓
烟
荒
碑
欹
碣
臥
瓦

垣
已
𡉏
基
址
僅
存
而
憑
弔
流
連
其
亦
攷
古
者
之
一
徵
歟
鐵
嶺
地
近
兩

蒙
爲
黃
敎
所
漸
及
鑄
金
供
養
必
先
關
內
觀
於
淸
初
崇
德
之
間
各
寺
院

皆
敕
銀
助
修
若
孔
子
廟
堂
則
於
定
鼎
以
還
始
謀
補
葺
尙
復
因
陋
就
簡

附
設
銀
岡
舊
社
其
當
時
之
趨
重
可
知
也
然
歷
歷
考
其
建
築
今
之
所
謂

寺
院
者
全
境
所
轄
亦
祗
二
十
有
三
較
之
南
土
似
尙
不
逮
得
勿
於
風
霜

兵
燹
之
餘
有
今
昔
存
亡
之
感
乎
抑
文
化
聿
開
別
有
所
崇
尙
耶
志
祠
廟

城
內
之
祠
廟

文
　
廟

城

內

東

南

隅

淸

康

熈

三

十

五

年

縣

令

許

志

進

倡

修

乾
隆
同
治
間
迭
經
補
修
各
有
勒
石

可
考
在
舊
儒
學
東
院
由
儒
學
通
東
行
角
門
入
院
正
殿
三
楹
爲

大
成
殿

中

設

至

聖

木

主

左

右

平

列

四

配

兩

序

東

西

向

設

十

二

哲

木

主

殿
後
啓
聖
祠
三
間

中設

孔

子

五

代

木

主

以

顏

曾

思

孟

先

代

木

主

配

兩

序

相

向

列

周

程

張

朱

之

先

代

殿
前
東
西
各
五
間

序

設

先

賢

先

儒

各

木

主

再
前
爲
鐘
鼓
二
樓
前
爲
東
西
二
角
門
通
東
西
二
院
再

前
爲
欞
星
門
門
之
前
爲
泮
池
池
左
爲
忠
義
祠

祀

高

天

爵

等

五

主

右
爲

孝
子
祠

祀

邵

義

主

祠
南
圍
墻
東
西
相
對
門
樓
各
一
間
再
南
則
爲
紅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祠
廟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百

八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照
壁
連
屬
紅
土
圍
墻
今
雖
舊
式
未
改
而
剝
蝕
正
議
重
修
尊
經

閣
在
大
成
殿
之
東
院
嘉
慶
七
年
因
頒
到
庫
書
若
干
卷
經
札
大

令
奉
諭
募
修
傑
閣
三
楹
以
崇
之
下
層
設
文
昌
木
主
自
裁
訓
導

而
改
爲
敎
育
會
遂
將
此
院
改
爲
公
園

購

養

草

木

各

花

若

干

種

爲
老
少
男

女
遊
覽
之
所
於
面
城
之
原
有
東
大
門
之
北
添
蓋
正
房
三
間
爲

司
事
花
役
之
宿
舍
院
心
偏
東
爲
小
亭
一
座

名

曰

水

閣

凉

亭

而
舊
日
之

尊
經
閣
堊
以
藍
灰
爲
看
花
樓
原
所
尊
藏
之
庫
書
質
之
典
守
皆

不
知
所
在
矣

節
祠
孝

城

內

東

南

方

淸

雍

正

六

年

建

同

治

八

年

縣

令

福

培

倡

捐

重

修

龍
母
廟

城

內

東

南

在

文

廟

前

康

熈

七

年

建

火
神
廟

城

內

南

街

乾

隆

三

十

六

年

縣

令

永

安

重

修

山
神
廟

城

內

南

街

又

名

七

聖

祠

順

治

十

年

建

關
帝
廟

城

內

中

街

康

熈

間

修

有

郝

公

浴

撰

文

康

𤋮

四

十

三

年

縣

令

彭

其

㑺

倡

捐

重

修

乾

隆

間

地

震

毀

之

縣

令

賽

尙

阿

防

禦

崔

守

興

等

倡

捐

修

之

增

後

殿

廟

門

內

並

築

有

戲

樓

廣
嗣
庵

城

內

西

南

道

光

十

六

年

縣

令

富

顯

倡

修

城
隍
廟

城

內

西

街

康

熈

八

年

縣

令

賈

宏

文

重

修

乾

隆

四

年

縣

令

李

君

珠

又

修

咸

豐

間

增

寢

宮

今

寢

宮

遺

址

歸

併

於

兩

等

小

學

校

院

內

圓
通
寺

城

內

西

北

爲

本

境

最

古

之

寺

院

舊

縣

志

云

明

洪

武

二

十

三

年

置

衞

有

古

刹

在

城

西

北

隅

宣

德

三

年

指

揮

使

施

興

因

舊

址

營

之

名

曰

圓

通

寺

天

順

六

年

重

修

有

陳

循

撰

文

萬

曆

二

十

三

年

寗

遠

伯

李

成

梁

重

修

淸

崇

德

八

年

賜

銀

建

碑

關
廂
之
祠
廟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祠
廟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百

九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慈
淸
寺

城

東

龍

首

山

東

臨

柴

河

西

瞰

市

廛

南

有

古

浮

圖

一

座

院

內

松

蔭

蒼

凉

東

廊

有

縣

令

許

志

進

書

額

攬

勝

二

字

門

外

有

石

碣

一

係

邑

貢

生

魏

爕

鈞

所

記

鐵

嶺

八

景

祖
樾
寺

亦

在

龍

首

山

慈

淸

寺

北

其

門

北

向

爲

各

工

業

賽

會

之

地

廟

外

眺

望

風

景

極

佳

高
臺
廟

東

街

迎

春

舊

地

雍

正

六

年

修

龍
王
廟

東

街

四

眼

井

二
虎
廟

東

後

街

距

山

甚

近

社
稷
壇

南

門

外

今

無

存

舊

址

在

今

西

關

櫻

街

之

南

風
雲
雷
雨
山
川
壇

南

門

外

舊

社

稷

壇

附

近

農
神
廟

南

門

外

淸

雍

正

六

年

縣

令

高

烈

倡

修

嘉

慶

七

年

縣

令

德

春

重

修

關
帝
廟

西

關

大

街

考

其

建

築

當

在

城

內

關

帝

廟

之

前

亦

迭

經

重

修

火
神
廟

西

南

街

銅
鐘
寺

西

後

街

厲
　
壇

城

北

俗

呼

孤

魂

台

藥
王
廟

北關

三
官
廟

北

關

明

萬

曆

年

間

修

之

財
神
廟

北

關

淸

乾

隆

七

年

縣

令

德

春

倡

修

治
城
迤
東
諸
屯
之
祠
廟

保
安
寺

城

東

十

二

里

熊

官

屯

北

山

上

於

光

緖

年

間

重

修

殿

宇

三

層

因

山

構

造

金

碧

輝

𤾗

稱

鉅

觀

焉

龍
泉
寺

城

東

三

十

里

宿

老

屯

淸

崇

德

八

年

建

火
神
廟

淸

崇

德

八

年

重

修

同

前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祠
廟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百

十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黃
石
磖
子
古
廟

城

東

三

十

五

里

地

臨

柴

河

形

勝

獨

擅

本

境

無

蟬

惟

此

地

獨

盛

山

行

十

數

里

其

聲

不

絕

觀
音
閣

城

東

三

十

五

里

催

陣

堡

北

嶺

半

山

中

大
安
寺

催

陣

堡

淸

崇

德

八

年

建

保
安
寺

城

東

偏

南

四

十

里

花

豹

衝

朝
陽
寺

城

東

四

十

二

里

𨠋

酪

屯

上
帝
廟

城

東

五

十

里

撫

安

堡

治
城
迤
南
諸
屯
之
祠
廟

太
安
寺

城

南

二

十

九

里

殷

家

屯

明

萬

曆

二

十

二

年

李

朝

住

建

淸

崇

德

八

年

賜

銀

慈
覺
寺

城

南

三

十

二

里

汎

河

站

地

踞

高

山

下

臨

汎

河

殿

宇

三

層

永
安
寺

城

南

三

十

三

里

大

汎

河

地
藏
寺

大

汎

河

淸

崇

德

五

年

寺

僧

郭

寬

禮

等

重

修

永
寗
庵

同前

湧
泉
寺

城

東

五

十

里

魏

台

衝

明

萬

曆

三

十

六

年

李

大

將

軍

成

梁

建

淸

崇

德

八

年

賜

銀

重

修

永
興
寺

城

南

六

十

里

懿

路

明

洪

武

初

年

建

城
隍
廟

古

廟

淸

崇

德

八

年

賜

銀

重

修

子
孫
聖
母
廟

淸

崇

德

八

年

修

慈
蔭
寺

崇

德

八

年

修

地
藏
寺

崇

德

八

年

賜

銀

重

修

以

上

皆

懿

路

興
隆
寺

城

東

南

六

十

里

三

岔

子

淸

崇

德

八

年

建

今

改

耶

穌

敎

堂

治
城
迤
西
諸
屯
之
祠
廟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祠
廟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百

十

一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龍
王
廟

城

西

五

里

馬

蓬

溝

喇
嘛
廟

城

西

十

五

里

三

台

子

爲

黃

敎

喇

嘛

聚

會

之

所

眞
武
廟

城

西

二

十

里

鎭

西

堡

其

廟

多

蛇

大
台
山
廟

城

西

二

十

五

里

觀
音
閣

城

西

三

十

五

里

大

靑

堆

子

村

西

延
壽
寺

城

西

六

十

里

王

千

總

堡

崇

德

八

年

賜

銀

助

修

治
城
迤
北
諸
屯
之
祠
廟

龍
王
廟

城

北

五

里

雙

岔

口



 

鐵

嶺

縣

志

古
蹟
志
　

　

　

　

一

百

十

二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排
印

鐵
嶺
縣
志

古
蹟
志

天
道
變
化
其
不
主
故
常
哉
未
有
歷
史
以
前
人
類
以
生
以
滅
茫
無
可
稽

不
知
歷
幾
億
萬
年
旣
有
歷
史
矣
而
荒
徼
之
區
或
搜
采
所
不
及
或
聞
見

所
不
至
且
旣
載
之
於
史
或
歷
時
已
久
爲
斷
簡
爲
闕
文
仍
湮
沒
而
不
彰

者
豈
少
哉
吾
人
居
今
思
古
恍
兮
惚
兮
若
有
若
無
若
神
若
怪
莫
能
知
之

間
有
古
之
一
二
遺
蹟
猶
在
人
間
斯
亦
旁
搜
遠
紹
者
之
幸
事
也
若
夫
牛

山
隕
涕
弔
爽
鳩
之
故
墟
晋
人
遷
都
慨
邭
瑕
之
舊
國
不
有
廢
也
其
何
以

興
我
不
兢
兢
保
持
則
代
興
者
又
在
吾
後
矣
中
國
事
死
如
生
墓
大
夫
之

職
周
官
詳
之
然
時
代
變
更
或
家
室
播
遷
或
絕
世
無
繼
阡
表
就
蕪
所
在

皆
是
其
歷
數
百
年
而
兆
域
猶
存
功
德
未
斬
家
世
未
盡
陵
夷
者
蓋
亦
鮮

矣
摹
缺
訂
殘
傳
聞
互
異
歲
月
就
湮
風
霜
剝
蝕
是
不
可
以
不
誌
也
志
古

蹟
而
古
城
古
墓
曁
碑
坊
附
焉

城
內
之
古
蹟

八
寳
石

舊

在

東

街

北

故

有

八

寶

胡

同

之

名

今

其

石

散

置

各

處

惟

鐘

樓

南

尙

有

存

者

石
羊

鐘

樓

南

共

有

二

或

傳

舊

係

古

墓

遺

蹟

其

事

無

徵

鐵
牛

在

城

內

西

北

圓

通

寺

門

前

係

生

鐵

二

堆

白
㙮

城

內

西

北

隅

圓

通

寺

後

院

十

三

級

傳

聞

唐

太

和

二

年

建

明

寗

遠

伯

李

成

梁

家

屬

補

修

上

有

銅

碑

淸

光

緖

間

墮

落

存

寺

內

關
廂
之
古
蹟

看
花
樓

在

東

門

外

商

戶

院

內

其

地

係

明

寗

遠

伯

李

成

梁

故

宅

樓

址

猶

存

有

石

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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