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豐
縣
志

第
三
冊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三
　
編
　
　
政
　
治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三
編政

治

凡
一
國
之
立
其
土
地
之
大
人
民
之
多
以
及
兵
刑
錢
穀
紛
紜
叢
脞
端

緖
極
繁
故
必
設
政
治
以
統
轄
之
方
能
綱
𦦙
目
張
有
條
不
紊
一
國
如

是
而
一
縣
亦
然
旣
設
立
主
治
機
關
猶
必
分
設
各
項
佐
治
人
員
庶
政

治
得
立
而
萬
機
理
矣
茲
將
各
種
機
關
各
項
人
員
分
叙
於
下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　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行
政
卷
十
三

時
有
古
今
之
異
事
有
煩
簡
之
差
要
必
因
時
規
制
以
合
乎
治
道
不
至

生
齟
齬
之
虞
而
已
語
云
法
積
久
而
必
變
易
云
窮
則
變
變
則
通
推
斯

意
也
蓋
謂
一
縣
之
政
事
有
萬
機
要
在
因
時
變
通
取
其
有
利
無
弊
爲

爲
宗
旨
於
是
述
行
政
志
第
十
三

行
政

縣
令
爲
親
民
之
官
凡
一
縣
人
民
之
敎
養
及
日
常
生
活
操
作
無
論
巨

細
均
賴
縣
令
爲
之
支
配
指
導
俾
各
得
其
宜
而
不
致
有
偏
廢
之
處
詩

云
樂
只
君
子
民
之
父
母
盖
一
家
子
弟
不
能
自
立
必
待
父
母
鞠
育
之

一
地
人
民
紛
雜
聚
處
必
待
守
令
統
理
之
所
以
爲
守
令
即
無
異
爲
人

民
之
父
母
也
故
爲
守
令
者
應
如
何
愛
而
護
之
方
不
失
保
其
赤
子
之

心
乎
西
豐
開
闢
之
初
軍
政
民
政
司
法
均
由
總
管
衙
門
兼
理
迨
光
緖

二
十
八
年
設
治
軍
民
兩
政
始
行
畫
分
但
行
政
司
法
猶
未
獨
立
也
其

後
逐
漸
變
遷
乃
由
混
雜
之
局
進
爲
司
法
半
獨
立
之
司
法
公
署
更
進

而
爲
完
全
獨
立
之
司
法
分
庭
自
是
縣
公
署
方
爲
純
粹
之
行
政
機
關

而
一
切
政
敎
之
設
施
亦
有
條
不
紊
矣
茲
將
行
政
上
一
切
事
項
分
列

於
下設

治
緣
起

西
豐
於
前
淸
光
緖
二
十
二
年
經
戶
部
侍
郞
良
弼
奏
請
開
放
二
十
三

年
招
墾
殖
民
後
經
鍾
靈
廷
杰
繼
之
淸
丈
始
住
有
待
治
之
民
二
十
六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　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年
經
奉
天
軍
督
增
祺
委
派
高
協
領
萬
梅
總
管
大
圍
塲
事
宜
設
經
徵

局
計
畝
升
科
始
籌
得
辦
理
政
治
之
經
費
二
十
七
年
創
設
保
甲
始
開

政
治
之
先
導
至
光
緖
二
十
八
年
錢
公
宗
昌
奉
委
爲
西
豐
設
治
員
下

車
伊
始
僦
民
房
爲
辦
公
所
二
十
九
年
始
設
縣
衙
門
斯
時
仍
行
舊
制

凡
兵
刑
錢
穀
等
事
無
不
歸
之
故
於
衙
門
內
設
吏
戶
禮
兵
刑
工
六
房

以
分
理
各
事
吏
房
掌
任
免
吏
書
收
遞
呈
詞
等
事
戶
房
掌
戶
籍
田
賦

等
事
民
事
案
歸
之
禮
房
掌
一
切
典
禮
等
事
僧
道
案
歸
之
兵
房
掌
傳

遞
公
文
等
事
鬭
毆
案
歸
之
刑
房
掌
命
盜
案
凡
關
於
刑
事
案
件
歸
之

工
房
掌
衙
署
城
垣
修
繕
等
事
商
務
案
歸
之
復
設
三
班
以
供
籤
票
拘

傳
等
事
淸
光
緖
三
十
一
年
典
史
孫
公
復
設
右
堂
衙
門
以
佐
縣
治
凡

娼
賭
監
獄
等
事
歸
之

政
治
沿
革

當
前
淸
宣
統
二
年
君
主
立
憲
預
備
之
時
期
奉
趙
總
督
令
𢿋
頓
吏
治

施
行
新
政
乃
改
六
房
爲
三
科
戶
房
改
爲
會
計
科
專
司
錢
穀
田
賦
等

事
刑
房
改
爲
執
法
科
辦
理
民
刑
訴
訟
案
件
吏
禮
兵
工
改
爲
行
政
科

辦
一
切
地
方
行
政
事
宜
此
外
另
添
統
計
一
科
以
辦
理
新
政
每
科
置

科
長
一
人
又
置
科
員
一
二
人
協
助
科
長
辦
本
科
事
宜
貼
書
改
爲
書

記
因
事
之
繁
簡
以
定
額
數
之
多
寡
專
供
繕
寫
三
班
仍
舊
民
國
元
年

國
體
更
新
縣
衙
門
改
稱
縣
署
知
縣
改
稱
縣
知
事
初
隷
於
府
後
直
接

隷
於
省
奉
省
長
道
尹
命
令
辦
理
全
縣
一
切
事
務
行
政
統
計
兩
科
改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　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爲
第
一
科
會
計
科
改
爲
第
二
科
書
記
改
爲
僱
員
執
法
科
仍
舊
三
班

亦
照
常
及
民
國
二
年
三
權
劃
分
除
立
法
機
關
叧
行
組
織
外
其
司
法

機
關
一
時
難
以
成
立
乃
立
審
查
所
三
班
均
裁
撤
改
組
衛
隊
法
警
民

國
三
年
政
體
一
變
審
查
所
裁
撤
以
一
政
權
自
治
亦
停
辦
以
削
民
權

縣
行
政
公
署
仍
改
稱
縣
公
署
民
國
五
年
春
洪
憲
帝
制
政
體
大
變
然

不
數
月
而
反
正
遂
復
舊
觀
至
民
國
十
二
年
實
行
司
法
獨
立
組
織
司

法
公
署
司
法
科
亦
因
改
組
縣
公
署
又
改
爲
縣
行
政
公
署
第
一
第
二

兩
科
僱
員
衛
隊
仍
舊
法
警
爲
司
法
巡
警
隷
司
法
公
署
民
國
十
七
年

奉
省
令
縣
公
署
改
爲
縣
政
府
設
第
一
第
二
市
政
三
科
第
一
科
司
行

政
第
二
科
司
會
計
市
政
科
司
街
市
行
政
及
衞
生
交
通
此
事
變
前
之

政
治
沿
革
也

縣
公
署
之
沿
革

溯
九
一
八
事
變
後
新
國
建
設
政
治
刷
新
大
同
元
年
奉
令
將
西
豐
縣

政
府
改
爲
西
豐
縣
公
署
仍
委
馮
廣
民
爲
縣
長
復
由
中
央
選
委
鄰
邦

精
於
吏
治
者
爲
參
事
官
十
一
月
參
事
官
森
山
誠
之
屬
官
倉
橋
健
之

助
到
差
大
同
二
年
八
月
縣
長
馮
廣
民
調
任
錦
縣
錦
縣
縣
長
谷
金
聲

調
任
西
豐
大
同
三
年
一
月
依
部
頒
縣
臨
時
改
組
辦
法
將
舊
有
敎
育

財
政
公
安
三
局
一
律
歸
納
縣
公
署
內
廢
棄
一
二
兩
科
及
市
政
科
改

設
一
科
四
局
總
務
科
科
長
夏
福
陞
該
科
分
庶
務
文
書
會
計
三
股
每

股
置
股
長
一
員
內
務
局
局
長
尙
其
萃
該
局
分
行
政
實
業
兩
股
每
股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　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置
股
長
一
員
公
安
局
改
警
務
局
局
長
袁
作
魁
該
局
分
警
務
特
務
保

安
司
法
四
股
每
股
置
股
長
一
員
財
政
局
改
財
務
局
局
長
卜
雲
書
該

局
分
徵
收
理
財
兩
股
每
股
置
股
長
一
員
敎
育
局
局
長
高
鳳
翰
該
局

分
學
務
禮
敎
兩
股
每
股
置
股
長
一
員
各
股
股
長
下
設
科
僱
員
二
三

人
不
等
康
德
元
年
六
月
森
山
誠
之
調
任
通
化
參
事
官
七
月
宮
崎
惣

平
接
充
西
豐
參
事
官
康
德
二
年
十
月
縣
長
谷
金
聲
辭
職
由
省
任
命

黃
式
叙
爲
西
豐
縣
長
康
德
三
年
三
月
宮
崎
惣
平
調
任
新
京
民
政
部

地
方
司
屬
官
同
時
梁
田
正
次
郞
接
充
西
豐
縣
參
事
官
六
月
倉
橋
健

之
助
調
任
奉
天
敎
育
廳
股
長
內
務
局
長
尙
其
萃
調
任
興
京
財
務
局

長
卜
雲
書
調
任
新
民
敎
育
局
長
高
鳳
翰
調
任
本
溪
同
時
由
省
委
鍾

秀
崎
爲
本
縣
內
務
局
長
兼
敎
育
局
長
張
述
爲
財
務
局
長
七
月
屬
官

大
塚
千
里
到
差
康
德
四
年
十
一
月
梁
田
正
次
郞
調
任
三
江
省
富
錦

縣
田
邊
登
接
充
西
豐
參
事
官
十
二
月
黃
式
叙
調
任
遼
陽
縣
長
由
省

任
命
曹
肇
元
爲
西
豐
縣
長
同
時
奉
到
部
頒
縣
官
制
改
組
參
事
官
改

任
副
縣
長
一
科
四
局
改
爲
庶
務
行
政
警
務
財
務
四
科
庶
務
科
長
大

塚
千
里
行
政
科
長
由
內
務
局
長
鍾
秀
崎
改
任
警
務
科
長
由
警
務
局

長
袁
作
魁
改
任
財
務
科
長
由
財
務
局
長
張
述
改
任
庶
務
科
分
庶
務

文
書
經
理
三
股
行
政
科
分
街
村
實
業
土
地
土
木
敎
育
五
股
警
務
科

分
警
務
特
務
司
法
保
安
四
股
財
務
科
分
徵
收
理
財
兩
股
每
股
各
置

股
長
一
員
辦
理
該
股
事
務
股
長
以
下
設
事
務
員
僱
員
每
股
一
二
人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　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或
二
三
人
不
等
此
縣
官
制
自
康
德
四
年
十
二
月
一
日
實
行
茲
將
其

組
織
並
分
科
規
程
列
下

西豐縣公署組織表

分
科
規
程

庶
務
科
掌
管
左
列
事
項

一
關
於
御
容
及
詔
書
抄
件
事
項

二
關
於
機
密
事
項

三
關
於
人
事
事
項

四
關
於
管
守
官
署
印
及
官
印
事
項

五
關
於
儀
式
事
項

六
關
於
文
書
及
公
報
事
項

七
關
於
統
計
及
調
査
事
項

八
關
於
總
動
員
計
畫
事
項

九
關
於
宣
傳
及
情
報
事
項

十
關
於
縣
預
算
及
决
算
事
項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　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六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十
一
關
於
會
計
及
用
度
事
項

十
二
關
於
營
繕
事
項

十
三
關
於
廳
內
取
締
事
項

十
四
關
於
各
科
重
要
事
務
之
連
絡
調
整
事
項

十
五
不
屬
於
他
科
主
管
事
項

行
政
科
掌
管
左
列
事
項

一
關
於
街
村
之
指
導
監
督
事
項

二
關
於
產
業
之
指
導
奬
勵
事
項

三
關
於
產
業
團
體
事
項

四
關
於
土
地
事
項

五
關
於
土
木
事
項

六
關
於
都
邑
計
畫
事
項

七
關
於
移
民
及
移
民
地
事
項

八
關
於
社
會
事
業
事
項

九
關
於
義
倉
事
項

十
關
於
鴉
片
麻
藥
公
營
事
項

警
務
科
掌
管
左
列
事
項

一
關
於
行
政
警
察
事
項

二
關
於
治
安
警
察
事
項

三
關
於
衛
生
警
察
事
項

四
關
於
消
防
事
項

五
關
於
兵
事
事
項

財
務
科
掌
管
左
列
事
項

一
關
於
國
稅
及
省
地
方
費
稅
徵
收
事
項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　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七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二
關
於
縣
稅
徵
收
事
項

三
關
於
縣
稅
外
諸
收
入
事
項

四
關
於
國
有
財
產
之
管
理
事
項

五
關
於
理
財
事
項

六
關
於
其
他
財
務
事
項

敎
育
科
掌
管
左
列
事
項

一
關
於
敎
育
及
學
藝
事
項

二
關
於
學
校
衛
生
及
體
育
事
項

三
關
於
禮
俗
及
宗
敎
事
項

四
關
於
史
蹟
名
勝
及
天
然
紀
念
物
事
項

附
記
本
縣
不
置
敎
育
科
其
掌
管
事
項
歸
行
政
科
敎
育
股
掌
管
之

西
豐
縣
公
署
職
員
表
康

德

五

年

所
　
　
　
屬

官
　
職
　
名

氏
　
　
　
名

次
章

月

俸

年
齡

到
　
差
　
年
　
月
　
日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西
　
豐
　
縣

縣
　
　
　
　
長

曹
　
肇
　
元

鼓
晨

二
一
五

〇
〇

三
五

康
德
四
年
十
二
月
一
日

”

副
　
縣
　
長

田
　
邊
　
登

一
六
〇

〇
〇

二
八

康
德
四
年
十
月
八
日

”

庶
務
科
長
代
理

庶

務

股

長

屬
　
　
　
　
官

大
塚
千
里

八
五

〇
〇

二
九

康
德
三
年
七
月
八
日

”

行

政

科

長

縣

事

務

官

張
　
家
　
相

樹
藩

一
四
五

〇
〇

三
〇

康
德
五
年
七
月
六
日

”

警

務

科

長

縣
　
警
　
正

袁
　
作
　
魁

星
五

一
四
五

〇
〇

三
九

大
同
二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日

”

財

務

科

長

屬
　
　
　
　
官

張
　
　
　
述

希
彭

一
四
〇

〇
〇

四
一

康
德
三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
庶
　
務
　
科

文

書

股

長

屬
　
　
　
　
官

何
　
澤
　
民

海
源

八
五

〇
〇

三
五

康
德
五
年
一
月
一
日

”

經

理

股

長

屬
　
　
　
　
官

李
　
蘊
　
璋

玉
璞

六
〇

〇
〇

三
五

”

”

屬
　
　
　
　
官

何
　
九
　
箴

丹
久

六
五

〇
〇

四
一

”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　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八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行
　
政
　
科

街

村

股

長

屬
　
　
　
　
官

郭
　
萬
　
恩

海
峯

八
五

〇
〇

四
三

康
德
五
年
一
月
一
日

”

實

業

股

長

技
　
　
　
　
士

生
　
駒
　
浩

九
〇

〇
〇

三
二

康
德
四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二
日

”

屬
　
　
　
　
官

馬
　
洪
　
路

騰
遠

六
五

〇
〇

三
一

康
德
五
年
一
月
一
日

”

屬
　
　
　
　
官

郝
　
寳
　
璋

南
孚

六
〇

〇
〇

二
九

康
德
五
年
四
月
十
六
日

”

技
　
　
　
　
士

李
　
毓
　
芬

芳
圃

九
〇

〇
〇

三
四

康
德
五
年
五
月
一
日

”

視
　
　
　
　
學

馮
　
佐
　
卿

夔
颺

六
五

〇
〇

四
五

康
德
五
年
一
月
一
日

警
　
務
　
科

警

務

股

長

警
　
　
　
　
佐

田
中
正
一

一
三
〇

〇
〇

四
六

康
德
五
年
四
月
十
七
日

”

特

務

股

長

警
　
　
　
　
佐

岩
瀨
久
造

九
三

〇
〇

三
六

康
德
四
年
十
二
月
一
日

”

保

安

股

長

警
　
　
　
　
佐

劉
　
配
　
仁

子
安

五
七

〇
〇

三
〇

康
德
五
年
四
月
二
十
五
日

”

司
法
股
長
代
理

警
　
　
　
　
佐

福
　
田
　
久

九
七

〇
〇

三
六

康
德
四
年
十
二
月
一
日

警
　
務
　
科

警

務

主

任

警
　
　
　
　
佐

班
　
志
　
超

四
〇

〇
〇

三
三

康
德
五
年
四
月
二
十
五
日

財
　
務
　
科

徵
收
股
長
代
理

屬
　
　
　
　
官

柴
　
田
　
實

七
〇

〇
〇

二
七

康
德
五
年
四
月
十
日

”

理

財

股

長

屬
　
　
　
　
官

張
　
靖
　
濤

七
〇

〇
〇

四
二

康
德
五
年
一
月
一
日

庶
　
務
　
科

事
　
務
　
員

于
　
振
　
乾

洪
九

六
〇

〇
〇

二
九

康
德
五
年
四
月
十
六
日

”

”

巢
　
立
　
人

玉
華

三
八

〇
〇

二
七

康
德
五
年
四
月
一
日

”

”

張
　
其
　
武

齊
吾

三
八

〇
〇

二
八

”

”

”

艾
　
福
　
綏

五
五

〇
〇

二
二

”

”

”

安
　
振
　
遠

子
靜

五
三

〇
〇

四
二

”

”

”

李
　
鳳
　
岐

鳴
周

三
九

〇
〇

四
二

”

”

”

朝
長
常
市

四
九

〇
〇

三
三

”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　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九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庶
　
務
　
科

事
　
務
　
員

高
　
元
　
濤

滙
泉

五
三

〇
〇

四
一

康
德
五
年
四
月
一
日

行
　
政
　
科

”

陳
　
樹
　
幟

旆
揚

五
八

〇
〇

四
〇

”

”

”

徐
　
正
　
中

精
一

四
〇

〇
〇

四
一

”

”

”

趙
　
繼
　
琛

夢
覺

三
八

〇
〇

三
九

”

”

”

劉
　
庭
　
楨

漢
卿

三
八

〇
〇

三
三

”

”

”

金
　
　
　
竹

六
〇

〇
〇

二
六

”

”

”

金
　
陽
　
峴

四
五

〇
〇

三
一

”

”

”

呂
　
寶
　
善

三
五

〇
〇

二
三

”

”

”

楊
　
家
　
聲

五
八

〇
〇

二
四

”

”

事
　
務
　
員

敎

育

股

長

程
　
慶
　
第

秩
餘

八
五

〇
〇

四
九

”

行
　
政
　
科

事
　
務
　
員

土

地

股

長

鄭
　
賀
　
平

鶴
軒

五
八

〇
〇

三
五

康
德
五
年
四
月
一
日

”

事
　
務
　
員

土

木

股

長

村
尾
忠
司
郞

一
〇
八

〇
〇

四
八

康
德
五
年
四
月
二
十
九
日

”

事
　
務
　
員

胡
　
景
　
瑗

翼
齋

三
八

〇
〇

四
五

康
德
五
年
四
月
一
日

”

”

曾
　
世
　
榮

省
三

三
八

〇
〇

二
七

”

財
　
務
　
科

”

王
　
紹
　
宗

憲
廷

六
五

〇
〇

三
六

”

”

”

劉
　
承
　
仁

及
時

四
〇

〇
〇

二
六

”

”

”

徐
　
　
　
福

曰
吾

四
四

〇
〇

三
七

”

”

”

李
　
友
　
松

三
三

〇
〇

三
五

”

”

”

劉
　
金
　
超

三
三

〇
〇

二
五

”

警
　
務
　
科

警
　
　
　
　
尉

星
　
久
　
雄

八
五

〇
〇

三
三

康
德
四
年
六
月
二
十
日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　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警
　
務
　
科

警
　
　
　
　
尉

劉
　
世
　
楷

子
範

四
九

〇
〇

三
六

康
德
元
年
八
月
九
日

”

”

劉
　
介
　
實

介
石

二
七

〇
〇

三
四

康
德
三
年
八
月
一
日

”

”

王
　
申
　
芳

三
三

〇
〇

二
八

康
德
三
年
九
月
十
八
日

”

”

韓
　
晶
　
軒

四
三

〇
〇

二
六

康
德
元
年
八
月
二
十
六
日

”

”

艾
　
景
　
璞

三
一

〇
〇

三
四

康
德
四
年
六
月
二
十
日

”

”

何
　
榮
　
貴

二
五

〇
〇

二
五

康
德
四
年
七
月
一
日

”

”

喬
　
仰
　
霄

三
六

〇
〇

二
九

康
德
三
年
八
月
一
日

”

”

朱
　
承
　
烈

二
七

〇
〇

二
六

康
德
四
年
六
月
二
十
日

”

”

蘇
　
德
　
元

四
二

〇
〇

康
德
五
年
二
月
一
日

游
民
習
藝
所
改
組
濟
善
堂
之
沿
革
槪
况

大
同
元
年
前
任
縣
長
馮
廣
民
見
縣
街
游
民
麕
聚
盜
竊
橫
生
招
聚
地

方
人
士
策
畫
治
安
之
道
僉
謂
民
國
七
年
創
立
之
敎
養
工
廠
收
容
無

業
游
民
及
鴉
片
嗎
啡
癮
者
養
之
敎
之
陶
淑
其
性
情
並
授
之
以
技
能

經
辦
十
餘
載
迨
大
同
元
年
以
事
變
而
停
辦
考
其
經
過
成
績
於
治
安

上
頗
收
效
果
如
仿
而
行
之
不
無
裨
益
衆
謀
僉
同
遂
於
大
同
二
年
五

月
設
立
游
民
習
藝
所
收
容
游
民
貧
民
及
中
烟
啡
毒
者
一
切
辦
法
均

襲
前
敎
養
工
廠
之
遺
規
當
時
成
立
園
藝
及
豆
腐
兩
科
及
十
一
月
間

添
設
印
刷
科
康
德
元
年
一
月
谷
前
縣
長
任
內
添
設
氷
窖
科
康
德
二

年
七
月
添
設
文
具
販
賣
部
康
德
四
年
黃
前
縣
長
籌
畫
發
展
大
肆
改

組
於
五
月
二
十
一
日
改
爲
西
豐
縣
立
濟
善
堂
編
製
各
種
規
程
遂
有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　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一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五
部
三
系
三
所
七
科
之
組
織
︵
詳
見
組
織
表
︶
同
年
七
月
間
添
設
窰

業
科
專
做
洋
灰
瓦
十
一
月
間
於
豆
腐
科
添
製
日
本
豆
腐
康
德
五
年

一
月
添
設
碾
米
科
用
電
動
力
以
此
開
始
三
月
間
將
印
刷
科
之
印
刷

機
一
部
份
亦
改
用
電
力
並
於
窰
業
科
添
設
煉
瓦
場
︵
燒
磚
瓦
︶
更
以

縣
政
向
上
致
使
游
民
與
中
烟
啡
毒
者
逐
漸
減
少
遂
一
面
招
收
貧
苦

兒
童
定
期
學
藝
一
面
擴
充
養
育
部
廣
收
老
幼
殘
疾
以
符
救
濟
之
本

旨
至
於
經
費
在
康
德
四
年
九
月
一
日
以
前
有
營
業
費
及
縣
欵
支
辦

兩
種
其
營
業
費
該
堂
自
收
自
支
而
縣
欵
支
辦
︵
即
縣
補
助
費
︶
支
用

時
須
經
縣
長
許
可
由
四
年
九
月
至
年
終
四
個
月
無
論
營
業
費
或
縣

欵
支
辦
均
受
縣
長
裁
决
及
康
德
五
年
改
爲
特
別
會
計
而
預
算
始
准

獨
立
他
若
建
築
事
業
歷
年
改
建
由
縣
支
欵
所
費
不
貲
現
佔
用
房
舍

九
十
二
間
由
游
民
習
藝
所
成
立
迄
改
濟
善
堂
歷
時
五
載
其
間
經
曲

所
長
允
中
陳
堂
長
天
元
慘
淡
經
營
力
謀
發
展
頗
收
良
好
之
效
果
如

所
收
游
民
及
中
烟
啡
毒
者
經
施
以
敎
養
授
以
技
能
出
堂
後
均
能
自

力
更
生
竊
盜
之
案
日
見
減
少
他
若
貧
老
廢
疾
及
無
依
之
兒
童
亦
得

免
於
溝
壑
誠
社
會
事
業
中
之
最
重
者
也
計
康
德
四
年
度
收
容
不
良

行
爲
及
中
烟
啡
毒
並
貧
老
廢
疾
者
計
一
百
六
十
人
敎
養
兼
施
將
不

收
容
類
別

阿
片
癮
者

嗎
啡
癮
者

游
　
　
民

不
良
行
爲
者

匪

疑

者

盲
　
　
人

廢
　
　
疾

貧
　
　
老

計

難
化
莠
爲
良
矣
茲
將
收
容
者
類
別
並
組
織
表
分
別
如
下

收

容

類

別

表
康

德

四

年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二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組

織

表

人
　
　
　
數

一
六

一
一
五

一
七

二

六

一

一

二

一
六
〇

義
倉義

倉
之
緣
起
與
沿
革

義
倉
之
起
源
始
於
周
官
之
委
積
法
至
北
齊
時
地
方
設
置
義
倉
爲
備

荒
之
用
延
及
隋
文
帝
開
皇
五
年
工
部
尙
書
長
孫
平
建
議
始
有
義
倉

倉
庫
之
設
立
至
唐
天
寳
年
間
爲
義
倉
最
擴
大
而
盛
行
時
代
厥
後
至

宋
元
豐
八
年
諸
路
義
倉
全
部
撤
廢
直
至
哲
宗
紹
聖
元
年
復
行
設
立

然
以
兵
戈
相
尋
將
義
倉
所
積
之
倉
穀
作
爲
軍
費
於
是
備
荒
制
度
名

存
而
實
亡
然
而
南
宋
朱
子
社
倉
之
法
仍
由
是
而
產
出
此
後
歷
代
義

倉
率
皆
蹈
襲
社
倉
之
法
而
推
行
之
迨
有
淸
一
代
廣
爲
奬
勵
備
荒
倉

庫
之
設
於
鄕
村
設
立
社
倉
於
市
鎭
設
立
義
倉
而
皆
充
爲
救
濟
之
用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　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三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故
成
績
頗
著
且
其
實
施
乃
以
義
捐
方
法
隨
意
納
輸
决
無
强
迫
徵
收

之
情
事
故
較
歷
代
之
辦
法
爲
特
色
焉
夫
歲
時
豐
歉
本
無
定
常
民
食

盈
虧
亦
難
逆
料
吾
人
居
安
思
危
旣
當
防
患
於
未
然
而
救
弊
補
偏
更

須
籌
畫
於
平
日
故
義
倉
之
設
於
平
時
按
課
徵
或
義
捐
辦
法
預
行
積

儲
一
定
之
穀
糧
以
備
水
旱
天
災
之
救
濟
及
農
民
春
耕
種
子
或
食
糧

之
貸
與
以
達
到
救
恤
之
目
的
而
促
進
農
民
之
自
力
更
生
法
良
意
美

洵
爲
政
治
之
最
善
者
也
我
滿
洲
以
王
道
建
國
以
仁
愛
治
民
必
使
𦦙

國
之
中
無
一
人
不
得
其
所
豐
亨
之
歲
旣
已
共
慶
其
生
全
即
荒
旱
之

年
亦
能
無
憂
乎
凍
餒
煕
熙
皞
皞
同
上
春
台
芸
芸
衆
生
共
登
壽
域
其

衣
足
食
豐
安
居
樂
業
如
此
而
不
知
施
治
者
幾
經
籌
畫
幾
費
躊
躇
方

能
補
其
弊
以
就
其
全
有
其
備
方
無
其
患
然
則
義
倉
之
設
豈
可
少
緩

也
哉
茲
將
義
倉
之
組
織
與
規
模
表
列
於
下

西
豐
縣
本
倉
及
支
倉
所
管
區
域
表

倉
　
　
　
　
　
別

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堿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縣
　
城
　
本
　
倉

城
廂
街
、
更
刻
村
、
大
營
村
、
　
平
嶺
村
、
林
城
村
、
幽
雅
村
、
雙
城
村

公
合
村
、
新
昌
村
、
中
陽
村
、
　
玉
書
村
、
太
平
村
、
雙
廟
村
、
房
身
村

雙

河

鎭

支

倉

振
興
村
、
泉
河
村
、
烏
魯
村
、
白
石
村
、
聯
令
村

支
倉
雖
已
計
劃
尙
未
建
築
合
併
說

明

野

雞

背

支

倉

和
隆
村
、
實
妙
村
、
樺
樹
村
、
德
賢
村
、
普
安
村
、
凉
泉
村
、

郜

家

店

支

倉

山
台
村
、
田
太
村
、
松
樹
村
、
成
平
村
、
銅
台
村
、
平
原
村
、
吉
川
村

平

崗

鎭

支

倉

平
岡
村
、
祿
房
村
、
吉
祥
村
、
天
來
村
、
復
興
村
、
如
意
村
、
柏
楡
村

本
縣
義
倉
事
務
從
前
係
分
區
辦
理
倉
長
由
各
區
村
政
指
導
委
員
兼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四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任
辦
事
員
由
各
區
村
政
指
導
委
員
事
務
所
助
理
員
兼
任
倉
夫
即
以

各
該
事
務
所
夫
役
兼
充
至
康
德
三
年
村
政
指
導
委
員
事
務
所
裁
撤

倉
長
一
職
改
由
所
在
村
村
長
兼
任
辦
事
員
由
事
務
所
助
理
員
改
任

倉
夫
由
事
務
所
夫
役
改
充
至
康
德
四
年
一
月
一
日
爲
使
義
倉
事
務

處
理
圓
滑
起
見
除
於
縣
城
及
各
鎭
建
築
本
支
各
倉
外
於
各
村
建
築

分
倉
積
穀
事
項
以
村
爲
經
營
之
單
位
倉
長
由
村
長
兼
任
辦
事
員
由

村
會
計
員
兼
任
倉
夫
於
開
收
倉
臨
時
僱
用
平
日
以
村
役
兼
充
至
於

義
倉
事
務
有
所
諮
詢
幷
使
建
言
爲
目
的
者
於
縣
城
組
織
義
倉
委
員

會
於
各
村
織
組
義
倉
委
員
分
會
茲
將
義
倉
委
員
會
委
員
姓
名
表
列

於
下西

豐

縣

義

倉

委

員

會
康

德

四

年

役
　
　
　
　
名

職
　
　
　
　
　
名

姓
　
　
　
　
　
名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會
　
　
　
　
長

縣
　
　
　
　
　
長

黃
　
　
式
　
　
叙

副
　
會
　
長

參
　
　
事
　
　
官

梁

田

正

次

郞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副
　
參
　
事
　
官

大
　
塚
　
千
　
里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總
　
務
　
科
　
長

夏
　
　
福
　
　
陞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內
　
務
　
局
　
長

鍾
　
　
秀
　
　
崎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警
　
務
　
局
　
長

袁
　
　
作
　
　
魁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財
　
務
　
局
　
長

張
　
　
　
　
　
述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首

席

指

導

官

綿
　
谷
　
武
　
男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五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金
融
合
作
社
理
事

今

村

羊

次

郞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城
　
廂
　
街
　
長

兼

本

倉

倉

長

楊
　
　
華
　
　
山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商
　
務
　
會
　
長

劉
　
　
錫
　
　
侯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農
　
務
　
會
　
長

邵
　
　
廣
　
　
義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西
豐
醫
院
院
長

黃
　
　
耀
　
　
堃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濟

善

堂

堂

長

陳
　
　
天
　
　
元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地
　
方
　
代
　
表

徐
　
　
維
　
　
淮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地
　
方
　
代
　
表

姚
　
　
廷
　
　
椿

幹
　
　
　
　
事

行
　
政
　
股
　
長

郭
　
　
萬
　
　
恩

幹
　
　
　
　
事

科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
徐
　
　
正
　
　
中

奉
天
省
公
署
爲
𢿋
備
充
實
義
倉
制
度
以
收
第
二
建
設
期
之
預
想
效

果
故
於
康
德
四
年
七
月
一
日
頒
發
義
倉
監
查
實
施
要
領
及
監
查
方

法
當
經
遵
照
組
織
義
倉
監
查
委
員
會
以
期
實
施
監
查
以
收
成
效
茲

將
義
倉
監
查
委
員
會
名
簿
表
列
於
下

西
豐
縣
義
倉
監
査
委
員
會
名
簿
康

德

四

年

役
　
　
　
　
名

職
　
　
　
　
　
名

姓
　
　
　
　
　
名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委
　
員
　
長

縣
　
　
　
　
　
長

黃
　
　
式
　
　
叙

副

委

員

長

參
　
　
事
　
　
官

梁

田

正

次

郞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內
　
務
　
局
　
長

鍾
　
　
秀
　
　
崎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副
　
參
　
事
　
官

大
　
塚
　
千
　
里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　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六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經
　
　
理
　
　
官

香
　
西
　
秋
　
夫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產
　
業
　
技
　
士

薄
　
井
　
八
　
郞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司
　
法
　
股
　
長

孫
　
　
立
　
　
功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首

席

指

導

官

綿
　
谷
　
武
　
勇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行
　
政
　
股
　
長

郭
　
　
萬
　
　
恩

義
倉
財
產
之
結
算

本
縣
義
倉
舊
有
糧
穀
一
萬
九
千
三
百
三
十
三
石
四
斗
八
升
二
合
加

前
以
部
頒
義
倉
基
本
補
助
金
購
買
之
糧
穀
一
千
零
八
十
五
石
六
斗

七
升
八
合
康
德
三
年
度
貸
糧
利
息
一
千
八
百
七
十
九
石
零
二
升
五

合
康
德
二
三
年
度
新
徵
糧
穀
一
萬
五
千
八
百
五
十
六
石
一
斗
九
升

三
合
計
共
三
萬
八
千
一
百
五
十
四
石
三
斗
七
升
八
合
除
補
充
二
三

年
度
義
倉
管
理
費
變
賣
糧
榖
一
千
一
百
三
十
二
石
六
斗
撫
恤
成
平

村
民
籍
永
吉
糧
穀
六
十
石
計
共
一
千
一
百
九
十
二
石
六
斗
外
淨
存

糧
榖
三
萬
六
千
九
百
六
十
一
石
七
斗
七
升
八
合
並
附
本
支
倉
及
分

倉
倉
庫
間
數
收
容
力
及
現
在
積
穀
欵
在
庫
數
調

西
豐
縣
本
支
倉
倉
庫
間
數
及
收
容
力
調

倉
　
庫
　
所
　
在
　
地

棟
　
　
　
數

間
　
　
　
數

每
間
收
容
力

總

收

容

力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縣
　
城
　
本
　
倉

一

一
〇

四
〇
〇

四
，
〇
〇
〇

雙
　
河
　
鎭
　
支
　
倉

一

五

四
〇
〇

二
，
〇
〇
〇

野
　
鷄
　
背
　
支
　
倉

一

五

四
〇
〇

二
，
〇
〇
〇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七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郜
　
家
　
店
　
支
　
倉

一

五

四
〇
〇

二
，
〇
〇
〇

平
　
崗
　
鎭
　
支
　
倉

一

五

四
〇
〇

二
，
〇
〇
〇

合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五

三
〇

一
二
，
〇
〇
〇

西
豐
縣
分
倉
倉
庫
間
數
收
容
力
及
現
在
積
穀
在
庫
數
調

倉

庫

所

在

地

棟
　
數

間
　
數

每
　
　
間

收

容

力

總
收
容
力

在
庫
現
在
貯
蓄
數
量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區

村

穀
　
　
款

數
　
　
　
量

二

更
　
　
刻

一

五

三
〇
〇石

一
，
五
〇
〇石

高
　
　
糧

穀
　
　
子

五
六
四石

五
一
六

九
四
〇

三
七
二

平
　
　
嶺

一

四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〇
〇

””

六
一
四

四
六
三

三
四
八

八
四
八

大
　
　
營

一

四

三
八
〇

一
，
五
二
〇

””

五
六
五

四
六
六

二
九
〇

七
三
四

泉
　
　
河

一

四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〇
〇

””

六
〇
五

四
一
〇

二
五
四

二
一
〇

烏
　
　
魯

一

四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〇
〇

””

四
七
四

三
八
一

七
六
七

九
九
二

振
　
　
興

一

四

三
八
〇

一
，
五
二
〇

高
　
　
糧

穀
　
　
子

一
，
〇
〇
四

五
一
九

五
七
七

三
五
八

白
　
　
石

一

四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〇
〇

””

一
八
七

三
三
七

〇
八
五

九
四
二

林
　
　
城

一

四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〇
〇

””

五
一
一

三
五
三

四
四
九

七
四
一

聯
　
　
合

一

四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〇
〇

””

六
四
五

三
七
七

一
一
九

二
二
〇

三

和
　
　
隆

一

四

二
七
五

一
，
一
〇
〇

””

六
一
四

四
六
一

八
四
〇

九
一
二

實
　
　
妙

一

五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五
〇
〇

””

九
九
四

五
六
〇

七
〇
九

九
九
五

樺
　
　
樹

一

三

三
〇
〇

九
〇
〇

””

五
六
七

三
八
五

九
七
〇

四
九
〇

四

幽
　
　
雅

一

五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五
〇
〇

””

五
四
七

四
〇
六

九
六
三

三
八
八

雙
　
　
城

一

四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〇
〇

””

五
四
六

四
〇
六

七
二
二

三
八
八

德
　
　
賢

一

四

三
二
〇

一
，
二
八
〇

””

八
四
六

五
二
八

五
三
八

二
六
八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八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普
　
　
安

一

五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五
〇
〇

高
　
　
糧

穀
　
　
子

六
七
〇

四
八
二

一
七
五

八
六
〇

凉
　
　
泉

一

四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〇
〇

””

六
三
二

四
一
九

六
三
八

三
九
三

五

田
　
　
太

一

三

二
九
〇

八
七
〇

””

四
〇
一

三
二
六

七
五
〇

二
二
九

松
　
　
樹

一

三

三
〇
〇

九
〇
〇

””

八
三
三

三
三
六

八
五
〇

八
七
七

成
　
　
平

一

四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〇
〇

””

五
八
九

四
一
一

〇
一
二

四
一
三

銅
　
　
台

一

四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〇
〇

””

五
四
九

四
九
三

五
四
〇

六
四
一

山
　
　
台

一

三

三
〇
〇

九
〇
〇

””

四
〇
二

三
一
二

一
〇
五

三
〇
六

平
　
　
原

一

四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〇
〇

””

四
八
六

三
八
六

七
五
九

五
四
三

中
　
　
陽

一

四

二
九
〇

一
，
一
六
〇

””

五
〇
八

四
〇
三

二
六
八

八
二
八

玉
　
　
書

一

四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〇
〇

””

五
〇
七

四
四
〇

九
二
三

三
二
四

吉
　
　
川

一

四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〇
〇

高
　
　
糧

穀
　
　
子

六
七
一

四
四
五

〇
七
五

七
〇
四

公
　
　
合

一

三

三
〇
〇

九
〇
〇

””

五
四
一

三
五
三

八
九
六

二
四
八

新
　
　
昌

一

四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〇
〇

””

五
〇
七

四
一
〇

九
二
三

八
一
二

六

雙
　
　
廟

一

四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〇
〇

””

四
四
一

三
五
七

〇
六
七

八
二
一

房
　
　
身

一

四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〇
〇

””

四
六
四

三
八
七

一
八
八

三
七
一

祿
　
　
房

一

三

三
〇
〇

九
〇
〇

””

四
九
三

三
二
九

八
一
四

五
二
四

平
　
　
崗

一

四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〇
〇

””

五
六
五

四
一
一

〇
五
四

〇
〇
五

太
　
　
平

一

五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五
〇
〇

””

五
八
一

四
五
九

九
九
五

四
四
四

吉
　
　
祥

一

四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八
〇

””

四
一
五

三
九
九

九
六
五

一
二
六

天
　
　
來

一

四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〇
〇

””

五
三
九

四
〇
五

四
四
一

七
七
六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　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九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復
　
　
興

一

三

三
〇
〇

九
〇
〇

高
　
　
糧

穀
　
　
子

五
〇
三

三
五
〇

九
七
〇

二
八
七

如
　
　
意

一

四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〇
〇

””

四
〇
〇

三
八
三

〇
五
〇

八
九
一

柏
　
　
楡

一

三

三
〇
〇

一
，
二
〇
〇

””

五
〇
五

三
九
一

五
四
四

三
八
八

計

三
八

一
五
〇

四
五
，
六
三
〇

””

二
一
，
一
〇
五

一
五
，
八
五
六

五
八
五

一
九
三

本
縣
義
倉
舊
存
現
欵
三
千
零
九
十
四
元
二
角
加
部
頒
建
倉
補
助
金

一
千
三
百
二
十
八
元
康
德
二
年
度
變
賣
糧
穀
價
欵
四
千
五
百
八
十

元
八
角
康
德
二
年
漲
餘
糧
穀
變
價
一
千
零
三
十
九
元
三
角
存
欵
利

息
七
百
五
十
六
元
八
角
康
德
二
三
年
度
新
徵
現
欵
六
千
八
百
八
十

五
元
零
八
分
計
共
一
萬
八
千
零
五
十
二
元
一
角
八
分
除
支
康
德
二

三
年
度
義
倉
管
理
費
三
千
一
百
六
十
七
元
外
淨
存
現
款
一
萬
四
千

八
百
八
十
五
元
一
角
八
分
︵
附
商
工
業
者
現
款
徵
收
數
調
及
義
倉

財
產
統
計
表
︶

西
豐
縣
義
倉
積
穀
商
工
業
者
現
款
徵
收
調

街
　
村
　
別

二
　
　
　
　
年
　
　
　
　
度

三
　
　
　
　
年
　
　
　
　
度

合
　
　
計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徵
　
收
　
率

款
　
　
數

徵
　
收
　
率

款
　
　
數

城
　
廂
　
街

按
各
該
號
繳
納
商

會
會
金
年
額
三
分

之
一
徵
收
現
款

二
，
八
二
八圓

四
〇

按
營
業
稅
附
加
捐

百
分
之
十
二
徵
收

現
款

二
，
九
〇
六圓

一
八

五
，
七
三
四圓

五
六

大
　
營
　
村

”

│

”

二
三

二
七

二
三

二
七

振
　
興
　
村

”

一
四
〇

〇
〇

”

九
四

六
一

二
三
四

六
一

和
　
隆
　
村

”

一
〇
〇

〇
〇

”

七
八

五
五

一
七
八

五
五

德
　
賢
　
村

”

一
二
〇

〇
〇

”

一
六

二
三

一
三
六

二
三

凉
　
泉
　
村

”

│

”

八
〇

〇
〇

八
〇

〇
〇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　
行
　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樺
　
樹
　
村

按
各
該
號
繳
納
商

會
會
金
年
額
三
分

之
一
徵
收
現
款

│

按
營
業
稅
附
加
捐

百
分
之
十
二
徵
收

現
款

八

〇
七

八

〇
七

山
　
台
　
村

”

六
〇

〇
〇

”

六
九

七
三

一
二
九

七
三

田
　
太
　
村

”

六
〇

〇
〇

”

六
九

七
三

二
九

七
三

成
　
平
　
村

”

│

”

九

二
四

九

二
四

松
　
樹
　
村

”

│

”

三

五
〇

三

五
〇

中
　
陽
　
村

”

│

”

一
五

〇
〇

一
五

〇
〇

平
　
崗
　
村

”

一
六
〇

〇
〇

”

一
六
九

四
二

三
二
九

四
二

計

三
，
四
〇
八

四
〇

三
，
四
七
六

六
八

六
，
八
八
五

〇
八

建
倉
補
助
金

一
，
三
二
八

〇
〇

一
，
三
二
八

〇
〇

舊
　
義
　
倉

六
，
六
七
二

一
〇

六
，
六
七
二

一
〇

合
　
　
　
計

二
，
四
〇
八

五
〇

三
，
四
七
六

六
八

一
四
，
八
八
五

一
八

西
豐
縣
義
倉
財
產
統
計
表

項
　
　
　
　
　
目

財
　
　
　
　
產
　
　
　
　
別

糧
　
別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現
　
　
　
　
款

穀
　
　
　
　
糧

一
、
舊
　
義
　
倉

六
，
六
七
二圓

一
〇

二
一
，
一
〇
五

五
八
五

紅
　
糧

二
、
建
倉
補
助
金

　︹
國
庫
補
助
︺

一
，
三
二
八

〇
〇

│

三
、
康
德
三
年
度

三
，
四
〇
八

四
〇

八
，
七
七
四

三
八
二

穀
　
子

四
、
康
德
四
年
度

三
，
四
七
六

六
八

七
，
〇
八
一

八
一
一

穀
　
子

計

一
四
，
八
八
五

一
八

三
六
，
九
六
一

七
七
八

義
倉
財
產
之
登
記

本
縣
從
前
義
倉
對
於
穀
款
各
數
向
無
台
帳
之
設
置
由
縣
經
營
者
則
列
於
縣
帳
其
在
各
倉
者
則
須
求
之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一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於
卷
宗
以
致
散
漫
無
𥡴
碍
難
考
核
玆
於
康
德
四
年
四
月
爲
使
義
倉
穀
款
便
於
𥡴
核
起
見
除
各
村
分
倉

於
每
年
徵
收
時
具
報
積
穀
台
帳
村
公
所
設
置
積
穀
總
台
帳
外
幷
於
縣
署
內
置
義
倉
積
穀
總
台
帳
舉
凡

義
倉
所
有
之
財
產
按
現
款
榖
糧
二
部
登
記
復
置
義
倉
倉
庫
台
帳
登
記
本
支
各
種
倉
庫
之
間
數
容
量
建

築
費
及
建
築
年
月
等
以
資
考
核

計
畫

五
萬
石
義
倉
積
穀
之
具
體
理
由

本
縣
前
於
康
德
二
年
九
月
經

民
政
部
規
定
義
倉
積
穀
最
低
儲
蓄
數
量
爲
二
萬
四
千
石
但
該
數
量
之
規
定
係
以
全
縣
人
口
十
分
之
一

足
供
三
個
月
所
需
食
糧
爲
標
準
欲
求
義
倉
內
容
之
充
實
功
效
之
澈
底
不
能
不
於
規
定
數
量
以
外
力
謀

擴
充
以
期
於
運
用
上
得
以
盡
量
發
揮
而
期
毫
無
遺
憾
因
於
康
德
四
年
春
擬
具
五
萬
石
義
倉
積
穀
計
畫

案
以
樹
立
義
倉
堅
實
基
礎
而
强
化
其
作
用

積
穀
方
面

爲
澈
底
達
成
備
荒
恤
貧
之
目
的
幷
充
實
義
倉
倉
儲
起
見
須
積
足
五
萬
石
之
義
倉
糧
穀

計
畫
案
內
擬
行
徵
收
之
五
萬
石
義
倉
糧
穀
由
全
縣
農
民
及
商
工
業
者
與
有
獨
立
生
計
者
分
別
穀
款
徵

收
之

全
縣
徵
粮
地
畝
約
一
百
七
十
五
萬
餘
畝
每
畝
徵
粮
二
升
八
合
共
可
徵
粮
四
萬
九
千
餘
石
所
缺
之
一
千

石
以
歷
年
貸
粮
利
息
及
商
工
業
者
與
有
獨
立
生
計
者
所
徵
現
款
購
買
粮
穀
補
足
之

各
村
義
倉
現
存
粮
穀
共
計
原
本
約
三
萬
六
千
餘
石
平
均
每
畝
已
徵
二
升
加
收
康
德
三
年
度
貸
粮
利
息

一
千
餘
石
計
三
萬
七
千
餘
石
較
之
擬
徵
數
目
尙
缺
一
萬
三
千
石
此
後
每
畝
應
續
徵
八
合
方
可
足
數

由
康
德
四
年
度
起
至
康
德
五
年
度
止
計
二
個
年
每
畝
徵
粮
穀
四
合
每
年
可
征
粮
穀
七
千
餘
石
共
可
征

粮
一
萬
四
千
石
連
同
現
存
數
即
足
五
萬
石

積
款
方
面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　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二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商
工
業
者
義
倉
穀
款
在
康
德
二
年
度
按
年
納
商
會
會
金
總
額
三
分
之
一
征
收
現
款
由
康
德
三
年
度
起

按
營
業
稅
附
加
捐
百
分
之
十
二
征
收
査
三
年
度
城
鎭
商
工
業
者
營
業
稅
附
加
捐
爲
二
萬
八
千
四
百
圓

每
年
約
征
三
千
四
百
圓

由
康
德
四
年
度
起
對
有
獨
立
生
計
者
擬
按
各
人
繳
納
以
身
分
所
得
之
戶
別
捐
百
分
之
十
二
征
收
現
款

併
入
商
工
業
所
征
現
款
以
內
藉
補
實
征
之
不
足

由
康
德
四
年
至
五
年
計
二
個
年
按
每
年
征
收
現
款
三
千
四
百
元
計
算
共
可
征
收
現
款
六
千
八
百
元
假

定
以
國
幣
二
元
購
得
穀
子
一
石
可
得
三
千
四
百
石
以
之
併
入
五
萬
石
積
穀
數
內
盈
餘
甚
夥
即
遇
災
歉

減
免
徵
收
亦
可
無
虞

倉
庫
方
面

從
前
義
倉
倉
庫
僅
五
十
六
間
建
於
各
區
現
在
擬
積
足
五
萬
石
之
義
倉
粮
穀
應
需
倉
庫
一
百
八
十
間
除

利
用
各
區
舊
有
倉
庫
三
十
一
間
及
各
村
於
康
德
三
年
建
築
分
倉
倉
庫
八
十
一
間
外
四
年
度
尙
須
建
築

本
倉
十
間
支
倉
二
十
間
分
倉
三
十
八
間

本
倉
建
於
縣
城
支
倉
建
於
雙
河
鎭
野
鷄
背
郜
家
店
平
岡
鎭
四
處
存
儲
由
分
倉
提
出
倉
穀
之
二
成
分
倉

建
於
各
村
存
儲
各
該
村
撥
歸
本
支
各
倉
二
成
後
之
倉
穀

運
用
方
面

於
各
村
分
倉
所
徵
收
之
倉
穀
內
提
出
二
成
交
存
本
支
各
倉
以
備
特
殊
之
救
濟
幷
補
分
倉
之
不
足
分
倉

倉
穀
提
出
二
成
交
由
本
支
各
倉
存
儲
外
其
餘
盡
數
存
儲
於
各
村
分
倉
爲
村
積
穀
其
救
濟
範
圍
亦
以
村

爲
限
不
足
時
以
本
支
各
倉
倉
粮
酌
量
補
助
之

義
倉
之
散
放
平
糶
等
事
視
年
景
之
豐
歉
臨
時
核
定
之

至
康
德
五
年
年
底
五
萬
石
義
倉
積
穀
計
畫
完
成
之
後
由
六
年
度
起
減
低
徵
率
以
輕
人
民
擔
負
每
年
並

按
新
徵
粮
穀
數
量
出
賣
倉
存
舊
穀
以
便
新
舊
交
替
藉
免
腐
爛
之
虞
其
所
得
之
價
款
除
支
義
倉
事
務
費

用
外
並
以
之
助
成
一
般
社
會
事
業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三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以
上
記
載
係
截
至
康
德
四
年
六
月
底
之
槪
况
嗣
後
義
倉
事
業
遇
有
變
更
再
行
斟
酌
續
編
以
符
實
際

備
荒
田
事
項

一
備
荒
田
之
由
來

考
諸
歷
史
歷
代
有
備
荒
之
倉
庫
並
無
備
荒
田
之
設
置
即
我
滿
洲
國
中
央
政
府
亦
未
頒
布
此
項
命
令
惟

我
奉
天
因
近
年
以
來
天
災
迭
出
年
歲
歉
收
食
粮
缺
乏
各
縣
皆
然
省
署
感
已
往
之
困
難
預
求
將
來
之
安

全
猶
慮
義
倉
尙
不
足
以
資
救
濟
故
於
義
倉
之
外
復
令
各
縣
於
各
村
設
置
備
荒
田
或
就
各
村
公
有
地
畝

或
由
捐
助
地
畝
或
購
入
或
租
入
地
畝
由
各
村
經
營
以
村
民
合
力
耕
種
同
心
同
力
養
成
鄰
保
互
助
之
精

神
而
借
此
復
可
硏
究
改
良
農
事
一
舉
數
得
當
於
康
德
二
年
十
一
月
十
八
日
參
事
官
會
議
提
出
指
示
事

項
各
縣
參
事
官
一
致
贊
成
如
能
切
實
進
行
數
年
後
即
遇
饑
歲
亦
無
饑
民
此
備
荒
田
之
所
由
設
也

備
荒
田
之
設
置

設
置
備
荒
田
要
項

一
、
爲
便
利
村
內
備
荒
貯
蓄
農
事
改
良
共
同
工
作
等
易
進
行
起
見
應
設
置
備
荒
由

二
、
經
理
荒
備
田
主
體
爲
村

三
、
一
村
內
得
設
數
處
備
荒
田
但
每
處
面
積
須
五
畝
以
上

四
、
備
荒
田
之
田
地
除
聽
人
捐
助
或
分
年
購
置
外
暫
按
承
種
辦
法
租
田
佃
種

五
、
備
荒
田
之
經
營
以
村
爲
主
體
應
由
村
長
派
定
備
荒
出
管
理
者
使
之
經
營
備
荒
田

六
、
備
荒
田
之
耕
種
應
由
村
自
衛
團
員
共
同
出
工
至
出
工
細
目
並
耕
種
方
法
及
其
他
除
於
規
約

內
另
定
外
由
村
長
計
畫

七
、
怠
於
出
工
或
不
能
出
工
時
得
課
以
相
當
課
賦
金

八
、
備
荒
田
之
收
穫
物
除
支
付
佃
租
及
其
他
費
用
並
扣
除
次
年
之
耕
種
及
肥
料
費
全
部
儲
於
義

爲
村
之
積
穀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　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四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一
、
設
置
手
續

一
、
村
長
召
集
村
內
富
有
田
地
之
地
主
說
明
備
荒
田
之
旨
趣
使
其
了
解
勸
其
出
讓
耕
地
即
以
此

地
內
定
爲
候
補
地

村
長
已
內
定
之
候
補
地
須
速
呈
報
縣
長

二
、
關
於
候
補
地
之
捐
助
購
入
借
入
或
設
置
手
續
須
備
荒
田
指
導
員
爲
之
幹
旋

三
、
捐
助
之
備
荒
田
其
名
稱
應
冠
以
捐
助
者
之
姓
名
可
以
永
爲
紀
念

四
、
購
入
或
借
入
時
須
決
定
地
則
面
積

茲
將
應
行
注
意
之
點
開
列
於
左

一
、
各
村
所
有
備
荒
田
分
別
來
源
及
坐
落
並
面
積
四
至
詳
細
載
記
呈
報
縣
署
轉
呈
省
署
備
案

二
、
捐
入
或
購
入
之
契
據
應
由
村
長
保
存
並
設
立
備
荒
田
契
據
簿
抄
其
副
本
呈
縣
備
査

三
、
借
入
及
租
入
各
地
合
同
應
須
另
立
賬
目
報
縣
存
査

四
、
備
荒
田
收
支
賬
目
務
宜
公
開
以
免
日
後
紛
糾

五
、
備
荒
田
預
備
耕
種
各
費
無
論
遇
何
緊
急
要
政
不
准
挪
用

六
、
各
村
長
交
代
時
須
將
備
荒
田
各
項
簿
册
及
契
據
詳
細
交
接
淸
楚
報
縣
備
案

一
備
荒
田
收
穫
物
處
理
要
項

一
、
備
荒
田
收
穫
物
屬
於
村
有
以
獨
立
會
計
處
理
其
備
荒
田
要
項
第
八
條
之
規
定
自
不
適
用

二
、
備
荒
田
收
穫
物
除
付
租
糧
及
使
用
料
︵
以
現
物
充
之
︶
外
其
殘
額
應
出
售
之

三
、
備
荒
田
收
穫
物
之
出
售
必
須
以
公
正
價
格
但
以
備
荒
田
兼
作
採
種
圃
者
須
將
收
穫
物
與
村

民
交
換
後
始
可
出
售

四
、
備
荒
田
收
穫
物
售
得
之
款
爲
村
有
財
產
設
定
基
金
而
儲
蓄
之

五
、
村
有
財
產
設
定
基
金
歸
縣
長
管
理
以
縣
長
名
義
儲
入
金
融
合
作
社
或
中
央
銀
行
支
行

六
、
縣
長
作
成
儲
金
原
簿
及
儲
金
摺
將
各
村
儲
金
額
分
別
記
入
以
便
考
核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五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七
、
縣
長
將
儲
金
摺
交
付
各
村
其
儲
金
之
增
減
隨
時
記
入
由
村
長
保
管
之

八
、
儲
金
除
備
荒
田
事
業
計
畫
所
需
之
經
費
外
不
得
支
出

九
、
村
長
每
年
二
月
末
日
以
前
將
該
年
度
備
荒
田
事
業
計
畫
及
預
算
書
呈
報
縣
長
得
同
時
請
求

支
領
所
需
經
費

十
、
儲
金
原
簿
及
儲
金
摺
之
樣
式
準
據
別
表
由
縣
印
製

一
備
荒
田
之
希
望

備
荒
田
之
設
係
奉
天
省
首
創
先
例
省
方
旣
焦
心
勞
思
力
求
農
村
之
發
展
各
村
職
員
與
地
方
有
密

切
之
關
係
自
應
仰
體
此
意
切
實
進
行
以
求
實
惠
及
民
焉

司
法

司
法
機
關
之
沿
革
及
組
織
　
本
縣
於
淸
光
緖
二
十
八
年
始
行
設
治
彼
時
司
法
行
政
槪
由
縣
知
事
處
理

無
司
法
行
政
之
分
迨
民
國
二
年
始
設
審
檢
所
添
有
監
督
帮
審
員
一
人
帮
審
員
一
人
民
國
三
年
奉
令
撤

銷
審
檢
所
改
組
司
法
科
委
任
科
長
專
辦
司
法
一
項
旋
又
改
派
承
審
員
一
人
然
無
特
權
僅
輔
助
縣
知
事

處
理
司
法
案
件
而
已
民
國
六
年
以
訴
訟
較
繁
乃
增
置
承
審
員
一
人
並
設
首
席
承
審
員
一
人
凡
關
於
審

判
事
務
一
律
改
歸
首
席
承
審
員
辦
理
縣
知
事
僅
對
於
勘
驗
緝
捕
等
刑
事
執
行
事
項
負
有
專
責
是
乃
民

事
一
部
獨
立
之
始
民
國
七
年
四
月
縣
知
事
復
以
檢
察
事
務
較
繁
一
人
兼
理
未
免
困
難
於
是
又
呈
奉
上

峯
添
委
檢
察
員
一
人
專
辦
檢
察
事
宜
從
此
縣
知
事
對
於
司
法
漸
趨
脫
離
至
民
國
十
二
年
七
月
間
奉
天

高
等
審
檢
兩
廳
飭
令
照
章
組
織
司
法
公
署
以
縣
知
事
兼
任
檢
察
官
督
同
檢
察
員
辦
理
檢
察
事
務
其
審

判
方
面
委
任
監
督
審
判
官
一
人
審
判
官
一
人
審
判
一
切
案
件
至
民
國
十
六
年
高
等
廳
因
西
豐
民
刑
案

件
較
各
縣
爲
多
縣
知
事
兼
任
已
不
相
宜
復
經
奉
天
高
等
檢
察
廳
單
廳
長
來
豐
考
査
之
結
果
認
爲
地
方

分
庭
有
成
立
之
必
要
於
是
將
司
法
於
行
政
完
全
畫
分
即
縣
公
署
西
院
舊
時
司
法
科
及
監
獄
所
佔
房
間

組
織
地
方
分
庭
而
隷
屬
於
鐵
嶺
地
方
廳
此
民
國
十
六
年
以
前
之
司
法
槪
况
也

西
豐
區
法
院
之
沿
革
及
組
織
　
前
民
國
十
六
年
三
月
一
日
成
立
鐵
嶺
地
方
審
判
廳
西
豐
分
庭
置
監
督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　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六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推
事
一
人
推
事
二
人
書
記
官
四
人
錄
事
十
二
人
承
發
吏
四
人
庭
丁
三
人
茶
役
三
人
分
科
辦
事
設
總
務

科
記
錄
科
會
計
科
登
記
處
民
國
十
八
年
一
月
十
五
日
奉
令
改
稱
鐵
嶺
地
方
法
院
西
豊
分
庭
同
年
三
月

又
改
稱
遼
寧
鐵
嶺
地
方
法
院
西
豐
分
庭
民
國
二
十
年
一
月
添
設
調
解
處
九
一
八
事
變
後
旋
改
稱
奉
天

鐵
嶺
地
方
法
院
西
豐
分
庭
康
德
三
年
七
月
一
日
新
法
院
組
織
法
施
行
改
設
西
豐
區
法
院
置
監
督
審
判

官
一
人
審
判
官
一
人
監
督
書
記
官
一
人
書
記
官
五
人
辦
事
員
十
一
人
送
達
吏
四
人
庭
吏
長
一
人
庭
吏

二
人
公
役
三
人
分
課
辦
事
設
庶
務
課
會
計
課
民
事
課
刑
事
課
執
行
課
登
記
課
又
設
置
西
安
地
方
法
院

西
豐
分
庭
置
庭
長
一
人
審
判
官
一
人
書
記
官
三
人
辦
事
員
四
人
庭
吏
一
人
公
役
三
人
均
由
西
豐
區
法

院
職
員
兼
任
不
另
支
薪
康
德
四
年
七
月
一
日
奉
令
裁
辦
事
員
五
人
送
達
吏
二
人
庭
吏
長
一
人
庭
吏
一

人
康
德
四
年
十
二
月
添
日
系
書
記
官
執
行
官
一
人
同
時
添
設
調
停
室
公
証
室
此
區
法
院
之
沿
革
及
組

織
也

西
豐
區
檢
察
廳
之
沿
革
及
組
織
　
前
民
國
十
六
年
三
月
一
日
成
立
西
豐
檢
察
分
庭
而
隸
屬
於
鐵
嶺
地

方
廳
置
監
督
檢
察
官
一
人
檢
察
官
二
人
書
記
官
四
人
檢
驗
吏
一
人
法
警
若
干
人
看
守
所
長
一
人
民
國

十
八
年
奉
令
改
西
豐
檢
察
分
庭
爲
檢
察
處
大
同
二
年
檢
察
處
改
稱
爲
奉
天
省
鐵
嶺
地
方
檢
察
廳
西
豊

分
庭
康
德
三
年
七
月
一
日
奉
令
改
組
西
豐
檢
察
分
庭
改
稱
西
豊
區
檢
察
廳
兼
西
安
地
方
檢
察
廳
西
豐

分
庭
西
豐
檢
察
庭
內
部
組
織
置
監
督
檢
察
官
一
人
監
督
書
記
官
一
人
分
課
辦
事
設
庶
務
課
事
件
課
執

行
課
保
存
課
會
計
課
再
所
兼
西
安
地
方
檢
察
廳
西
豐
分
庭
設
檢
察
官
及
書
記
官
等
由
西
豊
區
檢
察
廳

職
員
兼
任
不
𠮠
支
薪
此
檢
察
廳
之
沿
革
及
組
織
也

監
　
獄
　
西
豐
監
獄
初
在
縣
署
之
前
院
東
西
兩
廂
房
分
設
男
女
兩
封
獄
復
於
縣
署
西
院
設
置
犯
人
習

藝
所
凡
未
經
判
决
之
重
要
犯
人
均
押
於
封
獄
內
其
已
判
處
徒
刑
者
即
撥
歸
習
藝
所
工
作
由
技
師
敎
罪

犯
習
藝
其
後
經
縣
知
事
吳
肇
和
將
兩
封
獄
歸
併
一
處
在
縣
署
之
西
院
設
立
看
守
所
所
內
設
所
長
一
人

看
守
兵
十
人
迨
民
國
十
六
年
三
月
一
日
鐵
嶺
地
方
審
判
廳
西
豐
分
庭
成
立
遂
於
縣
政
府
之
路
東
建
修

監
獄
並
歸
分
庭
管
轄
名
西
豐
分
庭
看
守
所
康
德
三
年
七
月
改
稱
西
安
監
獄
西
豐
分
監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七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登
記
處
　
西
豐
登
記
所
於
民
國
五
年
成
立
初
附
屬
於
縣
公
署
內
設
主
任
一
人
書
記
三
人
自
司
法
獨
立

後
遂
改
隷
於
地
方
分
庭
稱
爲
地
方
分
庭
登
記
處
凡
不
動
產
之
轉
移
均
由
該
處
登
記

中
央
行
政
機
關

滿
洲
中
央
銀
行
西
豐
支
行
　
原
爲
東
三
省
官
銀
號
西
豊
分
號
設
於
本
城
大
通
街
路
東
專
辦
匯
兌
及
存

放
款
諸
事
大
同
二
年
改
爲
滿
洲
中
央
銀
行
西
豐
支
行
內
設
經
理
一
員
帮
經
理
一
員
分
總
務
系
營
業
系

出
納
系
每
系
設
主
任
一
人
行
員
共
十
餘
人

國
立
西
豐
柞
蠶
種
繭
場
　
柞
蠶
業
於
我
國
中
次
於
大
豆
高
粱
頗
爲
重
要
產
業
之
一
每
年
約
有
八
拾
萬

粒
之
產
額
因
屋
外
飼
育
之
關
係
上
受
氣
候
鳥
蟲
害
之
影
響
頗
鉅
往
往
有
遭
全
滅
之
情
更
蒙
有
微
粒
子

病
及
膿
病
之
產
卵
其
飼
養
之
過
程
中
及
長
至
虛
弱
蠶
兒
時
即
陷
於
發
育
不
能
狀
態
飼
育
業
者
因
受
此

相
當
之
損
害
每
年
多
奔
往
遠
地
物
色
優
良
之
繭
種
實
業
部
鑑
此
情
况
特
爲
打
開
一
切
障
害
於
康
德
三

年
六
月
十
八
日
以
勅
令
公
佈
柞
蠶
種
繭
場
官
制
由
於
開
發
奬
勵
育
成
增
殖
及
繭
種
之
檢
察
配
給
天
柞

蠶
之
試
驗
硏
究
爲
目
的
於
著
名
之
柞
蠶
繭
種
供
給
地
西
豐
縣
下
設
立
柞
蠶
種
繭
場
並
於
安
東
設
分
場

其
組
織
於
場
長
下
設
庶
務
股
檢
査
股
硏
究
股
初
任
場
長
爲
湯
川
秀
夫
技
佐
本
間
果
夫
屬
官
呂
文
華
技

士
赤
沼
治
男
等
及
僱
員
四
人

西
豐
金
融
合
作
社
　
康
德
元
年
冬
設
立
準
備
委
員
會
今
村
羊
次
郞
氏
帶
同
滿
系
助
手
二
人
於
十
一
月

初
旬
來
豐
從
事
設
立
準
備
事
務
十
一
月
下
旬
經
發
起
人
劉
錫
侯
等
五
十
人
照
合
作
社
設
立
章
程
呈
請

財
政
部
大
臣
十
二
月
奉
財
政
部
指
令
許
可
設
立
西
豐
金
融
合
作
社
事
務
所
以
流
通
金
融
通
力
合
作
爲

目
的
對
於
社
員
貸
與
其
經
濟
發
達
上
必
要
之
資
金
並
收
受
社
員
及
非
社
員
之
存
款
辦
公
地
址
暫
借
縣

公
署
一
部
開
創
立
總
會
姚
廷
椿
氏
被
選
爲
社
長
協
助
今
村
羊
次
郞
極
力
宣
傳
募
集
社
員
康
德
二
年
三

月
五
日
業
務
正
式
開
始
辦
理
存
款
貸
款
嗣
日
見
發
達
事
勤
紛
繁
有
增
員
之
必
要
惟
感
事
務
所
狹
小
不

敷
應
用
故
於
同
年
春
暮
在
大
中
街
購
地
一
段
從
新
建
築
新
式
房
舍
是
年
冬
由
縣
署
遷
入
該
社
於
農
村

經
濟
大
有
裨
益
現
在
社
員
已
達
一
千
六
百
餘
名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　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八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四
平
街
專
賣
署
西
豐
專
賣
局
　
康
德
四
年
五
月
一
日
四
平
街
專
賣
署
派
喬
警
予
局
長
偕
同
職
員
魏
春

處
楊
郁
文
韓
玉
屛
劉
卓
然
坂
下
善
延
苑
靑
林
等
來
豐
在
縣
城
順
城
街
設
立
專
賣
分
局
辦
理
食
鹽
火
柴

酒
精
石
油
等
專
賣
事
務

電
報
電
話
局
見

卷

二

山

川

志

交

通

郵

政

局
見

卷

二

山

川

志

交

通

稅

捐

局
見

卷

十

六

財

賦

志

電
燈
廠
附

　
大
同
二
年
二
月
十
日
設
立
西
豐
電
業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以
供
給
電
燈
電
力
爲
目
的
專
務
董

事
千
千
和
正
彥
股
本
五
萬
圓
每
股
五
十
圓
股
東
十
六
名

自
治

附

近
世
東
西
各
國
之
言
政
治
者
無
不
以
民
權
一
事
爲
首
重
故
立
法
司
法
行
政
缺
一
不
可
僅
將
西
豊
民
國

初
元
所
辦
之
自
治
制
度
錄
其
槪
要
以
爲
異
日
之
參
考

自
治
之
緣
起
　
前
淸
一
代
爲
帝
王
專
制
最
甚
之
期
自
光
緖
三
十
年
後
因
一
再
戰
敗
毅
然
變
法
於
京
師

設
資
政
院
籌
備
憲
政
進
行
事
宜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設
諮
議
局
籌
辦
處
於
各
省
三
十
三
年
設
全
省
地
方
自

治
硏
究
所
宣
統
元
年
省
諮
議
局
成
立
本
縣
始
推
選
諮
議
員
宣
統
二
年
六
月
城
廂
議
事
會
與
城
廂
董
事

會
同
時
成
立
是
年
七
月
鎭
鄕
議
會
亦
相
繼
成
立
將
全
縣
劃
爲
九
鄕
成
立
九
會
宣
統
三
年
縣
議
事
會
與

縣
參
事
會
成
立
民
國
改
元
各
會
照
舊
辦
理
民
國
三
年
籌
安
會
出
帝
制
議
生
縣
治
一
律
停
辦
至
民
國
五

年
雖
重
行
招
集
國
會
與
省
會
然
縣
鎭
鄕
各
會
則
終
未
招
集
民
國
七
年
北
京
政
府
再
復
參
衆
兩
院
重
新

選
舉
國
會
議
員
省
會
亦
同
時
改
選
本
縣
於
是
時
重
査
選
民
選
舉
議
員
二
人
民
國
十
年
第
三
屆
國
會
與

省
會
同
時
選
擧
本
縣
又
選
議
員
二
人
民
國
十
三
年
及
十
六
年
省
會
繼
續
改
選
本
縣
均
擧
議
員
一
二
人

此
即
十
餘
年
自
治
之
沿
革
也
茲
將
各
級
議
員
及
各
屆
人
數
列
左

衆
議
院
議
員
　
無

諮
議
局
議
員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九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舉
　
人
張
充
中
　
淸
宣
統
元
年
　
由
昌
圖
覆
選
區
選
出

臨
時
省
議
會
議
員

曲
允
中
　
民
國
元
年
　
　
由
昌
圖
覆
選
區
選
出

正
式
省
議
會
議
員

第
一
屆
曲
允
中
　
民
國
二
年
　
　
由
昌
圖
覆
選
區
選
出

第
二
屆
曲
允
中
　
民
國
七
年
　
　
由
海
龍
覆
選
區
選
出

李
惠
人
　
民
國
七
年
　
　
由
海
龍
覆
選
區
選
出

第
三
屆
李
惠
人
　
民
國
十
年
　
　
由
海
龍
覆
選
區
選
出

楊
華
山
　
民
國
十
年
　
　
由
海
龍
覆
選
區
選
出

候
　
補
郞
勝
春
　
民
國
十
年
　
　
由
海
龍
覆
選
區
選
出

第
四
屆
徐
維
淮
　
民
國
十
三
年
　
由
海
龍
覆
選
區
選
出

第
五
屆
徐
維
淮
　
民
國
十
三
年
　
由
西
安
覆
選
區
選
出

縣
議
會
議
員

議
員
二
十
名
　
　
淸
宣
統
三
年
　
由
本
縣
選
民
選
出

縣
參
事
會
參
事
員

參
事
員
四
名
　
　
淸
宣
統
三
年
　
由
縣
議
員
互
選
選
出

城
廂
議
事
會
議
員

議
員
十
五
名
　
　
淸
宣
統
二
年
　
由
本
城
廂
選
民
選
出

城
廂
董
事
會
總
董
董
事
及
名
譽
董
事

總
董
一
名
　
　
　
淸
宣
統
二
年
　
由
城
廂
議
員
互
選
選
出

董
事
一
名
　
　
　
淸
宣
統
二
年
　
由
城
廂
議
員
互
選
選
出

名
譽
董
事
四
名
　
淸
宣
統
二
年
　
由
城
廂
議
員
互
選
選
出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　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十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九
鄕
議
事
會
議
員

第
一
鄕
議
員
二
十
名
　
淸
宣
統
三
年
　
由
本
鄕
選
民
選
出

第
二
鄕
議
員
二
十
名
　
淸
宣
統
三
年
　
由
本
鄕
選
民
選
出

第
三
鄕
議
員
十
五
名
　
淸
宣
統
三
年
　
由
本
鄕
選
民
選
出

第
四
鄕
議
員
十
六
名
　
淸
宣
統
三
年
　
由
本
鄕
選
民
選
出

第
五
鄕
議
員
十
六
名
　
淸
宣
統
三
年
　
由
本
鄕
選
民
選
出

第
六
鄕
議
員
十
八
名
　
淸
宣
統
三
年
　
由
本
鄕
選
民
選
出

第
七
鄕
議
員
十
七
名
　
淸
宣
統
三
年
　
由
本
鄕
選
民
選
出

第
八
鄕
議
員
十
九
名
　
淸
宣
統
三
年
　
由
本
鄕
選
民
選
出

第
九
鄕
議
員
十
五
名
　
淸
宣
統
三
年
　
由
本
鄕
選
民
選
出

九
鄕
董
事
會
董
事
及
名
譽
董
事

每
鄕
董
事
一
名
名
譽
董
事
一
名
均
於
淸
宣
統
三
年
由
各
鄕
議
員
互
選
選
出

政
績

賈
公
政
績
　
從
前
開
原
東
北
以
威
遠
堡
門
爲
界
門
外
邊
壕
北
即
屬
吉
林
省
伊
通
州
轄
境
自
東
西
流
開

放
以
來
東
邊
各
縣
往
來
多
由
掏
鹿
溝
赴
開
原
鐵
嶺
路
經
二
道
河
子
設
有
吉
林
稅
卡
凡
車
馬
糧
貨
旣
納

奉
天
稅
者
至
此
亦
必
更
納
吉
林
省
稅
人
皆
苦
之
公
乃
禀
準
督
憲
將
前
城
子
河
西
各
村
屯
撥
歸
開
原
縣

管
轄
即
所
謂
插
花
界
是
也
從
此
東
邊
陸
運
始
免
重
稅
之
累
民
到
於
今
受
其
賜
固
不
止
西
豐
一
縣
而
已

吳
公
政
績
　
民
之
居
也
多
恃
城
堡
以
爲
保
障
我
豐
舊
有
土
城
垣
多
半
傾
𡉏
公
乃
創
議
改
修
而
增
長
之

以
石
易
土
使
之
牢
固
且
東
假
河
沿
之
大
隄
以
因
其
基
北
枕
巖
峻
之
山
勢
以
憑
其
險
於
是
郊
關
之
內
煙

火
萬
家
矣
又
以
人
民
之
輕
視
敎
育
也
則
創
建
文
廟
以
爲
提
倡
文
明
之
基
礎
因
人
民
之
喜
遊
觀
也
則
創

設
公
園
以
爲
公
共
娛
樂
之
塲
所
因
人
民
之
畏
疾
病
也
則
創
立
醫
院
以
爲
民
衆
治
療
之
地
方
凡
此
皆
我

公
幾
費
經
營
而
始
得
有
今
日
是
公
之
惠
我
西
豐
者
良
厚
茲
略
記
之
以
俟
夫
傳
循
吏
者
得
焉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十
一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馮
公
政
績
　
公
於
民
國
十
八
年
秋
來
長
斯
邑
下
車
伊
始
即
詳
詢
地
方
政
治
利
者
興
之
弊
者
除
之
如
修

路
一
事
人
民
皆
視
爲
具
文
公
嚴
定
規
則
凡
城
鎭
商
號
悉
令
遣
人
持
鍬
鋤
平
治
門
前
道
路
區
村
則
督
飭

各
村
長
率
各
民
戶
仿
城
內
行
之
公
復
於
早
晩
之
間
不
時
抽
査
並
親
至
各
區
村
巡
視
指
導
初
辦
之
際
民

頗
有
煩
言
及
行
之
日
久
著
有
成
效
城
鄕
各
要
道
悉
如
馬
路
雖
雨
天
亦
無
碍
交
通
於
是
始
頌
公
之
德
政

焉
公
久
爲
全
省
敎
育
領
袖
於
各
縣
敎
育
狀
况
知
之
甚
詳
故
凡
敎
育
建
設
尤
爲
盡
力
西
豐
區
村
學
校
校

舍
尙
未
建
齊
校
內
設
備
亦
付
缺
如
遂
督
飭
各
村
凡
無
固
定
校
舍
之
處
悉
令
籌
款
修
築
完
備
正
於
設
備

期
間
乃
在
縣
城
代
購
各
種
用
具
分
發
區
村
各
校
現
西
豐
全
境
學
校
之
校
舍
宏
整
校
具
完
全
洵
馮
公
倡

導
之
力
也
又
以
西
豊
山
嶺
重
疊
民
戶
星
散
於
淸
鄕
防
匪
皆
感
困
難
於
是
將
全
縣
各
區
村
公
所
以
及
警

隊
駐
所
等
一
律
安
設
電
話
又
於
辦
公
案
旁
置
電
話
一
具
凡
各
界
公
務
人
員
或
鄕
民
有
事
以
電
話
報
請

者
均
親
自
接
談
故
與
全
境
各
地
如
居
一
室
每
日
之
間
耳
聆
電
話
口
詢
案
情
手
批
文
牘
歷
久
不
懈
其
紛

煩
自
苦
若
此
又
常
謂
人
曰
吾
任
職
一
刻
即
盡
一
刻
之
心
煩
苦
勞
怨
任
期
久
暫
非
所
計
也
滱
河
大
隄
日

久
失
修
必
生
水
患
公
乃
督
飭
邑
紳
重
加
修
築
又
籌
設
社
會
敎
育
及
民
衆
敎
育
舘
與
幼
穉
園
等
以
固
敎

育
根
基
於
鄕
村
則
盡
力
提
倡
種
樹
凡
荒
山
沙
洲
一
律
栽
植
楊
柳
柞
松
等
以
是
鄕
民
咸
視
種
樹
修
道
爲

自
己
應
辦
之
要
事
將
來
勿
剪
勿
伐
則
召
伯
甘
棠
能
獨
美
於
前
乎
公
之
天
性
廉
潔
梗
直
故
蒞
任
後
首
革

徵
收
之
弊
俾
向
之
勒
詐
鄕
民
者
無
以
施
行
故
技
次
即
嚴
査
村
會
賬
目
凡
村
長
借
端
攤
派
浮
冒
開
支
者

一
律
重
懲
之
此
二
事
者
久
爲
鄕
民
大
害
公
一
旦
剔
而
除
之
民
衆
所
受
之
利
益
可
勝
計
哉
此
事
變
前
之

德
政
如
此
也
自
事
變
後
東
豐
一
帶
突
起
大
刀
會
匪
聚
有
萬
餘
人
左
右
鄰
縣
皆
遭
蹂
躪
獨
西
豐
安
全
無

恙
又
有
著
名
胡
匪
聚
有
多
帮
凡
左
近
各
縣
各
村
皆
受
擾
害
獨
西
豐
相
安
無
事
未
受
驚
惶
盖
皆
公
之
運

籌
有
道
保
護
有
方
所
以
能
至
於
此
也
先
是
當
胡
匪
將
起
尙
未
猖
獗
時
公
乃
與
地
方
士
紳
决
議
籌
款
購

買
槍
彈
立
一
槍
彈
保
管
委
員
會
以
爲
預
防
每
區
村
警
報
到
時
不
分
晝
夜
即
以
電
話
隨
時
指
示
某
處
可

以
伏
兵
某
處
可
以
進
兵
皆
能
應
機
宜
而
奏
偉
績
盖
因
素
日
凡
各
區
各
村
之
距
離
道
路
無
不
知
之
甚
詳

故
能
指
揮
一
定
不
啻
蕭
曹
也
至
辦
理
庶
政
宵
旺
勤
勞
事
無
鉅
細
是
必
躬
親
足
見
公
之
體
育
建
壯
精
神



 

西

豐

縣

志

卷
十
三
　
　
行
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十
二

西
豐
國
興
印
刷
局
校
印

矍
鑠
非
尋
常
人
所
能
及
也

黃
公
政
績
　
康
德
二
年
十
月
權
篆
西
豐
下
車
伊
始
即
厲
精
圖
治
罔
憚
勤
勞
凡
民
間
應
興
應
革
之
事
無

不
徧
訪
周
諮
細
詢
始
末
利
則
興
之
害
則
除
之
者
如
義
倉
之
設
已
有
多
年
惟
辦
理
規
則
均
未
完
善
故
人

民
霑
恩
惠
者
寥
寥
自
公
到
任
後
即
首
先
整
頓
於
城
內
建
本
倉
十
間
於
雙
河
鎭
野
鷄
背
郜
家
店
平
岡
鎭

四
處
各
建
支
倉
五
間
於
三
十
八
村
共
建
支
倉
一
百
五
十
間
預
儲
粱
穀
以
備
不
虞
此
誠
救
民
之
一
大
善

政
也
於
康
德
四
年
改
游
民
習
藝
所
爲
濟
善
堂
收
容
游
民
而
施
以
敎
養
並
救
濟
貧
老
廢
疾
無
扶
養
人
且

不
能
營
生
者
又
添
設
碾
米
釀
造
窰
業
加
工
各
科
使
之
學
藝
凡
靑
年
游
民
貧
苦
者
出
堂
後
皆
有
謀
生
之

一
道
此
與
文
王
治
岐
之
德
政
後
先
可
以
嫓
美
焉
先
是
西
豐
市
塲
在
城
內
東
南
隅
地
勢
狹
窄
又
偏
在
一

隅
故
商
賈
負
販
旣
不
能
多
容
而
往
來
游
人
亦
多
感
不
便
乃
於
康
德
三
年
在
順
城
街
路
南
舊
有
官
地
闢

爲
市
塲
重
爲
建
築
由
是
西
販
雲
集
游
人
衆
多
地
面
興
隆
一
日
千
里
開
通
市
面
之
政
莫
善
於
此
矣
西
豊

山
嶺
崎
嶇
剿
匪
通
行
均
感
不
便
於
是
令
各
村
村
長
督
率
民
夫
修
築
村
道
以
便
車
馬
之
往
來
修
築
警
備

道
以
資
討
伐
之
便
利
居
民
安
堵
盜
賊
肅
淸
此
猶
善
政
中
之
最
善
者
也
至
於
振
與
敎
育
整
飭
官
箴
提
倡

道
德
注
重
節
儉
整
躬
率
物
日
夜
兢
兢
自
治
治
人
猶
如
此
者
豈
僅
政
治
之
足
以
及
人
也
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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