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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
事

江
城
縣
治、
昔
稱
猛
㤠
街、
元
明
以
前、
為
　

夷
所
居、
自
清
雍
正
後、
有
李
趙

馬
張
四
姓
及
猓
玀
相
率
佔
據、
夷
酋
強
橫
爭
鬥、
迄
無
寗
嵗、
然
以
文
化
不

通、
紀
載
闕
如、
凡
兵
戈
匪
患、
人
事
天
災、
俱
無從
考
查、
迨
光
緒
十
三
年
春、
木
戞

土
匪
陳
定
邦
白
亮
采
等、
聚
衆
叛
亂、
四
月
適
縣
民
鄧
武
舉
炳
焜、
下
京

會
試
旋
里、
奉
他
郎
撫
𢑱
府
張、
營
遊
府
蘇
密
扎、
飭
設
法
拏
辦、
炳
焜
即
一

面
聨
絡
元
郎
保
甲、
一
面
函
約
該
陳
匪
定
邦、
來
城、
意
欲
設
計
捕
擒、
不
料

該
陳
匪
抗
不
赴
約、
竟
於
五
月
三
十
日、
率
衆
五
六
百
人、
將
縣
屬
六
能
埧
木

戞
舊
城
普
方
里
方
等
處、
燒
殺
搶
擄、
一
掃
而
空、
並
將
第
三
團
六
能
埧

團
長
蔭
襲
土
弁
蘇
長
春
殺
傷
將
其
家
人
俘
因
而
去、
匪
勢
愈
張、
燒
殺

刦
擄
木
戞
六
能
埧
等
附
近
村
落
四
十
餘
村、
被
害
者
逹
一
千
餘
戶、
防
邊

團
練、
屢
戰
敗
績
七
月
戊
辰、
署
他
郎
通
叛
張
舒
𦒋
率
元
郎
鄉
團、
追
擊

陳
匪
於
峩
馬
村、
斃
匪
十
餘、
是
役
也
武
舉
鄧
炳
焜
力
戰
陣
亡、
賊
勢
益

更
猖
獗、
冬
十
月
陳
匪
定
邦、
復
天
舉
進
攻、
冦
擾
匹
馬
河
埧
丟
渡
桃
樹
坪、

各
處
團
勇、
先
後
潰
敗、
練
木目

李
大
張
得
林
等
亦
戰
敗
死
之
陳
匪
愈
行

進
攻
柏
木
山
大
興
寨
等
處
之江

城全
境
之
不
淪
於
匪
窟
者、
僅
猛
㤠
街
一
隅

而
已、
於
是
地
方
紳
首、
泣
請
普
洱
總
兵、
於
腊
月
初
派
遣
叅
將
梁
士
偉、

率
同
守
備
馬
成
龍
團
總
孫
世
泰
等、
督
兵
攻
勦、
破
陳
匪
於
大
興
寨、
定

邦
遁
走
柏
木
山、
擒
獲
匪
先
鋒
馬
利
拉、
陣
殺
從
賊
三
十
餘
級、
奪
獲
旗



 
幟
器
械
無
算
戊
戍
庚
子
馬
成
龍
攻
克
馬
鞍
山、
梁
士
偉
攻
克
老
蘇
寨
木
戞

舊
城、
孫
世
泰
攻
克
紐
薩
渡
猓
支
山
哈
吧
梁
子
等
處、
陣
斬
賊
目
張
普
黑
及

從
賊
三
十
餘
名、
癸
卯
丙
午
馬
成
龍
克
復
老
謝
寨、
梁
士
偉
孫
世
泰
克
復

木
戞
八
寳
樹
等
處、
斬
賊
目
及
從
賊
十
三
名、
該
匪
等
四
散
逃
走
我
軍
連

日
追
捕、
擒
俘
無
算、
迨
十
四
年
春
正
月、
官
軍
既
克
復
各
壘、
乘
勝
攻
擊、
斬

賊
目
白
里
福
一
名、
陳
定
邦
率
黨
逃
入
處
糯
箐、
併
力
死
守、
我
軍
招
降

匪
黨
楊
發
昌、
飭
其
潛
解
脅
從、
擒
獻
首
逆、
乙
丑
賊
營
自
相
攻
殺、
我
軍

乘
機
進
擊
擒
獲
陳
定
邦
弟
兄皆
斬
之、
斃
匪
甚
夥、
餘
衆
潰
散
事
遂
平、

然
以
餉
糈
之
供
應、
兵
匪
之
踐
踏、
地
方
元
氣
大
虧、
村
落
蕩
如
邱
墟、
無
論
漢

夷、
皆
一
貧
如
洗
矣、

根
據
江
城
縣
檔
案

及
普
洱
府
誌



 

匪
患

⑴
清
同
治
末
年、
有
景
東
縣
民
黃
阿
初、
流
𢉠
至
南
掌
國、
國
王

招
黃
為
䮛
馬、
未
幾
黃
判
亂
回
國、
沿
途
被
其
攻
克
猛
地
三

十
餘
城、
光
緒
二
年、
率
黨
七
八
百、
駐
紥
於
江
城
縣、
︹

即
猛

烈
街

︺
及

鄰
近
村
寨、
為
𥂟
踞
乆
居
之
計、
黃
為人
魁
偉
猛
勇、
鄉
紳
畏
其

強
橫、
勢
衆、
莫
敢
誰
河、
嗣
有
武
舉
鄧
炳
焜、
將
黃
計
誘
入
武

廟、
為
紳
民
楊
維
珍
手
戮
於
武
廟
街
口、
將
黃
阿
初
首
領
梟

示、
其
黨
始
潰
散、
事
遂
平、

⑵
清
光
緒
初
年
中
法
諒
山
之
役、
和
議
既
成、
有
遣
散
粵
將
魏

明
髙、
因
無
力
返
國、
遂
率
兩
粵
退
伍
兵、
及
眷
屬
二
千
餘、
繞

道
至
南
掌
國、
藉
催
解
貢
品
名
目、
刼
掠
擾
亂、
嗣
被
南
掌
國

王
藉兜

剿、
魏
明
高始
由
猛
烏
敗
退
回
國、
於
光
十
四
年、
駐
紥
江

城
︹

即
猛

烈
街

︺
及
附
近
村
寨、
肆
行
刼
掠
拷
搕、
經
猛
烈
紳
民、
稟
請

元
江
州
主
韋、
轉
詳
普
洱
道
檄
委
李
協
軍
雲
到
烈、
屢
次
開

導
遣
散、
而
魏
總
以
就
食
為
辭、
決
無
去
意、
嗣
經
地
方
紳
老、

呈
請
省
憲
核
辦、
適
岑
毓
英
為
雲
貴
總
督、
念
其
同
鄉、
不
肯

遣
散、
地
方
官
紳、
莫
如
之
何、
嗣
因
岑
在
滇
病
故、
而
魏
無
所

依
恃、
始
聼
駐
猛
烈
普
定
左
營
營
官
梁
士
偉、
哨
官
溫
以
讓、

團
紳
楊
炳
謙
等
勸
諭、
並
呈
省
憲
派
員
到
江
城
招
安
編
遣、

於
是
魏
明
髙
始
率
衆
出
境、

事
見
猛
烈

彭
氏
藏
稿



 

⑶
民
國
五
年、
我
國
嚴
令
禁
煙、
一
般
奸
商、
皆
赴
法
屬
安
南
私

辦
鴉
片、
每
於
三
四
月
間、
由
江
城
邉
境
偷
過、
即
有
石
屏
匪

首
何
朝
英、
率
匪
徒
三
百
餘、
過
李
仙
江、
到
縣
屬
西
北
鄉、
搶

掠
煙
班、
欲
乘
機
來
撲
江
城、
︹

即
猛

烈
街

︺
經
駐
防
猛
烈
之
墨
江
游

擊
分
隊
長
馬
遵
湯、
及
彈
壓
委
員
石
雲
根
探
悉
匪
情、
召
集

民
團
百
餘、
馳
往
三
棵
磚
大
竹
萠
一
帶
𠙧
剿、
雙
方
開
火、
對

敵
數
日、
始
將
何
匪
擊
敗、
退
回
江
外、
是
役
也、
陣
亡
隊
兵
四

名、
現
俱
崇
祀
忠
烮
祠、
匪
方
亦
擊
斃
四
十
餘
名
云、



 

天
災

⑴
火
災

江
城
︹
即
猛
烈
︺
僻
處
邉
荒、
距
內
縣
十
有
餘
站、
兼
以
地
瘠
民

貧、
漢
少
夷
多、
域
內
齊
民、
大
都
編
草
為
屋、
而
居
一
遇
炕
旱

火
災、
則
數十
家
之
村、
落、
頃
刻
化
為
蕉
土
者、
厯
有
所
聞、
尤
以

清
光
緒
十
四
年
春、
陳
匪
定
邦
敗
退
後、
復
於
三
月
三
日、
猛

烈
街
︹

即
今

縣
城

︺
倐
遭
火
災、
延
燒
街
坊
民
屋
百
餘
家、
兵
匪
蹂
躪

之
後、
閤
村
又
遭
焚
如、
蓋
藏
悉
為
灰
燼、
居
民
一
貧
如
洗、
語

云
禍
不
單
行、
此
之
謂
乎、
後
經
地
方
士
紳、
呈
請
上
憲
䘏
賑、

然
粥
少
僧
多、
終
無
補
於
赤
貧、
比
來
民
多
改
建
瓦
屋、
火
災

亦
漸
少
矣、

⑵
瘟
疫

江
城
居
民
之
比
例
漢
一
而
夷
九、
智
識
鄙
塞
固
陋、
平
居

不
知
講
求
醫
藥
衛
生、
一
遇
病
疫、
惟
以
咒
訣
巫
卜
為
事、

殺
鷄
鴨、
退
鬼
崇
朿
手
待
斃
而
已、
民
國
九
年
冬、
境
內
瘟

疫
大
作、
漢
人
稍
知
醫
藥、
猶
有
一
二
可
救、
四
鄉
蠢
夷、
則

沿
村
逐
戶、
死
亡
枕
籍、
積
屍
無
人
抬
塟
至
用
女
傭
拖
埋、

如
枕
籠
枕
杭
一
帶
交
界
地
方、
逐
村
死
亡
殆
盡、
腐
屍
滿

室、
飽
諸
犬
豕
野
獸
者、
不
計
其
數、
城
鄉
死
亡
共
計
三
千

有
零、
村
落
邱
墟、
蓬
蒿
滿
庭、
傷
心
慘
目、
不
堪
回
想、
言
念



 

及
之今
不猶
禁
悲
從
中
來
也、

又
民
國
二
十
年、
夏
秋
兩
季、
長
晴
不
雨、
氣
候
失
和
境
內

瘟
疫
盛
行、
大
小
村
砦、
山
陬
僻
壌、
傳
𣑱
俱
遍、
由
四
月
以

迄
九
月、
里
巷
悲
泣
之
聲、
無
間
晝
夜、
令
人
慘
不
忍
聞、
霜

降
之
後、
才
告
寜
息、
計
死
亡
一
千
七
八
百
人、
去
全
縣
人

口
十
分
之
二、
村
間
棺
本
早
盡、
大
都
蓆
裹
坑
埋、
滅
門
絶

後者
比
比
皆
是、
綜
計
民
九
及
二
十
兩
年
先
後
死
亡、
已
達

五
千
餘
人、
誠
數
百
年
來
未
有
之
奇
災、
實
人
生
大
不
幸

之
遭
遇
也、

⑶
水
澇

民
國
二
十
一
年、
自
國
厯
五
月
以
至
十
月、
境
內
雨
水
連

綿、
無
三
日
晴、
江
河
泛
溢
成
災、
溺
斃
村
民
八
九、
田
中
稻

穀、
腐
濫、
芽
長
寸
許、
無
法
收
穫、
損
失
已
屬
不
資、
城
市
鄉
村、

民
幾
絶
食、
墻
屋
坍
塌、
不
勝
枚
舉、
城
內
有
劉
安
順
者、
閤

家
六
口、
一
時
被
墻
倒斃
髫
丱
不
遺、
噫
慘
矣、



 

改
縣

猛
烈
改
縣、
倡
自
民
十
以
前
祗
因
籌
欵
艱
難、
遂
致
停
頓、
迨

至
民
國
十
六
年、
普
洱
道
尹
徐、
以
猛
烈
地
處
極
邉、
強
鄰
逼

處、
為
普
思
邉
藩
衝
要、
闗
係
極
為
重
大、
非
改
縣
治、
不
足
以

鞏
固
國
防、
隧
與
車
里
五
福
佛
海
鎮
越
六
順
等
處、
同
時
籌

劃
進
行
改
猛
烈
為
縣
治
一
切
事
宜、
並
令
飭
缷
猛
烈
行
政

切

委
員
徐○
實
調
查
境
內
戶
口
錢
糧
區
域、
呈
請
省
政
府
核
查

在
案、
迨
至
民
國
十
七
年、
普
洱
道
尹徐
調
陞
雲
南
省
民
政
廳

長、
對
於
猛
烈
改
縣
一
節、
進
行
益
力、
復
呈
請
省
政
府、
於
九

經

月
十
三
日
提
出
第
一
百
一
十
次
省
務
會
議、
當
令○
議
決、
如

擬
試
辦、
並
飭
猛
烈
行
政
委
員
徐○
少
賢、
體
查
情
形、
積
極
籌
劃

進
行、
並
批
定
縣
名
為
江
城、
呈
候
核
奪、
此
江
城
改
縣
之
開

準

端
也、
當
經○
省
政
府
核
奪○
如
擬
照
辦、
一
面
暫
刊
發
木
質
江

城
縣
印、
俾
資
信
守、
一
面
轉
呈
中
央
內
政
部、
核
準
註
冊
備

立

案、
及
鑄
發
正
式
銅
印、
於
是
前
猛
烈
行
政
委
員
髙
文○
權、
遂

八

於
民
國
十
六○
年
十
二
月
十
七
日、
啓
用
江
城
縣
印
信、
實
行

宣
告
成
立
縣
治、
然
經
界
賦
稅
戶
口、
尚
未
劃
定、
所
謂
江
城

縣
者、
不
過
徒
有
其
名
耳、
迨
至
十
八
十
九
兩
年、
雲
南
省
民

政
廳
長
張、
第
二
殖
邉
督
辦
祿、
委
令
𡨴
洱
縣
縣
長
孫
天
霖

北

赴
江
城
履
勘、
劃
定
東
南○
兩
方、
以
李
仙
江
與
墨
江
分
界、
西



 

北
由
唱
𦖳
起
㸃、
將
猛
野
井
各
地
劃
歸、
與
𡨴
洱
縣
接
界、
西

南
將
整
董
劃
歸、
與
𡨴
洱
接、
界南
埧以
卡
劃
歸、
與
法
屬
安
南
接

界、
面
積
千
餘
方
里、
人
口
五
千
餘
戶、
至
李
仙
江、
為
江
城
墨

縣

江
兩
縣
之
交
界、
沿
江
各
渡
捐、
據
當
日
孫
天○
長
勘
定、
由
江

城
墨
江
兩
縣
均
享
其
利、
當
經
縣
長李
恊文
同新
孫
委
員
天
霖、
會

衘
呈
請
民
政
廳
核
示
批
准
有
案
嗣
於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六

月、
墨
江
縣
伸
民、
忽
翻
前
案、
呈
請
省
政
府、
令
普
洱
督
辦
祿、

復
派
委
張
委
員
孟
希
到
江
城、
另
行
履
勘、
而
墨
江
縣
長

亦
派
員
前
來
力爭
於
是
張
委
員、
遂
會
同
江
城
官
紳
開
會、
另

及

㝎
江
渡、
各○
猛
野
井
權
限、
自
李
仙
江
以
上、
居
浦
渡
鹿
馬
等

江

城

渡
之
權
利、
□
歸
墨
江、
自
李
仙
江
渡
下之
埧
溜一
渡、
劃
歸
墨○
江○
其

猛
野
井、
則
距
江
城
僅
百
里、
於
治
理
上
自
應
劃
歸
江
城、
當
張○
經

張
委
員
轉
呈
省
政
府
核
準
備
案、
從
此
江
城
界
務、
當
可
決
定

烈

矣、
此
猛
野○
改
縣
經
過
之
大
畧
也、
竊
查
江
城
區
域、
係
由
元
江

墨
江
𡨴
洱
象
明
四
縣
之
甌
脫
地
劃
改
成
縣、
故
對
於
經
界
之

勘
定、
屢
多
爭
持
遷
延
況
以
草
昧
初
開、
地
瘠
民
貧、
漢
少
夷
多

民
智
錮
蔽、
達
於
極
㸃、
而
教
育
建
設諸
自要
治政
田因
賦
收
入
無
幾、
政

府
及
地
方
一
切
政
費、
無
從
羅
掘、
三
載
以
來、
𨿽
經
縣
長
文
新

潔
己
奉
公、
涓
滳
不
𣑱、
竭
力
籌
提
以
𥙷
充
之、
終
以
杯
水
車
薪、

窮
於
應付
故
對
於
一
切
縣
政
之
計
劃
設
施、
實
屬
難
與
鄰
封
各



 

縣

相

比

埓、

此

江

城

改

縣

五

年

以

來

之

實

況

也



 

路
政

江
城
僻
處
極
邊、
地
𢊌
民
貧、
道
路
崎
嶇、
商
旅
裹
足
在
未
改
縣
以
前、

從
未
修
過道
路
自
民
國
十
九
年、
縣
政
成
立
縣
長李
文
新
到
任
於
二
十

年
一
月、
奉
民
政
廳
嚴
令
限
三
個
月、
須
將
主
要
路
線
完
全
修
妥、
奉

令
之
下、
遵
即
召
集
建
設
局
長、
及
地
方
團
紳
各
區
鄉
長、
實
地
計
劃

籌
商
於
城
區
十
里
以
內
飭
由
警
團
囚
犯
及
城
內
民
衆
負
責
修
築、

概
用
石
頭
鋪
成
寛
六
尺
之
石
路
逐
日
由
縣
長
及
派
名
譽
員
監
督

工
作、
其
連
接
元
墨
思
普
鄰
封、
及
往
法
屬
交
界
之
各
縣
道、
則
飭
建

設
局
長
及
各
區
保
甲
頭
目
督
率
各
區
民
衆、
認
真
開
𢭔、
並
委
名
譽

監
工
員
多
人、
赴
各
區
實
地
監
督、
照
限
定
尺
碼
竭
力
工
作、
於
民
國

二
十
年
一
月
開
工、
迄
今
三
月
底、
已
將
全
縣
各
縣
道
及
重
要
之
村

道、
完
全
修
築
成
功、
土
路
一
律
修
寛
九
尺、
石
路
則
寛
七
尺、
由
縣
城

北
行、
逹
李
仙
渡
魯
馬
渡、
與
元
墨
交
界、
兩
路
共
長
二
百
八
十
里、
南

行
直
逹
法
屬
長
八
十
里、
西
行
抵
寧
洱
界
長
一
百
五
十
里
東
行
至

壩
溜
渡、
直
抵
法
屬、
長
一
百
二
十
里、
西
南
至
大
路
邊
抵
法
界、
長
六

十
里、
又
由
李
仙
渡
西
行
逹
猛
野
井、
係
䭾
塩
大
路、
及
至
整
董
區
至

昜
武
兩
路、
約
共
長
三
百
餘
里、
東
西
南
北、
共
計
長
一
千
餘
里、
所
有

江
城
縣
地
界
以內
無
論
縣
道
及
主
要
村
道、
俱
於
民
國
二
十
年
三
月、



 

一
律
修
𢭔
貫
通、
昔
日
之
鳥
道
羊
腸、
一
變
而
為
康
莊
大
路、

徃
來
無
阻、
商
旅
稱
便、
曾
經
呈
請

普
洱
督
辦
祿、
及
省
政
府、
派
路
政
委
員
到
縣
視
查、
呈
核
嘉

許
在
案、
比
來
接
年
修
補
加
寛、
民
人
往
來、
益
稱
便
利、
此
次

第
十
二
區
政
務
視
查
員
張
新
元、
到
境
視
查、
稱
可
為
吾
滇

各
縣
之
模
範、
已
將
上
述
路
政
各
情、
呈
請
省
政
府
嘉
奬
矣、



 

最
近
之
黨
務

江
城
初
改
縣
治、
界
務
未
清、
一
切
政
務、
未
經
組
設
完
畢、
故

於
黨
務
一
項、
尚
未
辦
理、



 

境
內
之
經
緯
度
與
流
星
隕
石

江
城
縣
治
區
域、
係
由
元
墨
寜
及
象
明
等
四
縣
挿
花
地
劃

併
而
成、
其
經
緯
度、
從
未
詳
細
推
過、
以
中
國
地
圖
考
之、
約

當
北
緯
二
十
二
三
度、
與
以
北
京
為
子
午
線
之
西
經
十
一

二
度
之
間、
至
流
星
隕
石、
則
並
未
見
聞、



 

境
內
之
溫
度
雨
量
風
向

過

江
城
地
近
熱
帶、
故
氣
候
較
之
內
地、
稍
熱、
但
極
熱
不
遇○
華

氏
表
九
十
五
度
寒
不
過
四
十
五
度、
霜
雪
稀
少、
雨
量
較
他

縣
為
多、
蓋
因
四
面
江
河
環
繞、
境
內
森
林
茂
密、
含
蓄
水
氣

過
多
之
故
也、
惟
無
詳
確
之
測
候、
故
未
紀
錄、



 

境
內
之
山
脈
水
系
溫
泉
毒
泉
火
山
河
流

江
城
縣
山
脈、
係
由
普
屬
魯
馬
江
邉
菜
子
地
過
江、
入
境
內

之
整
董、
由
整
董
南
行、
下
法
屬
猛
烏、
復
由
猛
烏
踅
而
北
行、

至
縣屬
桃
子
樹
村、
脫
峽
為
茅
作
山、
到
大
路
邉
寨

立
有

界
碑

經
南
邦

甲
為
赤
坑
大
山、
過
冐
逢
寨、
出
楊
柳
溝
山、
西
南
行
數
十
里、

即
為
樂
髙
大
山、
復
東
行
數
十
里、
為
營
盤
山
即
縣
公
署
所

在
地
也、

境
內
水
源、
發
自
中
部
之
楊
柳
溝、
水
流
淺
小、
搴
衣
可
渉、
東

南
行
七
八
十
里、
經
東
一
區
茗
海
鄉
稱
為
腊
戶
河、
又
南
行

數
十
里、
至
南
一
區
慶
雲
鄉、
與
縣
城
之
草
皮
壩
河
相
滙、
水

勢
始
大、
踅
而西
行
經
西
區
寳
藏
鄉
營
盤
山
腳、
復
向
北
而
行、

至
猛
野
井、
稱
猛
野
江、
前
清
光
緒
間、
於
渡
口
設
船
二
支
水

夫
二
名、
以
渡
往
來
行
人、
民
國
初
年
已
無
存、
今
則
於
夏
秋

水
漲
時、
另
設
小
船
以
渡
之、
由
猛
野
復
北
行、
經
北
二
區
寳

藏
鄉、
更
北
流
至
北
三
區
普
惠
鄉、
魯
馬
渡
口、
則
與
李
仙
江

滙
合、
復
東
行
為
居
浦
渡、
李
仙
渡、
及
壩
溜
等
大
渡
口、
以
江

渡
與
墨
江
縣
分
界、
更
東
南
行、
流
入
法
境、
再
行
五
百
餘
里、

流

而
為
猛
萊
大
渡
口
矣、
縣
治
東
南
西
北、
俱
為
江
城○

所
𤨔
繞、

此
江
城
縣
名
所
由
稱
也、
至
江
流
並
無
變
遷、
亦
無
溫
泉
毒

泉
故
未
載
及、



 

城

墻

江

城

縣

初

才

改

設、

並

無

城

池

及

𣷹

築

等

事、



 

境
內
之
橋
梁
津
渡

江
城
重
要
橋
梁、
惟
縣
城
營
盤
山
腳、
有
蜈
弓
橋
一
座、
造
於

清
光
緒
初
年、
草
皮
壩
村
前、
有
一
竹
橋、
隨
壞
隨
修、
又
出
城

南
四
五
里、
有
捲
洞
石
橋
一
座、
縣
城
東
有
瓦
房
橋
一
座、
均

係
民
國
元
年
所
造、
惟
無
碑
記、
難
考
其
詳、
至
於
津
渡、
如
李

仙
渡、
魯
馬
渡、
居
浦
渡、
壩
溜
渡
等、
厯
來
均
以
船
筏
徃
來、
并

無
變
遷
之
經
過、
亦
無
碑
記
之
可
搨、



 

中
法
界
碑

江
城
縣
屬、
有
中
法
界
碑
四
處、
俱
係
前
清
光
緒
二
十
一
年

十
二
月
十
一
日
經
中
國
雲
南
省
所
派
劃
界
委
員
𥠖
肇
元、

會
同
法
國
委
員
冩
阿
蘭、
︵

即
佘

納
爾

︶
所
刊
立、
一
曰
孔
明
石
坡
頭、

二
曰
團
包
坡
頭、
三
曰
石
棺
材
坡
頭、
四
曰
大
路
邉、
其
碑
文

一
面
刊
中
國
界、
又
一
面
則
刊
法
國
界
等
字、
迄
今
三
十
餘

年、
大
路
邉
之
界
碑、
破
壞
不
堪縣
李長
文
新
到
任、
爰
呈
請
普
洱

督
辦
祿、
轉
呈
省
政
府
核
准於
二
十
年
三
月、
照
會
法
屬
烏
得

二
圈
官、
同
至
大
路
邉、
照
原
界
址、
換
立
界
碑、
其
碑
文
仍
一

面
刊
中
國
界、
一
面
則
刊
法
國
界、



 

江
城
縣
邊
防

江
城
縣
屬、
四
面
有
江
𤨔
繞、
向
為
普
思
邉
防
要
地、
距
城
西

北
一
百
八
十
里、
為
魯
馬
渡
及
猛
野
江、
為係

與
墨
江
𡨴
洱
兩

縣
往
來
要
路、
正
北
李
仙
渡、
距
城
一
百
二
十
里、
為
與
墨
江

元
江
兩
屬
出
入
要
道、
下
流
正
東
埧
溜
渡、
距
城
一
百
八
十

里、
順
流
直
下、
為
與
法
屬
猛
萊
水
道
相
通、
此
外
又
有
距
城

六
七
十
里
不
等、
與
法
屬
邉
界
相
連
之
防
地
八
處、
曰
南
邦

甲、
二
曰
平
掌
寨、
三
曰
沙
人
河、
四
曰
牛
猓
河
寨、
五
曰
大
路

邉
寨、
六
曰
埧
卡
村、
七
曰
二
塘
寨、
八
曰
猛
方
寨、
以
上
八
處、

俱
為
江
城
與
法
屬
邉
界
上
最
重
要
之
防
地
也、



 

境
內
驛
傳
之
沿
革

自
前
清
光
緒
中
設
官
後、
凡
與
元
墨
普
三
縣
徃
來
公
文、
俱

專
丁
傳
遞、
每
月
兩
次、
迨
民
國
十
年、
設
立
郵
寄
代
辦
所、
歸

墨
江
郵
局
管
轄、
定
為
十
二
日
發
郵
一
次、
因
郵
期
太
長、
各

方
消
息
頗
為
遲
滯、
於
官
民
俱
感
不
便、



 

境
內
之
古
跡

︵
整
董
井
︶
江
城
縣
屬
第
四
區
整
董
地
方、
相
傳
有
整
董
井
者、

於
蒙
詔
時、
有
土
目
叭
細
里、
佩
劍
歴
川
源、
忽
見
一
井、
水
甚

潔、
細
里
偶
以
所
佩
劍
挿
入
水
中、
度
水
深
淺、
後
㧞
劍
歸、
逾

數
日
視
其
劍、
似
白
鏹
所
鑄
者、
細
里
疑
之、
斷
以
斧
斤、
鉄
盡

変
為
銀、
後
復
迹
之
不
得
其
處
歴
唐
宋
元
明、
競
爭
傳
其
事、

此
井
屢
驗、
屢
迹
屢
不
見、
整
董
今
已
劃
歸
江
城、
故
採
入
本

誌、
茲
因
代
逺
事
遷、
愈
更
不
知
其
處
矣、

︵
水
閣
遺
址
︶
江
城
僻
處
荒
徼、
可
傳
之古
跡
甚
少、
出
縣
城
東
南

餘百
歩
巽
方、
於
清
中
葉、
建
有
三
層
水
閣
一
所、
至
光
緒
中、
因

粵
將
魏
明
髙、
據
為
營
壘、
及
魏
招
安
後、
縣
民
恐
匪
類
佔
為

巢
穴、
故
已
折
毀、

︵
中
山
閣
︶
現
任
李
縣
長
文
新、
籌
巨
欵、
將
縣
城
髙
初
兩
級
小

學
校、
移
建
於
水
閣
舊
址、
照
舊
於
巽
位
蓋
三
層
樓、
為
中
山

閣、
崇
祀
先
總
理
遺
像、
閣
之
左
右、
建講
堂
四
所、
傍
建
耳
房
宿

舍、
前
建
大
門、
較
前
之
水
閣、
更
為
堂
皇、
今
已
動
工
半
載、
指

日
即
可
落
成、



 

︵
清
官
亭
︶
江
城
毘
連
法
境、
實
為
國
防
要
衝、
當
茲
初
改
縣
治、

百
端
立
待
創
設、
然
而
厯
任
縣
長、
俱
以
江
城
地
瘠
民
貧、
的

款
毫
無、
且
視
縣
令
如
傳
舍、
對
於
應
興
一
切
要
政、
概
付
闕

如、
幸
自
民
國
十
九
年、
現
任
李
縣
長
文
新、
蒞
任
以
來、
清
正

循
良、
闗
心
民
瘼、
事
事
依
照
縣
組
織
法、
竭
力
實
施
設
備、
且

𤎉
潔
不
私、
於
罰
金
則
毫
不
𣑱
指、
勤
政
愛
民、
於
聽
訟
則
體

逹
人
情、
建
義
倉
以
備
兇
荒、
禁
苞
苴
而
絶
寅
緣、
築
路
修
橋、

闢
鳥
道
為
康
荘、
禁
煙
勸
農、
化
狉
獉
為
良
民、
捐
𤎉
辦
邉
地

夷

小
學、
十
餘
鄉
蠢
民○
咸
沾
教
化、
嚴
令
緝
各
區
盜
匪、
數
百
里

閭
𨶒
得
安
樂
業、
款
項
實
行
公
開、
案
牘
一無
積
滯、
城
區
教
育

團
保、
建
設
公
安
請
要
政、
向
因
無
款
維
持、
缺
陋
不
堪、
自
得

李
縣
長
竭
力
挹
注、
俱
能
賴
以
振
作、
今
且
籌
萬
金
蓋
中
山

閣、
及
兩
級
小
學
校、
以
興
地
方
教
育、
種
種
政
績、
彰
彰
可
考、

惠
比
甘
棠、
遐
邇
口
碑、
以
視
向
之
對
於
國
計
民
生、
漠
然
毫

不
闗
心
者、
奚
啻
天
淵
之
別、
如
李
新文
縣文
者新
洵
為
比
來
縣
令

之
冠、
不
啻
民
之
父
母
也
巳是
地以
方
民
衆、
於
歌
功
頌
德
之
餘、

思
有
以
表
彰
其
政
績
於
後
世、
爰
建
議
捐
金、
鳩
工
庀
材、
於

西
門
外
建
一
清
官
亭、
將
李
縣
長
文
新
肖
像
及
政
績、
勒
諸

豐
碑、
以
資
表
掦
焉、



 

江
城
縣
縣
長
李
公
華
民
德
政

地
方
之
有
賢
宰、
賴
其
通
逹
民
情、
洞
悉
民
隱、
本
清
慎
勤
三

字、
以
為
出
治
之
箴、
俾
四
境
蒙
庥、
萬
姓
樂
利、
是
則
邑
人
士

者

所
引
領
而
望
之、
馨
香
以
祝
之
道○

也、
李
公
華
民、
性
伉
爽、
沈

毅
有
為、
幼
年
覩
國
勢
佔
危、
即
投
筆
從
戎、
足
跡
遍
全
國、
於

社
會
情
狀、
世
態
炎
涼、
察
之
至
審、
迭
更
患
難、
均
因
應
咸
宜、

蓋
嫻
於
武
事、
而
兼
通
政
治
也、
本
省
六
一
四
改
變、
人
心
阢

隍、
時
公
任
普
防
殖
邉
第
二
營
營
長、
有
欲
襲
思
普
擾
亂
治

安
者、
公
奉
檄
防
堵、
奮
勇
拒
敵、
普
防
淂
以
危
而
復
安、
後
以

功
薦
遷
文
官、
於
民
國
己
未、
來
守
吾
邑、
地
處
邉
徼、
毘
連
法

屬、
土
曠
人
稀、
夷
多
漢
少、
治
理
極
為
困
難、
公
以
庻
政
未
興、

由
於
交
通
不
便、
民
智
閉
塞、
由
於
教
育
未
宏乃
毅
然
籌
款、
修

築
公
路、
躬
親
𣈉
率、
朞
年
而
四
境
縱
橫
道
路
皆
成
坦
途、
復

慎
選
師
資、
擴
充
學
校、
而
嚮
學者
日
衆、
更
勸
民
開
墾、
講
求
種

植、
而
生
計
以
饒、
財
政
公
開、
積
弊
悉
革、
團
保
得
法、
盜
賊
潛

蹤、
不
特
此
也、
建
社
倉
以
重
積
儲、
荒
年
有
備、
修
病
院
以
療

疾
疫、
救
濟
有
方、
其
優
禮
正
紳、
如
宓
子
賤
之
任
人、
其
披
星

戴
月、
如
巫
馬
期
之
任
力、
其
片
言
折
獄、
如
仲
由
之
明
敏
果

決、
是
以
治
貧
瘠
之
區、
而
日
臻
富
庻、
昔
漢
代
循
吏、
以
黃
霸

龔
遂
稱
首、
而
治
績
皆
不
外
於
教
養、
公
之
為
政、
其
亦
足
以

媲
美
前
賢
歟、
爰
為
頌
詞、
藉
伸
忱
𢙫、
詞
曰



 

卓
哉
李
公、
　
果
毅
沈
雄、
　
拓
邉
普
防、
　
久
著
殊
功、

蒞
任
江
城、
　
有
賢
宰
風、
　
修
築
公
路、
　
貫
徹
始
終、

履
道
坦
坦、
　
商
旅
雲
從、
　
公
開
財
政、
　
積
弊
掃
空、

教
育
實
業、
　
成
效
尤
宏、
　
倉
儲
病
院、
　
建
築
崇
閎、

政
平
訟
理、
　
治
積
稱
隆、
　
召
父
杜
母、
　
口
碑
斯
同、

勒
之
金
石、
　
聊
表
寸
衷、



 

戶
口

江
城
縣
之
戶
口、
在
清
時
因
分
屬
元
墨
寜
洱
各
縣、
故
無
從

調
查、
惟
據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調
查
所
得、
共
有
五
百
二
十
村、

五
千
七
百
五
十
九
戶、
男
一
萬
二
千
二
百
三
十
八
人、
女
一

萬
三
千
零
五
十
人、
總
計
共
有
二
萬
五
千
二
百
八
十
八
人、



 

江
城
縣
官
吏
姓
名
籍
貫
履
厯
表

職
　
名
變
遷
年
嵗

姓

　

名

籍

　

貫

履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厯

普
定
左
營
前
清
光
緒
十
四

年
設
置

梁

士

彬

臨

安

縣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光
緒
十
七
年

沭

中

興

阿

迷

縣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失

　

考

鄧

春

臺

湖

南

省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失

　

考

李

福

興

湖

南

省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
光
緒
十
八
九
及

二
十
年

李

　

雲

河

西

縣

失
　
　
　
考

彈
壓
委
員
光
緒
二
十
一
年

馮

萬

成

新

平

縣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失

　

考

劉

天

榮

昆

明

縣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光
緒
二
十
年

髙

凌

雲

湖

南

省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
失

考

陳

晉

三
湖
南
省
人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光
緒
二
十
八
年

許

滇

生
貴
州
省
人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
李

焯

然
廣
西
省
人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宣
統
元
年

李

芬

園

東

川

縣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宣
統
二
年

屈

之

春
四
川
省
人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宣
統
三
年

周

國

華
湖
南
省
人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民
國
元
年

卞

鄭

芳

鶴

慶

縣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民
國
三
年

何

　

瑛

石

屏

縣

失
　
　
　
考

彈
壓
委
員

民
國
三
年

劉

履

端
貴
州
省
人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民
國
四
年

張

𤩹

東

東

川

縣

失
　
　
　
考



 

改

設

行

政

委

員
民
國
五
年

婁

際

泰

昆

明

縣

雲
南
省
法
政
畢
業

同
　
前

民
國
五
年

五
月

石

雲

根

思

茅

縣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民
國
八
年

周

樹

藩

大

理

府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民
國
十
一
年

李

聲

吉

曲

靖

縣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民
國
十
三
年

陳

毓

華

石

屏

縣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民
國
十
四
年

潘

澤

膏

思

茅

縣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民
國
十
六
年

徐

少

賢

㠄

峩

縣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民
國
十
七
年

夏

甸

畇

昆

明

縣

失
　
　
　
考

同
　
前

民
國
十
八
年

至
十
九
年
八
月

高

立

權

易

門

縣

失
　
　
　
考

改
設
江
城
縣

民
國
十
九
年
九

月
至
二
十
二
年

李

文

新

永

善

縣
曾
任
普
防
殖
邊
隊
第
二
營
營
長

附　　　　　　注

李
縣
長
文
新
到
任、
後、
始
遵
照
縣
組
織
法、
設
置
科
房
書
吏、
茲
將
其
職
責
姓

名
列
后、
行
政
科
長
霍
夀
臣、
昆
明
縣
人、
司
法
科
長
張
時
俊、
元
江
縣
人、
理
財
科

長
張
天
運、
墨
江
縣
人、



 

市
鄉
區
分
及
名
稱

江
城
共
分
四
區、
每
區
或
分
三
鄉
四
鄉
不
等、
今
將
名
稱
列

后、第
一
區
有
三
鄉、
即
惠
民
鎮、
︵

即
縣

城

︶
慶
雲
鄉、
寳
藏
鄉、

第
二
區
有
四
鄉、
即
九
如
鄉、
嘉
禾
鄉、
普
惠
鄉、
德
厚
鄉、

第
三
區
有
四
鄉
即
茗
海
鄉、
歸
化
鄉
曲
水
鄉、
定
越
鄉、

第
四
區
有
三
鄉
即
康
平
鄉、
鼎
和
鄉、
仁
里
鄉、



 

江
城
之
舉
人
及
諸
生

江
城
遠
處
極
邉、
前
清
中
始
有
漢
人
居
住、
草
昧
未
闢、
文
化
晚
開、

故
從
無
文
科
及
第
者、
惟
清
光
緒
間、
有
鄧
炳
焜
者、
中
己
卯
科
武

舉、
光
緒
十
年
下
京
會
試
返
里、
於
十
六
年
冬、
因
勦
陳
匪
定
邦、
陣
亡

於
木
戞、
此
外
縣
內
文
學、
則
有
朱
自
光、
彭
永
齡、
楊
開
泰、
朱
自
榮

等
諸
秀
士、
然
俱
係
清
光
緒
間
附
生
也、



 

清

季

至

民

國

之

蠲

䘏

事

項

前
清
光
緒
十
四
年
九
月、
經
前
元
江
洲
主
韋、
呈
準
雲
貴
總
督、
發
給
賬
䘏
猛
烈

街
被
火
成
災
民、
戶
朱
綽
張
恒
山
等
八
十
八
戶、
災
賬
銀
共
七
十
三
兩
八
錢、
外
又

發
被
火
燒
斃
男
杜
景
一
名、
女
何
魏
民
戴
大
女
二
名、
每
名
賬
銀
一
兩
五
錢、
共
四

兩
五
錢、



 

雲
南
省
江
城
縣
田
賦
調
查
表

事項

年

份

數 總 畝 田

數徵實後科升

省附稅
每
　
石

若
　
干

元

縣附稅
每
　
石

若
　
干

元

各項附捐
每
　
石

若
　
干

元

陋規小費
每
石
或

每
票
若

干
元

干若共征加

干若共一抵五

數總納繳縣全

項 事 他 其

宣
統
元

年

八
百
畝

一
千
一
百
九
十

九
元
六
角
九

仙
七
厘

一

元

無

每
石
附
團

費
三
角

無

一

百

五

十

元

○

八

仙

六

厘

五
千
九
百
九
十

八
元
四
角
八
仙

五
厘

五

千

九

百

九

十

八

元

四

角

八

仙

五

厘

係
十
九
年
元

江
墨
江
兩
縣

劃
歸

民
　
國

元
　
年

八
百
畝

仝
上

一

元

無

仝
上

無

仝
上

仝
上

仝
上

二
年
八
百
畝

仝
上

一

元

無

仝
上

無

仝
上

仝
上

仝
上

三
年

四
年

五
年

以下遞推至二十年後
附
説
明

填
註
數
目
字
外
有
須
細
説
者
載
入
後
列
一
二
三
四
等
項
下
不
須
説
明
者
闕

1
上
列
數
目
係
元
墨
兩
縣
之
糧
除
元
江
縣
撥
歸
外
餘
者
墨
江
尚
未
正
式
撥
交
上
列
墨
糧
均
由
各
糧
戶
調
查
所
得

2
寜
洱
縣
撥
交
南
邦
等
村
山
糧
銀
年
九
十
元

3
象
明
縣
撥
交
整
董
土
司
地
戶
捐
銀
年
四
百
六
十
元

4



 

牲
屠
菸
酒
稅

江
縣
縣
之
菸
酒
牲
屠
稅、
在
民
十
以
前、
並
未
徵
收、
十
年
後

由
厯
任
猛
烈
行
政
委
員、
聊
為
徵
報、
至
民
國
二
十
年、
因
初

改
縣
治、
始
由
縣
政
府
試
辦、
其
款
實
徵
實
解、
並
無
定
額、
迨

至
二
十
一
年
三
月
起、
經
雲
南
省
財
政
㕔、
改
行
投
標
辦
法、

年
由
包
辦
人
認
解
省
款
七
百
元、
至
地
方
各
機
闗、
並
無
附

加
情
事、



 

雲
南
省
江
城
縣
禁
煙
罰
金
調
查
表

事項

年
分

數干若種實

禁

種

實

収

若

干

數

禁

吸

實

収

若

干

數

禁

運

實

収

若

干

數

辦
理
各

種
手
續

及
各
項

經
理
人

抽
収
若

干
數

加
征

共
収

若
干

數

五

抵

一

共

収

若

干

數

其　他

十九年

一
百
二
十
畝

六

百

元

一
百
二
十
元

一
百
六
十
元

禁
吸
欵
以
五

成
交
地
方
教

育
局

無

四
千
四
百
元

二十年

六
十
四
畝
五
分

三
百
二
十

二
元
五
角

三
百
四
十
二
元

二

百

元

同
　
　
前

無

四
千
三
百
二

十
元
元
五
角

二十一年

七
十
畝
五
分

二
百
一
十

一
元
五
角

二
十
年
七
月

奉
令
繳

照
停
辦

三

百

元

無

無

二
千
五
百

五
十
九
元

七
角
五
仙

附　　注

查
民
國
元
年
至
十
一
年
尚
在
嚴
禁
時、
期
自
十
二
年
起
至
現
在
政
府
通
令
照
納
產
地
罰

金、
斯
時
猛
烈
又
屬
元
江
墨
江
𡨴
洱
三
縣
所
轄、
區
域、
歴
年
產
地
辦
法、
亦
由
三
縣
主
管
辦
理、

又
自
十
九
年
一
月
起、
而
江
城
始
代○
奉
令
改
縣、
惟
二
十
二
二
十
一
兩
年
分、
因
認
不
足
標
凖
數
之
故、

係
由
土
質
不
宜、
除
整
董
一
區
外、
其
他
各
區、
團
保、
均
出
具
甘
結、
不
再
種
煙、
特
此
聲
明、



 

民
國
以
來
江
城
縣
各
種
雜
稅
及
地
方
附
捐

國
家
稅
種
類

地
方
附
捐

地
方
　
附
捐
　
機
闗

附
　
　
　
　
記

牲

屠

稅

有

附

捐

商
會

煙

酒

稅
煙
有
附
捐

商
會
及
學
校

酒
無
附
捐

無

茶
　
　
稅

有

附

捐

學
校

特

貨

稅

有

附

捐

商
會
及
學
校

海

闗

稅

無

附

捐

無

附
収
百
貨
捐
　
商
會
及
學
校



 

江
城
縣
歴
次
募
兵
調
查
表

事項

年
月

募
兵
官
姓
名

募
兵
數
目

募

充

名

目
民
間
雇
兵
應
募
所
出
之
欵

民

國

七

年

十

一

月

奉

元
江
縣
令
招
募

二

十

六

名

新
　
　
　
兵

由
各
區
保
董
攤
派
人

民
負
擔
多
寡
不
一
未

知
確
實

民
國
九
年
七
月

余
　
　
　
　
炳

五

十

名

新
　
　
　
兵
同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前

民
國
十
二
年

七
月

奉
省
長
唐
訓
令
及

電
令
招
募

四

十

名

新
　
　
　
兵
同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前

民
國
十
五
年

九
月

奉
普
洱

道
尹
徐
電
令
招
募

三

十

名

新
　
　
　
兵
同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前

民
國
十
六
年

五
月

奉
蒙
自
鎮
守
使
𠔥

東
南
防
督
辦
胡

若
愚
令
招
募

二

十

五

名

新
　
　
　
兵
同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前

總
計
共
募
壹

百
㭍
拾
壹
名



 

海
闗
稅
分
局

前
清
光
緒
十
一
年、
中
法
涼
山
之
戰、
和
議
既
成、
越
南
條
約、
我
國
將
安
南
老

撾
割
與
法
國、
於
是
江
城
遂
成
為
中
法
交
通
外
貨
入
口
之
孔
道、
十
六
年
思

茅
建
設
海
闗、
遂
設
分
卡
于
猛
烈、︹
即
今
縣
城
︺江
城
之
有
海
闗、
即
自
此
始、

然
迄
今
數
十
年
來、
以
此
地
入
口
貨
少、
故
僅
由
思
茅
正
闗、
任
意
派
員
前
來

徴
收、
所收
入
口
貨、
以
山
貨
為
最
多、
並
不
照
章
収
解、
至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一
月、
因

我
國
海
闗
自
主、
改
訂
稅
額、
而
思
茅
正
闗、
始
正
式
考
取
海
闗
職
員

前
來
認
真
徴
解、
然
以
入
口
貨
少、
年
收
稅
欵
無
多、
大
概
尚
不
敷
局
內

員
役
及
一
切
開
支
也、



 

銀
幣
銅
幣
鎳
幣
之
價
格

江
城
現
在
通
用
之
貨
幣、
有
銀
幣
銅
幣、
銅
錢、
三
種、
鎳
幣
則
不
通
用
銀

幣
每
元、
值
銅
幣
一
百
六
十
枚、
值
銅
錢
一
千
八
百
文、



 

歴
年
米
粮
之
價
格

江
城
縣
米
粮
之
價
值、
從
來
無
論如
何縂
較
內
地
各
縣
低
亷
一
倍、
雖
無
詳

確
之
標
凖、
但
大
概
計
之、
年
嵗
豐
稔、
則
谷
每
石︹
二
百
五
十
斤
︺僅
值
銀
四

五
元、
即
饑
饉
之
秋、
而
谷
每
石、
亦
只
湏
銀
十
元
而
已、
蓋
因
地
處
極
邊、
距

鄰
縣
道
途
遙
遠、
江
河
阻
隔、
運
輸
不
便、
而
無
外
縣
人
來
購
之
故
也、



 

歴
年
食
䀋
之
價
格

江
城
縣
食
鹽
之
價
值、
自
猛野
井
開
煎
後、
䀋
價
之
漲
落、
恒
視
磨
黑
井
䀋

價
以
為
標
凖、
無
論
如
何、
總
比
磨
黑
井
䀋、
每
百
斤
要
低
亷
一
元
半
至
二

元
之
價
值、



 

動
物

江
城
縣
屬
所
産
動
物、
有
雞
鵝
鴨
火
雀
燕
鸚
鵡
孔
雀
鷓
鴶

杜
鵑
布
谷
畵
眉
野
雞
牛
羊
馬
豬
虎
豹
鹿
𪊍
兔
熊
蛇
犲
狼

魚
蝦
團
魚
青
魚
等
物、
中
尤
以
野
豬、
鹿、
及
團
魚、
青
魚、
諸
動

物
為
多、
茲
述
其
特
色
於
后、

︹
鹿
︺
縣
屬
各
鄉、
山深
林
宻、
産
鹿
甚
多、
每
至
夏
秋、
山
榖
發
苖
時、

鹿
常
來
踐
食、
故
鄉
人
多
於
夏
間、
集
伙
搜
山
追
擊、
年
可
獲

數
十
頭、
所
得
鹿
胎
鹿
角、
則
用
以
熬
膠、
鹿
葺
多
售
之
鄰
縣

啇
人、

︹
團
魚
︺
形
狀
畧
似
龜、
惟
背
部
平
滑
而
無
紋、
味
極
鮮
美、
縣
屬

四
面
江
河
內
皆
産
之、
有
大
至
十
餘
斤
者、
四
鄉
夷
民、
拿
獲

多
求
售
於
縣
城、
每
年
所
獲
不
止
千
餘
頭、

︹
青
魚
︺
産
於
臘
戶
河、
巨
口
青
鱗、
肉
質
鮮
美、
出
産
最
多、
秋
冬

水
涸、
網
獲
愈
多、
每
年
所
獲、
不
下
萬
餘
斤、



 

植
物

江
城
縣
植
物、
有
山
榖、
田
榖、
麥、
茶、
甜
竹、
苦
竹、
荔
枝、
攀
枝
花、

草
棉、
桃、
李、
三
丫
果、
漫
木
果、
波
羅
蜜、
酸
角、
香
椽、
松、
柏、
椿、
栗、

樟、
紅
毛
樹、
董
㯶、
桐、
木
芙
蓉、
木
槿、
楊
柳、
月
季、
粉
團、
玫
瑰、
等

物、
其
中
尤
以
茶
榖
竹
椿
波
羅
蜜
董
㯶
各
物
為
最
多、
茲
分

述
其
特
色
於
後、

︹
茶
︺
茶
樹
縣
屬
各
鄉、
俱
多
種
植
之、
年
約
出
産
千
餘
擔、
分
時

採
𢳣、
當
廢
歴
二
三
月
採
者
為
春
茶、
香
氣
清
冽、
色
味
俱
佳、

唯
春
天
雨
水
缺
乏、
茶
樹
葉
芽
稀
少、
採
獲
無
多、
夏
季
採
者、

為
雨
水
茶、
因
夏
天
茶
葉
茂
盛、
採
獲
頗
多、
惟
色
味
較
春
茶

均
次、
秋
冬
採
者
為
榖
花
茶、
花
苞
葉
芽、
同
時
採
下、
氣
味
芬

芳、
與
春
茶
同、
江
城
所
産茶
葉、
每
於
冬
春
兩
季、
多
由
李
仙
江

水
路、
運
往
法
屬
猛
萊
洲
推
銷、
啇民
獲
利
頗厚
云、

︹
董
㯶
︺
各
鄉
都
有
種
植、
木
質
純
黑
堅
靱、
可
以
削
為
筷
子、
手

杖
轎
杆
等
工
藝
品、

︹
波
羅
蜜
︺
四
鄉
夷
民
皆
種
植
之、
為
隱
花
植
物、
其
樹
叢
生、
葉

長
一
二
尺、
寛
二
寸
許、
葉
邉
如
鋸
齒、
由
葉叢
中
抽
幹、
結
長
圓

形
之
之
果
實、
一
枚
大
可
一
二
斤、
果
皮
分
裂
如
龜
背
紋、
初

生
色
青
綠、
熟
則
成
黃
金
色、
其
味
芳
香
可
口、
甘
甜
如
蜜、
江

城
出
産
最
多、
每
屆
秋
季、
沿
街
堆
積
售
賣、
每
枚
僅
值
銀一
角、



 

誠
為
江
城
出
産
果
實
是○
最
上
品、
若
能
製
為
罆
頭、
則
可
運

中

售
逺
方
矣、

︹
紫
椿
︺
各
鄉
出
産、
皆
係
紫
椿、
質
料
堅
實、
顏
色
美
觀、
縣
属
人

民
多
用
之
作
棹
櫈
箱
櫃
等
工
藝
品、
間
亦
有
裝
蓋
㕔
堂
窗

門
板
壁
者、

︹
紫
梗
︺
縣
属
江
邉、
氣
候
炎
熱、
天
然
生
植
之
橄
㰖
樹
甚
多、
紫

梗
即
生
産
於
橄
㰖
樹
上、
係
由
赤
紅
色
之
紫
梗
蟲、
食
橄
㰖

葉
後、
所
排
洩
之
物
質
也、
纍
纍
貫
贅、
與
白
臘
同之

附
産
於
腊

者樹
無
異、
惟
臘
質
色
白、
此
為
紫
紅
色
耳、
每
嵗
秋
季、
江
邉
夷

民、
爭
相
採
取
求
售、
年
可
出
産
數
十
萬
斤、
民
國
初
年、
紫
梗

價
值
髙
昂、
縣
民
及
粵
啇、
多
由
李
仙
江
順
流
運
往
法
属
香

港
銷
售、
實
為
江
城
出
口
貨
之
大
宗、
獲
利
頗
厚、
近
因
外
啇

不
來
採
辦、
價
遂
大為
低
落、
兼
之
成
太
大、
銷
路
滯
塞、
竟
致
棄

貨
於
地、
無
人
採
售
矣、



 

鑛
物

江
城
縣
属、
所
有
礦
物、
為
鹽
煤
鉛
銅
鐡
數
種、
中
以
鹽
煤
鉛

三
種
出
産
最
多、
礦
質
亦
甚
優
美、
惟
以
地
處
邉
僻、
除
鹽
鑛

外、
其
他
各
物、
現
概
未
經
開
採、
茲
將
其
已
採
未
採
各
鑛
之

特
色
列
後、

︹
鹽
︺
江
城
出
産
鹽
鑛、
共
有
二
區、
一
為
猛
野
井、
一
為
整
董
井、

現
俱
已
開
採、
惟
以
瘴
氣
惡
烈、
人
難
久
居、
只
於
春
秋
冬
三

季
採
煎、
每
至
夏
季、
無
人
敢
居、
已、
查
猛
野
井、
在
縣
属
寳
藏

鄉
之
水
城
村、
距
城
一
百
二
十
里、
鑛
質
雪
白、
鹽
味
優
美、
前

清
雍
正
三
年、
已
呈
準
開
採、
但
僅
准
附
近
夷
民
自
煎
自
食、

不
准
行
銷
外
縣、
惟
附
磨
鋪
井
年
納
國
課
百
餘
兩
而
已、
嗣

至
道
光
六
年、
因
邉
界
聚
匪、
有
礙
邉
防、
遂
被
封
閉、
至
同
治

十
二
年、
奏
請
再
準
開
採、
試
辨、
繼
因
炎
瘴
太
大、
道
途
崎
嶇、

廵
查
艱
難、
銷
路
滯
塞、
試
辦
數
年、
毫
無
起
色、
遂
再
行
封
閉、

直
至
民
國
初
年、
又
行
呈
準
開
煎、
出
産
甚
旺、
銷
路
暢
逹、
年

約
可
出
鹽
數
百
萬
斤、
惟
以
炎
瘴
太
盛、
夏
季
不
能
採
煎
耳、

至
整
董
井、
距
城
一
百
五
六
十
里、
自
前
清
初
年、
亦
已
開
採、

惟
取
鹽
水
熬
煎、
年
産
不
過
數
萬
斤、
無
甚
起
色、
僅
敷
附
近

夷
民
自
食、
且
因
瘴
毒
甚
烈、
夏
季
亦
不
敢
採、
只
於
春
秋
涼

爽
時
取
煎
而
已、



 ︹
煤
︺
産
於
縣
城
東
里
許
之
煤
炭
厰
村、
炭
質
優
美、
黑
而
有
光、

如
香
墨
然、
鑛
苖
甚
旺、
且
埋
藏
不
深、
徧
地
皆
可
拙
取、
不
待

開
洞
深
求、
但
因
有
臭
氣、
人
民
多
不
喜
用、
且
無
銷
路、
故
而

封
閉、
未
經
開
採、

︹
銅
︺
産
於
縣
屬
整
董
鄉
之
銅
鑛
山、
係
紫
銅
鑛、
距
城
百
里、
未

經
開
採

︹
鉛
︺
産
於
縣
城
惠
民
鎮
南
之
鉛
産
箐、
距
城
五
里、
前
清
光
緒

中、
曾
經
開
採、
鑛
苖
甚
旺、
埋
藏
甚
淺、
勿
湏
深
求、
嗣
因
工
資

昂
貴、
鉛
價
低
亷、
銷
路
不
暢、
無
利
可
獲、
遂
致
封
閉、



 

江
城
縣
所
有
己未

採
各
種
鑛
産
表

鑛

産

名

稱

産
　
　
　
　
　
地
附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記

鹽
　
　
礦

第

一

區

寳

藏

鄉

猛

野

井

前
清
雍
正
三
年
開
採、
道
光
六
年
封
閉、

同
治
十
二
年
又
開
採、
數
年
又
封
閉、
民
國

初
年
再
開
採、
年
出
塩
數
百
萬
斤、

鹽
　
　
水

第

四

區

整

董

土

司

地

前
清
初
年
採
煎、
今
仍
繼
續
煎
煮、
年

出
塩
數
萬
斤、

鉛
　
　
鑛

第

一

區

惠

民

鎮

鉛

産

箐

前
清
光
緒
初
年
開
採、
數
年
即
停

辦、

銅
　
　
鑛

第

四

區

整

董

土

司

地

銅

鑛

山

未
開
採

煤
　
　
鑛

第

一

區

惠

民

鎮

煤

炭

厰

村

未
開
採



 

農
務
之
情
狀

江
城
僻
處
邉
荒、
草
昧
初
開、
居
民
稀
少、
境
內
多
係
荒
山
宻

箐、
並
無
平
原
大
壩、
故
無
廣
大
農
業、
全
縣
農
務、
大
別
之
可

分
水
田
山
地
兩
種、
種水
田
者、
多
就
河
流
兩
岸
沙
地、
𢭔
墾
成

田、
種
植
田
榖、
然
以
土
質
疏
鬆、
出
產
之
米
不
甚
佳
良、
種
山

地
者、
則
擇
村
寨
附
近
斜
坡
低
窪
之
地
栽
種
山
稻
玉
麥
荍

豆
雜
糧
之
屬、
山
地
土
質
較
肥
腴、
所
產
榖
米、
較
田
榖
尤
佳、

而
價
值
亦
因
之
較
貴、
計
全
縣
出
產
榖
米
雜
粮
之
區、
山
地

較
水
田
為
多而
年
收
產
量、
𨿽
豐
收
之
嵗、
亦
僅
足
敷
縣
民
自
食、

並
無
盈
餘
之
望、
是
故
一
遇
荒
歛、
則
大
有
民
食
不
足、
哀
鴻
徧

野
之
患
也、



 

森
林

江
城
縣
天
然
林
遍
於
全
境、
蓊
蔚
青
蔥、
實
為
荗
盛然
皆
雜

木
也、
中
以
麻
栗、
珠
栗、
紅
毛
樹、
山
合
樹
四
種
為
最
多、
樟樹
椿

樹
次
之、
松
柏
為
最
少、
是
以
縣
属
居
民
之
屋
樑
器
具、
所
用

木
材、
大
都
用
珠
栗
紅
毛
四
種、
間
亦
有
用
樟
椿
木
材
做
器

具
者、
至
於
松
柏
兩
種、
則
甚
鮮
少
矣、



 

蠶
桑

江
城
之
蠶
桑
事
業、
曾
於
民
國
二
年、
倡
設
養
蠶
學
校、
招
收

生
徒、
𦖳
請
技
師、
實
行
辦
理、
繼
因
所
得
絲
質、
堅
硬
不
佳、
難

以
銷
售、
遂
致
停
辦、
而
所
種
桑
園、
亦
因
之
荒
廢
矣、



 

棉
茶
甘
蔗

江
城
縣
属、
四
面
皆
江、
江
邉
氣
候
炎
熱、
頗
宜
種
植
草
棉
甘

蔗、
山
上
則
宜
種
茶、
惟
以
草
昧
初
開、
居
民
稀
少、
種
植
不
多、

棉
蔗
兩
種、
每
年
所
產、
不
敷
自
用、
茶
則
年
出
千
擔
之
譜、
運

出
法
屬
銷
售、
將
來
居
民
漸
多、
若
能
竭
力
振
興、
廣
為
栽
種、

勿
使
地
有
遺
利、
則
必
可
收
耕
一
餘
三
之
厚
利、
民
生
充
裕、

而
庻
政
亦
得
賴
以
整
作、
不
致
如
今
日
之
地
瘠
民
貧、
司
農

仰
屋
也、



 

市
集

江
城
境
內
市
集、
僅
縣
城
有
之、
即
舊
之
猛
烈
街
也、
其
餘
四

鄉、
並
無
何○
市
集、
猛
烈
街、
空
三
趕
四、
每
月
七
街
半、
市
中
主

營要
業
品、
以
茶
業
為
最、
米
粮
雜
貨
次
之、
年
可
出
茶
八
九
百

擔、
逺
近
茶
商、
每
於
冬
春、
運
往
法
属
猛
萊
銷
售、



 

雲
南
省
江
城
縣
商
業
調
查
表
市
集

市

集

名

稱

猛
烈
街

市
集
所

在
地
點

縣
城
　︹
即
舊
之
猛
烈
村
︺

市

集

沼

革

自
前
清
中
葉
開
設、
迄
今
已
歴
百
餘
年、

市
集
附

近
交

通
狀
況

市
集
地
當
中
法
交
通
孔
道、
凡
商
人
之
往
烏
得

老
撾
者
所
必
經、
且
近
來
大
道
修
通、
往
來
甚
便、

集

有無

期

定期

本
市
定
期
空
三
趕
四、
為
大
街、
空
一
趕
二
為
小
街、
如
𥘉

一
日
趕
大
街、
𥘉
三
日
即
小
街
至
𥘉
五
日
又
趕
大
街
也

市集主要之物產

農產品

茶
葉
米
雜
梁
推
菸

製作品

物

產

集

散

之

概

況

江
城
出
產
茶
葉、
經
商
人
収
積
裝
製
後、

即
由
埧
溜
江
運
往
法
屬
猛
萊
銷
售、

市
集
附
近

居
民
之
習

俗
及
其
生

活
之
概
況

市
內
居
民、
俱
係
漢
人、
附
近
則
概
係
夷
民、

生
活
非
常
困
迫、
習
俗
亦
甚
簡
陋、



 

度
量
衡

江
城
境
內
習
用
之
度
制、
有
栽
尺
市
尺
兩
種、
計
布
帛
之
長

短
者
用
之、
栽
尺
之
長、
均
與
省
尺
相
等、
市
尺
僅
有
省
尺
之

九
寸
而
已、
習
用
之
容
量、
有
皇
斗、
斤
筒
兩
種、
計
榖
米
豆
麥

之
多
少
用
之、
每
皇
斗
可
容
米
三
十
斤、
約
等
於
省
斗
三
分

之
一
斤
筒可
十容
六
兩、
至
於
衡
制、
則
有
戥
稱
兩
種、
其
輕
重
略

與
省
稱
同、



 

雲
南
省
江
城
縣
度
量
衡
調
查
表

（度）

名
　
　
　
稱

比
　
　
　
較

︹
以
公
尺
為
單
位
︺

使

用

區

域
附
　
　
　
　
　
注

裁
　
　
尺

市
　
　
尺

城

鄉

通

用

（量）

名
　
　
　
稱

比
　
　
　
較

︹
以
公
升
為
單
位
︺

使

用

區

域
附
　
　
　
　
　
注

市
　
　
升

城

鄉

通

用

（衡）

名
　
　
　
稱

比
　
　
　
較

︹
以
公
尺
為
單
位
︺

使

用

區

域
附
　
　
　
　
　
注

市
　
　
秤

城

鄉

通

用

度
量
衡
三
種
因
各
地
各
業
習
慣
之
故
恒
有
異
同
祈
採
訪
其
名
稱

用
途
而
以
法
定
之
公
尺
公
升
公
斤
比



 

男
女
之
勤
惰
奢
儉

江
城
人
戶
稀
少、
地
瘠
民
貧、
縣
城
漢
民、
多
習
商
業、
風
俗
較

為
奢
靡、
四
鄉
夷
民、
除
耕
山
或
採
茶
外、
男
女
多
習
怠
惰、
無

所
事
事、
地
荒
民
貧、
達
於
極
點、
故
日
用
生
活
習
俗、
亦
多
因

貧
而
日
趨
於
儉
陋
矣、



 

境
內
大
姓
稀
姓
及
土
住
人
民

江
城
地
處
極
邉、
距
內
縣
太
逺、
故
漢
人
遷
來
居
住
者
甚
少、

境
內
漢
人、
僅
朱
楊
二
姓
為
大
族、
且
現
俱
住
縣
城、
於
前
清

光
緒
初
年、
遷
來
者、
城
外
各
鄉、
俱
係
夷
猓
苖
猺
土
住、
其
中

大
姓、
則
有
普
李
楊
白
等
四
姓、
均
係
由
元
明
兩
朝
遷
入
者、

至
於
譜
牒
宗
祠、
巨
族
規
制、
則
因
文
化
蔽
塞、
禮
教
不
通、
概

付
闕
如、
無
可
取
者、



 

商
會

江
城
縣、
自
民
國
十
八
年
縣
治
成
立、
即
設
有
商
會
設会
會中
長
一
人
文、
牘
書
記
一
人、
經

費
管
理
員
一
人、
會
董
若
干
人
以
組
織
之、
會
中
職
員、
三
年
後
另
舉、
呈
請
縣
政

府
更
委
之、
會
中
經
費、
係
由
百
貨
捐
抽
収
開
支、
會
長
文
牘
書
記、
均
支
薪
金、

出
入
銀
錢、
每
屆
年
終、
造
具
清
單
公
佈
之、



 

江
城
會
教
育
經
費
獨
立
委
員
會

江
城
𥘉
改
縣
治、
教
育
方
才
萌
芽、
故
對
于
地
方
之
一
切
學
會、
均
未
成
立、
惟
於
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八
月
現曾
因以
教
費
缺
乏、
無
獨
立
之
能
力、
擬
先
成
立
一
江
城
縣
教
育
經

費
籌
備
委
員
會、
竭
力
清
查
地
方
公
私
絶
業
欵
產、
為
將
來
實
行
教
費

獨
立
之
𥘉
基、
一
俟
經
費
籌
足
時、
再
為
正
式
呈
請
獨
立
備
案
等
情、
呈
請
雲

南
省
教
育
𠫊
核
示、
繼
奉
教
育
𠫊
指
令
開、
以
此
種
破
例
辦
法、
與
教
育
規

章
不
符、
無
論
有
欵
無
欵、
而
教
費
仍
湏
遵
照
定
章、
實
行
獨
立
等
因
奉
此、

扵

所
以
江
城
教
育
經
費
獨
立
委
員
會、
業
以○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一
月、
正
式
成
立、
會
中

職
員、
俱
係
名
譽
職、
概
不
支
薪、
惟
的
欵
毫
無、
而
清
查
公
私
絶
業
欵
產、

又
非
一
時
可
能
做
到、
是
以
江
城
教
費、
形
式
上
雖
云
獨
立、
實
際
上
仍
不
過

𣸸
一
機
闗
會
牌
而
已、
茲
將
會
中
委
員
姓
名
表
列
後、



 

謹
將
江
城
縣
教
育
經
費
籌
備
委
員
會
章
程
列
後
呈
請

查
核

第
一
條
　
　
本
會
定
名
為
江
城
縣
教
育
經
費
籌
備
委
員
會

第
二
條
　
　
本
會
附
設
於
教
育
局
內

第
三
條
　
　
本
會
職
務
人
員
之
組、
織
如
左

一
　
　
本
會
設
正
會
長
一
人
副
會
長
一
人

二
　
　
設
文
牘
兼
書
記
一
人

三
　
　
設
籌
備
員
五
人

四
　
　
設
經
費
管
理
員
一
人

五
　
　
設
監
察
員
二
人

六
　
　
設
雜
役
一
人

第
四
條
　
　
本
會
聀
務
人
員
之
任
務
如
左

一
　
　
正
會
長
由
教
育
局
長
兼
任
之、
以
籌
增
教
育
經
費
為

唯
一
聀
責、
主
持
全
會
一
切
大
小
事
宜、
並
有
決
定
會
議
提

案
之
時
權

二
　
　
副
會
長
之
任
務、
補
助
正
會
長办
一
切
應
進
行
之
事
件、



 

如
正
會
長
因
事
未
克
出
席
時、
由
副
會
長
代
理
之、

︹
但
正
副
會
長、
需
聲
望
素
著、
熱
心
教
育
者、
始
得
充
任
之
︺

三
　
　
文
牘
兼
書
記
員、
秉
承
正
副
會
長
之
意、
辦
理
本
會
一

切
來
往
文
件、

四
　
　
本
會
會
員、
俱
有
參
贊
提
議表
決
權○
関
於
本
會
一
切
條

件
之
職
權

資

五
　
　
經
費
管
理
員、
以
保
管
本
會
欵
項
財○
產
為
職
責、
一
切

收、
入
支
出
俱
屬
之、

六
　
　
監
察
員
之
職
責、
有
查
核
經
費
管
理
員、
保
管
欵
項

財
產、
有
無
舞
𡚁
情
事、
以
及
監
查
各
職
員
辦
事、
能
否

盡
職
之
特
權、

七
　
　
雜
役
一
人、
承
受
本
會
各
職
員
之
使
命、
盡
力
服
役、

第
五
條
　
　
本
會
各
員
役、
如
會
長
籌
備
員
經
費
管
理
員
監
察

員
等、
俱
係
名
譽
職、
概
不
支
薪、
文
牘
員
及
雜
役、
亦

就
教
育
局
內
原
任
者
兼
任
之、
刻
因
欵
項
無
著、
概
不

支
薪、



 

第
六
條
　
　
　
本
會
之
設
立
因
本
縣
之
教
育
經
費
毫
無
的
欵
故
暫

稱
為
教
育
經
費
籌
備
委
員
會
會
中
職
員、
呈
請
縣
政

府
委
任
之、
一
俟
籌
有
的
欵
時、
再
改
為
教
育
經
費
獨
立

委
員
會、
呈
請

雲
南
省
教
育
𠫊
備
案
核
委、

第
七
條
　
　
　
本
會
專
以
籌
增
教
育
欵
為
目
的、
不
干
預
他
項
一
切
行

政
事
宜、

第
八
條
　
　
　
本
會
每
半
月
湏
開
常
務
會
議
一
次、
但
有
特
別
情
形、

時、
得
由
會
長
或
籌
備
員
之
請
求、
召
集
開
臨
時
會

第
九
條
　
　
　
本
會
以
籌
增
本
縣
教
育
經
費
為
目
的、
使
教
育
欵
有

基
本
之
經
費、
不
致
仰
給
別
方
之
補
助、
俾
教
育
得
以
穏

固
𤼵
逹

第
十
條
　
　
　
本
會
職

╳[任]‘

專
以
調
查
籌
提
江
城
縣
屬
有
可
籌
之
欵

產
為
職
責、
如
絶
產
絶
業
公
產
公
欵、
未
經
指
定
用
途

者、
皆
可
以
調
查
提
充
之、

第
十
一
條
　
　
本
會
對
于
教
育
局
來
往
文
件、
互
用
公
函、



 

第
十
二
條
　
　
本
會
重
要
職
員
之
月
薪
與
會
中
一
切
開
支
及
各
職
員

任
期、
統
俟
經
費
籌
有
的
欵、
改
稱
教
育
經
費
委
員

會
時
再
為
另
定、
呈
請、

教
育
𠫊
核
準
施
行、

第
十
三
條
　
　
現
因
全
縣
教
育
經
常
的
欵
毫
無、
若
不
積
極
籌
提、

教
育
前
途、
實
難
期
望
𤼵
展、
故
無
論
本
會
會
外

人
員、
有
於
縣
屬
城
鄉
中、
查
獲
被
人
隠
瞞
霸
占
之

公
私
絶
業
欵
產、
到
會
舉
𤼵
報
告、
確
有
証
據
者、
一

經
本
會
籌
提
後、
即
依
照
財
政
局
奬
勵
章
程、
以
籌

獲
欵
產
之
百
分
之
二
十、
奬
給
該
報
告
人
員、
以
資
鼓
勵、

第
十
四
條
　
　
本
會
章
程、
有
未
盡
事
宜、
得
由
教
育
局
長、
轉
請

教
育
𠫊
修
正
之、

第
十
五
條
　
　
本
章
程
自
核
準
公
佈
之
日
施
行



 

江
城
縣
教
育
經
費
獨
立
委
員
會
委
員
姓
名
表

職
　
　
　
　
別

姓

　

名

藉

　

貫

附
　
　
　
　
記

正

委

員

長

張

夀

元

元

江

縣

現
𠔥
任
教
育
局
長

副

委

員

長

李

廷

相

江

城

縣

係
第
三
區
區
長

監

查

委

員

袁

炳

炎

江

城

縣

係
財
政
局
文
牘

監

查

委

員

楊

嘉

權

江

城

縣

係
第
四
區
區
長

經
費
管
理
員

彭

乾

元

江

城

縣

係
城
內
𥘉
小
教
員

委
員
𠔥

文
牘

朱

　

鏞

江

城

縣

係
兩
級
學
校
校
長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師

榮

名

江

城

縣

係
城
內
𥘉
小
教
員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朱

輝

文

江

城

縣

係
九
如
鄉
𥘉
小
教
員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張

福

泰

江

城

縣

係
慶
雲
鄉
𥘉
小
教
員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周

惠

民

江

城

縣

高
小
學
校
暨
工
員

委
　
　
　
　
員

王

軼

倫

元

江

縣

城
內
𥘉
小
教
員



 

倉
厫

江
城
倉
厫、
在
民
十
以
前、
地
方
紳
耆、
已
汲
汲
倡
議、
擬
設
一

義
倉、
以
備
荒
年、
惟
以
建
倉
買
谷、
需
款
浩
繁、
猛
烈
漢
少
夷

多、
地
瘠
民
貧、
無
從
籌
此
巨
款、
遂
致
中
止、
迨
至
民
國
十
九

年、
改
設
縣
治、
李
縣
長
文
新
到
任、
奉
省

民財

兩
廳
嚴
令、
限
期

設
立
義
倉、
而
李
縣
長、
遂
以
前
經
呈
請
上
峯
批
準、
提
作
江

城
教
育
經
費、
之○
︹
縣
民
李
䕃、
因
拒
絶
新
板
破
壞
金
鎔
之
罰

金
︺
內
挪
銀
弍
千
元、
用
以
建
蓋
瓦
樓
房
三
大
間
於
武
廟
面

邉、
並
買
谷
叁
佰
皇
石
以
儲
存
之、
以
備
㐫
荒
歉
歲、
嚴
定
法

規、
委
富
紳
經
營、
公
開
平、
　
以
濟
貧
民、
茲
已
呈
請
省

民財

兩

㕔
備
案、
惟
所
挪
用
之
教
費、
一
俟
將
來
倉
谷
生
利、
則
仍
應

歸
償
教
育
經
費局
耳、



 

寺
觀

江
城
境
內、
除
縣
城
及
附近
住所
漢
人
數
百
戶、
信
奉
佛
教
外、
其

餘
四
鄉、
俱
係
各
種
夷
民、
並
不
信
何
宗
教、
惟
於
疾
病
時、
用

雞
鴨
退
鬼
打
卦、
以
資
禳
觧
而
已、
故
境
內
寺
觀、
惟
縣
城
有

大
廟
一
所、
計
有
土
主
殿
一
院、
文
昌
殿、
闗
聖
殿、
觀
音
殿、
子

孫
殿、
大
佛
殿、
各
一
院、
係
前
清
道
光
九
年、
及
十
一
年
所
建、

外
有
川
主
廟
一
所、
係
清
道
光
時、
㝢
居
猛
烈
川
人
所
建、
此

外
縣
属
第
四
區
整
董
土
司
地、
有
大
佛
寺
一
所、
係
清
初
該

地
擺
夷
所
建、



 

耶
蘇
堂
及
入
教
信
從

江
城
縣
於
民
國
六
年、
有
英
人
富
力
敦
率
其
妻
子、
來
縣
属

九
如
鄉
三
家村
建
設
耶
蘇
教
堂、
並
用
種
種
手
腕、
誘
附
近
鄉

夷
入
教、
現
有
教
徒
五
六
百
人、
實
為
邉
防
之
隱
患
也、



 

施
棺
會

江
城
地
當
交
通
安
南
老
撾
之
孔
道、
四
方
客
商、
往
來
輻
湊、
且
氣
候
惡
劣、
瘴
癘

時
發、
或
異
地
孤
客、
或
流
落
商
販、
每
遇
夏
秋
之
交、
瘴
故
病
亡、
無
人
埋
塟
者、
無
嵗

之
無
亡○

城
中
士
庻、
目
擊
心
酸
情
傷
同
𩔖、
爰
于
前
清
光
緒
年間
集
衆
捐
金、
設

一
施
棺
會、
購
置
田
畝
一
份、
以
其
租
谷、
作
接
年
購
製
施
板、
及
補
助
埋
塟
各

費、
舉
城
中
正
紳
輪
流
經
管、
以
濟
顛
連
無
告
之
旅
客
窮
民、
法
良
意
美、

亦
慈
善
事
業
之
一
也、



 

江
城
縣
佛
教
會

縣
城
內、
于
民
國
𥘉
年、
設
有
一
佛
教
堂、
堂
長
係
縣
民
劉
運
弼
教、
徒
多
係

城
內
居
孀
寡
婦
之
輩、
均
以
素
食
戒
殺、
朝
真
拜
斗、
謹
守
佛
教
清
規、
嚴

持
戒
律
為
本、



 

自
清
季
至
近
年
舉
辦
自
治
之
經
過

猛
烈︹
即
今
縣
城
︺于
民
國
元
年、
設
立
自
治
公
所、
以
總
理
一
人、
董
事
六
人、
組
織
而

成、
接
年
係
以
地
方
錢
粮
為餘
經款
費、
收
入
多
寡
不
一、
民
國
七
年
停
辦、
今
者
江
城
縣

治
成
立、
又
於
二
十
一
年、
奉
令
辦
理
區
鄉
鎮
自
治、
以
全
縣
劃
為
四
區、
共
省
一

三

鎮
十
四○
鄉、
惟
經
費
尚
未
籌
定、



 

江
城
團
警
之
分
併
及
警
款
兵
額

江
城
原
名
猛
烈
街、
民
國
二
年
改
設
行
政
委
員
區、
後
因
地

方
無
款、
警
團
並
未
分
設、
卞
委
鄭
芳
任
內、
經
省
派
警
務
視

查
員
周、
核
定
由
保
衛
團
隊、
提
撥
二
十
名、
充
當
警
兵、
餉
糈

隨
隊
請
領、
當
經
呈
準
辦
理
有
案、
至
民
國
五
年、
委
員
何
瑛

以
此
款
無
著、
遂
致
停
辦、
繼
又
抽
收
豬
肉
捐、
每
月
收
獲
滇

票
四
十
餘
元、
改
辦
警兵
八
名、
民
十
以
後、
票
價
低
落、
復
改
為

六
名、
每
月
計
領
發
票
洋
四
十
二
元、
今
雖
改
縣、
設
立
縣
公

安
局、
然
以
無
款
改
組、
一
切設
仍置
皆
依
舊
辦
理
也、



 

教
育
局

江
城
於
民
國
十
八
年
才
改
縣
治、
在
未
設
縣
以
前、
係
猛
烈

行
政
區、
並
無
勸
學
所
及
教
育
局
之
設
置、
故
對
於
教
育
事

除宜
猛
烈
街
設
一
髙
初
兩
級
小
學
外、
其
餘
四
鄉、
並
無
教
育

事
業
之
可
言、
迨
至
民
國
十
八
年、
實
行
改
設
縣
治
教
育
局

才
隨
之
而
產
生、
然
因
毫
無
的
款、
無
力
另
行
組
設
局
所、
故

迄
今
三
載
以
來、
所
謂
教
育
局
長者
僅
由
髙
級
小
學
主
任
教

員
𠔥
之任
而
已、
江
城
縣
教
育
之
不
能
發
逹、
於
此
一亦
大為
原
因、

惟
幸
現
任
李
縣
長
文
新、
於
教
育
事
業、
頗
具
熱
心
提
倡、
現

已
陸
續漸
改有
進
之
景
象、
將
來
教
費籌
足
時、
則
教
育
行
政
事
業

當
不
難
照
章
組
設、
與
內
地
各
縣
相
埓
也、



 

江
城
文
學
之
開
端
及
有
功
教
育
之
官
師

江
城
自
明
清
兩
代、
已
歸
普
思
欣
圖、
分
屬
元
墨
兩
縣、
惟
以
僻
處
蠻
荒、
地
當

邊
陲、
為
蠢
夷
猓
猺
之
所
居、
無
文
物
教
化
之
可
述、
迨
前
清
末
年、
內
地
漢
人

流
寓
遷
往、
草
萊
漸
闢、
風
氣
䆮
開、
文
物
聲
教、
始
因
之
而
傳
佈、
𥘉
則
咸
同
光

緒
間、
有
元
江
楊
澤
及
石
屏
鄭
立
廷
諸
先
達、
來
邑
倡
設
私
塾、
提
撕
教
讀、

已
開
文
教
之
先
聲、
繼
而
宣
統
光
緒
之
際
縣有人
朱
自
光
自
榮
楊
開
泰
彭
永

齡
諸
秀
士、
人
文
蔚
起、
蜚
聲
庠
序、
於
是
邊
鄙
草
萊
之
區、
漸
濡
文
明
之

化、
逮
民
國
以
耒、
政
府
嚴
令
設
學、
推
廣
邊
地
教
育、
而
周
國
華
李
廷
輝

何
瑛
諸
委
員、
遂
先
後
倡
設
髙
𥘉
兩
級
小
學
于
猛
烈、
然
教
育
所
及、
僅

鄉

為
惠
民
一
鎮、
四
方○
夷
民、
仍
無
受
教
之
能
力、
洎
民
國
十
九
年、
江
城
縣
治
成

設○
立、
國
家
注
重
邊
地
文
化、
實
行
強
迫
普
及
教
育、
而
縣

長李

文
新、
爰
于

十
九
至
二
十
二
年
四
年
之
間、
屢
次
籌
欵
捐
廉、
竭
力
推
廣
提
倡、
始
於
江○
縣

城
添
設
男
女
𥘉
小
各
一
校、
于
各
區
鄉
閭、
成
立
𥘉
小
十
四
校、
以
資
教
育
四
方
夷

以

民、
俾
城
鄉
教
育、
得
以
平
均
發
達、
而
免
畸
形
編
倚
之
𡚁、
第
一○
江
城
地
瘠
民

貧、
經
費
奇
絀、
捉
襟
露
肘、
殊
難
維
持、
惟
是
學
校
基
礎
既
立、
將
耒
繼

續
籌
充
欵
項、
改
進
振
作、
庻
乎
可
以
漸
臻
完
善
耳、



 

雲
南
省
江
城
縣
邊
地
小
學
調
查
表

種　𩔖

名
　
稱

校　趾

校
　
史
組
　
　
　
織

學生數

經

費

來

源

其
他

邊地小學

江
城
縣
縣

立
高
級
小

學
校

縣　　城
民
國
二
年

成
立
迄
今

已
歴
二
十
年

由
校
長
一
人
教
員
二

人
書
記
一
人
及
高
小

學
生
一
班
組
成
之

男
生

二
十
四
名

女
生

四
名
共

二
十
八

名

廟
租
學
租
及
牲
湯

茶

百

貨

捐

等

項

同　　前

江
城
縣
第

一
區
惠
民

鎮
𥘉
級
小

學
校

縣　　城
前
清
光
緒

三
十
二
年
成

立
迄
今
已

歴
二
十
六
年

由
教
員
一
人
𥘉
小

學
生
一
班
組
成
之

二十一名

經

費

來

源

同

前

同　　前

同
　
前

縣　　城
民
國
九
年

成
立
迄
今

已
歴
十
四
年

同
　
前

三十六名

經

費

來

源

同

前

同　　前

江
城
縣
第

一
區
惠
民
鎮

女
子
𥘉
級
小

學
校

同　　前
民
國
十
九

年
成
立

教
員
一
人
及
𥘉
小
女

生
一
班
三
組
組
成
之

十九名

經

費

來

源

同

前

同　　前

江
城
縣
第

一
區
寳
藏
鄉

𥘉
級
小
學
校

朶把村

同
　
前

由
學
董
一
人
教
員

一
人
𥘉
小
學
生
一
班

組
成
之

十六名

縣
政
府
𥙷
助
五
十

元
學
生
負
擔
五
十

元



 

同　前

江
城
縣
第

一
區
寳
藏
鄉

𥘉
級
小
學
校

覧板凳村
民
國
二
十

二
年
成

立

組
織
同
前

二十名

經
費
來
源
同
前

同　　前

江
城
縣
第

一
區
慶
雲

鄉
𥘉
級
小
學

校

迭甲村
民
國
十
九

年
成
立

組
織
同
前

十七名

經
費
來
前
同
前

同　　前

江
城
縣
第

二
區
九
如
鄉

𥘉
級
小
學
校

三家村

同
　
前

組
織
同
前

三十名

經
費
來
源
同
前

同　　前

江
城
縣
第

二
區
嘉
禾

鄉
𥘉
級
小
學

校

石頭寨

民

國

十

九

年

成

立

組
織
同
前

十八名

組
費
來
源
同
前

同　　前

江

城

縣

第

二

區

德

厚

鄉

𥘉

級

小

學

校

磨發山

同
　
前

組
織
同
前

三十名

經
費
來
源
同
前

同　　前

江
城
縣
第

二
區
普
惠

鄉
𥘉
級
小
學

校

二易丫口
民
國
二
十

二
年
成
立

組
織
同
前

二十五名

經
費
來
源
同
前



 

學小地邊

江
城
縣
第

三
區
茗
海

鄉
𥘉
級
小

學
校

戞漏村

民

國

十

九

年

成

立

組

織

同

前

十八名

經
費
來
源
同
前

同　　　前

江
城
縣
第

三
區
歸
化

鄉
𥘉
級
小

學
校

清水河村

同
　
前
組

織

同

前

十七名

經
費
來
源
同
前

同　　　前

江
城
縣
第

三
區
定
越

鄉
𥘉
級
小

學
校

南邦甲村

民

國

二

十

二

年

成

立

組

織

同

前

十八名

經
費
來
源
同
前

同　　　前

江
城
縣
第

三
區
曲
水
鄉

𥘉
級
小
學
校

拉珠村

民

國

二

十

二

年

成

立

組

織

同

前

二十名

經
費
來
源
同
前

同　　　前

江
城
縣
第

四
區
康
平

鄉
𥘉
級
小

學
校

南鄙村

民

國

二

十

二

年

成

立

組

織

同

前

三十八名

經
費
來
源
同
前

同　　前

江
城
縣
第

四
區
仁
里
鄉

𥘉
級
小
學

校

蔴老街

同
　
前
組

織

同

前

三十四名

經
費
來
源
同
前



 

同　　　前

校
名
同
前

白沙河

民

國

二

十

二

年

成

立

組

織

同

前

二十五名

經

費

來

源

同

前

合　　　計

四

區

十

三

鄉

十五村
清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
成
立
一
校
民
國
二
年

成
立
一
校
民
國
九

年
成
立
一
校
十
九
年

成
立
八
校
二
十
二
年

成
立
七
校
共
計

一
十
八
校

校
長
一
人
教
員
十

九
人
學
董
十
四
人
學

生
十
八
班

四百三十名



 

江
城
縣
夷
民
種
族
及
其
習
俗

江
城
地
處
邉
僻○
漢
少
夷
多、
人
種
複
雜、
境
內
居
民、
除
縣
城

及
附
廓
十
餘
里
內、
住
有
漢
人
數
百
戶
外、
其
餘
四
鄉、
俱
係

各
種
夷
民、
或
聚
族
而
居、
或
零
星
雜
處、
殊
不
一
致、
查
各
夷

民
中、
以
猓
玀
一
種
為
最
多、
約
有
兩
千
餘
戶、
占
全
縣
人
口、

五
分
之
二、
擺
夷
約
有
六
七
百
戶、
占
全
縣
人
口
十
分
之
一、

此
外
尚
有
沙
人、
猺
人、
　

惰、
扯
爹、
必
猺、
西
獏
猓
等、
各
夷
種

族、
雜
居
其
間、
各
夷
民
之
種
族
言
語、
裝
拌
習
俗、
雖
不
一
致、

單

然
大
都
渾
渾
噩
噩、
智
織
蠢
愚、
蠻
㹮
狉
獉、
生
活
簡
陋○
鄙
陋、

與
上
古
未
開
化
之
野
蠻
民
族、
相
去
無
幾、
在
未
改
縣
以
前、

舉
地
方
巨
細
事
宜、
一
任
山
主
頭
目、
土
司
漢
人
之
宰
割
奴

戮、
而
莫
敢
誰
何、
蓋
以
為
山
高
皇
帝
遠、
除
山
主
老
爹、
土
司

頭
目
外、
更
無
所
謂
政
府
法
律
也
者、
今
者
改
設
縣
治、
推
廣

邉
地
教
育、
實
行
強
廹
夷
民
子
弟
入
學、
以
資
開
化
愚
昧、
而

啟
廸
夷
民
智
識、
然
而
一
般
夷
民、
猶
視
讀
書
為
畏
途、
以
令

子
弟
入
學、
為
甚
於
當
募
兵、
噫
際
此
內
憂
外
禍、
紛
至
踏
來、

強
鄰
之
侵
畧
日
廹、
邉
陲
之
防
務
日
急、
而
一
般
邊
地
夷
民

之
蠢
愚
梗
頑
者○
也
如
故、
邉
防
無
事
之
際、
猶
可
任
其
鹿
居

豕
處、
苟
安
朝
夕、
一
旦
國
防
告
警、
法
兵
壓
境、
則
欲
其
不
相

繼
安
南
老
撾
之
亡
國
滅
種、
而
淪
為
法
國
之
牛
馬
奴
隸
也、

萬
不
可
得
已、
茲
將
各
夷
族
之
風
俗
習
慣、
分
別
畧
誌
梗
概

於
左、
以
資
參
考
焉、



 ︹
猓
玀
︺
為
縣
屬
夷
民
中、
較
為
進
化
者、
雖
有
猓
玀
文
字、
然
一

般
子
弟、
多
不
學
習、
近
則
漸
與
漢
人
同
化、
生
計
寛
裕
者、
已

多
遣
子
弟
入
初
小
學
校、
男
女
勤
於
耕
種、
耕
山
採
茶、
以
為

生
活、
在
縣
城
附
近、
山
林
間
聚
族
而
居者
一
切
習
俗、
多
與
漢

人
畧
同、
惟
在
第
二
區
九
如
鄉
三
家
村
附
近
居
住
者、
多
奉

耶
蘇
教、
子
弟
亦
多
入
教
會
初
小
學
校
肄
業、
此
外
別
鄉
之

猓
玀、
並
不
奉
何
宗
教、
惟
迷
信
鬼
𥚢、
不
信
醫
藥、
每
遇
疾
病

則
打
掛
殺
雞
鴨
以
𧟄
解
之、
未
婚
子
女、
多
唱
歌
野
合、
父
母

置
不
問
聞、
婚
配
數
日、
新
婦
即
回
娘
家、
放
蕩
野
遊、
任
所
欲

為、
三
年
後、
方
到
男
家
守
婦
道、
成
家
室、
而
育
子
女、
近
則
濡

𣑱
華
風、
漸
改
陋
習、
而
稍
知
禮
儀
矣、

︹
擺
夷
︺
江
城
擺
夷、
分
水
漢
兩
種、
水
擺
夷
能
耐
炎
熱、
多
居
河

邉、
漢
擺夷
多
住
山
坡、
均
係
由
象
明
縣
屬
整
董
土
司
區
劃
歸

而
來
者、
水
擺
夷
之
種
族
語
言、
風
俗
習
慣、
男
女
裝
束
俱
與

車
里
十
二
版
納
擺
夷、
絶
對
相
同、
崇
奉
佛
教
建
築
緬
寺、
兒

童
至
八
九
歳
多
剃
髮
送
入
寺
當
和
尚
讀
緬
字
經
文、
寺
中

和
尚
衣
食
用
具、
悉
由
各
村
人
戶
供
給、
冩
字
則
用
蕨
莖、
削

尖
醮
墨、
而
書
於
緬
紙、
不
用
毛
筆
鋼
筆、
數
年
後
還
俗
歸
家、

蓄
髮
娶
妻、
男
則
短
衣
大
褲、
纒
頭
赤
足、
女
則
青
衣
青
裙、
色

緶
鑲
褒、
男
女
俱
𣑱
黑
齒、
帶
耳
環、
不
用
醫
藥
不
種
牛
痘、
一

遇
天
花
瘟
疫、
死
亡
不
堪
枚
舉、
無
論
父
母
妻
子、
入
緬
寺
見



 

须

小
和
尚
俱
係○
跪
拜、
子
女
婚
配、
多
尚
自
由、
亦
有
招
贅
成
婚
者、

每
日
飯
食、
只
用
穤
米、
𥰓
盒
盛
飯、
不
用
碗
筷、
暑
天
男
女
終

日
在
河
沐
浴、
婚
喪
年
莭、
多
用
牛
犬
祭
𠅘、
無
論
男
女、
都
是

有
名
無
姓、
家
族
系
統、
頗
難
分
別、
與
漢
人
界
限
甚
嚴、
畛
域

分
清、
蓋
以
言
語
習
俗、
概
不
相
同、
奉
教
又
耑、
生
活
簡
陋、
平

居
不
願
與
別
教
人
往
還、
又
不
願
讀
漢
書、
所
以
千
古
頑
梗

如
故、
不
易
與
漢
人
同
化
也、
至
漢
擺
夷、
則
男
女
衣
食、
多
與

漢
人
相
同、
惟
習
尚
搶
婚、
男
家
邀
集
伴
友
十
餘、
先
將
某
姓

女
搶
來、
然
後
央
媒
至
女
家
認
錯、
出
錯
銀
若
干、
後
再
擇
期

正
式
婚
配、
此
則
與
我
國
上
古
傍
晚
搶
婚
之
習
無
異、
語
云

禮
失
則
求
諸
野、
此
之
謂
乎、

︹
猺
人
︺
性
質
勇
猛、
逐
深
林
宻
箐
而
居、
數
年
則
遷、
無
一
㝎
住
所、

猶
蒙
古
人
之
逐
水
草
而
居
也、
平
居
不
務
耕
田、
耑
藉
擊
野
獸、

栽
藍
靛
種
玉
麥
豆
粱
以
為
生
活、
男
女
青
衣
錫
組、
山
居
度
日、

男
子
𨿽
多
讀
漢
書、
而
發
音
不
同、
故
語
言
啁
啾、
與
漢
人
異、
不

種
鼻
豆
牛
豆、
故
男
女
老
㓜、
多
無
蔴
面
者、
村
中
若
一
人
𣑱
天

花、
則
閤
村
逺
徒
以
避
之、
或
將
食物
給
與染
𣓪者
置
他
所、
以
防
傳
𣑱、

男
女
婚
配、
多
係
唱
歌
結
合、
不
似
漢
人
舊
制
之
拘
束、
此
外
各

種
夷
族、
大
都
以
耕
山
務
農
為
生、
無
論
婚
䘮、
均
以
宰
牛
飲酒
吹

笙
歌唱
以
為
楽
習○
一
㘦
習
俗、
固
無
大
區
別
也、



 

境
內
服
官
外
省
之
人
物

字

龔
得
勝
定○

㨗
三、
本
境
慶
雲
鄉
被
媽
村
人、
於
光
緒
十
七
年、

在
分
統
魏
名
髙
部
下
當
兵、
因
擊
匪
有
功、
升
充
哨
官、
後
至

廣
西
省、
升
天
娥
縣
守備
及、
柳
州
督
帶、
代
理
白
色
總
鎮、
繼
升

至
粵
軍
統
領、
至
民
國
十
一
年、
回
滇、
改
充
滇
軍
第
六
梯
團

長、
現
住
雲
南
省
垣、



 

養
濟
院

江
城
地
當
中
法
交
通
孔
道、
往
來
商
販
及
流
寓
孤
客
頗
多、
境
內
氣
候

惡
劣、
每
至
夏
之秋
販交
旅商
客、
多
𣑱
受
瘴
毒、
呻
吟
輾
轉
遷
延
悞
死
者
亦
不

少、
城
中
店
棧
習
俗、
一
遇
客
商
病
篤、
則
棄
置
城
外
茅
屋、
飲
食
醫
藥、
無
人

照
料、
死
生
存
亡、
更
無
人
過
問、
似
此
情
形、
傷
慘
已
極、
縣
長
到李
任文
目新
擊
心
酸、

乃
先
捐
銀
二
百
元、
首
為
提
倡、
並
召
集
城
鄉
士
庻、
籌
捐
欵
項、
設
養
濟
院

於
城
西、
委
城
內
士
紳、
專
司
經
理、
明
訂
規
章、
公
開
出
納、
収
容
病
者、
給
與

醫
藥、
其
死
亡
者、
施
棺
埋
塟、
以
済
異
地
孤
客
窮
民
商
販
流
寓
之
孤
苦

零
丁、
顛
連
無
告
者、
盖
亦
地
方
慈
善
事
業之
一
也○
而
職
司
民
牧
者、
所
當

力
為
倡
設
利
濟
者
也、
茲
將
養
濟
院
募
捐
𠷠
附
錄
于
後、



 

創
設
江
城
縣
養
濟
院
募
捐
啟

盖
聞
善
舉
義
施、
必
資
群
力、
済
困
撫
危、
端
賴
慈
仁、
江
城
僻
處
邊
荒、
醫
藥
兩
缺、

每
值
秋
夏、
疫
癘
交
作、
求
治
既
苦
無
方、
就
醫
尤
多
未
便、
然
而
久
住
者
有
室

有
家、
調
養
自
有
妻
孥、
而
僑
寓
者
無
親
無
戚、
照
料
惟
賴
居
停、
無
如
一
般

惡
習、
忌
避
太
深、
每
謂
旅
客
病
亡、
不
利
戶
主、
故
爾
一
經
病
篤、
動
𦕿
棄
置
荒

郊野○
沐
雨
櫛
風、
披
星
戴
月、
凄慘
悲
切、
困
苦
難
言、
饑
寒
交
迫、
誰
分
簍
炭
杯
羹、

瘴
癘
纒
綿、
孰
為
延
醫
進
藥、
孤
苦
伶
仃、
辛
酸
莫
訴、
呻
吟
輾
轉、
艱
險

備
嘗、
縱
是
百
煉
金
鋼、
亦
難
經
此
磨
折、
況
值
喘
息
之
餘、
何
堪
再
受
摧
殘、

是
以
一
被
驅
出、
即
無
痊
癒
之
望、
盖
雖
病
不
至
死、
必致
凍
餒
難
生
也
已、
慨
夫

兔
死
狐
悲、
獸
猶
知
傷
其
𩔖、
民
胞
物
與、
人
豈
莫
表
同
情、
茲
幸
縣
長
李
公、

捐
廉
倡
首、
屢
次
籌
商、
擬
就正
街
道、
新
建
養
濟
院、
俾
患
病
者
來
院
診

治、
則
贈
送
醫
葯、
病
死
者
亦
給
予
埋
塟
各
費、
並
嚴
定
規
章、
公
開
出
納、

力

務
俾
流
寓、
實
惠
均
沾、
惟
事
屬
創
舉、
需
財
孔
多、
廣
廈
千
金、
獨
立○
莫
籌、

所
注
仁
人
君
子、
樂
傾
囊以
輸
將、
善
士
旅
客、
慨
捐
金
而
臂
助、
俾
渠
渠
院屋
功、
告

厥
成、
庻
𡘤
𡘤
災
黎、
咸
登
夀
域、
則
諸君
子
功
自
無
量、
福
亦
糜
涯
矣
是
為
啓、



 

貞
女
朱
寳
明
事
畧

縣
城
朱
廷
芳
之
女
朱
宝
明、
秉
性
溫
和
慈
愛、
自
幼
居
家
奉
養
父
母、
守
貞
不

字、
皈
依
佛
法、
戒
殺
茹
素、
處
世
謙
恭
慈
愛、
樂
善
好
施、
睦
宗
族
和
鄰
里、
嚴

持
戒
律、
操
守
堅
貞、
平
居
紡
績
營
生、
持
己
勤
儉
亷
潔、
每
遇
地
方
饑
荒

㐫
嵗、
及
顛
連
孤
苦
者、
莫
不
盡
力
施
濟、
年
逾
花
甲、
其
持
己
待
人
一
如
平

日、
城
中
男
女
婦
孺、
莫
不
知
其
貞
孝
慈
惠、
是
以
民
國
十
九
年、
各
界
士
庻、

曾
代
呈
請

縣
長

李

轉
呈
雲
南
省
政
府
核
奬
貞
孝
可
風
匾
額
以
旌
之、
至
二

十
年
秋、
寶
明
病
篤、
猶
遺
囑
後
學、
將
其
所
積
資
銀
千
餘
金、
捐
助
高
𥘉

小
學
校、
以
資
教
育
學
童、
夫
朱
宝
明
之
貞
操
孝
行、
政
府
固
已
旌
之
矣、

其
樂
善
好
施
之
美
德、
而○
豈
可
任
其
湮
沒
哉、
故
為
錄
而
表
彰
之、



 

佛
教
長
老
劉
運
弼
事
畧

劉
運
弼、
江
城
縣
人、
兩
嵗
喪
父、
宿
遭
閔
㐫、
母
尚
氏
守
節
撫
孤、
辛
苦
備
嘗、
運
弼
秉
姓

敦
厚、
溫
恭
慈
讓、
出
自
天
賦、
兩
兄
俱
已
有
子、
弼
年
稍
長、
恐
娶
婦
不
賢
反、
增
老

母
以
憂
戚、
遂
皈
依
佛
法、
終
身
不
娶、
家
居
奉
佛、
承
歡
膝
下、
三
十
年
如
一
日、
母
病
藥

必
親
嘗、
衣
不
解
帶
者
屢
月、
終
無
倦
容、
平
居
誦
佛
持
齋、
嚴
守
規
律、
戒
殺
放
生、

博
施
利
済、
為
亡
父
生母
祈
福
延
夀、
母
亡、
喪
塟
盡
禮、
族
黨
稱
孝、
光
宣
間、
受
知
於

唐
如
林
張
運
恆
朱
永
顯
諸
法
師、
旋
隨
朱
張
赴
湘
黔
川
滇
各
名
山
求
師
訪
道、

以
求
了
晤、
途
中
屢
遭
顛
沛
險
伹、
終
無
悔
志、
其
奉
教
之
誠○
誠
可
想
見
矣、
雲
南

光
復、
返
滇
垣
入
牛
痘
學
校、
𠔥
習
醫
學、
畢
業
歸
里、
益
自
克
苦
精
進、
禮

佛
之
餘、
即
為
人
診
病
泡
藥、
雖
極
貧
苦
之
家、
亦
無
不
往
者、
弼
為
人
勤
儉

亷
潔、
謙
恭
和
讓、
睦
宗
族、
篤
故
舊、
持
已
待
人、
一
皆
出
之
以
誠
兄
早
喪
弼
撫

諸
侄
如
己
出、
教
育
婚
配、
罔
不
得
宜、
每
遇
㐫
歉
疾
疫
殘
廢
孤
貧、
則
盡
力
施
濟、

米
藥
衣
服
無
德
色、
民
𥘉
創
佛
教
會、
俾
奉
教
男
女、
得
所
皈
依、
而
教
徒
亦
以
其

敦
厚
誠
𣖙、
遂
以
長
老
尊
之、
比
來
江
城
改
設
縣
治、
百
政
振
興、
舉
地
方
公
務
要

政、
慈
善
事
業、
弼
莫
不
竭
力
資
助
傾
囊
輸
捐、
其
好
善
樂
施
如
此、
今
春
政

府
建
設
養
済
院、
委
弼
總
理
其
事、
異
日
地
方
人
民
之
受
惠、
正
未
艾
也、
如
劉

君
者、
豈
唯
佛
教
中
長
老
已
哉、
蓋
亦
江
邑
社
會
之
慈
航
也、



 
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十
月
　
三
十
一
　
　
日
縣
長
李
文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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